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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学家绘制完成世界首部青海蒙古族人全基因组序列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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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海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犹他州大学的学者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4年科研探索，成功绘制出了世界首部青海蒙古

族人的全基因组序列图谱，并研究发现青海蒙古族人具有高原适应的特殊遗传基因。7月18日，这一成果由国际权威

科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正式发布，专家认为，它对防治高原病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人是一个中亚族群，全世界约有2000多万，主要分布于蒙古国、中国的内蒙古、青海等八省区市和俄罗斯

的布里亚特。在公元1636－1639年，蒙古人的一支迁移到青藏高原并逐渐适应了这里高海拔低氧的环境。对蒙古人

的基因组进行完整的测序和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其进化、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也可为人类遗传性疾病研究奠定

基因组学基础。  

“更重要的是，作为除藏族之外在青藏高原适应生存的民族，检测青海蒙古族人群的遗传基因，并和长期生活

在这里的藏族人进行比较，对于了解人体对低氧的反应机制、防治高原病以及其他与低氧有关的疾病具有重要意

义。”这项研究中方负责人、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格日力说。  

这项研究在绘制青海蒙古族人的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的基础上，对42名长期生活在海拔3000米的青海蒙古族人进

行了高通量全基因组多态性检测，并把结果和超过300名其他9个来自亚洲以及欧洲的人群进行了比较。在对比分析

中，研究小组发现大约2％的基因组变化，即超过300个基因的变化是从未在其他人群中发现过的。  

“这一结果对进一步了解亚洲人群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和低氧环境适应性有关的遗传因素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格日力说，相关研究还发现，青海蒙古族人和藏族人群共享几种异于低海拔人群的基因，说明历史上跨民族交流帮

助了蒙古族人适应高海拔地区的生活环境，这也对研究人类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适应性有重要意义。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