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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动物所研究揭示东亚存在史前人群迁徙的内陆路线
  文章来源：昆明动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1-11 【字号： 小  中  大 】 

“末次盛冰期”是指最近一次冰盖体积最大的时期，距今约2万年前。自此至全新世（距今约1万年前），其间

一系列气候振荡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均可能影响人类的迁徙活动。在东亚地区，尽管考古学工作不断发现在此时期

存在相关迁徙的痕迹，然而这些迁徙活动是否在当今东亚人群的基因库上留下遗传印记却鲜有报道。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前期的工作（Zhao et al. 2009 PNAS）表明，东亚地区的特有线粒体DNA（mtDNA）单倍

型类群（haplogroup）M9a’b是一个追溯末次冰盛期以来人类迁徙活动的有效候选遗传标记。最近，在昆明动物所

张亚平院士和孔庆鹏研究员的共同指导下，博士研究生彭旻晟等人对该单倍型类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结果显示，

中国的南部以及东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末次盛冰期之后的人类迁徙的一个策源地。更为重要的是，该工作在遗传学

上首次揭示了一条源自中国南部向西延展到印度东北部和喜马拉雅以南地区（尼泊尔和锡金）的内陆史前迁徙路

线。该路线与考古学上源自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的中石器文化（如：广西白莲洞三期文化，越南和平文化）向西

扩散相吻合。基于此，作者推测冰期后有利的气候条件和文化的演进可能促成了当时人群的迁徙扩散。 

该项工作亦得到了昆明动物研究所姚永刚课题组、云南大学和印度北孟加拉大学的协助。 

相关研究论文于1月10日发表于《生物医学中心—生物学》（BMC Biology），标题为Inland post-glacial 

dispersal in East Asia revealed by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M9a'b（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41-

70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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