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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的 左 右 利 手 分 布
1)

李 心 天
全 国利 手研究协 作组 特

摘 要

在 利 手 与 大脑 语 言 优 势半球 的 研 究 中
,

尚 缺 乏 中 国人 左 右 利 手 的 基 本 数

据
。

本 研 究从 全 国 各 地 调 查 了18
,

693 名 男女 正 常人和 1
,

7 48 名 神 经 精 神 病患 者 的

利 手 分 布
。

正 常人 包括 幼 儿 园
、

小 学
、

中学
、

大 学 学生
,

同 卵和 异 卵双 生 子 ,

以 及 各 种 职 业 的 成 人
。

同 时还 调 查 了七 个 少 数 民族 的 利 手 分 布
。

调 查 结 果 表

明
,

中 国人 的 左 利 率仅 为 0
.

23 拓
,

远远 低 于 西 方 国 家的 左 利 手数 值
。

人在 长 期 劳 动 和 使 用 工 具 的 过 程 中
,

两 只 手有 了 分工
,

一 些 日常 必 须 的 活 动常 习 惯用

一只 手来进 行
,

于 是 就 有 了人手 的 优势
—

“

利 手
”

的 概 念
。

大 脑 两 半球 的 机 能 在 生 物 进

化 的长河 中也有 了 分 工
,

机 能 向一 侧 化发展
。

与 利 手 的 概 念类 比
,

把语 言机 能一 侧 化称 之

为 优 势半 球 或 语 言优势 半球
。

世 上 大 约有90 绍 的 人是 用 右 手执行 高度 技巧 性 的 劳 动 操

作
,

称之 为
“

右 利手
” 。

研究 发现右 利手 人 中绝 大 部分 的 语 言优 势半球是 在 左 侧
,

所 以 称 右

利手 对应 的 左 半球 为主 管 高 级心 理 机能 的优 势脑 ; 反 之
,

左利 手的 优 势脑 则 在 右 半 球
。

长

时 期 来
“

利 手
”

被 视 为语 言优 势 在哪 一侧 半球 的 外 部标 志
。

随 着研 究 的 深 入
,

发 现利 手与语 言 优势半 球的 关 系 相 当复 杂 : 第一
,

仅 有 1/ 3 左 右 的

左利 手人
,

其语 言优 势在右 半球
,

因 此 不 论左右 利 手大 部分人 的语言 中枢都在 左半 球
。

第

二
,

不 少 左 利 手 被认 为是 在其生 长 发展 过 程 中左脑 受 到 损伤 的 结 果
,

使利 手从右 侧 转到 左

侧
。

第 三
,

某 些 精 神疾 病 如精 神分 裂症
、

癫痈
、

病态 人格
、

酗 酒 和 情 绪 障 碍等
,

其 左利 手 比

例较 常 人高 〔,)o

国 外 研究 利手 和 大 脑语 言优势 半球 巳经有 3百 年的 历史 了
。

而在 我 国还 没 有 一个 基 本

的科 学数据 说 明 中国人 的 语 言优势 半球 和 利手 的 情况
。

中 国人 (主 要 是 汉 族 ) 用的 是 象形

表意 文字
,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拼音 文 字不 一样
,

因 此 中国人 的语 言优势 半球 是否 和 用 拼 音文字

的 人不 一样 ? 其 两 侧 半球 是 否 可 能 都有较 发展 的 书面语 言 代 表区 ? 此 外
,

还 由 于 传 统的 风

俗 习 惯
,

孩 子 自幼 被 教导 非用 右 手 写 字
、

拿筷子 吃 饭不 可
,

如果 孩子 用 左 手就 要 被 家长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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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左右利手分布

师纠正 过来
。

这 样
,

在 中 国文 化 因 素 的 影 响下
,

脑 语 言优 势与外 部标 志
“

利 手
”

又 是 一个 什

么 样 的 关 系
。

这些 都是 很有 理 论 和 实 践 意义 的 课题
。

我们 认 为首先 要进 行大 量 收 集基 本

数据 的 研究工 作
,

其 中之 一 是 中国 人 的 利 手分布
。

1979 年心 理 研究所 曾和 天津 精神 病院

协作
,

在 正 常 人和 精神 分裂 患者 中进 行 了利 手调 查
,

取得 了 初步经 验
。

在 1980年 11 月 在 全

国医 学 心 理 学年会 上 就
“

大 脑 两 半球 机能 偏侧 化 与左
、

右 利手 关 系
”

