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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发现
)GX

血型系统存在部分反性别遗传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反性别遗传的形成模式%方法
!

采用盐

水介质试管法对某家族五代
'(

人进行
)GX

血型鉴定!并制定血型家谱图%结果
!

该家族一部分成员中存在反性别遗传现象!对

这一遗传模式进行分析后认定该家族部分成员中婚配后的下一代如果生的是男性!则血型优先选择与母亲同型#如果生的是女

性!其血型优先选择与父亲同型%结论
!

在一定条件下!

)GX

血型系统存在反性别遗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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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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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某一大家族五代
'(

人的
)GX

血型跟踪调

查#发现
)GX

血型系统中存在反性别遗传模式#现就该家族

)GX

血型家谱图进行分析#供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

*

(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某一家族五代共
'(

人#其中男
(-

例#女
('

例情况(

A#B

!

试剂
!

抗
)

'

G

血型定型试剂$单克隆抗体&为上海华泰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在有效期内使用(

A#C

!

方法
!

按血型常规鉴定法进行鉴定#手指取血混悬于

%#&$O

生理盐水中$浓度约
"O

&#取消毒试管两支分别标明抗

)

和抗
G

#加入红细胞悬液后#分别加入抗
)

'

G

标准血清#充

分混匀#离心后根据凝结情况进行鉴定(

B

!

结
!!

果

B#A

!

该家族血型家谱图
!

见图
!

(

B#B

!

父母与子女遗传基因'血型关系
!

见表
!

(

B#C

!

性染色体显'隐性基因组合模式及反性别遗传频率
!

见

表
"

(

B#G

!

反性别遗传的理论依据
!

"%%'

年
,

月,

)GX

血型系统反

性别遗传现象的发现及分析-一文发表后#科技查新报告结论

为国内外尚未见相同文献报道$查新机构!湖北省医学情报研

究所#报告编号
"%%'2%!2"(%

&(笔者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

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男女双方性染色体的差异$男!

d_

#女!

dd

&以及血型基因遗传式和表现式显'隐性组合上的不同#因

而构成了反性别遗传的实际差异$表
!

&(在此基础上笔者推

导出较为完整的性染色体显'隐性基因组合模式及反性别遗传

频率表$表
"

&#从而论证了反性别遗传的理论依据)

!2+

*

(

!!&

!血型男%

'

!血型 女%.!推定血型$未检查&%

!

!

"

!

(

!第
"

代长幼

顺序%//!未成年或未婚配%

(

!反性别血型遗传现象%

)

!纯合子(

图
!

!!

血型家谱图

B#H

!

反性别遗传组合模式
!

反性别遗传现象必须在一定条件

下才能形成#即必须符合下列两大类组合模式($

!

&夫妻双方

一方为纯合子#另一方为杂合子#且血型不同%$

"

&夫妻双方均

为杂合子#且血型不同(例如#在
)

型和
X

型'

G

型和
X

型婚

配时#当父母一方为$

XX

&纯合子#另一方为$

)X

&杂合子时#其

下辈女的血型只有两种选择%所生子女要么是
X

型#要么是
)

型 (如果生男孩其血型必然与母亲同型%如果生女孩#必然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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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同型#

G

型和
X

型也如此类推(其反性别遗传频率均为

!%%O

$表
"

&#编号为
%

$

!

&和
%

$

(

&内容(当下列组合!$

!

&女方

为$

)X

&杂合子#男方为$

XX

&纯合子%$

"

&女方为$

GX

&杂合子#

男方为$

XX

&纯合子%$

(

&男方为$

)X

&杂合子#女方为$

)G

&杂

合子%$

+

&男方为$

GX

&杂合子#女方为$

)G

&杂合子%$

$

&女方为

$

GX

&杂合子#男方为$

)G

&杂合子%$

-

&男方为$

)G

&杂合子#女

方为$

)G

&杂合子等九种组合模式时#其反性别遗传频率均为

$%O

)

!2"

#

$2-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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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血型'遗传基因与子女遗传基因'血型反性别遗传显现关系

配偶方式

编号

父母的

血型

遗传模

式编号
父母的遗传式基因 子女的遗传式基因

子女的血型

$表现式&

反性别

遗传显现

! XgX ! XX

$纯合子&

gXX

$纯合子&

XX

$纯合子&

X e

" Xg) ! XX

$纯合子&

gX)

$杂合子&

XX

$纯合子&#

X)

$杂合子&

X

#

)

可显现

" XX

$纯合子&

g))

