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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棳形成了一种

暟男性才能担当家族传宗接代重任暠的封建思想暎
但是棳现代文明社会已经逐渐摒弃这种暟重男轻女暠
的封建思想棳男女平等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暎然

而棳从遗传学角度看 斮 染色体遵循严格的父系遗

传方式棳使得父系亲缘关系传递存在一定的暟传宗

接代暠意义暎
姓氏大部分都从父传递棳斮染色体则更严格地

遵循父系遗传棳因此姓氏与 斮 染色体之间有很好

的平行对应关系暎研究姓氏与 斮染色体之间的关

联性对基因家谱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棳并且在法医

学领域中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棳因为它意味着当给

定一个姓氏与 斮 染色体特征的联合规律数据库

时棳仅根据 斈斘斄 就可进行姓氏的推测棳为案件侦

查提供帮助暎
棻暋姓氏的起源与发展

姓氏的起源发展状况在世界各地不尽相同暎
在日本棳姓氏于公元 世纪晚期产生棳但直到棻椄椃
年才被普通平民使用椲棻椵椈在冰岛棳子女是以父亲的

名字为姓氏棳所以其姓氏是世代变化的椈在中国棳姓
氏的起源历史可追溯到 棸棸棸年前棳主要来源于远

古时代的各种图腾和 地名暎秦汉以 后棳数量大

增椲棽椵暎据 新统计棳拥有棻棾亿人口的中国目前有

棿棻棸棸个姓氏椲棾椵暎尽管姓氏的起源时间棬中国大约

棸棸棸年前而土耳其仅约为椄棸年前棭和发展演变在

世界各地不尽相同棳但大多数情况下棳姓氏从父遗

传的现象却是相同的暎
棻棶棻暋中国姓氏的分布特点

中国的姓氏分布主要存在两个特点椲棿灢 椵椇一是

在历史上的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暎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棳中国姓氏表现出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

物质的特点棳尤其与 斮 染色体的进化具有基本相

同和平行的表现暎中国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

谱的习俗棳且婚姻半径较小棳婚娶地域相对固定棳这
样易形成同姓人群的分布棳因此棳中国姓氏的分布

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暎另一个

特点是存在大姓和小姓两种姓氏状态棳或称为常见

姓氏和罕见姓氏暎仅占总姓氏量不足 棩的棻棸棸
个常见姓氏集中了椄 棩以上的人口棳而占总姓氏

量椆 棩以上的罕见姓氏仅代表不足棻 棩的人口暎
反映各地人群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是常见姓氏的

分布棳决定了中国历史上人群迁移和地域亲缘关系

的程度椈而罕见姓氏人群则表现了其地域特色和相

对隔离的现象暎因此棳中国人群姓氏的分布规律及

其与 斮染色体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将为探索其在法

医学中的应用有重要价值暎
棽暋斮染色体的遗传学特点

人类 斮 染色体的椆 棩为非重组区域棬旑旓旑灢
旘斿斻旓旐斺旈旑斸旚旈旑旂旔旓旘旚旈旓旑旓旀斮斻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棳斘斠斮棭棳
不与任何染色体发生重组暎因此棳斮染色体的该特

性保证了子代能完整地继承父代的 斘斠斮棳保证了

其严格的父系遗传暎在代代父子相承的传递过程

中棳斮染色体也在不断地积累着变化暎遗传突变的

积累棳使得人类父系遗传体系中 斮 染色体存在一

定的差异暎斘斠斮 上的单核苷酸多态棬斢斘斝棭和短

串联重复棬斢斣斠棭是突变形成的主要的两大类差异暎
棽棶棻暋斮灢斢斘斝的遗传特点

斮灢斢斘斝的多态主要是碱基转换暍缺失或者插

入棬也包括长片段的插入棳如 斄旍旛棭棳其突变率相当

低棬约棽暳棻棸棴椄次棷代棭棳所以每次突变都具备很好

的代表性椈另外棳其发生 斈斘斄 回复突变棬旘斿斻旛旘旘斿旑旚
旐旛旚斸旚旈旓旑棭的概率更低棳几乎忽略不计棳且更不会有

向多种状态发生突变的情况暎因此棳在 斘斠斮 上产

生的一系列突变能够准确地反映其漫长历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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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过程暎
单倍群棬旇斸旔旍旓旂旘旓旛旔棭是一组相关联的 斮灢斢斘斝旙

