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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类学  是生物人类学的早期阶段。开始于 18 世纪。通过对少量体质特征、生理特性、

遗传指标等的研究，运用简单的统计方法，分析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其学科理论并不成熟，

工具解析度低，对相关人类学问题作出的回答也往往比较粗略，目前看来错误较多，已经被

现代人类学取代。 
 
现代人类学  生物人类学的近期发展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对大量的体质生理

特征，特别是 DNA 分子标记的研究，运用严格的计算生物学方法，解析人类学的各种问题。

是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支持下形成的，并且发展了相对完善的学科理论，对不同人类学

问题采用针对性的研究材料和方法，故而有较高的解析度。在现代人类学领域内，生物人类

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开始全面的学科交叉和融合，是人类学的又一次繁荣发展阶

段。 
 
人类生物学  研究人类及相近灵长类动物的所有生物学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包括行为、

形态、生理、生化特性以及遗传基因等生物学特征。其分支学科包括灵长类学、古人类学、

人类解剖学、人体测量学、人类生理学、人类遗传学、人类生态学、人类群体病理学、人类

行为心理学等等等。与生物人类学的概念不同，后者是通过生物学特征研究人类群体的起源

和分化过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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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区进化假说  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分别起源于各地的更原始人种的一种假说，与“走出非

洲假说”对称。核心内容是现代的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更早的直立

人进化形成的。证据来自于少量的直立人化石测量数据，故而支持者甚少。但最近基因组人

类学的研究发现，东亚直立人可能对澳大利亚人种的形成有少量贡献。 
 
分子人类学  通过计算生物学方法分析DNA分子上的多样性标记以解析人类学的各种问题

的学科。主要通过分析母系的线粒体和父系的 Y 染色体 DNA 解析人群起源、迁徙和演化问

题，以及通过分析常染色体上的基因标签解析人群历史上受到的自然选择和人体形态的形成。 
 
非洲夏娃理论  一种关于现代人母系起源的假说。通过分析母系遗传的线粒体 DNA 在全世

界人群中的多样性分布，建立了线粒体 DNA 起源于非洲人群的谱系树，故而推断现代人类

的母系起源于非洲。由于线粒体为母系遗传，这一假说被称为“非洲夏娃假说”。根据线粒体

DNA 的分子钟，现代人类的最近共同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约 20 万年前非洲的一位女性，而

非洲之外的人群的共同母系祖先是 10 多万年前走出非洲的。 
 



走出非洲假说  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一种学说，与“多地区进化假说”对称。人属物种有多次走

出非洲事件，“走出非洲假说”特指现代人（即晚期智人）于大约 5 万~-10 万年前走出非洲，

到达世界其他地区，替代各个地区原有的更原始的人类物种。最早由分子人类学领域通过研

究线粒体 DNA 而建立，并且得到了包括各种 DNA 标记和体质特征研究的证据支持。 
 
古 DNA  古代生物样本中保存的 DNA 成分。一般保存于动物骨骼以及在干旱、冰冻、琥珀

包埋等条件下保存的动物尸体中。由于生物死亡以后 DNA 开始自然降解，DNA 分子渐渐

断裂、破碎、变异，对古 DNA 分子的检测难度很大，往往需要严格的实验控制和高精度的

检测技术，故而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目前能够检测的古 DNA 样本往往是 5 万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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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 DNA 谱系  利用人类线粒体 DNA 纯母系遗传的特性构建可靠的母系谱系进化树。

其中，根部是非洲的 L0、L1、L5 型，从 L1 往非洲北部演化出 L2、L3 型，L3 型演化出 M
和 N 型两个分支走出非洲。非洲之外的各种线粒体 DNA 型都由 M 和 N 两支演化而成。欧

洲有 H、J、K、T、U、V、X、I、W，东亚有 A、B、C、D、F、G、Y 和 M、N 下其他分

支，澳洲有 M、N 下其他分支，美洲有 A、B、C、D。 
 
Y 染色体 DNA 谱系  利用人类 Y 染色体主干 DNA 的纯父系遗传特性构建可靠的父系谱系

进化树。其中，根部是非洲南部的 A 型和 B 型，有 D、E 和 C、F 两个分支走出非洲。其中

D 型到了西藏、日本和安达曼；E 型回到了非洲成为非洲最大类群；C 型到了澳洲、新几内

亚、北亚和东亚；F 型之下又分化成了 G-T 各型，成为非洲之外的主体类群。其中 J、G、T
型集中于西亚，H、L 型集中于南亚，I 型集中于欧洲，R 型集中于中亚到欧洲，O 型集中

于东亚，N 型集中于东亚、北亚和北欧，S、M、K 型集中于大洋洲，P 型发现于东亚，Q
型集中于北亚和美洲。 
 
非洲亚当假说  一种关于现代人父系起源的假说。通过分析父系遗传的 Y 染色体 DNA 在全

世界人群中的多样性分布，建立了 Y 染色体 DNA 起源于非洲人群的谱系树，故而推断现代

人类的父系起源于非洲。由于 Y 染色体是父系遗传的，这一假说被称为“非洲亚当假说”。
根据 Y 染色体 DNA 的分子钟，现代人类的最近共同父系祖先可以追溯到约 14 万年前非洲

的一位男性，而非洲之外的人群的共同父系祖先是大约 6 多万年前走出非洲的。 
 
基因组人类学  分子人类学的分支学科。随着基因组检测和分析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基因组

检测的精度大幅提高，而成本大幅降低，可以通过分析人群全基因组的海量多样性标记信息，

研究人类起源、迁徙和演化的相关问题。 
 
搭车效应  具有生存优势、即受到正向自然选择作用的特定等位基因会在群体中渐渐变多，

而在基因组中与其相邻的连锁 DNA 标记也会随之增加频率的现象。是检测基因组中正向自

然选择作用信号的基本原理。 
 
人类微进化  现代人类从非洲起源之后扩散到全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不同体质和遗传特征的

人种和群体的过程，也包括各种基因的多样性在不同环境作用下形成群体特异性分布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中都持续进行，并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