$纯合子&

)X

$杂合子&

) e

( XgG ! XX

$纯合子&

gGX

$杂合子&

XX

$纯合子&#

GX

$杂合子&

X

#

G

可显现

" XX

$纯合子&

gGG

$纯合子&

GX

$杂合子&

G e

+ Xg)G ! XX

$纯合子&

g)G

$杂合子&

)X

$杂合子&#

GX

$杂合子&

)

#

G e

$ )gG ! )X

$杂合子&

gGX

$杂合子&

XX

$纯合子&#

)X

$杂合子&#

GX

$杂合子&#

)G

$杂合子&

X

#

)

#

G

#

)G e

" )X

$杂合子&

gGG

$纯合子&

)G

$杂合子&#

GX

$杂合子&

G

#

)G

可部分显现

( ))

$纯合子&

gGX

$杂合子&

)X

$杂合子&#

)G

$杂合子&

)

#

)G

可部分显现

+ ))

$纯合子&

gGG

$纯合子&

)G

$杂合子&

)G e

- )g) ! )X

$杂合子&

g)X

$杂合子&

XX

$纯合子&#

)X

$杂合子&#

))

$纯合子&

X

#

)

可显现

" )X

$杂合子&

g))

$纯合子&

)X

$杂合子&#

))

$纯合子&

) e

( ))

$纯合子&

g))

$纯合子&

))

$纯合子&

) e

' GgG ! GX

$杂合子&

gGX

$杂合子&

XX

$纯合子&#

GX

$杂合子&#

GG

$纯合子&

X

#

G

可显现

" GX

$杂合子&

gGG

$纯合子&

GX

$杂合子&#

GG

$纯合子&

G e

( GG

$纯合子&

gGG

$纯合子&

GG

$纯合子&

G e

& )g)G ! )X

$杂合子&

g)G

$杂合子&

)X

$杂合子&#

))

$纯合子&#

GX

$杂合子&#

)G

$杂合子&

)

#

G

#

)G

可部分显现

" ))

$纯合子&

g)G

$杂合子&

))

$纯合子&#

)G

$杂合子&

)

#

)G

可显现

, Gg)G ! GX

$杂合子&

g)G

$杂合子&

)X

$杂合子&#

GG

$纯合子&#

GX

$杂合子&#

)G

$杂合子&

)

#

G

#

)G

可部分显现

" GG

$纯合子&

g)G

$杂合子&

GG

$纯合子&#

)G

$杂合子&

G

#

)G

可显现

!% )Gg)G ! )G

$杂合子&

g)G

$杂合子&

))

$纯合子&#

GG

$纯合子&

)G

$杂合子&

)

#

G

#

)G

可部分显现

!!

e

!无结果(

表
"

!!

性染色体显'隐性基因组合模式及反性别遗传显现频率

类型 编号 父母双方显'隐性基因 组合模式及血型遗传式 血型表现式 反性别遗传频率

%

$

!

& 男
)

$

X

&#女$

XX

& 下辈为女孩
dd

$

)X

&#

dd

$

)X

&

)

#

) !%%O

d_

!!!

dd

下辈为男孩
d_

$

XX

&#

d_

$

XX

&

X

#

X !%%O

$

"

& 女
)

$

X

&#男$

XX

& 下辈为女孩
dd

$

)X

&#

dd

$

XX

&

)

#

X $%O

dd

!!!

d_

下辈为男孩
d_

$

)X

&#

d_

$

XX

&

)

#

X $%O

$

(

& 男
G

$

X

&#女$

XX

& 下辈为女孩
dd

$

GX

&#

dd

$

GX

&

G

#

G !%%O

d_

!!!

dd

下辈为男孩
d_

$

XX

&#

d_

$

XX

&

X

#

X !%%O

$

+

& 女
G

$

X

&#男$

XX

& 下辈为女孩
dd

$

GX

&#

dd

$

XX

&

G

#

X $%O

dd

!!!

d_

下辈为男孩
d_

$

GX

&#

d_

$

XX

&

G

#

X $%O

$

$

&

男
)

$

X

&#女
GG

d_

!!!

dd

下辈为男孩
d_

$

GX

&#

d_

$

GX

&

G

#

G !%%O

$

-

&

女
))

#男
G

$

X

&

dd

!!!

d_

下辈为男孩
d_

$

)X

&#

d_

$

)X

&

)

#

) !%%O

&

$

'

&

男
)

$

X

&#女
)G

d_

!!!

dd

下辈为女孩
dd

$

))

&#

dd

$

)G

&

)

#

)G $%O

$

&

&

男
G

$

X

&#女
)G

d_

!!!

dd

下辈为女孩#

dd

$

)G

&#

dd

$

GG

&

G

#

)G $%O

$

,

& 女
G

$

X

&#男
)G

下辈为女孩
dd

$

)G

&#

dd

$

)X

&

)G

#

) $%O

dd

!!!