位点的组成暎定义单倍群的 斮灢斢斘斝旙在进化过程

中的出现有时间顺序暎因此棳可以用单倍群来构建

斮染色体系统发育树暎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技术棳
斦旑斾斿旘旇旈旍旍等椲椂灢椃椵发现了大量的 斮灢斢斘斝旙棳大大地推

动了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暎随着更多的 斮灢
斢斘斝旙被发现和研究棳目前已经构建了较为详细的

世界人群 斮 染色体系统发育树椲椄椵棳并在不断更新

中 棬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旈旙旓旂旂棶旓旘旂棷旚旘斿斿棷旈旑斾斿旞棶旇旚旐旍棭暎
各单倍群及其分支在世界人群中的分布显示了很

强的地理特异性暎研究发现棳主要有 斈灢斖棻椃棿暍斆灢
斖棻棾棸暍斘灢斖棽棾棻暍斚灢斖棻椃 单倍群分布于东亚椲椆椵棳其
中 斚灢斖棻椃 单倍群主要有 斚棻灢斖棻棻椆暍斚棽灢斖椆 和

斚棾灢斖棻棽棽椲椄椵棾个亚群棳斚棾灢斖棻棽棽单倍群为东亚和

东南亚的主要单倍群椲棻棸椵暎
棽棶棽暋斮灢斢斣斠的遗传特点

斮灢斢斣斠的多态主要是每个斢斣斠 位点上重复

单位的拷贝数变化棳其突变率较高棬约椂棶椆暳棻棸棴棿棷
代棭棳有利于估算不同 斮 染色体之间的分化时间棳
因此斢斣斠 位点成了 斮染色体上的暟时钟暠暎同 斮灢
斢斘斝相似棳不同位置上的数个 斮灢斢斣斠可以构成单

倍型椲棻棻椵暎通过分析 斮染色体单倍型的多样性程度

可以计算群体的共祖时间暎假设某个一步棬旙旈旑旂旍斿灢
旙旚斿旔棭突变模型棳且群体的有效群体大小稳定棳就
可由公式旚椊棴斘斿旍旑棬棻棴斨棷斘斿毺棭推算出某个 斮灢
斢斘斝位点的发生大致时间暎公式中棳斘斿为有效群

体大小棳毺是突变率棳旍旑是自然对数棳斨为群体中某

斢斣斠被观察到的数值的方差棳计算得到的旚是经

历的世代数棳乘以每一世代的年数即可得到发生时

间椲棻棽椵暎
棾暋姓氏与斮染色体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姓氏传递的连续和稳定才能保证姓氏与 斮染

色体的基本相同和平行的传递关系暎通过分析和

比较宋朝暍明朝和当代中国姓氏的分布曲线暍同姓

率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棳袁义达等椲棿灢 棳棻棾灢棻棿椵发
现棻棸棸棸多年前的姓氏分布和当代基本一致暎比较

法国棻椆世纪末和棻椆椃 年的若干姓氏的分布情况棳
斕斿旂斸旟等椲棻 椵也发现了姓氏传递的稳定性暎这些研

究证实各国的姓氏传承是相对稳定的棳为姓氏和 斮
染色体的关联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暎

