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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运 用 古 ＤＮＡ 技 术 对青 海 省 民 和 县 喇 家遗 址 出 土１ １ 例 黄 牛 遗 存进行 ＤＮＡ 提取和 线 粒体 ＤＮＡ 控 制

区 分析 ，
其 中 属 于 齐 家 文 化 时 期 的 有 １ ０ 例

，

汉代 １ 例 。 全部样 本 都 获 得 了 所 需 的 ＤＮＡ 序 列 ，
都 属 于 家 养普

通 牛 （
５ｏ ｓｔｏｉｒａｓ ｈ 在 这 １ １ 个样本 中 共检测 出 ５ 个 单倍 型

，
可 以 归 属 于 ３ 个 不 同 的 单倍 型 类 群 Ｔ２ 、 Ｔ３ 和 Ｔ４

。

年 代 为 齐 家 文 化 时 期 的 家 养 普 通 牛 样 本 （
１ ０ 例 ）

归 属 于 ２ 个 不 同 的 单 倍 型 类 群 Ｔ３ 和 Ｔ４
，

以 Ｔ３ 为 主

（
８〇 ． ０％

） ，

Ｔ４ 较 少 （
２〇 ． ０ ％

） 。 年代 为 汉代 的 样 本 （
１ 例 ） 属 于 单倍 型 类 群 Ｔ２

。 喇 家遗 址 齐 家 文 化 时 期 家 养普通

牛 的 母 系 遗 传 结 构 与 同 时 期 甘青 地 区 其 他 考 古遗 址 出 土 家 养普通牛 非 常 相 似 ，
可 能 具 有很近 的 母 系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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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家遗趾位于青海省民和 回族土簾 自 治 县官亭

參 村 ， 地处黄河上蠢 的 官亭盆地 ， 坐落在黄河河

谷地带ｆｔ岸 的 二级■地上 ， 地理裏壽为暴纬 ３５
６核

＇

： ￣

３？
°
〇ｙ

ｆ
东经 ｔｏ ｉ

°

〇５
ｆ

￣ ｍｙｔｔｒ 。 ＿ ！家靈址 的麵开猶

于 １ ９？ 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青壽省文＿

考 古 研究碎變蠢对该遺嫌幾 行多年考古１掘工 ＃ ；

３０设年青海省文物考 古 研究薪联 合 四 川 大学 考 古

系 、 ＿家繼ｉｔ博物馆等单位又对喇家 国家考 古違ｔｔ ｉ

公 园Ｗ将施工Ｅ域进行了 发掘 。 该遗址
一

系 列重要

考古 鸯规引起了 国 内 外学者 的 广泛关注 ， 飼加 目 前

世界上最 早 的
“

面条
” ？

；
房址 内 数量 不署 、屬态各异

麓人骨？
 ． 以 及他们之间 的 亲缘关讓 ？

；
发现ｆ ｆｔ德 、

石器 、 骨導 、 玉器■重要還物
？

； ＾是纖 彳家遗址古代

环瘍与灾議遍存 的 发现？
， 揭示了距 今 ４０ＷＪ 筚前 后

在黄河上游象区興 Ｉ生 的灾变事件 。 拿遗址是
一

处

齐家究化为主 的 中心聚落 ， 被评为 ２ （？１ 年度全 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 巌十 四 测年 穷翁显 喇倉遗址务

家 戈化 的 年 代 大致延续了 ３００ 參譬 《 约 为 公 元 前

２？０ 前 １？０ 年 ） ， 而豫靈緣 中 的灾＿ ；徽事件发生 的

年代为 ＃元前
’

