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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上，有著多元的族群。在民間相傳著各種族群的辨識方

法，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以多了一片腳的小趾甲，來辨識平埔族或漢人。研究

小組一直對於這個問題充滿好奇，多了一片腳的小趾甲究竟是和族群有關係？還

是一種尚未被研究出來的性狀？於是我們帶著滿心的期待，開始蒐集資料，從身

邊的親朋好友開始調查，希望可以了解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是否具有遺傳性？

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是否具有顯性與隱性的區別？人類複型小趾甲與正常

小趾甲的比例？複型小趾甲對於性別與族群的比例？ 

 

二、研究問題 

   （一）研究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是否具有遺傳性。 

   （二）研究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是否具有「顯性」與「隱性」的區別。 

 （三）研究人類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的比例。 

 （四）探討複型小趾甲對於性別與族群的比例。 

（五）推論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基因型出現的頻率。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我們的研究方法，如下所示。 

 

 

 

 

 

貳●正文 

一、腳趾甲的型式：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腳小趾甲分為下列兩種形式。 

   （一）正常腳趾甲：腳小趾趾甲僅有一片，舉例如下圖(一)所示。 

 

 

 

 

 

 

 

 

                   

                

 

                   圖(一)正常腳趾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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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複型小趾甲：腳小趾趾甲有兩片，舉例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複型小趾甲示意圖 

   

參●研究結果 

一、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之遺傳性與顯隱性。 

   （一）家族腳小趾甲調查表（附錄一）。 

   （二）由家族調查表中，我們發現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的遺傳性，會有 

  下列五種情形： 

    ：男性顯性性狀(男性複型小趾甲) 

    ：女性顯性性狀(女性複型小趾甲) 

    ：男性隱性性狀(男性正常小趾甲) 

    ：女性隱性性狀(女性正常小趾甲) 

 

圖 A 

 

 

 

 

 

 

圖 B 

 

 

 

 

 

根據孟德爾遺傳法則，若遺傳因子為顯性

以 A 表示，若遺傳因子為隱性以 a 表示。 

 

說明：由圖 A 可以看出若親代表現型均為顯性，

那麼子代表現型可能全為顯性。推其親代基因型

為 AA x AA 或 AA x Aa。 

 

說明：由圖 B 可以看出若親代表現型均為顯性，

但子代表現型中出現隱性，可推知其親代基因型

為 Aa x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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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圖 D 

 

 

 

 

 

 

圖 E 

 

 

 

 

 

 

圖(三) 腳小趾甲譜系分析圖 

   （三）結果說明： 

1、若親代的同一邊腳小趾甲皆為複型小趾甲，那麼子代可能全為複型小 

   趾甲，如圖 A，推其親代基因型為 AA x AA 或 AA x Aa。如家族 15。 

2、若親代同一邊腳小趾甲均為複型小趾甲，但子代中出現複型小趾甲與 

   正常小趾甲的情形，如圖 B，可推知其親代基因型為 Aa x Aa。如家 

   族 2 的大哥、大嫂、大姪女、大姪兒。 

3、若親代同一邊腳小趾甲，一方為複型小趾甲，一方為正常小趾甲，其 

   子代全為複型小趾甲，如圖 C，可推知其親代基因型可能為 AA x aa。 

   如家族 1 的三阿姨、三姨丈、三姨兒、三姨女。 

4、若親代同一邊腳小趾甲，一方為複型小趾甲，一方為正常小趾甲，其 

   子代中有部分為複型小趾甲、部分為正常小趾甲，如圖 D，可推知其 

   親代基因型可能為 Aa x aa。如家族 11 的父、母、本人、弟弟 1、弟 

   弟 2。 

5、若親代同一邊腳小趾甲均為正常小趾甲，其子代也只出現正常小趾 

   甲，如圖 E，可推知其親代基因型可能為 aa x aa。如家族 9 的父、母、 

說明：由圖 C 可以看出若親代表現型一方為顯

性，一方為隱性，其子代表現型全為顯性，可推

知其親代基因型可能為 AA x aa。 

說明：由圖 D 可以看出若親代表現型一方為顯

性，一方為隱性，其子代表現型中有部分為顯性、

部分為隱性，可推知其親代基因型可能為 Aa x aa。 

說明：由圖 E 可以看出若親代表現型均為隱性，

其子代表現型也必為隱性，可推知其親代基因型

可能為 aa x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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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姊、本人。 

6、綜合上述結果，研究小組依據孟德爾遺傳法則，推論，「複型小趾甲」 

   屬於「顯性性狀」，「正常小趾甲」屬於「隱性性狀」，腳趾甲型式可 

   以透過遺傳，於子代中表現出來。 

 

二、研究人類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的比例 

   （一）將蒐集到 233 人，腳小趾甲的型式進行數據分析，233 人中擁有複型小 

趾甲共 110 人，正常小趾甲共 123 人。如圖(四)所示。 

  
              圖(四) 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比例分析圖 

   （二）結果說明︰由圖(四)可以看出 233 人中，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在   

                   人群中出現的比例趨近於 1︰1。 

 

三、探討複型小趾甲對於性別與族群的比例關係 

   （一）複型小趾甲對於性別比例關係： 

1、本次研究調查問卷之男生人數 112 人，女 121 人，男女比例分佈如圖 

   (五)所示。 

    

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47%
53%

複型小趾甲

正常小趾甲

男女人數比例圖

48%
52%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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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男女人數比例圖 

  2、112 名男生中，其中擁有複型小趾甲 52 人，正常小趾甲 60 人。比 

     例分佈如圖(六)所示。 

   