同姓氏会提高出现相同 斮染色体单倍型的机

率棳并且 斮染色体单倍型相同的概率随着姓氏在

人群中分布频率的减少而增加椲棻椂椵暎斅斸旍斸旑旓旜旙旊斸
等椲棻椃椵提出了一种新的同姓人群 斮染色体单倍群频

率的统计计算方法棳并认为研究同一姓氏人群的关

联性需联合分析斮灢斢斘斝与斮灢斢斣斠两种遗传标记暎
斖斿旍旈旙旙斸斍旟旐旘斿旊等也报道了可以通过 斮灢斢斣斠旙检

测或基因家谱学数据库查询推断姓氏椲棻椄椵暎通过分

析南欧姓氏与 斮染色体之间的关联性棳采用棻椃个

斮灢斢斣斠基因座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哥伦布并非生于

意大利的热那亚棳而是来自西班牙的加泰罗尼

亚椲棻椆椵暎斅斿旂旓旑斸 斖斸旘旚旈旑斿旡灢斆旘旛旡等椲棽棸椵联 合 斮灢斢斘斝
和 斮灢斢斣斠分析了罗马尼亚瓦拉吉亚王朝时期的

贵族姓氏巴萨拉布棳表明在历史长流中存在大量的

外姓人群改姓巴萨拉布暎斮 染色体分析还可提供

某一姓氏家谱中未记录的基因混合事件信息棳且在

深入的系谱遗传学研究中棳姓氏的选择对于真正土

著群体的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椲棽棻椵暎意大利学者

斄旍斿旙旙旈旓斅旓斸旚旚旈旑旈等棳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棳包括采用

一种亲缘关系矩阵和特征映射的遗传统计方法来

表明以姓氏为基础的抽样程序可以扩展应用到非

隔离群体椲棽棽椵椈以创建者姓氏作为判断样本祖先来

源的标准棳利用 斮灢斢斘斝旙与 斮灢斢斣斠旙遗传标记研

究棳支持基于姓氏选择的 斄旘斺斿旘斿旙旇斿人样本可以作

为阿尔巴尼亚创建者群体的 斮染色体遗传多态性

的代表椲棽棾椵椈并通过对意大利的姓氏数据研究确定

了一种通过姓氏构建祖先人群结构的方法椲棽棿椵暎
吴 东 颖 等椲棽 椵 应 用 斮 染 色 体 的 斈斮斢棻椆暍

斈斮斢棾椆棸暍斈斮斢棾椆棻和 斮斆斄斏斏棿个 斢斣斠 基因座棳分

析了 棸例中国汉族王姓男性 斈斘斄 样本棳结果与

随机样本的单倍型的频率分布无显著差异暎邓志

辉等椲棽椂椵对深圳地区李姓暍王姓和张姓的无关男性

个体 斮灢斢斣斠单倍型遗传多态性分析表明棳该地区

此三姓氏无关男性个体 斮灢斢斣斠 单倍型的遗传多

态性丰富棳与以往的汉族无关男性群体遗传资料比

较差异不显著暎侯伟光椲棽椃椵对山东地区张暍王暍李暍
赵暍刘暍陈暍孔暍孟暍佀暍么棻棸家姓氏棻椃个 斮灢斢斣斠旙
进行了多态性检测棳分析棻棸家姓氏谱系渊源关系

表明棳棻棸家姓氏棻椃个 斮灢斢斣斠 基因座的等位基因

频率分布与山东人群分布总体上相似棳且遗传关系

主要分棾支棳佀姓暍赵姓为第棻支棳李姓暍孟姓为第

棽支棳其余为第棾支暎
棿暋展望

在同一姓氏内研究 斮 染色体单倍型差异棳表
明姓氏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棬包括姓氏多起源棳非

棸棽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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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传递棳基因漂流棭的影响椲棽椄椵暎遗传学中姓氏和 斮
染色体的联合分析棳使其在法医学方面也具有潜在