１＿聲前 后

本文 以青海省民和县曬家還
？

紙 出 土 古代黄牛違

存为 研Ｉ对象 妄 用 古 ＤＮ４Ｊ〗研究方法 分析该地

ｅ 古代＿牛 的遗传结构特点 ．

， 并与 ＿边甘青地ｓｍ

蘧 ：中 国其 ：彳崔集区 古代黄牛迸行 本亥研究期望

为今 后甘青地区 大样本 的 古 ｆｔ詹牛 ｄｎａＪ开究鑫供

新 的材料

＿

、 材料与方法

（

一

）
样本采集 与保存状况初步评估

在葡物考古学家进行种羼馨定等戒态学ｆｆ究 的

基础上 ， 本文对喇家遗址发攞 的 １ １ｆ ｉ

］ 属于黄牛

的 骨簖或牙齿環 ：

存戮行了采集 ，
从形态上看采寒戴

位均 §＿｜变好 ， 利于 ＤＮＡ 的 提取和 后续实验、 分析

工 ｆｆ ｓ
其 闬存状况可见 图

一

。 其中 有 ｍ 麗牛骨禪賢

齿 出 土 的遗迹单位属于弁齡突＆肘期 ， 另 有 １ 侧牛

骨出 土 的遗迹单位愚 Ｓ＆１ ５ 年发掘 、年代属于汉代
＃

；ｐ
；

本 的具体信息见表
＿

。

（

二
）
样本处理与 Ｄ ＮＡ 提取

采集到 的骨骼或牙齿样本
ｓ ｆ＿经过钻ｉ机械 ｉｆ

靡表面和截面 、次＿觀＿讓該 （ 有效 ＿
；

？％ ）獲＿＿顰 ：

外慮養
《
纛＃１１置爷＿漆以 上 的 高ｆｔ ，＿邊

２５ ４腦
，

＿
，
美 国 ） 用 以去＿面尘垢和可譲存在

的 外囊 ＰＮ４ 污 燊 ， 之 后 便 用 １４ 氮 冷 ＿ 研層ｆｔ

（
ＳＰＥＸ

， 美 国 ）将骨■或牙齿打＿截粉 。 在此基＿上敵

￡ｋ ３Ｈｉ５
ｇ 骨粉或牙粉 ， 傷用 公坪 等

？提 出 的＿柱离

？ 法逢 行 ＤＮＡ 撻 ：篇＾ 每 个 稗 本 得 到 绮 １傷必 的

ＤＮＡ 样本置于 －

２〇尤保存备用 。

（
三

）
Ｄ ＮＡ 扩增与 测序

首先 ， 使 用 ｆ丨物工 基因

组 中 １ ２Ｓ １

．

ＲＮＡ基因 １ 获＿ 历知 的短 片康 ：
ＢＮＡ

， 从

分子水平对Ｓｆｉｉ痒本进行初步轉裏盤 在此基础

上邊鋒 Ｙｄｆｌｇ 等
？

、
Ｔ？ｙ 等

＊和蔡 大伟 等 ？＾＃的 四对

套叠 引物来扩增属 于黄牛样 本 的錢歡体 ＤＮＡ 控 制

Ｅ 的 片段＃迸行拼接 ， 获 得黄牛
＇

幾敏体 ＤＮＡ 控制Ｅ

Ｐｔ ！ 序 列 （
１ ６〇０４

￣

１６３ｆ４
，
包括 引

＇

雅魏度 〗 。 使 用

Ａｐｉ
ｐ

ｌ ｉ：ｒａｑＧｅ ｌ ｆＪ

１＊＇

聚 合酶 （
Ｔ ＪｗｒｍＳ

＊ｆｅｈｆｉｆ
！
畫 ＂

国 ） Ｓｆｃｆｒ

ＰＣＲ 扩增 ， 具体 ＰＣＲ ＿体 系与程序设置见秦考文

献？
ａ 犷增 产總使 用 ２％蔵靡糖凝較进行 电泳检测 。

ＰＣＲ 阳性 激送 到 测序 公 司宣議幾行 Ｓｆｆｌｐｒ 测 序 ，

Ａ Ｂ

图 本文采 集 的喇家遗址家养黄牛骨骼情况

注 ： 图 Ａ 为未经实验处理的样本照片
；
图 Ｂ 为经过去除外源 ＤＮＡ 污染处理后的样本照片

－

１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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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喇家遗址 出土黄牛样本的考古学背景信息及 Ｄ ＮＡ 鉴定结果

序号 时代 实验编号 出土单位 取样部位 形态鉴定
ｍ ｔＤＮＡ 鉴定

（
１ ２Ｓ

）

ｍ ｔＤＮＡ 鉴定

（
Ｄ ｌｏｏ

ｐ ）

１

齐家文
；ｉ ；早期

ＢＯＣ３０ ２０００ＱＭＬＴ２６ １ ３Ｇ１ ：④ 黄牛 牛属 ５仍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３

２ ＢＯＣ３４ ２０００ＱＭＬＴ２６ １ ３Ｇ１⑤ 右侧肩胛骨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４

３ ＢＯＣ３９ ２０００ＱＭＬＴ２６ １ ３Ｇ１⑤ 肋骨 黄牛 牛属 Ｂ ． ｔａｕｒｕｓＴ３

４ ＢＯＣ３ １ ２００５ＱＭＬＴ １ ０ １ ３ 硬面 左侧肱骨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４

５ ＢＯＣ３２ ２００ １ＱＭＬＴ５ １ ３①下 
Ｆ １ ５ 左侧肩胛骨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ａｕｒｕｓＴ３

６ ＢＯＣ３３ ２００３ＱＭＬＴ５３３Ｈ５３ 右侧肩胛骨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３

