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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西北籍汉族健康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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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用荧光实时定量
T2X

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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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多态性频率分布特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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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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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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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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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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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族单一性&样本数量和年龄段的选择等因素考虑!本研究结果可以作为西北籍汉族女性
/2.L*

基因
X$++[

多态性频率分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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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肌动蛋白$

/2.L

&是肌动蛋白的结合蛋白#在骨骼肌

中主要分布于
c

线#类似于致密体#其作用是固定肌原纤维肌

动蛋白微丝的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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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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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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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骨骼肌和心肌的所有肌纤

维类型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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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在于骨骼肌的快肌纤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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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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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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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基

因多态性与某些爆发力项目如短跑*举重的选取可能有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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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结果可能与种族*样本量和年龄段的选择有关#本

研究旨在了解我国西北汉族女性
/2.L*

基因多态性#以便为

我国爆发力项目中的基因选材研究提供相关人群对照#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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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

选择我国西北籍的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本科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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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健康女性#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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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全部为汉族#并且双亲*祖辈双亲均为汉族%未经任何专业训

练)所有的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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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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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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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西北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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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普通女性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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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的频率分布分析#并比较

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得出与爆发力项目如短跑*举重女运动

员中选取的年龄段相适应的西北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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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人群
/2.L*

基因多态性频率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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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和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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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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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方法抽取外周静脉血
!#$DP

#置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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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

试管冷藏待用)

-L/

提取采用试剂盒#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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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样经红

细胞裂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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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红细胞后#再加入白细胞裂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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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加入冰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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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X

引物设计与合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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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公布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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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序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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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自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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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荧光定量
T2X

仪自带的软件分析结果及进行基因型判

定)为了确认荧光
T2X

测试的结果#取每种基因型各
$

份标

本
T2X

产物进行序列分析#由上海生工公司检测#结果与荧光

T2X

分析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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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T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基因

计数法计算基因频率*基因型频率#

$

" 检验计算基因型频率是

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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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平衡定律#

@b;

列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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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比

较不同种族基因型分布的差异)检验显著性水平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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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汉族女性与其他人群
/2.L*

基因多态性频率比

较#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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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汉族女性与其他人群
/2.L*

!!

基因多态性频率比较

组别
#

基因型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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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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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汉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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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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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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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为
!%

!

""

岁的

汉族普通女性大学生人群卡方值为
&#$!

#则
!

#

&#&$

#基因频

率分布达到遗传平衡)结果表明#本研究所选择的受试对象具

有群体代表性)

@#@

!

与亚洲女性
/2.L*

基因多态频率分布特点比较
!

本研

究
/2.L*

基因多态频率分布与亚洲相关研究结果比较从种

族*地域*年龄和样本量等因素综合考虑#本研究选择了较具代

表性的亚洲普通对照人群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表中显示#

X

等位基因频率为
$!#*3

#

[

等位基因的频率为

(%#+3

#经
WE@:

A

0\?68G?@

F

平衡检验#基因频率分布达到遗传平

衡$

$

"

f&#$!

#

!

#

&#&$

&#表明所选择的受试对象具有群体代表

性)从上述比较结果清楚看出#本研究与亚洲
X[

基因型频率

明显低于
XX

*

[[

基因型频率#所以本研究的
/2.L*

基因

X$++[

多态性与国外亚洲人群研究结果呈现较高的一致性)

@#A

!

与国外男性
/2.L*

基因多态频率分布特点
!

从表中可

以看出#西北汉族女性
X$++[

多态位点与国外男性相比杂合

子
X[

*纯合子
XX

*

[[

基因型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B

!

本研究与欧美女性
/2.L*

基因多态频率分布特点
!

本

研究
/2.L*

基因多态频率分布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比较依

据种族*年龄和样本量#本研究选择较具代表性的美洲和欧洲

"

个研究对象#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观察#显示出美洲与

欧洲的
"

个实验研究的一致性相当高)相关趋势是!

X

等位基

因频率低于
[

等位基因%杂合子
X[

基因型频率最低#

[[

基

因型纯合子频率高于
XX

基因型纯合子)这一趋势明显与中

国汉族人群的趋势相异)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与欧美相反#汉

族
X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
[

等位基因$

!

$

&#&!

&%汉族人群
XX

基因型纯合子频率高于欧美人群$

!

$

&#&!

&#而
[[

基因型纯

合子频率低于欧美人群$

!

$

&#&!

&)结果清楚地表明#汉族人

群的
/2.L*

基因
X$++[

多态频率分布与欧美人群有显著性

差异)

A

!

讨
!!

论

基因携带着大量的遗传信息在亲代和子代间传递#使物种

具有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

+

(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取得了超乎

寻常的发展#在人体科学领域快速而全面的渗透#体育科学也

将学科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一方面解决竞技体育中早期选

材的难题#另一方面从基因水平探索未能解释的运动机制)从

表
!

中可以看出#本研究结果与亚洲女性的
[[

*

XX

*

X[

基因

型频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从上述比较结果

清楚看出#除去与亚洲女性的纯合子
[[

基因型频率的差异

外#本研究的
/2.L*

基因
X$++[

多态频率分布与国内研究

结果呈现较高的一致性#可能是被研究对象均为黄色人种#环

境因素和生活方式以及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差别不是很大)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研究结果与欧美女性
/2.L*

基因
X$++[

多态性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是由于
/2.L*

基因多态性在种

族之间存在差异性#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种族之间的等位基因

频率分布不尽相同)

NE@>

A

等'

%

(

!44(

年对黑人*白人*日本人

测定了
/2.L*

基因多态性#发现种族之间无论是等位基因频

率还是基因型频率均存在差异)

XE8M68?8

和
\9>=E@BC

等'

4

(的

研究对象尽管来自同一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但这些国家

的种族多元化历史使得受试对象为混合种族)因此#其研究结

果中的种族差异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本研究严格限制研究

对象为汉族#并且要求双亲*祖辈双亲均为汉族)由此#本研究

的结果支持,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种族之间的等位基因频率分

布是不尽相同的-这一观点'

!&

(

)同时#本研究结果能够进一步

丰富
NE@>

A

!44(

年对白人*黑人和日本人的研究结果 '

!!

