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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最新成果！月氏和贵霜文化相关人群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区域交流
作者：王文君 付巧妹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09.06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与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主导，联合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古基因组研究成果“Genetic Continuity of

Bronze Age Ancestry with Increased Steppe-Related Ancestry in Late Iron Age Uzbekistan”

在中科院生物一区杂志《分子生物与进化》（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在线发表。这是

我国团队主导开展国外区域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研究通过大规模核基因组的捕获、测序和分析，

揭示出乌兹别克斯坦人群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遗传结构变化与遗传连续性，以及月氏人群与贵

霜人群之间的遗传联系。

　　古代游牧民族月氏由中国西迁进入中亚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在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

交流与互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考古学研究发现，从分布地域、埋葬习俗及来源、宗教文化、

经济形态等特征来看，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铁器时代的拉巴特墓地（Rabat）被确认为月氏文化遗

存，其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期到公元1世纪前期；谢尔哈拉卡特墓地（Serkharakat）被确认为

贵霜文化遗存，两者都属于铁器时代遗存。乌兹别克斯坦位于欧亚草原南部边缘，天山沿线西部地

区，此地区的青铜时代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区（BMAC），一直以来是国际学术研究的热

点。作为青铜时代的延续和发展，考古学研究指出这些铁器时代墓地古人群迁徙和交流非常活跃，

导致不同文化人群的迁徙与交流大幅增加，但一直未有确凿的证据。

　　为深入探究这些遗址中古人群的迁移、交流等科学问题，从遗传学角度直接观察其人群遗传成

分的融合情况，付巧妹团队从国际考古获取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拉巴特墓地（Rabat）、谢尔哈拉卡

特墓地（Serkharakat）和德尔康墓地（Dehkan）的人骨样本中成功捕获测序27例铁器时代（距今

约2100-1900年）的人类古核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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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析月氏文化下拉巴特古人群的遗传结构

　　此前有研究表明，青铜时代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区（BMAC）人群的主要遗传成分由伊

朗农业人群成分（～60-65%）、安纳托利亚农业人群成分（～20-25%）组成，部分人群还含有青

铜时代欧亚草原牧民的遗传成分。该研究显示，拉巴特古人群除含有伊朗农业人群、安纳托利亚农

业人群、欧亚草原牧民遗传成分外，还含有少量欧洲西部、东亚、南亚狩猎采集相关人群的遗传成

分。

　　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与该区域青铜时代人群相比，铁器时代拉巴特古人群含有更多青铜时代

晚期欧亚草原牧民的遗传成分，这些人群未出现与欧亚草原牧民遗传成分有关的人群更替，因而显

示出该地区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相关人群的遗传连续性。

　　此外，不同于该区域青铜时代人群含有较高比例伊朗农业人群遗传成分，铁器时代拉巴特古人

群含有的伊朗农业人群遗传成分较少，而含有的安纳托利亚农业人群遗传成分较多。可见，尽管乌

兹别克斯坦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人群呈现出遗传结构的连续性，但是自青铜向铁器时代的转变

过程里，人群的遗传成分的融合仍然起到主要作用。

　　二、揭示贵霜文化下

　　谢尔哈拉卡特古人群的遗传结构

　　研究发现，铁器时代谢尔哈拉卡特古人群主要含有与伊朗农业人群、安纳托利亚农业人群、欧

亚草原牧民有关的遗传成分，也含有少量欧洲西部、东亚、南亚狩猎采集相关人群的遗传成分，同

时较之该区域青铜时代人群而言，额外含有青铜时代晚期欧亚草原牧民的遗传成分。可见，其人群

与铁器时代拉巴特古人群的遗传结构相似，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结果表明，在铁器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区域，伊朗农业人群与欧亚草原牧

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更加紧密；同时也表明了欧亚草原牧民向南迁移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影

响了以拉巴特人群为代表的月氏文化相关人群，及以谢尔哈拉卡特人群为代表的贵霜文化相关人群

的形成。尽管拉巴特墓地（相对单一）的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文化面貌与谢尔哈拉卡特墓地（多

种墓葬形式和葬俗、多样文化）不同，其相关的人群之间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未来该区域还需要

更多时空框架下的个体研究相关人群互动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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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该研究从遗传学角度证实位于天山沿线西部的乌兹别克斯坦区域是人群迁徙和交流

的活跃区，且自青铜至铁器时代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和变化，系统揭示乌兹别克斯坦史前人群的遗传

混合特点与动态变化，对于进一步理解天山东西部以至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的迁徙与混合历史有重

要作用。

　　该研究还发现，在铁器时代，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月氏文化相关人群，及以谢尔哈拉卡特墓

地为代表的贵霜文化相关人群之间具有较近的的遗传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月氏文化与贵霜文

化相关人群之间的紧密交流与互动，为进一步探究其人群源流及互动模式提供了遗传学依据。另

外，该研究作为国内团队主导东亚以外区域人群演化研究的成功实践，对于彰显及提升我国古基因

组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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