这, 课 题成立 了 全 国

协 作组
,

参加 这一 研究 的 前 后共 有二 十三 个单位
。

在 198 1年 内进 行 了 中 国健康 儿童
、

成 人

的 左右利 手 调 查
,

以 及 各类神 经 病人 和精神 病人 的 利手 与 疾 病关 系 等项 目的 研究
。

目前第 一 阶段 的 工 作告一 段 落
,

这 篇报 告是 根 据 14 个 省
、

市 19 个单位 的 材料 进行 统计

分 析而 写 成 的
。

研 究 方 法

目前 西 方 比 较 通用 的 和 统一 的 利手调 查方 法是 A m l et t , s 利手 问 卷 表 或 O ldf ie ld

划 ill b ur g 调 查 表
。

我们 参考 了这 两 种方 法
,

根 据 中 国具 体情 况
,

在 197 9 年 天 津试点 的 基

础 上 加 以 改 进
,

制 定 了 中 国人 的利 手 分类标 准 (表 1 )
。

有 的 测 试项 目 与 西 方 的 略 有 不

同
,

但 内容 实质 是一 样 的
。

如果 十个 项 目都 习 用 右 手 或左手
,

则 称 为 强 右 利 或强 左 利
。

如果 前六 项都 习用 右 手

或 左手
,

后 四 项 中任何 一至 四 项 用 另一手
,

则 称 为右 利 或左利
。

如 果前 六项 中
,

有一 至 五

项 习 用 一 手
,

其 余则 习 用 另一 手
,

则 称 为 混合 利
。

在 混 合 利 中如 以 执 笔 为标 准
,

则右 手 执

笔 称 混 合 利偏 右
,

左手 执 笔 称 混合 利 偏左
。

据 此
,

利手 可细 分 为 六种 : 强 右 利
、

右利
、

混

合 利 偏 右
、

混合 利 偏 左
、

左 利
、

强 左利
。

有 时可粗 分为 三大 类 : 右 利 (包 括 强 右 利)
,

混 合

利
,

左利 ( 包 括强 左利) , 或 分为 两 大 类 : 右 利 (包 括 强 右 利) 和 非右 利 (包括 混 合利
、

左利 和

强 左利)
。

表 1 利 手检杳项 目和分型标准

用 右 手 用 左 手

强 右 利 } 右 利 左 利 l 强 左 利

J合一!

+十++十+

+十++++1
.

执 笔

2
.

执 筷

3
.

掷 东 西

4
.

持 牙 刷 刷 牙

5
.

持 剪 刀

你 划 火 柴

7. 持 线 穿 针

8
.

握 钉 锤

9
.

握 球 拍

10
.

持 毛 巾 洗 脸

+ +

十 十

+ 千

+ +

+ +

十 +

+ +

+ +

+ +

+ +

+ +

+ +

+ 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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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于 我 国儿 童用 左手 写 字 或执筷 常遭 到纠正 而被 迫改 用 右手
,

但 其 他项 目仍 用 左 手

(或十 项 中有八项 以上 用 左 手)
,

因 此 凡 出现 这种 情 况 者 可考虑 为 潜 在 左利
,

而 计入 左 利项

目 中
。

调 查 方 式 : 参加 调 查 的 各单 位事 先经 过统一 学 习
,

掌 握了 调 查 方 法 和 应 注 意事 项
,

一

般为 个别 询问
,

由调 查 者逐 一填 表 : 经 常用 一手 者
,

填 两个
“ + ”

号
,

有 时 用 一 手有 时 用 另

一 手 者
,

则 在用 左 手用 右手 栏 中各填一 个
“ + ”

号
。

在 学校 各班 级调 查 时
,

由 调 查 者 向 集 体

讲 解表 内 各个 项 目和 填 写 方 法
,

然后 由 各人 填表
。

各单 位调 查 完 毕后
,

将 原 始 资料 全 部 填

报 北 京
,

由专人统 一 校 审
,

最 后 作 出每 个人 的 利 手分 类
。

结 果

一
、

中国 人 的 左 右 利 手 分 布
,

表 2 中国人的左右利手分布

性性 别别 例 数数 右 利 ( 拓))) 混 合 利利 左 利 ( 拓)))

男男男 1008444 9131( 90
·

55 ))) 9 3222 21( 0
.

21))) 226( 2
.

24)))

女女女 850999 7 884 (92
.

