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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通过古人基因组数据探寻中国文明源流

 

中新网长春6月2日电 (记者 郭佳) 中国科学家通过研究距今7500年至1700年的55个中国北方古代人

全基因组数据，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找到了基因方面的重要证据。

该成果由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联合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厦

门大学、辽宁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漯河市文

物与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作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诺尔博物馆、德国

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共同完成。

本月1日，该成果以“Ancient　genomes　from　northern　China　suggest　links　between　su

bsistence　changes　and　human　migration”(中国北方古代人基因组分析显示生业与迁徙的联系)为

题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正式发表。2日，崔银秋首次向中新网披露相关细节。

据介绍，中国北方古代人群全基因组数据来自黄河流域(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辽河流域(包

括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黑龙江流域的19个考古遗址，样本年代距今7500年至

1700年。

不同区域存在持续基因混合和替换

研究发现，至少从距今7500以来，中原地区人群在整体的遗传结构上保持连续性，最晚自仰韶时期

(距今约7000-5500年)开始，受到中国南方人群的持续性遗传贡献，最终形成现在的汉族人群。

“可以说，中原地区人群的主体遗传结构至少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奠定，这为中国文明探源提供了

重要的遗传学信息。”崔银秋说。

研究表明，自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5000年)开始，受到向北扩散的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贡献，

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000-3200年)的二道井子人群与前者在遗传结构上已经没有显著差

别。

崔银秋介绍，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约3200-2600年)，人群生业模式由农业转向

农业与畜牧业并存。学界通常认为，全新世晚期气候恶化造成夏家店上层人群生业模式的多样性。

不过，崔银秋研究发现，夏家店上层人群不是单纯地接受了游牧的生业模式，其形成还包括欧亚草

原以及黑龙江流域北方游牧人群向西辽河流域的迁徙。

“从遗传的角度，北方游牧人群并没有简单地替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人群，而是与夏家店下层

文化土著人群混合，形成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特有的遗传结构。”崔银秋说。

为汉藏语系起源找到基因证据

科学家通过比较发现，黄河流域人群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遗传结构，以中原腹地为中心，至仰韶时代

中晚期，黄河流域的人群基因已经传播到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向北到达西辽河流域，向西扩散到黄河上

游地区。

“中原龙山时期、现代汉族人、现代藏族人都保留着大部分仰韶时期人群的基因成分，这一发现为

探讨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遗传学依据。”崔银秋说。

崔银秋介绍，近年来，学界有人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且极有可能起源于仰韶文化早期，

“此次研究在遗传的角度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

古DNA研究为考古学打开新窗口

近年来，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致力于将古DNA与考古学、语言学的交叉性研究，以及古病原菌与人类

的共生机制、传播以及与人群迁徙模式的比较，希望通过持续性的研究，更加全面地揭示史前人群的历

史动态。

“古DNA研究本身并不能回答人群迁徙的动因，其最大价值也必须依靠与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交叉

结合才能充分实现。”崔银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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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成员、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宁超告诉记者，古代样本材料十分

珍贵，获取难度很大，加之其长期暴露导致DNA分子降解和损伤严重，让这项研究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

性。

宁超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古DNA样本，他通过微创钻孔技术在样本上直径2-3毫米范围内进行

取样，做到对古代样本最低程度的损耗。

记者获悉，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吉林大学以及国家基金委的大力支持。

2019年，吉林大学又为实验室配备了高性能计算机集群，极大地提升了全基因组分析的速度。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

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

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服务条款 | 联系方式 | 中国科学报社 京ICP备07017567号-12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2783

Copyright @ 2007-2021 中国科学报社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三号

电话：010-62580783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sciencenet.cn/aboutus.aspx
http://www.sciencenet.cn/shengming.aspx
http://www.sciencenet.cn/tiaokuang.aspx
http://www.sciencenet.cn/contact.aspx
http://www.stimes.cas.cn/
http://www.beian.miit.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