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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所与昆明动物所在家犬起源进化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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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家犬起源进化合作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

文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讯》在线发表。该研究成果从全基因组层面上阐述了狗的起源进化，并首次将其进化历史

和人类的近期演化联系了起来。 

在昆明动物所张亚平教授和基因组所吴仲义教授的带领下，昆明动物所王国栋博士与基因组所翟巍巍博士，利

用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对分布于世界范围内的多个野生灰狼、中国地区的土狗以及世界各地的多只品种狗进行了大规

模的重测序。研究人员发现：家犬的起源时间比领域内先前的估计（一万六千年）要早一倍，同时提示家犬的起源

可能比原先理解的伴随农业起源的模式要丰富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家犬和野生灰狼的基因组比较，发现很多交配繁

殖、消化代谢以及神经功能基因在家犬的驯化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人工选择。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基因和人在近期的

适应性进化存在较多的重合。 

家犬作为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其驯化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犬无论是形态学的多样性还是

行为的差异性，是已知物种中多样性最为丰富的一种，因而是研究人工选择下生物适应的最佳模式生物。研究家犬

起源和驯化的遗传机制，一直是遗传学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 

家犬的驯化历史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野生的灰狼由于人工选择，被驯化为家犬，这些家犬和平常我们理解

的品种犬不同，他们一般没有经受过强烈的近亲交配，因而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其次，在最近的几百年里，人

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培育了大量形态、行为各异的品种，这些被培育成品种系的家犬也被称为现代品种犬。目前已

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品种犬的形态差异的遗传学机制，而对从灰狼到家犬的驯化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 

昆明动物所张亚平教授前期研究发现，来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土狗，具有非常高的遗传多样性，东南亚

有可能是家犬的起源驯化地，因而来自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土狗是研究家犬如何由灰狼驯化而来的重要遗传资

源。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基因组测序的成本急剧降低，效率大大提高，使得在全基因组水平探讨

家犬驯化的早期历史成为可能。在此机遇下，科研人员利用新一代测序平台，对四只灰狼，三只中国本地犬，和三

只现代品种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每个个体的测序覆盖度达8-13X，鉴定出多达1392万个SNP位点和302万个小

片段插入缺失（indel）。全基因组分析表明遗传多样性由灰狼到中国本地犬再到品种犬依次递减，驯化历史分析表

明家犬与灰狼的分歧时间大约为3万2千年。种群演化历史的分析发现，家犬的起源经历了较弱的瓶颈效应。根据演

化历史和微弱的瓶颈效应，研究人员提出了家犬起源的“拾荒者”假说。研究人员认为：家犬的驯化可能始于早期

人类的打猎时期，在人类出行狩猎大型动物的时候，有一群狼总是喜欢跟随着人类，当人类成功俘获大型兽类（例

如大象等）的时候，这群狼总是能捡拾到一些食物（拾荒）。随着和人类的不断交互，这群狼慢慢的被人类所驯化

并成为了人类忠实的朋友。  

利用群体遗传分析的手段，研究人员定位到了311个受人工选择的基因，这些基因富集在生殖系统、消化和新陈

代谢系统及神经相关通路上。更有意思的是，家犬中受选择的基因和人类受选择的基因存在显著地交集，特别是在

消化和新陈代谢系统、神经相关通路及癌症相关基因集上。该研究首次阐明家犬自驯化以来，和人类存在显著的平

行进化历程。同时该研究还提示我们，作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家犬同样也是很好的模式生物，为科研人员研究和

理解人类的演化和疾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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