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某地区维吾尔族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C97)V'*

亚型频率分布

邹红云"余伍忠"何
"

江"杨
"

柳"焦
"

敏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乌鲁木齐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新疆维吾尔族强直性脊柱炎!

7:

#患者
C97)V'*

亚型的分布特点%方法
"

采用
XYB):V;

法对维吾尔族

7:

患者进行
C97)V'*

亚型检测"并与当地汉族及国内其他地区已报道的
7:

患者
C97)V'*

亚型分布特点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维吾尔族
7:

患者中
V

#

'*&(

表现型频率!

((2(#8

#最高"显著高于本地区汉族
7:

患者
V

#

'*&(

频率!

E

)

&2&(

#"也高于国内

其他地区报道的汉族
7:

患者
V

#

'*&(

频率!山东地区
#$2%"8

除外#%维吾尔族
7:

患者中
V

#

'*&6

表现型频率!

'(8

#是迄今国

内报道中的最低频率"明显低于本地区汉族!

E

)

&2&(

#和国内其他地区报道的
V

#

'*&6

表现型频率%维吾尔族
7:

患者中还检测

到
V

#

'*&'

$

V

#

'*&*

$

V

#

'*!&$

种亚型"其中
V

#

'*!&

亚型系国内首次报道,本地区汉族
7:

患者以
V

#

'*&6

!

#(2''8

#表现型为主"

其次为
V

#

'*&(

!

'#2&"8

#的特点与国内其他大部分地区汉族
7:

患者
V'*

亚型频率分布特点一致%汉族
7:

患者中检测到
'

例

V

#

'*!(

亚型"系国内第
'

次报道,另检测到
V

#

'*&'

+

V

#

'*&6

及
V

#

'*&6

+

V

#

'*&(

存在
'

个位点的纯合子各
!

例"其中
V

#

'*&'

+

V

#

'*&6

在国内首次报道%结论
"

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
7:

患者
C97)V'*

等位基因的表达和频率有着与本地区及国内其他地区

汉族人群显著不同的特征%在新疆开展不同民族
C97)V'*

等位基因亚型分布规律的调查研究对于人类遗传学研究和分析各类

人群遗传背景对
7:

疾病易感性的影响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脊柱炎"强直性,

"

C97

抗原,

"

维吾尔族

!"#

&

!&2$"#"

+

/

2100-2!#*$)6!$&2'&!!2&$2&!!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6!$&

!

'&!!

#

&$)&$!&)&$

M01)'%+0N.(

5

4+)'4&

6

+'FO'*)%%+%+,&'J

56

0*

7

)4&+'4,>&4-)'N

5

%.,&'

6

,

7

.'2

5

%&4&,&',.1+2&,4*&(4

3+&%+#

$A

&#

!

/&!&L1+#

$

!

%-)'"#

$

!

/"#

$

I'&

!

)'"+N'#

*

C#:<'<&<-+

,

=9'#'@"9N-B'@'#-

!

Q8&7

T

'4-#-8"9%+:

;

'<"9

!

I"#L1+&N'9'<"8

A

O8-"=+77"#B

!

Q8&7

T

'%$&&&&

!

=1'#"

,

93,4*)(4

'

"3

:

+(4&8+

"

;41-MG0+1

.

,+G+IGH10+>1EN+14-4@C97)V'*0NE+

PO

G01-L

P.

N>,-R

P

=401-

.

0

O

4-H

P

=1+10

O

,+1G-+01-d1-)

/

1,-

.

2;+4-.2,

"

V'*)

O

401+1MG

O

,+1G-+0 1̂+I,-R

P

=401-

.

0

O

4-H

P

=1+10 Ĝ>G0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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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不同
C97)V'*

亚型与
7:

的关联程度存

在差异%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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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V

#

'*!"

亚型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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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基因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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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非洲人群中与
7:

呈弱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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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V

#

'*&"

则分别与泰国和意大利撒丁岛人群
7:

呈

负相关性-

"

.