的应用价值棳由此形成的暟基因家谱学暠也迅速引起

了公众的关注暎由于 斮染色体的突变是一步步发

生的棳父系亲缘关系越近的个体之间的 斮 染色体

单倍型越相似棳一个纯粹由父系传递的姓氏应有相

近的 斮灢斢斣斠 单倍型暎理论上讲棳足够数量的 斮灢
斢斘斝和 斮灢斢斣斠信息棳通过调查一个姓氏宗族内的

斮染色团体信息棳就能够很清楚的构建其家族 斮
染色体的谱系树棳乃至编写一部清晰的基因家谱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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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棭椇椄棾棸灢椄棾椄棶

椲椆椵暋钟华棶东亚现代人 斮染色体群体结构和史前迁移椲斈椵棶北京椇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棳棽棸棻棸椇棽灢椂棶

椲棻棸椵斢旇旈斎棳斈旓旑旂斮斕棳斪斿旑斅棶斮灢斻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斿旜旈斾斿旑斻斿旓旀旙旓旛旚旇斿旘旑
旓旘旈旂旈旑旓旀旚旇斿斉斸旙旚斄旙旈斸旑灢旙旔斿斻旈旀旈斻旇斸旔旍旓旂旘旓旛旔斚棾灢斖棻棽棽椲斒椵棶
斄旐斒斎旛旐斍斿旑斿旚棳棽棸棸 棳椃椃棬棾棭椇棿棸椄灢棿棻椆棶

椲棻棻椵斔斸旟旙斿旘斖棳斆斸旂旍旈斸斄棳斆旓旘斸斻旇斈棳斿旚斸旍棶斉旜斸旍旛旚旈旓旑旓旀斮灢斻旇旘旓旐旓灢
旙旓旐斸旍斢斣斠旙椇斸旐旛旍旚旈斻斿旑旚斿旘旙旚旛斾旟椲斒椵棶斏旑旚斒斕斿旂斸旍斖斿斾棳棻椆椆椃棳
棻棻棸棬棾棭椇棻棸棽椆灢棻棸棾棾棶

椲棻棽椵斢旛斅棳斬旈斸旓斒棳斦旑斾斿旘旇旈旍旍斿旚斝棳斿旚斸旍棶斮灢斻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斿旜旈斾斿旑斻斿旀旓旘
斸旑旓旘旚旇旝斸旘斾旐旈旂旘斸旚旈旓旑旓旀旐旓斾斿旘旑旇旛旐斸旑旙旈旑旚旓斉斸旙旚斿旘旑斄旙旈斸
斾旛旘旈旑旂旚旇斿旍斸旙旚斏斻斿斄旂斿椲斒椵棶斄旐斒斎旛旐斍斿旑斿旚棳棻椆椆椆棳椂 棬椂棭椇
棻椃棻椄灢棻椃棽棿棶

椲棻棾椵袁义达棳金锋棳张诚棳等棶宋朝中国人的姓氏分布与群体结构

分化椲斒椵棶遗传学报棳棻椆椆椆棳棽椂棬棾棭椇棻椄椃灢棻椆椃棶

椲棻棿椵袁义达棳张诚棶中国姓氏椇群体遗传与人口分布椲斖椵棶上海椇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棽椇棾棽灢棾椂棶
椲棻 椵斕斿旂斸旟斒斖棳斨斿旘旑斸旟斖棶斣旇斿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斸旑斾旂斿旓旂旘斸旔旇旈斻斸旍旓旘旈灢

旂旈旑旓旀旙旓旐斿斊旘斿旑斻旇旙旛旘旑斸旐斿旙椲斒椵棶斄旑旑 斎旛旐 斅旈旓旍棳棽棸棸棸棳棽椃
棬椂棭椇椄椃灢椂棸 棶

椲棻椂椵斔旈旑旂斣斉棳斅斸旍旍斿旘斿斸旛斢斒棳斢斻旇旛旘斿旘斔斉棳斿旚斸旍棶斍斿旑斿旚旈斻旙旈旂旑斸旚旛旘斿旙
旓旀斻旓斸旑斻斿旙旚旘旟旝旈旚旇旈旑旙旛旘旑斸旐斿旙椲斒椵棶斆旛旘旘斅旈旓旍棳棽棸棸椂棳棻椂棬棿棭椇
棾椄棿灢棾椄椄棶