７ ＢＯＣ３ ５ ２００５ＱＭＬＴ０９ １ ３ 灰层 牙齿 黄牛 牛属 ５ｏｓ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３

８ ＢＯＣ３６ ２００２ＱＭＬＴ５２８？ａ 第三趾骨 黄牛 牛属 Ｂ ． ｔａｕｒｕｓＴ３

９ ＢＯＣ３７ ９９ＱＭＬＴ３４４？ 炮干骨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３

１ ０ ？家磁 ＢＯＣ３ ８ ２０００ＱＭＬＴ２６ １ ３Ｈ８ 牙齿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ａｕｒｕｓＴ３

１ １ 纖 ＢＯＣ２０３ ２０ １ ５ＱＭＬＶＩＴ３Ｈ２ １ ０③ 肢骨 黄牛 牛属 ５ｍ Ｂ ． ｔ ａｕｒｕｓＴ２

正 反 引ｆｔ ｆ琢 向测序 。 基于本课题组在古 代＃骨 ＤＮＡ （
四

）
数据分析

？ 实验经验
？

， 在本实验 的 ＰＣＲ 扩增过程 中 ＿馨象使 用 Ｃｈｉ ｒｅｍｉ ＳＰｒｏ 馨 ；件对获得 的 ＤＮＡ 序列

使 用 ＢＳＡ
（
牛血清 白 蛋 白 ） 。序 列？号 的 读取和检测 ， 使 用 Ｇｌｍ ｔａｌＸ２ 翁件

１０ １

对

９ ５

７２

７ ５

９ＤＱ １ ２４ ３ ７２

■Ｂ０Ｃ ３ １

■ＢＯＣ ３４

Ｖ ０ ０ ６ ５４

－ ■ＢＯＣ ３ ６

■ 巳ＯＣ３ ０

■ 巳ＯＣ ３ ２

■ＢＯＣ ３ ８

■ 巳ＯＣ ３７

■ＢＯＣ３ ３

■ＢＯＣ ３ ５

■ＢＯ Ｃ ３ ９

Ｊ Ｎ ８ １ ７３ ５ １

Ｍ Ｆ４７５ ８ ０ ９

－ ＫＴ １ ８４４ ５ ６

ＭＦ４７５ ８２ ５

ＢＯＣ２ ０ ３

—— 參 ＭＧ２ ７９４ ７ ８

９４ 
［

ｆ ＤＱ ９ １ ５ ５ ３ ７

＾ ＥＵ １ ７７ ８ ６ ８

－ ＥＵ １ ７７ ８ ７０

－ ？ ＧＱ４ ６４２ ９ ７

） Ｎ ＣＬ０ ０ ６２ ９ ５

Ｔ ４

Ｔ ３

＞
ＡＹ １ ９ ５ ５ ９ ５

Ｔ １

１ Ｃ

Ｉ Ｐ

０ ． ０ ２

■

Ｉ

图二 系统发育邻接树

注 ： 本文研究样本用方块表不
，
用 ＢＯＣ标注编号 。对比序列来自 ＧｅｎＢ ａｎｋ 数据库

，
用圆圈表不

，
序列编号为 ＧｅｎＢ ａｎｋ 号

，
包括 ： 普通

牛单倍型类群 Ｔ １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Ｊ
Ｎ８ ｌ ７３ ５ ｌ和Ｇ ｅｎＢ ａｎｋ

：
ＭＦ４７ ５ ８〇９

） 、 普通牛单倍型类群 Ｔ２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ＫＴ ｌ ８４４ ５６和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ＭＦ４７ ５ ８２ ５
） 、普通牛单倍型类群 Ｔ３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Ｖ００６ ５４
） 、普通牛单倍型类群 Ｔ４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ＤＱ １ ２４３７２

） 、瘤牛单倍型类群 Ｉ
（
ＧｅｎＢｍｋ

：

ＥＵ １ ７７ ８６８ 和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ＥＵ １ ７７８７０

） 、 亚洲原始牛单倍型类群 Ｃ
（用 Ｃ 表示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ＭＧ２７９４７８

） 、欧洲原始牛 （用 Ｐ 表示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ＤＱ９ １ ５ ５３７
） 、牦牛 （用 Ｇ 表示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ＧＱ４６４２９７

）和水牛 （ 用 Ｂ 表示
，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ＮＣ

＿

００６２９ ５
和 ＧｅｎＢ ａｎｋ

：
ＡＹ １ ９ ５ ５９ ５

） Ｄ全部节点者Ｐ

标注自展值
，
比例尺表示每

一

个位点的核苷酸替代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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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喇家遗址 出土黄牛样本的线粒体 Ｄ ＮＡ 序 列情况