%其他
C97)V'*

亚型由于检出太少尚未确定其

与疾病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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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
C97)V'*

亚型与
7:

的关联程度

存在差异%一般认为!

V

#

'*&!

&

V

#

'*&'

&

V

#

'*&6

&

V

#

'*&(

&

V

#

'*&*

&

V

#

'*&%

&

V

#

'*!&

&

V

#

'*!6

&

V

#

'*!(

和
V

#

'*!"

亚型均为

7:

易感基因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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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非洲人群中与
7:

呈弱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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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V

#

'*&"

则分别与泰国和意大利撒丁岛人群
7:

呈

负相关性-

"

.

%其他
C97)V'*

亚型由于检出太少尚未确定其

与疾病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

V

#

'*&(

是本地区维吾尔族
7:

患者的

主要优势亚型*占
((2(#8

,!显著高于本地区汉族*

E

)

&2&(

,

及国内其他地区*山东地区除外,汉族
7:

患者
V

#

'*&(

的频率

*

"2%$8

!

6!268

,!介于高加索人*

"&8

,和亚洲人*

6(8

,之

间+维吾尔族
7:

患者
V

#

'*&6

亚型占
'(8

!是迄今国内已报

道的
V

#

'*&6

频率*

(62%8

!

"6268

,中最低值+本地区汉族以

V

#

'*&6

为 主 要 优 势 亚 型 *

#(2''8

,

-

#

.

!其 次 为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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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类似于国内其他地区汉族人群的分布特点%本研

究表明!

V

#

'*&(

是新疆维吾尔族
7:

患者的最主要易感基

因!而
V

#

'*&6

则是本地区汉族人群的最主要易感基因%

本研究提示!维吾尔族
7:

患者的
C97)V'*

亚型较当地

汉族具有更为多态性的特点%在维吾尔族
7:

患者中还检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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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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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亚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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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型系国

内首次报道+汉族
7:

患者检测到
'

例
V

#

'*!(

亚型!系国内第

'

次报道%上述亚型均为文献已报道的
7:

易感基因型!但由

于样本例数较少!还缺乏本地区健康对照人群
V'*

亚型分布

资料!因此目前尚不能确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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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与本地区维吾尔族
7:

易感性的相关性!有待于今后进一

步研究%汉族
7:

患者中检测到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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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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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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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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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点的纯合子各
!

例!其中
V

#

'*&'

(

V

#

'*&6

在国内首次报道%有关
C97)V'*

纯合子基因型与
7:

及临床

表现相关性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交往联系的要冲地带!是古代"丝绸之

路#的重要路段!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人群迁徙%遗传学研究

已证实古"丝绸之路#对亚欧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和融合起到

了重要作用-

!&

.

%这种特殊的历史和遗传背景可能是世居新疆

的维吾尔族
7:

患者
C97)V'*

亚型分布不同于当地汉族和国

内其他地区汉族的主要原因%

新疆地区遗传背景复杂!突变基因具有高度异质性!存在

显著的遗传流行病学特点-

!!

.

%已有调查资料表明!新疆地区

维吾尔和汉族
7:

患者之间
C97)V'*

阳性表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汉族高于维吾尔族-

!'

.

%本研究表明!新疆地区的维吾尔

族
7:

患者
C97)V'*

等位基因的表达和频率有着与本地区及

国内其他地区汉族人群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在新疆地区开

展不同民族
C97)V'*

等位基因亚型分布规律的调查研究对

于人类学研究和分析各类人群遗传背景对
7:

疾病易感性的

影响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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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与样本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的同质研究对象的全体*集合,称为总体!包括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部分观察

单位称为样本!样本包含的观察单位数量称为样本含量或样本大小%如为了解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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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血钙水平!随机选取该

地区
$&&&

名
!&

!

!(

岁儿童并进行血钙检测!则总体为该地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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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血钙检测值!样本为所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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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儿

童的血钙检测值!样本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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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类似的研究需满足随机抽样原则!即需要采用随机的抽样方法!保证总体中每个个

体被选取的机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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