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户 端 网站导航  设为首页  报刊投稿  微博平台  

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English Français

微报 图片集 视频集 读者之家

关 注 专 题 要 闻 国 际 学 人 智 库 报 刊 军 事 各 地 独家策划 数据中心

 首页 >> 考古学 >> 世界考古

5000年前的跨大陆瘟疫与动植物传播

　　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聚落规模、人口密度和家养动物密度不断扩大,卫生条件渐趋恶劣,传染病发生的频率

和烈度激增;传染病流行的记载不绝于书,有时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进程。然而,史前传染病的判断颇为困难,主要根据

一些考古学现象来推测,比如聚落的突然废弃、异常的集体埋葬现象等。近年来,DNA提取和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科学家可以从人类遗骸上获取古代传染病的病原体基因组,这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能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古代传

染病的起源与传播。

　　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是鼠疫,在历史时期有三次大流行,黑死病是其中之一,它的病原体是鼠疫杆菌

(Yersinia pestis),多由鼠类和跳蚤传播,亦可通过空气在人际间传播。人类在感染鼠疫后,病菌能进入血液导致败

血病,同时进入肺脏导致肺炎,缺乏有效治疗的情况下死亡率能接近100%。病菌随着血液循环到达牙齿髓腔后,有

可能在髓腔中沉积并保存下来。因此,牙齿是提取古代病菌基因组的最佳部位。提取出来的基因组,通过分析单核

苷酸多态性(SNPs),加以“分子钟”计算,估计病菌不同世系最近共同祖先(MRCA)的分歧年代,从而探讨病菌的起

源和传播。

　　▲图1

　　鼠疫杆菌DNA种系树和不同世系MRCA的分歧年代(Rascovan et al,2019)

　　鼠疫杆菌基因组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古代病原体基因组。2019年国际知名期刊《Cell》报道,鼠疫杆菌的古代

基因组和现代基因组可以划分为三个独立世系(图1)——现生世系、青铜时代世系和新石器时代世系(Gok 2),后

二者已经灭绝。样本Gok2出土于瑞典的一个多人(78人)合葬墓,对应人骨测年为5040–4867 BP,是目前已知最早

的鼠疫杆菌,位于鼠疫杆菌DNA种系树的根部;样本RISE509出土于阿尔泰地区的多人合葬墓,对应的阿凡纳谢沃文

化人骨测年为4800–4700 BP,位于青铜时代世系的根部;青海地区的现代样本0.PE7位于现生世系的根部。所有鼠

疫杆菌MRCA的分歧年代约为距今5700年,青铜时代世系MRCA的分歧年代约为距今5300年,而现生世系MRCA

的分歧年代约为距今5100年。

　　鼠疫杆菌的起源和扩散正好对应于欧洲的新石器大衰退(The Neolithic Decline,5400-5000 BP),结合多种

证据,研究者认为鼠疫的起源地很可能是东欧特利波耶文化(Trypillia Culture)修建的那些大型聚落(能容纳1-2万

人),然后沿着贸易网络向四周扩散(图2),导致了特利波耶文化的消亡;邻近的颜那亚文化先民感染上鼠疫后,再传播

给阿凡纳谢沃文化先民,带菌的阿凡纳谢沃人最东到达阿尔泰地区。逃避鼠疫,也许是阿凡纳谢沃人向东迁徙的动

力之一。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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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齐泽垚）

　　距今5000年的鼠疫传播和欧亚大陆东段的黄牛、绵羊和小米发现地(1. 特利波耶文化区,鼠疫杆菌起源地;2.

鼠疫杆菌现生世系的疑似起源区;3.海生不浪文化区;4.哈民忙哈遗址;5. 后套木噶遗址。)(改自 Cui et

al.,2013;Rascovan et al,2019和Yang,2020)

　　之前有研究表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现生鼠疫杆菌基因多样性最大的区域,可能是现生鼠疫杆菌的起源地(Cui

et al.,2013)。根据物种单一起源的理论,鼠疫杆菌现生世系MRCA的祖先最终可追溯到东欧特利波耶文化区域,考

虑到现生世系和青铜时代世系的MRCA距今约5300年,仅比现生支系的MRCA早200余年。因此,在5000多年前,

鼠疫杆菌现生世系和青铜时代世系的祖先很可能同时到达中亚;然后现生世系的祖先继续传播到青藏高原东北缘。

　　公元前4千纪末,西亚起源的驯化动物在中国初露端倪。我国境内目前最早的家养黄牛发现于距今5000多年的

东北后套木噶遗址(经过DNA鉴定为西亚世系,牛骨测年约为5500-5300 BP)和甘青地区,目前最早的家养绵羊亦

发现于同时期的甘青地区。先民牙结石的蛋白质组学分析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先民将黄牛、

绵羊和食奶行为带到蒙古;而距今5000年左右,新疆地区目前尚未发现和黄牛、绵羊有关的遗存;因此,这两种家养

动物应该是从蒙古传入我国的东北地区和甘青地区(图2)。

　　中国史前瘟疫尚没有古代DNA研究的报道,但是考古学家根据各种迹象推测东北的哈民忙哈遗址(距今5500-

5000年),以及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晚期区域(如庙子沟遗址、五庄果墚遗址等,距今约5000年)发

生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导致了文化衰落。这些史前瘟疫是不是鼠疫,是考古学、微生物学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如

果是鼠疫,那么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传播?这对鼠疫杆菌的演化、东西方文化交流能提供重要信息。哈民忙哈遗址

与后套木嘎遗址直线距离仅200余公里,而后套木噶遗址与蒙古高原隔着大兴安岭,家养黄牛断不会自发翻越大兴

安岭的原始森林,必然是先民与西边的阿凡纳谢沃人有着某种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把鼠疫杆菌带过来了?另一

方面,青藏高原东北缘作为鼠疫杆菌现生世系的疑似起源地,病菌是何时到达该地区,史前有没有鼠疫流行,与5000

年前黄牛、绵羊的引入及对应的人群交流有没有联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迫切需要古代DNA的研究。

　　此外,人骨同位素分析表明,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就已开始小米种植,而同时代的新疆境内尚未

发现小米遗存。小米的西向传播很可能沿着牛羊的东向传播路线逆向而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阿尔泰山脉应是新

石器晚期/青铜时代早期东西方驯化物种和瘟疫传播的重要通道。期盼今后进一步的多学科研究提供更多线索。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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