65 ))) 60444 21( 0
.

25 ))) 117 ( 1
·

38)))

总总总 1859333 17015 (91
.

51))) 15 3666 42( 0
.

23))) 343( 1
.

84 )))

(((法 ) G
.

B ]o e d。。。
(2一6)))

(((英) R
.

B r a i nnnnn ( 5一10)))

单单 写写 中 国 人人 185933333 73 ( 0. 39)))
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
用用用

。

汉 人人 155844444 55 ( 0
·

35 )))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手手 字字 台 湾 学 生生 41433333 ( 0

·

7 0)))

从表 2 中可 以看 到
,

中 国正 常 人 的 右 利 占到 91 书 左右
,

而 左利 则 为 0
.

23 拓
,

男 女差别

不大
。

如将 潜在 左利 计入 左 利 中
,

在 人 群 中也仅 占 2 多左 右
。

西 方 学者调 查 人群 中 左 利

数 字 较 中国 的数 字 竟高 出十倍 或十几 倍
。

若 计 算单 项写 字用 左 手者
,

中 国 人 群 中 仅 占

0
.

39 书
,

李 眉 调 查 台湾学 生用 左手 写 字 者也仅 占人 群 中0
.

7 多
。

表 3 中国各地区 人群的左右利手分布

门- 一 - - - - - - - - - 甲- 片- - - 一- - -
~ 一一, 井一

地 区 } 例 数 } 右 利 (多) 混 合 利 左 利 (拓) l 左利 + 潜在左利

八UQ即O曰��nUO甘
‘

49目
‘

且J性O甘0.

q自nJ
通.上

621( 93
.

38 )

2784( 91
.

94)

3032 ( 9压32 )

846( 94
·

84)

1364( 87
.

72)

718( 87
.

88)

4 ( 0
.

60 )

15 ( 0
.

50)

6( 0
·

18 )

1( 0
.

11 )

1( 0
·

06)

0

17 (2
.

57 )

45 ( 1
·

49)

59 (1
.

75 )

9 (1
.

01)

19 (1
.

22 )

21(2
·

57 )

民6U0厅已n‘民tU‘目n,‘民JO曰民U
j.‘品n�IIU的J六61卜nUo

n口n口J.二

南南北东北北西中华华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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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为 中 国六 大地 区 人 群 中的 左 右利 手 分布
。

为便 于 比 较
,

数 字只 包括 学校 和 幼 儿

园 学生
。

可 以 看 出 : 各地 区 人 群中左 利 的 比例 虽 有 差 别
,

但 都在 百 分 之 一 以 下
。

二
、

不 同 年龄 与文 化 程度 的利 手 分 布

表 4 内数字 是 从幼 儿 园 小班 ( 3 岁起 )
、

中
、

大班
、

小学 1一6 年级
,

中学 1一6 年 级
,

直 到

大学 文
、

理
、

工 1一4 年 级 逐级 统计得 出的
。

可 以 看 出幼儿 园 儿童 左利 的 比例 (0
.

82 拓) 略 高

于 其他 年 龄阶段
。

表 4 中国人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利手分布

龄

}
例 数 右, 。 (、)

⋯
混 合 : 」

左利 (拓) 左利 十 潜在左利

J.人几‘.00甘只U八llJ吮,曰
门二门立
J.人�O幼儿 园

小 学

中 学

大 学

3一6

7一12

1214

1188

12一18

18一24

2550

5492

1053( 86
·

74)

1083(9 1
.

16)

2405 (94
·

31)

4956( 90
·

24)

10( 0
.

82)

3( 0
·

25 )

0( 0 )

7 ( D
·

13 )

1 8( 1
·

48)

11( 0
.

93 )

25 (0
·

98 )

93 ( 1
.

69 )

卜一

|
如 将表 4 中各 级 学生 男 女分 开 统计

,

可 以 看 出 : 男 生左利 和 潜 在 左利 的 比例 一 般 说

来 高 于 女 生
。

(见 表 6 )

表 5 在校 男女学生 左利 手分布

( 拓) 左利 + 潜在左利

} , }
。22

)
。( 。

.

06 )
{

1 , ( 1
·

7了)

幼 j 七 园 】 1 ! !
4( 0

.

68) 7 ( 1
·

18)

女女女 56333

0( 0 )

1

7 ( 1
·

12 )

4( 0
·

71)

左一一一一数一一一一

悠50

1300

0( 0 )

0( 0 )

12( 0
·

96 )

13( 1
.