椲棻椃椵斅斸旍斸旑旓旜旙旊斸斉斨棳斠旓旐斸旑旓旜斄斍棳斅斸旍斸旑旓旜旙旊旟斚斝棶斘斸旐斿旙斸旊斿旙旓旘
斠斿旍斸旚旈旜斿旙椏 斄旔旔旘旓斸斻旇斿旙旚旓斏旑旜斿旙旚旈旂斸旚旈旑旂旚旇斿斠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灢
旚旝斿斿旑斮斆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斎斸旔旍旓旂旘旓旛旔旙斸旑斾斢旛旘旑斸旐斿旙椲斒椵棶斖旓旍斿斻灢
旛旍斸旘斅旈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棻棻棳棿 棬棾棭椇棿椃棾灢棿椄 棶

椲棻椄椵斍旟旐旘斿旊斖棳斖斻斍旛旈旘斿斄斕棳斍旓旍斸旑斈棳斿旚斸旍棶斏斾斿旑旚旈旀旟旈旑旂旔斿旘旙旓旑斸旍
旂斿旑旓旐斿旙斺旟旙旛旘旑斸旐斿旈旑旀斿旘斿旑斻斿椲斒椵棶斢斻旈斿旑斻斿棳棽棸棻棾棳棾棾椆棬椂棻棻椃棭椇
棾棽棻灢棾棽棿棶

椲棻椆椵斖斸旘旚旈旑斿旡灢斍旓旑旡斸旍斿旡斕斒棳斖斸旘旚旈旑斿旡灢斉旙旔旈旑斉棳斄旍旜斸旘斿旡斒斆棳斿旚斸旍棶
斢旛旘旑斸旐斿斸旑斾 斮 斻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旈旑斢旓旛旚旇斿旘旑 斉旛旘旓旔斿椇斸斻斸旙斿
旙旚旛斾旟旝旈旚旇斆旓旍旓旐棷斆旓旍旓旐斺旓椲斒椵棶斉旛旘斒斎旛旐 斍斿旑斿旚棳棽棸棻棽棳棽棸
棬棽棭椇棽棻棻灢椂棶

椲棽棸椵斖斸旘旚旈旑斿旡灢斆旘旛旡斅棳斏旓斸旑斸斖棳斆斸旍斸旀斿旍旍斊棳斿旚斸旍棶斮灢斆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
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旈旑斏旑斾旈旜旈斾旛斸旍旙斅斿斸旘旈旑旂旚旇斿斅斸旙斸旘斸斺斘斸旐斿旓旀旚旇斿斊旈旘旙旚
斈旟旑斸旙旚旟旓旀斪斸旍旍斸斻旇旈斸旑斔旈旑旂旙椲斒椵棶斝斕旓斢斚斘斉棳棽棸棻棽棳椃棬椃棭椇
斿棿棻椄棸棾棶

椲棽棻椵斕斸旘旐旛旙斿斸旛斖斎棳斨斸旑旓旜斿旘斺斿旊斿斒棳斍旈斿旍旈旙斍棳斿旚斸旍棶斏旑旚旇斿旑斸旐斿
旓旀旚旇斿旐旈旂旘斸旑旚旀斸旚旇斿旘灢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旙旛旘旑斸旐斿旓旘旈旂旈旑旙旈斾斿旑旚旈旀旈斿旙
旂斿旑斿旚旈斻斸斾旐旈旞旚旛旘斿斿旜斿旑旚旙旛旑斾斿旚斿斻旚斸斺旍斿旀旘旓旐旂斿旑斿斸旍旓旂旈斻斸旍旘斿灢
斻旓旘斾旙椲斒椵棶斎斿旘斿斾旈旚旟棳棽棸棻棽棳棻棸椆棬棽棭椇椆棸灢椆 棶

