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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猿类基因组被“破译”

  文章来源：新华网 林小春 发布时间：2014-09-12 【字号： 小  中  大 】 

  一个国际科研小组10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对生活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长臂猿的基因组测序工作。至此，地

球上所有猿类的遗传密码全部被“破译”。 

  长臂猿是一种小型类人猿，因其前臂长而得名，它的手腕关节灵活，能在树林中像荡秋千一样灵巧、快速地前

进。猿类分为大猿和小猿，其中大猿包括黑猩猩、红毛猩猩、大猩猩和倭黑猩猩，它们的基因组均已测序完成；而

小猿则单指长臂猿。从进化角度看，长臂猿属于接近猴类的猿，猴类分为南美洲的新世界猴和分布在亚洲及非洲的

旧世界猴(包括猕猴和狒狒等)。 

  “长臂猿代表着灵长类进化树上的一个分支，它填补了旧世界猴与大猿之间的空白，但其基因组序列尚未被研

究过，”参与研究的美国贝勒医学院副教授杰弗里·罗杰斯说，对这种独特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猿类的研究“将帮

助我们更详细、更全面地认识人类生物学”。 

  研究人员在长臂猿基因组中找到了与前臂和前臂肌腱生长发育有关的基因。基因组研究还表明，猿类与猕猴等

旧世界猴的分化出现在2900万年前，而长臂猿与大猿之间的分化则出现在1680万年前。 

  新成果也将有助于了解染色体重组现象。罗杰斯说，染色体重组类似于“染色体发生爆炸，然后把碎块重新拼

接”。人类和猿类中都存在染色体重组现象，它会导致出生缺陷和癌症等问题，长臂猿的染色体重组频率远比人类

和其他猿类“高得多”，但长臂猿却表现得能良好耐受。 

  科学家还发现了长臂猿基因组特有的一种重复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这些被称作LAVA的片段有上千个之多，

它们影响细胞分裂过程中与染色体分离有关的基因。研究人员说，LAVA的存在也许可以解释为何长臂猿染色体重组

频率较高。 

  这项成果发表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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