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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16日消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科学家对据称是在印度发现的“雪人的毛发”

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这些毛发其实只是一种喜马拉雅山羊的毛。 

 

他们对从印度梅加拉亚邦东北部获得的这些毛发进行了DNA检测，结果发现这些毛发是喜马拉雅斑

羚的毛。这种毛很粗糙的动物拥有灰褐色皮毛，毛长在95到130厘米之间。以前人们不知道它们会从栖

息地向南迁移那么远。 

 

那些相信印度传说中的雪人确实存在的人表示，这是一种像类人猿的生物，也被称作“森林人”。

“雪人迷”迪普·马拉克(Dipu Marak)将这些毛发交给英国广播公司，所谓的雪人毛发是他在一处茂密

的丛林里发现的。在此之前，一位护林员曾声称他在2003年曾连续3天看到雪人在这里出没。 

 

类人猿专家伊恩·雷蒙德(Ian Redmond)在今年年初对这些毛发进行了一系列初步试验，他说：

“我们知道，看到印度雪人和发现这些毛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然而DNA检测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

的结果，因为报告中提到的收集到这些毛发样本的地点，位于已发表的喜马拉雅斑羚分布图南面很远的

地方，据说喜马拉雅斑羚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上面1000到4000米的地方。也许我们获得了一项更加普遍

的发现，它不只局限在确定低地雪人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还扩大了我们对喜马拉雅斑羚分布范围的认

识。” 

 

马拉克此前表示，这些毛发为证明一种黑色类猿动物确实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这种动物站立时身

高大约是3米。他说：“虽然这些结果让人感觉有点沮丧，但是这不会影响我坚信那里存在像雪人的生

物的信念。现在认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还为时过早。” 

 

最近几年，梅加拉亚邦西噶山、南噶山和东噶山的不同目击者表示，他们看到过这种生物。马拉克

估计这种生物重大约300公斤，是食草动物，以果实、草根和树皮为生。科学家表示，最初对这些毛发

进行的显微镜试验获得的结果“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它们与珠穆朗玛峰的征服者埃德蒙·希拉里

(Edmund Hillary)收集到的被怀疑是雪人的毛发的东西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进行显微镜试验以后，这些毛发被送往美国一个试验室进行DNA分析。他们将通过一项“排除过

程”，将这些从印度获得的毛发与生活在噶山周围区域的已知其他动物的毛发进行对比。初步试验是在

英格兰中部的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进行的，执行人员是来自该校人类学系的获奖灵长类动物学家安娜·奈

卡里斯(Anna Nekaris)和显微镜专家乔恩·韦尔斯(Jon Wells)。 

 

他们利用英国最先进的显微镜，将这些毛发放大200倍，然后与其他毛发的数据库进行对比。这个

数据库是由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灵长类动物学系的雷蒙德提供的。这项试验完

成后，雷蒙德和奈卡里斯就能排除各种可能性，最终确定这些毛发的真正主人。雷蒙德还是联合国巨猿

生存方案的资深顾问。然后这些毛发将被送往美国进一步做试验，美国已经确定了这些毛发与喜马拉雅

斑羚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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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技术探源神秘毛发 “雪人”之谜有望获解 

DNA检测显示喜马拉雅山雪人毛发实为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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