00)

男女

3 766
大 学

17 26

6( 0
.

16)

1( 0
.

06)

74( 1
·

96 )

19( 1
·

10)

6263

4181

12 ( 0
·

19)

8( 0
.

19)

104 ( 1
.

66)

43 ( 1
.

03)

侧一一一一口力�一一f

男女

男女

将 幼 儿 园儿 童分 年 龄 比 较
,

从 表 6 中可 以发 现
,

年 龄愈 小
,

左利 的 比 例 就 愈大
。

换 言

之
,

右 利 的 比例 随年 龄增 长而 增 高
,

到 大班 左右 利 比 例就 与 小学 生的 接 近 了
。

三
、

不 同 阶层 的左 利 分 布

如 果 将潜 在 左利 归 入 左 利 内
,

从 表 了可 以看 到 : 体 育工 作者
、

机械 工 人
、

会 计 和 铸 造

工 人 的 左 利 比 例均 在百 分 之 二
、

三 之 间
,

比 其 他 职 业的 左利 比 例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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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幼儿园 各班左 右利手分布

年 数 右
利

}
混

合 利 左 利 } 左利 十 潜在左利

3一4

4一5

5一6

245 ( 72
·

91)

3 19( 89
.

60)

3 09( 95
·

25)

3( 0
.

89)

2( 0
.

56)

1( 0
.

32)

5( 1
.

49)

3 ( 0
.

84)

2( 0
.

63 )

O甘尸舀月生n�心U
j .工RU舀b口nnJ工勺

j .二qUn口nJ班班班小大中

表 7 不同阶层 的左利手分布

左 利 (另) 左 利 + 潜 在 左 利

幼 儿园学 生

小学生

中学生

大 学生

纺 织工 人(女)

机 械工人

铸 造 工人

体 育工 作者

会计

1214

1188

2550

5492

10( 0
·

82)

3 (0
·

25 )

Q

7 (0
.

13 )

0

0

0

0

0

18( 1
·

48 )

11( 0
·

93 )

25( 0
·

98)

93 ( 1
·

68)

16( 1
.

52 )

4(2
.

58)

10( 2
·

08)

7 (2
.

89)

4(2
.

5 0 )

OU巴d�11�,自nUJ生�匀n6)生品OnU,人性活n‘
J.且J‘三

四
、

正 常双生 子 的 利 手 分 布

表 8 正 常双 生子 的利手分布

对 数 性 例 数 } 右 利(拓) 混 合 利 ! 左 利 } 左利 + 潜 在

O介口n月性月性n“�一料一no叹U通�O曰男女总

⋯
一

⋯
一

⋯
一

⋯
一总

男26对

女24 对 05 ( 96
·

94 )

1

1( 1
.

02 )

1

1( 1
.

02 )

同 性16 对

民曰J任
J.二j .二男女

异 性16对

60( 93
.

75 ) 1 ( 1
.

56)

1616一64

从表 8 中可 以 看 到 : 不论 单卵 或双 卵
,

其 左右利 手 比例 彼 此 差 别不 大
,

左利 比 例也不

高

五
、

少 数 民 族 的 利 手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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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中国各少数 民族 的利手分布

份 ! 例 数 } 右 利 (拓) 霭合 利

⋯
左

利 } 左 利 + 潜 在

口n一11�八“�O口J
.上J.l.0nll八UO甘

J‘二勺nJ d刁.人n乙,人OU四 J11

云 南

云 南

云 南

云 南

吉 林

内 蒙 古 1212

334( 93
.

82 )

94( 94
.

00)

194( 97
·

00)

99( 10 0
·

00)

111( 100
·

00)

869(9 3
·

34)

10已6( 8了
.

马5 )

.

62

143

6( 1
·

69 )

1( 1
.

00)

1( 0
.

60)

D

0

0

3( 0
.

25 )

8( 2
.

25 )

5( 5
.

00)

4(2
·

00)

0

0

37 ( 3
.

9 7 )

5了( 4
.

