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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DNA研究：东亚家猪万年以来有2次快速母系种群扩增

 

中新网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 孙自法)记者13日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由

该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导完成的古代东亚家猪线粒体全基因组研

究发现，东亚家猪群体的共同祖先可追溯到距今2万年以内，大部分源自湄公河流域，全新世(从约1.2万

年前开始)以来，东亚家猪群体有2次快速的母系种群扩增现象，分别开始于大约7000年和4000年前。

这项最新完成的东亚家猪群体古DNA研究成果论文，近日在专业学术期刊《遗传学报(英文版)》(Jou

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JGG)在线发表，其结果对揭示和理解东亚地区的家猪母系遗传历史具

有重要意义。

科研团队介绍说，本次研究共获取42例中国黄河流域古代猪高质量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地点上包

括来自于陕西鱼化寨和杨官寨等、安徽尉迟寺、河北小里、青海喇家等遗址，时间跨度为约7500-2500年

前。通过研究发现，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部分中国古代猪(25%，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一些东亚现代

的家猪类型一样，表明它们存在母系遗传的连续性，而且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结果支

持黄河流域作为一个主要的家猪独立驯化中心。

他们还发现，古代家猪和现生家猪的线粒体相似度很高，大多数东亚现代家猪分享较近的线粒体基

因组类型，并且群体具有很小的遗传距离值，反映出东亚家猪可能来源于一个母系遗传多样性本来就低

的祖源群体，也可能与家猪选育的过程有关系。

科研团队进一步通过系统进化分析，结果支持包括中国西南地区、越南等地的湄公河流域是东亚大

部分家猪群体的祖先群体(野猪群体)的来源地，这一区域可能作为末次冰盛期(距今约2.65万年至1.9万

年)时的生态庇护所，帮助保留了大量的母系遗传类型，所以在所有家猪和野猪群体中拥有最高的遗传多

样性。

通过古代和现代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进行突变率的推算，科研团队认为，东亚家猪群体的共同祖先

可以追溯到2万年以内，而全新世以来，家猪群体有2次较大规模的母系有效群体扩增事件，分别开始于

大约7000年和4000年前，扩增现象与东亚的气候环境、外来农畜引入及农业社会形成与发展相联系，这

也反映家猪的母系遗传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

据了解，动物的成功驯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猪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

在农业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也是研究动物驯化的重要“模式动物”。目前的学界共识为，至少在1万

到8千年前，家猪已在亚欧交界的安那托尼亚地区和中国中原地区独立驯化。

此前，古DNA研究已证实安那托尼亚的家猪在约8500年前随着新石时代早期的农业人口进入欧洲，但

进入欧洲的家猪不断与欧洲本地野猪混合，导致欧洲现生的家猪仅保留不超过4%的近东祖源成份，显示

出几乎完全替代的情况，而中国科研团队这次的最新研究发现则表明，东亚家猪驯化演化的情况与欧洲

完全不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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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专家提议建立青藏高原雪豹DNA条形码

2 我国科研人员在DNA存储领域取得新突破

3 天津大学研发环境友好型DNA生物塑料

4 揭示人类端粒DNA合成关键分子机制

5 DNA分子可变身自组装“接口”材料

6 物理学家冈拉克：从引力、暗物质到DNA纳米

孔

7 DNA重新定义人类疾病

8 复旦大学研发出染色质开放区转录蛋白机器工

具包

图片新闻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1 《科学》公布2021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2 《细胞》：抗“艾”新药有望打破终身服药魔

咒

3 2021，中科院交出“牛气”成绩单

4 研究发现水产养殖限用抗生素可降低生态风险

5 “天才数学家只有极少数，我肯定不是”

6 激光辅助增材制造获得空间异质结构高强钢

7 《自然》2021年度十大科学新闻

8 西藏盐湖提锂新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在京举行

9 浙大发布“莫干1号”“天目1号”超导量子芯

片

10 广义相对论通过迄今最严苛测试

 
编辑部推荐博文

我为什么要写博文？

钻探：最笨最聪明的做法——兼谈熟悉的陌生

地

2021年12月24日 星期五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设为首页 中文 | English

 

https://news.sciencenet.cn/
https://www.sciencenet.cn/life/
https://www.sciencenet.cn/medicine/
https://www.sciencenet.cn/chemistry/
https://www.sciencenet.cn/material/
https://www.sciencenet.cn/information/
https://www.sciencenet.cn/earth/
https://www.sciencenet.cn/mathematics/
https://www.sciencenet.cn/policy/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5-1064777.html
https://wap.sciencenet.cn/
https://www.sciencenet.cn/
https://news.sciencenet.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php
https://news.sciencenet.cn/ys/
https://talent.sciencenet.cn/
https://meeting.sciencenet.cn/
https://fund.sciencenet.cn/
https://news.sciencenet.cn/morenews-9-1.aspx
https://news.sciencenet.cn/morenews-7-1.aspx
https://paper.sciencenet.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video
https://paper.sciencenet.cn/AInews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12-13/9628686.s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sciencenet.cn/kxwad/click.aspx?aid=3158
https://www.sciencenet.cn/kxwad/click.aspx?aid=3157
https://www.sciencenet.cn/kxwad/click.aspx?aid=3156
https://www.sciencenet.cn/kxwad/click.aspx?aid=3155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0604.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69998.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1/469936.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1/469688.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1/468249.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0/468154.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0/467876.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0/467664.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imgnews.aspx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382.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313.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248.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262.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imgnews.aspx
https://news.sciencenet.cn/zphnews.aspx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0965.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0924.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319.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159.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099.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0947.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074.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1221.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0989.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2/470931.s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29911-13179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7739-1317971.html
javascript:;
http://www.sciencenet.cn/
http://www.sciencenet.cn/english/


细节决定认知---从误差的计算说起

如何选择最佳学术期刊来发表您的科研论文？

既简单也不简单——在报刊发文的奥秘

讨论很难写？只缘没上道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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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8905-131797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8924-131793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964-131791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19783-1317908.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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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