           圖(六)男生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3、121 名女生中，其中擁有複型小趾甲 58 人，正常小趾甲 63 人。比例 

          分佈如圖(七)所示。 

   

                  圖(七)女生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4、結果說明：由圖(五)至圖(七)中，可以看出男、女出現複型小趾甲的 

             比例趨近於 50%，出現正常小趾甲的比例亦趨近於 50%。 

   （二）複型小趾甲對於族群比例關係： 

1、我們將所有調查人員分成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國人與新住民。   

  人數統計如表一所示。族群人數比例圖，如圖(八)所示。 

 

 

男生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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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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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族群類別人數統計表 

          

圖(八)族群人數比例圖 

       2、研究調查中，143 個閩南人中，擁有複型小趾甲 70 人，正常小趾甲 

73 人，閩南人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如圖(九)所示。 

  

圖(九)閩南人腳小趾性狀比例分析圖 

       3、研究調查中，46 個客家人中，擁有複型小趾甲 19 人，正常小趾甲 

  27 人，客家人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如圖(十)所示。 

族群人數比例圖

61%
20%

14%

5%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國人與新住民

閩南人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49%51%

複型小趾甲

正常小趾甲

族群類別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國人與新住民 

人數（人） 143 46 3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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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客家人腳小趾性狀比例分析圖 

       4、研究調查中，33 個原住民，擁有複型小趾甲 15 人，正常小趾甲 18 

          人，原住民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原住民腳小趾性狀比例分析圖 

       5、研究調查中，11 個外國人與新住民中，擁有複型小趾甲 6 人，正常 

          小趾甲 5 人，外國人與新住民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如圖(十二)所 

          示。 

客家人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41%

59%

複型小趾甲

正常小趾甲

原住民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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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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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二)外國人與新住民腳小趾性狀比例分析圖 

 6、複型小趾甲對於各族群比例關係，調查結果整理如下表二。 

表二、各族群中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出現的比例 

族群名稱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國人與新住民 

複型小趾甲：正常小趾甲(人數比） 49：51 41：59 45：55 55：45 

       7、結果說明：由圖(九)中可看出，閩南人正常小趾甲的比例略多於複型 

               小趾甲，但比例仍接近 1：1，圖(十)和圖(十一)中可以看 

               出，客家人、原住民出現正常小趾甲的比例略多於複型小 

               趾甲，而外國人與新住民出現複型小趾甲的比例略高於正 

               常小趾甲，但比例仍趨近於 1：1。 

 

四、利用哈溫定律（Hardy-Weinberg law）推測基因型的頻率：(莊雪芳，2014) 

   （一）設複型小趾甲遺傳因子 A 的基因頻率 f(A)=p 

         正常小趾甲遺傳因子 a 的基因頻率 f(a)=q，則 p+q=1 

         三種基因型的頻率分別為 f(AA)=p2 、f(Aa)=2pq、 f(aa)= q2 

         則調查的 233 人中，發現擁有複型小趾甲者為 110 人 ，擁有正常小趾 

         甲者為 123 人，利用哈溫定律可以計算出： 

         f (aa)= q2=123/233=0.5279 

         f(a) = q = 0.7266 

         f(A)= p = 1-q =1-0.7266= 0.2734 

         具有複型小趾甲，屬異型合子的機率    

         f(Aa)=2pq=2x0.2734x0.7266=0.3973 

         233 X 0.3973 =91.87 約為 93 人 

         具有複型小趾甲，屬同型合子的機率 f(AA)= p2 =0.2734 X0.2734=0.075 

         233 X 0.075 =17.475 約為 17 人 

   （二）正常小趾甲基因型頻率 f(aa)= q2 為 52.79%，而複型小趾甲基因型頻率 

外國人與新住民腳小趾甲性狀比例分析圖

55%

45%

複型小趾甲

正常小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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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A) +f(Aa)為 47.21%，與家族數據調查結果相符。 

   （三）在哈溫定律的條件下，若能持續調查族群的基因頻率，如果族群中的 

         基因頻率不發生改變，則此群族是一個平衡的理想族群，即不演化的 

         族群。若基因頻率發生改變，使基因庫的結構與原來不同，就表示此 

         族群正在進行演化，而依據這些變化，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演化的機制 

         與演化的趨勢。(莊雪芳，2014) 

 

肆●結論 

經由這次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 

一、親代之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之性狀可以透過遺傳給子代。 

二、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能以孟德爾遺傳定律推論出複型小趾甲屬顯 

    性性狀，正常小趾甲屬隱性性狀。 

三、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在本調查之族群中出現的比例趨近於 1︰1。 

四、男、女生出現複型小趾甲的機率約為 50%，出現正常小趾甲機率約為 

    50%，推論複型小趾甲的遺傳與性別無關，亦即控制複型小趾甲與正常 

    小趾甲的基因不在性染色體上，非性聯遺傳。 

五、複型小趾甲無特定出現於某族群，各族群中複型小趾甲與正常小趾甲出 

    現的比例皆趨近於 1︰1。 

六、利用哈溫定律（Hardy-Weinberg law）可推測正常小趾甲基因型頻率 f(aa)= q2

為 52.79%，複型小趾甲基因型頻率 f(AA) +f(Aa)為 47.21%，如果能持續調查

族群的基因頻率，當此族群中的基因頻率不發生改變，則此群族是一個平衡

的理想族群，即不演化的族群。若基因頻率發生改變，就表示此族群正在進

行演化，而依據這些變化，就能幫助我們了解演化的機制與演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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