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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干考古遗址古DNA样本的初步探索      
张  帆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 

中国幅员辽阔，具有数不尽的文化遗迹，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对这些文化遗迹的古

代人骨样本进行研究，对于阐明当时人群的遗传特点，从而进一步了解古代人类的进化和

迁徙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利用几十个古代人骨和牙齿样本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这些样本分别

来自长江三峡地区不同年代的遗址，长江下游距今 4000-6000 年的良渚遗址以及淮河上游

距今 7800-9000 年的贾湖遗址。 

古代样本中 DNA 的含量很低，并且不同的样本保存环境也会引起 DNA 含量的差别，我

们利用几种不同的 DNA 抽提方法对这些样本的古代 DNA 进行了尝试性的提取，并随后进行

了 PCR 扩增反应。通过比较，初步认为基于硅胶吸附原理的 DNA 提取方法对于后期的 PCR

反应效率要高于传统的酚-氯仿的方法（见图一）。 

 
图一  不同提取方法的 mtDNA 位点扩增比较 

我们还对利用硅胶吸附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以期获得更高的效率，同时利用

PCR 扩增反应和限制性酶切技术相结合的基因分型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见图二）。通过实

验结果的积累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可以进一步验证样本年代、保存状况和南北差异对古代

DNA 的影响。 

 
图二  古代 DNA 样品的分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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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 PCR 扩增的效率，我们除了在已有的反应条件上测试适合古代 DNA 的退火温

度和提高引物设计的特异性以外，同时还尝试了利用随机寡核苷酸引物法进行全基因组的

扩增，以期获得更高的模板量。利用现代人基因组 DNA 进行初步的实验已经证实了在

10-10-10-11g/μl 模板 DNA 的浓度下进行全基因组扩增的可能性（见图三）。 

 

图三  不同浓度模板全基因组扩增结果 

由于古代 DNA 存在片段小、损伤大的特点，和 PCR 反应中可能出现的 Jumping PCR 的

现象，用随机寡核苷酸引物的方法进行古代 DNA 的全基因组扩增的可能性和可重复性的实

验还在进行当中。 

对于古代 DNA 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确保研究的可靠性，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验证。对

古代样本的性别检测以及扩增产物的测序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各种结果还需要进一步

的重复性实验加以验证。 

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和遗传资源。通过古代 DNA 研究对不同古代文化群体之间以

及同一群体不同时代之间遗传差异进行分析，建立古代遗传信息库，对于加强考古学、人

类学、民族学和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合作和交流，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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