了D)

16084

}
, 4248( 。1

·

43) }
13063

1
‘( ”

·

20 , 1 全全1115 2 ,

表 9 是七 个兄 弟 民 族 的利手 调 查 数 字
,

发 现 基诺 族 与傣 族 两 个 民 族 全 部 是 强 右 利
,

无 一人 用 左手 从事 日 常活 动
,

因例 数 较少 难 作判 断
。

其 他兄 弟 民 族 除 蒙古 族 外 右利 皆 在

百分 之九 十 以 上
,

但左 利 和 潜 在左 利的 比例 却远 远高 于 汉 族
。

六
、

神 经 和 精 神病 人 的 利 手 分 布

表10 正常人和神经精神 病人利手比较

例例 数数 右 利利 混 合 利利 左 利利 利 + 潜 左

正 常 人

精神分 裂 症

癫 屑

脑 血 管 病

1558 4 14248( 91
.

43 )

1164( 92
·

gT)

286( 88
·

54 )

162 ( 93
·

22 )

1 305 31( 0
.

20)

72 )

l
·

72)12( 3

1( 0
·

58)

237 (1
.

52 )

2了( 2
·

16 )

13 ( 4
.

02 )

6( 3
.

4了)

O仙民UnU厅.n‘J.二几自叹Un舀民OC‘�I,曰no
J.人J.人

从 表 10 可 以 看 到
,

癫 痈病人 的 右利 手 比 例低 于 百 分之 九十
,

而 左 利 比 例 竞 高 达

3
‘

72 拓
。

其 他 如精 神 分裂 症和 脑 血 管 病患者 的 左 利 和 潜 在左 利 比 例 也 高 于 正 常 人值
。

讨 论

西 方 学者 〔根 据W il e( 1934) 收集的 48 篇 研究 资料 〕 〔。统 计人 群 中左利 的 比 例
,

由 于

测 查方 法 和 标 准不 同
,

差 异 较 大
。

少 者 仅 占 1 书 ( H as se & D e h lle r)
,

多 者 达 2 乐7 万

( P a rs e n ) 或2 6一 30 多 (Wil e) 中数 在 6
.

2一了万 之 间
。

产 生 差异 的 原 因 可 能 由 于 调 查 的 人数

较少
,

有 的 限 于 少 数学 校班 级
,

有 的 未考虑年 龄 因 素等
,

因 而 遭到 Bl o ede 的 批 评
,

他认 为在

总 的 人 口 中只 有 2 一6 书 是左利
。

R us s e l B r ai n 认 为安 格鲁 撤克 逊 民 族 的 左 利 为 6 一

10 多〔” 。

关 于 左 右利 在 我 国 人群 中的 分布
,

尚未见大 规 模 的 调 查
。

仅 有李 眉在 台 湾 作 过

大 学生 和 小学 生的 利 手 调 查.
,

在4 143 名学生 中
,

发 现仅 有0. 7 多用 左 手写 字
。

她 比 较 美 国

加 利 福尼 亚 州 伯 克利 的 一 个研 究
,

那 里 用 左 手 写 字在 文 化 上 的 压 力是 小的
。

该 研究 报 告

了 6 名非东方 学 龄儿 童 中用 左 手 写 字 者 占
.

多
,

而 6 3 名 东方 学龄儿 童 中则 占 6
.

6 拓
,

714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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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者的左 手 写 字 的 比例 几乎 十倍 于 李眉的 调 查
。

本文 调查 的 18
,

59 3 人 中单项 用 左 手写 字

者 占0
.

39多
,

其 中汉 族 15
,

58 4人 中则 占0
.

35 多
,

仅为 李眉 数 字 的一 半
。

由此 可 见 中 国 人 的

左 利 或用 左 手 写 字是 远远 低于 西 方 国 家学 者所 调 查 的 各 自国 家人群 的 数 字
。

由 于 我 国 国土 辽 阔
,

各地 区人 民生 活 方 式 差 异 较大
,

可 能影 响 用 手 的 习惯
,

因 此 从 六

大 行政 区 中各选择 一些 城市 进行抽 样 调 查
,

结 果 各个地 区 的 左 利 比 例 皆在 1 多 以 下
。

有

趣 的 是 东北地 区 辽 宁沈 阳 和 吉林延 边 两 地调 查 的 中
、

小 学生 中未 发现有 左利
,

但潜 在 左利

比 率反 较高
,

是 否 由于 调 查 人数 尚 少
,

抑或 其 他 原 因
,

尚 待进 一 步证实
。

左 利也 存在 性别 差异
,

某 些 作者 认 为男性 中左 利较 多 (如 O g le : 男 6
.

7
,

女2. 8 ; Cl a r k

男 6
.

6
,

女 3
.