(

)本研

究对象的
/2.L*

基因
X$++[

多态频率分布与亚洲人群的相

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并且#无论是种族单一性和样本数量#

还是年龄段的选择#本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作为西北女性青年

!%

!

""

岁人群
/2.L*

基因
X$++[

多态频率分布的代表#而

且对于爆发力项目$短跑*举重&的多态性标记研究来讲是理想

的对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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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C

开始显著下降#与
(C

内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这与
e?8?

等'

(

(报道
\N2

仍然高于即刻

检测结果不符%

TP.

随标本保存时间延长逐渐减少#于
4'C

开

始与
(C

内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偏差

分析显示#标本不论室温或冷藏保存#

4'C

内
\N2

的结果差

异为临床基本可接受%而标本放置室温
4'C

内或冷藏
(%C

内

TP.

的结果差异为临床基本可接受)标本冷藏放置
+"C

#

TP.

在统计学上虽无差异#但个别标本的
TP.

结果显著下

降#偏差已超出允许误差范围#且随时间延长#差异逐渐增大#

超出允许误差的标本数逐渐增多)分析原因#可能与低温保存

时更易使细胞黏附*聚集*激活#尤其是
TP.

聚集成较大颗粒

时#使
TP.

数量较室温下降快#而仪器检测
\N2

是根据血细

胞通过微孔时电阻变化产生的脉冲大小计数#可能将聚集的

TP.

误计为
\N2

#使得
\N2

在
"(

!

4'C

测定结果稍有升高#

但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N2

的稳定性在
4'C

内受环境因素

影响较小#而
TP.

不易冷藏保存#标本室温保存#

TP.

的稳定

性较好)

标本不论室温或冷藏保存#血小板的体积参数
QTR

*

T-\

稳定性最差#于
"(C

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

$

&#&$

!

&#&!

&#且随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大'

$

(

)这可能与血小板结构和

生理特点有关#血液离开体内正常环境后#由于渗透压的影响#

以及玻璃抗凝管诱使血小板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延长#

血小板肿胀导制构型发生改变#使
QTR

增大#血小板体积大

小的异质性参数
T-\

随之增大'

$

(

)所以#血小板的体积参数

成为临床血液分析的时限性因素)

QTR

应在
(C

内测定#才

能正确反映机体内血小板的状况'

$0+

(

)

研究表明#标本在室温或冷藏条件下#

WG

的稳定性最好#

可稳定
4'

!

!"&C

)在室温下#

XN2

*

Q2W

只稳定
"(

!

(%C

#

与
e?8?

等'

(

(报道,标本保存在室温时#

XN2

*

WG

*

Q2W

至少可

以稳定
+

天-不符)而
W2.

*

Q2R

*

X-\*

项红细胞体积参数

于
"(C

开始升高#

Q2W2

随之降低#与
(C

内检测结果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文献报道一致'

!

(

)可能与

室温长时间放置#红细胞代谢增快#红细胞本身的结构发生较

大改变%也可能与抗凝血标本渗透压有关#

,-./

抗凝血的渗

透压比未加抗凝剂的血标本增加了
'&DY7D

"

M

F

W

"

Y

#抗凝血

红细胞停留在一个高渗透压环境中#细胞内水分子与细胞外溶

质相互交换#使细胞内渗透压升高#细胞体积缩小)当进行标

本检测时#红细胞遇到渗透压相对较低的稀释液#水分进入红

细胞内#使其
Q2R

明显增大#

X-\

明显增宽#部分红细胞膜

破裂#形成的脉冲电流减少#引起
XN2

减少'

%0!&

(

)而在冷藏

下#

W2.

*

Q2R

*

X-\

*

Q2W2

可稳定
(%

!

+"C

#红细胞其他参

数可稳定
4'C

)偏差分析显示#标本冷藏保存
!"&C

内#

XN2

*

WG

*

W2.

结果差异为临床基本可接受%室温条件下#

XN2

于

(%C

内*

WG

于
4'C

内检测结果差异才能为临床基本可接受#

!"&CWG

在统计学上虽无差异#但个别标本的偏差已超出允

许误差范围#而
W2.

于
"(C

起有
+3

$

*

"

(*

&标本的检测结果

差异已超出允许误差范围#随时间延长结果差异逐渐增大#超

出允许误差的标本数逐渐增多)说明标本冷藏保存#红细胞参

数的稳定性较好)

综上所述#抗凝全血标本采集后#应及时送检#尽量在
(C

内检测完毕后#建议放置
"

!

%)

冰箱保存)如遇特殊原因#标

本不能及时送检#也应在
(C

内制备合格的血涂片后'

!!

(

#放置

"

!

%)

冰箱保存#

(%C

内检测结果基本可满足除
QTR

*

T-\

外的临床血液常规需要)这样可以保证部分血细胞计数结果

的可靠性#同时以备临床和患者对检验结果有疑惑时进行复查

核对)此外#还可利用保存的新鲜抗凝血标本建立多台血细胞

分析仪间的质控体系#可实时监控仪器波动#即经济实惠#又达

到室内质控的预期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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