椲棽棽椵斅旓斸旚旚旈旑旈斄棳斝斿斾旘旓旙旈斖斉棳斕旛旈旙斿旍旍旈斈棳斿旚斸旍棶斈旈旙旙斿斻旚旈旑旂斸旇旛旐斸旑
旈旙旓旍斸旚斿椇斘旓旜斿旍旙斸旐旔旍旈旑旂斻旘旈旚斿旘旈斸旀旓旘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旚旇斿旂斿旑斿旚旈斻
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斿旓旀旚旇斿斨斸旍斾旈斢斻斸旍旜斿棬斏旚斸旍旈斸旑斝旘斿灢斄旍旔旙棭椲斒椵棶斄旑旑斸旍旙
旓旀斎旛旐斸旑斅旈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棻棸棳棾椃棬棿棭椇椂棸棿灢椂棸椆棶

椲棽棾椵斅旓斸旚旚旈旑旈斄棳斕旛旈旙斿旍旍旈斈棳斢斸旡旡旈旑旈斖棳斿旚斸旍棶斕旈旑旊旈旑旂斏旚斸旍旟斸旑斾旚旇斿
斅斸旍旊斸旑旙棶斄斮灢斻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旔斿旘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旀旘旓旐旚旇斿斄旘斺斿旘斿旙旇斿旓旀
斆斸旍斸斺旘旈斸椲斒椵棶斄旑旑斸旍旙旓旀斎旛旐斸旑斅旈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棻棻棳棾椄棬棻棭椇椆灢椂椄棶

椲棽棿椵斅旓斸旚旚旈旑旈斄棳斕旈旙斸斄棳斊旈旓旘斸旑旈斚棳斿旚斸旍棶斍斿旑斿旘斸旍斖斿旚旇旓斾旚旓斦旑灢
旘斸旜斿旍斄旑斻旈斿旑旚斝旓旔旛旍斸旚旈旓旑斢旚旘旛斻旚旛旘斿旙旚旇旘旓旛旂旇斢旛旘旑斸旐斿旙棳斊旈旑斸旍
斨斸旍旈斾斸旚旈旓旑旓旑斏旚斸旍旈斸旑斈斸旚斸椲斒椵棶斎旛旐斸旑斅旈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棻棽棳椄棿棬棾棭椇
棽棾灢棽椃棸棶

椲棽 椵吴东颖棳马素参棳刘明棳等棶应用 斮 染色体多态标记对汉族王

姓亲缘关系的研究椲斒椵棶人类学学报棳棽棸棸棸棳棻椆棬棽棭椇棻棾棽灢棻棾椃棶
椲棽椂椵邓志辉棳李茜棳王大明棳等棶深圳无偿献血人群中李姓暍王姓和

张姓无关 男 性 个 体 斮灢斢斣斠 单 倍 型 遗 传 多 态 性 椲斒椵棶遗 传棳
棽棸棸椃棳棽椆棬棻棻棭椇棻棾棾椂灢棻棾棿棿棶

椲棽椃椵侯伟光棶山东汉族棻椃个 斮染色体斢斣斠遗传多态性调查及姓

氏渊源研究椲斈椵棶辽宁椇辽宁医学院棳棽棸棻棻棳棾灢椄棶
椲棽椄椵斔旈旑旂斣斉棳斒旓斺旍旈旑旂斖斄棶斊旓旛旑斾斿旘旙棳斾旘旈旀旚棳斸旑斾旈旑旀旈斾斿旍旈旚旟椇旚旇斿旘斿旍斸灢

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斮斻旇旘旓旐旓旙旓旐斿斾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斸旑斾旔斸旚旘旈旍旈旑斿斸旍旙旛旘灢
旑斸旐斿旙椲斒椵棶斖旓旍斅旈旓旍斉旜旓旍棳棽棸棸椆棳棽椂棬棭椇棻棸椆棾灢棻棻棸棽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棿灢棸棽灢棻 棭

棻棽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