8) ; 也 有相 反 的 情 况 (B fo ed e : 男 6
.

75
,

女6
.

2 5)
。

本文 中男 女 左利 率差 异 不大
,

如

将 潜在 左利 计入
,

则 男性 的 比例 略高 一些
。

鉴于 左 利手 较 多见 于 智力 落后 儿童临 。 ,

我 们 比 较 了 文 化程度 较低 的小学 生与 智力较

高的 大学 生的 左利 手 比 例
。

可 以看 出小 学生 的 较大 学生 的 高 (小 : 。
.

25
,

大 : 。
.

13 )
,

但如

将潜 在左利 加 在 一起
,

则 大学 生的 反 比 小学生 的 高 (小 : 。
.

93
,

大 : 1
.

6 9)
。

几 乎所 有作 者 〔。 认 为孩 子 在七 个月 以 前
,

没 有利 手的 倾 向
,

大 约 到40 周 时 才稍 呈 右 利

趋 势 (H al ve rs oll )
。

多 数作 者 相 信
,

孩 子 存 在左 利与右 利 的 波 动
,

即不 管如 何训 练
,

用 何 手

出现 不 稳定 性
。

这 种不 稳定 性有 的 认 为存 在2 一3 岁和6 一7岁之 间
,

有 的认 为在 5 岁 前
,

甚

至 某 些 孩子在 7 岁 以 前 常在右 利和 左利 之 间摆 动
。

在我 们的 资料 中 : 幼 儿 园 孩 子 的 左利 比

例 比 小 学生 的 高
,

而 小学 生的 又 比 中学生 和 大 学生 的 高
。

如将 潜 在 左利 计入
,

则看 不 出年

龄 与利 手 的 关 系
。

从表 6 中可 以 看 到 : 小班 的 左利 比例 比 中班高
,

中班 的 又 比 大 班 高
,

而 大 班孩 子 的 左 利 比 例 就 接 近 小学 生 的 了
。

左 利随 年 龄增长 而 减 少 的 一 个 原 因 可 能

是
,

当 孩 子 出现 用 左手 执笔 或拿筷 子 的 情况
,

就 遭 到教 师的 纠正 (在家 中还遭 到 父母 的 纠

正 )
。

我 们调 查 了 某些 幼 儿 园 教师 (包 括 教养 员) 对 孩 子 用 左 手 的 态度
,

约有 十分 之 七
、

八

的 教师 采 取 纠正 的 措 施
。

从 这 次调 查 中可 以 看 出 中国 人 的 左利 率 极低
,

既 使将 潜在 左 利

也 计 算 在 内
。

利 手 的 形 成 究竟 是受 遗 传 因 素影 响 或 为后 天 环 境所决 定
,

还 是 两 者 因 素都 有 关 ? 这

是利 手 研 究 中一直 未 曾 得到 解决 的 问题
。

不 少作 者认 为前者 为主 要 的 (l, ”
’

,

例 如Cha m b e -

r la in 提 出父 母 皆右 利 的孩 子 仅2
.

1拓 为左 利
,

父 母一 方 为 左利 者
,

则 其 孩子 的 左 利率 提 高

到 17
.

3 多
,

而 父 母 双 方 皆左利 者
,

其孩 子 的 左 利 率为 46 万
。

但 有的 作者 认为 后 天 的 影 响
,

特别 是 社 会压力 使 左利 减少
。

T r an ke n 认为右 利是 按孟 德尔规 律 显性遗 传
,

左利 是 隐性

遗传
,

鉴于 在瑞 典七 岁儿 童 的 左利 率为 8 拓
,

相 信至 少 有 三分 之二左 利倾 向 的 人在 学龄 前

就转 变为 右利
,

说 明 环境 因 素也影 响 了遗 传 机制
。

双 生 子 是 研究利 手遗 传 因 素 的 最 好 对

象
,

几乎所 有 的西 方 研 究者都 发现 双 生 子 的 左利 率高‘1.3)
,

尸il so n 和 Joll es 发现 双 生子 有

11 终左 利
,

而 对 照 组 则 为6
.

6 多
。

N e w m an 发 现单 卵 双 生子 中左右 利 出现镜 象 (M i r r o r

I m ag e) . 关 系
,

似 乎又 与 遗 传规 律 相 违
。

因此 双 生 子 左 利多 的 原 因
,

目前虽 有许 多说 法
,

但 都 属假 说 阶段
。

Z a : zo 统计 259 单 卵 双 生子 中有 13
.