d_

下辈为男孩
d_

$

GG

&#

d_

$

GX

&

G

#

G !%%O

$

!%

& 男$

)G

&#女$

)G

& 下辈为女孩
dd

$

))

&#

dd

$

)G

&

)

#

)G $%O

d_

!!!

dd

下辈为男孩
d_

$

GG

&#

d_

$

)G

&

G

#

)G $%O

!!%

!夫妻双方一方为纯合子#另一方为杂合子#且血型不同%

&

!夫妻双方均为杂合子#且血型不同%

)

'

G

!显性基因%

X

!隐性基因(

$下转第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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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Cb%#!$,

#

9b%#!(,

$

8

!-C0TLH!'

&*(根据试剂盒

组合探针阳性判断标准#

+

种探针组合诊断膀胱癌的总阳性率

为
+-#-O

%阳性率与临床分期无相关性$

C

%

%#%$

&#但与病理

分级显著相关$

C

$

%#%!

&#

J

(

级肿瘤组合探针阳性率显著高

于其他各级肿瘤#见表
(

(

C

!

讨
!!

论

泌尿系统最常见的肿瘤膀胱癌近年来发病趋势逐年升高#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多数膀胱癌由癌基因诱导形成#环境因素'

吸烟'长期慢性感染或异物刺激成为膀胱癌诱发因素的原因所

在#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癌基因的激活或抑癌基因的失活(

L:16D78

@

和
G78

@

78

)

$

*在对泌尿系统肿瘤染色体研究中发现#

膀胱癌患者膀胱移行细胞多发生非随机性染色体改变#包括染

色体结构畸变和$或&数目异常(常见的发生结构畸变的有
(

'

,

'

!

'

$

'

!!

'

"!

'

!'

号染色体#而数目异常的有
(

'

,

'

'

'

!%

'

!!

'

_

'

!

'

&

'

!'

'

!$

号染色体)

-

*

(目前#用于膀胱癌诊断研究的染色体

主要有
(

'

'

'

,

'

!!

和
!'

号染色体(

据报道#

(

号染色体异常在膀胱移行细胞癌患者中约占

(%O

#主要表现为染色体移位或数量变化#且常与其他染色体

异常并存)

$

#

'

*

(

'

号染色体异常可单独出现在膀胱癌细胞中#

但更多情况下还伴随了其他染色体异常#其异常以三倍体多

见#可能与膀胱癌的复发和浸润性膀胱癌关系密切#有报道
'

号染色体倍数与肿瘤分期'分级密切相关#可用于预测肿瘤的

浸润性(

!'

号染色体畸变在膀胱癌中也很常见#多个研究发

现
!'

号染色体高多倍体$五倍体或更多&对肿瘤进展有预测价

值#有此改变的患者具有更大风险的发展为肌浸润)

$

#

'2&

*

(

8

!-

基因是
!,,(

年有研究者确定的一个编码人类周期素依赖性激

酶
+

$

TQF+

&抑制因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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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属抑癌因子#在
,

?

"!

区

域存在一个
8

!-

的完整编码序列和两个内含子#其缺失参与

了多种类型肿瘤包括膀胱癌的发生和发展)

,2!%

*

(

本研究结果证明了本试剂盒各探针的灵敏度和可信度均

接近国内外标准#故设立了染色体异常判定标准!无杂交信号

和单个杂交信号的核比例大于
!$O

#三个及多个杂交信号的

核比例大于
!%O

#判为该探针检测结果阳性(组合探针阳性

判断标准参照试剂盒标准!同时出现
"

种以上探针检测结果阳

性者#判为组合探针检测阳性(

本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的研究基本相符#

8

!-

畸变率和组合

诊断率略低于国内外研究#可能与人种'地域差异有关#另外国

外主要采用的是
,

?

"!

区带探针#这也可能是导致这一探针检

测灵敏度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

IVLS

技术可以与临床其他

诊断技术共同用于膀胱癌的诊断和复发检测#可提高诊断阳性

率#提早发现复发肿瘤#指导临床治疗以期获得良好转归(但

同时也需要研究人员努力寻找更适用于中国人群的基因探针

组#以提高
IVLS

技术对膀胱癌早期诊断和复发监测的敏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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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型反性别遗传现象不仅可以预知下一辈子女的血型

及遗传趋势#而且有可能推定上一辈父或母的血型#从而完整

地体现出一个家族的血型趋势及走向#并建立血型家谱图(在

本研究拟就的条件下#

)GX

血型系统存在反性别遗传模式#其

基因遗传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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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

血型系统反性别遗传现

象有其必然的规律性#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研究报告及文献#

因而只能作出上述初步结论#并供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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