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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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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所等揭示大脑半球不对称性进化差异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联合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和技术学院利用脑网络组图谱的思想，绘制了灵长类大脑顶下小叶跨物种脑

连接图谱，揭示出人类与非人灵长类顶下小叶不对称性的进化差异，为人类语言和工具使用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新线索，从而为阐明人类起源提供了新证据，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eLife上。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的起源是由于自然选择驱动的生物进化。然而，与现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如猴和猿相比，人类在高级认知功能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尤其是语言和使用复杂工具的能力，这可能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解析和比较人类与其他非人灵长类动物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可以部分回答和阐释人类本源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但由于难以确定不同物种间脑功能区的同源性，目前仍缺乏可靠技术手段进行跨物种脑结构与功能的

进化研究。 

　　自动化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提出利用绘制跨物种脑网络组图谱的手段研究不同物种的进化模式，为回答语言和复杂工具使用的进化脑机制提供了有力工

具。研究人员首先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获得了人类、黑猩猩以及猕猴的结构磁共振和弥散张量磁共振成像数据，并以语言和工具使用最相关的顶下小叶为研究

对象，通过结构磁共振成像分析了三种灵长类顶下小叶结构上的不对称性。研究发现，在黑猩猩和人类中有相似的结构不对称性，但在猕猴中未发现类似模

式，说明顶下小叶结构的分离出现在三个物种的共同祖先之后，而在黑猩猩和人类共同祖先之前。此外，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弥散磁共振成像，绘制了人类、

黑猩猩和猕猴顶下小叶的亚区尺度的脑连接图谱，发现在三个灵长类物种间，脑解剖连接模式的不对称性呈现梯度式的进化模式，即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的猕

猴中没有脑连接的不对称；但在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黑猩猩中开始出现脑连接的不对称；并且这种不对称性在人类大脑中更广泛。上述研究表明，脑结构与

其解剖连接模式的不对称性是驱动语言以及复杂工具使用进化的内在生物学基础。 

　　近年来，越来越多脑科学研究从啮齿类动物转向非人灵长类动物。然而，如何将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的研究结果向人类脑科学研究转化存在技术瓶颈。该

团队的系列研究表明，绘制跨物种脑网络组图谱是推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到人类大脑研究的桥梁。因此，从神经系统进化的角度，开展灵长类近缘物种间的

http://english.cas.cn/
https://www.cas.cn/lx/
https://www.cas.cn/wz/
https://mail.cstnet.cn/
https://www.cas.cn/
https://www.cas.cn/
https://www.cas.cn/zz/
https://www.cas.cn/kxyj/
https://www.cas.cn/cg/
https://www.cas.cn/rcjy/
https://www.cas.cn/xb/
https://www.cas.cn/kx/
https://www.cas.cn/djcx/
https://www.cas.cn/xxgkml/
https://www.cas.cn/
https://www.cas.cn/syky/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67600
https://weibo.com/zkyzs
https://www.cas.cn/jl/zxly/


© 1996 - 2021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1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网站标识码bm48000002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电话： 86 10 68597114（总机）　86 10 68597289（总值班室）

编辑部邮箱：casweb@cashq.ac.cn

更多分享打印责任编辑：阎芳

上一篇： 12种真核生物化石揭示中元古代下马岭组微体化石组成面貌

下一篇： 合肥研究院等在磁控化学反应研究中取得进展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比较研究，绘制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脑网络组图谱，进而明确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在大脑结构和功能组织上的异同，是破译人类大脑特有高级认知功能

的重要突破口，并对建立重大脑疾病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深入研究人类脑疾病的致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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