3拓左 利
, 335 双 卵 中有 10

.

8拓 为 左利
,

在 非双 生 子 中左利 则 为 12
.

0拓
,

即 双 生 子 左 利率较 非双 生子 高 的说 法 还 未能 作定 论
。

更

由于 检查 双 生 子 的 年 龄 常 较 控 制 组 的 年 青
,

而 左利 随 年 龄 增 长而 减少
。

所 以关 于 利 手 的

成 因
,

遗 传和 环境 两 方 面 的 因 素都 在考 虑之 列
。

本 文 的 双 生 子 资料
,

不 论单 卵或双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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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利 都 很少
,

还不 能从双牛子 的利 手 比 较 中作 出推 论
。 ’

而在 体育工 作 者
,

机 械工 人
,

会 计

和 铸造 工人 左利 率 较其他 职 业者 高 的事 实 说 明后 天 环境 因素的训 练对 利手的影 响
,

也 是

需 要考 虑 的 一个 因素
。

二
我 们还 调 查 了七个少数 民 族

呷
手情祝

。

总 的说 来
,

‘

除 基诺 族和傣 族 外
,

其他五 个兄

弟 民 族 的 左 利率 皆比 汉 民 族 的 高
。 .

由于 有 的 民族 调 查 数 目过 少
,

还 难 说 明 问题
,

不 过不 同

文 化 对利 手 的 形 成 的 影 响是 一个不 可 忽视 的 因 素奋这 将在 大 规 谋的 利 手调 查 中能够 看 出

端倪 的
。 / 只 卜 ‘ 亡

· ‘ ~ - ‘

二
最后

,

国外利 手 文献帕 中已有 不 少记 载某 些神 经精 神 疾病 例如 癫痛
、

智力 落 后
、

病 态

人格
、

精 神分 裂症
、

酗 酒和 情 绪障碍 患者 的 左 利率 较 高
。

我 们 的资料也 发现 精 神分 裂症
、

癫痛 和 脑 血管 病 患者 的 左 利 以 及 潜 在左 利都 比 常人 高
。

由 于 癫痈 患者 的左 颜叶 存在 器 质

性病 变 , 某些精神 分裂 症也 向样可 能存在 器 质 性 病变 ;
、

因此 左脑损伤 聂利手 左移 的‘ 个原

因
。

脑 器 质损害和 某些 神经 精神 病 的关 系
,

也可从 这 些珠病患 着的 利 手研 究 中得 到 启发
。

’

/
’ 、 ·

卜 尔
‘ 一 ‘

结
、

·

护
·

一”
’

二
; ;刃

。

一 二 “
,

一

二
一

一
、

组 织 全 国客大 地 区有关单 位协作、进 行 了 中国人 的 利手调 查。 在 18 ,5 93 名男 女正

常 人 中
,

左利 率仅 占 0
.

幻 拓
,

男女差 异 不 大
。

如将潜 在 左和计算 在 丙
,

也 仅 占 1
.

84 男
,

远远

低 于 西 方 国 家 的 左 利 手数 值
。 ‘ 】

”
‘

,
‘ ·

”
. ‘

二
、

3一6岁幼 儿 园 学生 的 利手分布 数 值 说 明孩 子 在3 一4岁 时 左 利率 较高
,

随 着年 龄增

长 和 外界 因 素 的 影 响
,

( 如幼 儿 园教 师经 常 纠正 孩 子 用左 手写 字或 执筷 吃饭 )
,

左 利 逐 渐 减

少
,
6一6 岁儿 童 的 左利 率 已 接近小学 生的

。

小学生 左利 率 虽较 中学
、

大 学的高
,

但 如 将 潜

在 左利 计 算在 内
,

则大 学生 的反 较小学生 的 高
。 ‘

双 生子 不 论单卵 (4 9对) 或双 卵 (32 对 )
,

因

左 利 和 潜在 左利 过 少
,

难作推论
。

三
、

调 查 了 七 个少数 民 族 的 利手
,

除基诺 族 和 傣 族 因 例数 少 未发 现左 利外
,

其他 五 个

兄 弟 民 族的 左利 和 潜在 左利 均较 汉 族 的 高
。

四
、

调 查 了 某些 癫 痛
、 .

精 神分 裂症和 脑 血管 病患 者的左利率
,

发 现 均较正 常人 高
,

与 国

外 的 研究 结 果 类 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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