ＩＤ １ ６０４２ １ ６０ ５ ５ １ ６０ ５７ １ ６０６８ １ ６０９３ １ ６ １ １ ９ １ ６ １ ３ ５ １ ６ １ ８５ １ ６２ ５ ５ １ ６３ ０２ Ｈａ
ｐ

ｌｏ
ｇ
ｒｏｕ

ｐ

Ｖ００６ ５４ Ｔ Ｔ Ｇ Ｔ Ｇ Ｔ Ｔ Ｇ Ｔ Ｇ Ｔ３

ＢＯＣ３ ０ ｐ Ｔ３

ＢＯＣ３ １ Ｃ Ａ Ａ Ｔ４

ＢＯＣ３ ２ Ｃ Ｔ３

ＢＯＣ３ ３ Ｔ３

ＢＯＣ３ ４ Ｃ Ａ Ａ Ｔ４

ＢＯＣ３ ５ ｃ Ｔ３

ＢＯＣ３ ６ Ｇ Ｃ Ｔ３

ＢＯＣ３ ７ Ｃ Ｔ３

ＢＯＣ３ ８ 〇 Ｔ３

ＢＯＣ３ ９ Ｃ Ｔ３

ＢＯＣ２０３ Ｃ Ｃ Ａ Ｃ Ｔ２

注 表示与参考序列 致 。

ＧＮＡ 序列进行比对 ， 使 用 压 进行編辑和

拼接 。 使Ｍ ＭＥＧＡ ７ 软件？＃察裹载发育树 ， 详见 图

二
。 德用ＤｎＡ Ｓｐ敎件？和 ：

ｓ

Ａ４ ｉ？ｑｕ ｉ ｉ
ｉ

（
ｖ ？

ａ ． ５ 锌ｍ十簿单倍型多粹性与＿§＾＃粹性 ；
使 用

Ｐｏ
ｐ
ＡＲＴ

（
ｉ１ ． ７

Ｊ軟件
？
构建中介＿络图 （ 图 三 Ａ

） ， 使

用 Ｔｅｍ
ｐ
Ｎｅ ｔＲ 程序？

构建甘青地区傘养黄牛諭＃层

西络图 （ 图 三 Ｂ
，按騰ｇ址年代 ，划分层饮ｈ ａ遗扯為

单位计算讀翁型＿分 布麵孝 （ 图 四 中 国 考

古遗址 出土家养普通牛作 为对比 序列 ， 包括 ： 山 西陶

山西 周家庄 、 河南花儀＿ 、河 南望歲麟 、 河 南二里

头 、河南数墟拳民屯 、族西泉护村 、陕西石 峁 、 吉！ｆｔ后

套木曝 、 内蒙古大山 前 、 青海长宁 、 宁夏打石 丨譬 宁鬮

沙塘北塬 、 争夏王大 户 、 宁夏 中 庄 、 宁夏允龙山 、新鼴

小河等
？

Ｃ
！

（
五

）
污染 的 防止与序 列 真 实性验证

残存在 古 代生＿盤犧 中 的遗传物懷 ＱＮＡ｜子

具有含量极Ｉｆ ， 高虞释敏、
广泛损 伤等 几 个着点 。 基

于赠 ， 使得古 ＤＮＡ 研究職易受 賴ＤＮＡ 污染 。 外

Ｍ ＤＮＡ转染 ６４＿止与去除 ， 稗本Ｉ＞ＮＡ 序列真实魏

＿怔等 ， 是进行古 ＤＮＡ 錄究 的 前提 ， 也是保证 古

ＤＮＡ 研究可靠性的璿大 Ｉ

＇

Ｓ？ 。 本文全部实＿！
？＿

接 古 ＢＮＡ 緣作规范遵行 。 ， 廠有实 ：＊鄭在专门 的 古

ＤＮＡ 实验室完成 ， 且每次 ＤＮＡ 露＿与 ＲＣＲ
ｔｆ广增都

设置空 白 对照
，
以判断是否在实验过程 中 存在 夕

１？｜

污染 。 实验 中ｇ样本＿ｐ
ｕ 歡ｍ上 ， 闬证 不 同次

提取 ？
＊＊物■果相 同 ９ 釈有 的 ＤＮＡ 片段都进行露嚴 引

繼 测序且海到完全
一

＿ 的 纟ｆｔ裏 ， ｒｔｆｉＨ 

Ｒ
＿和维

除实验 中可讓存在 的误差 。 虽 然 ＢＳＡ （ 牛血清 白 蛋

白 ）可以有嫌地提高 ＢＣＲ ｆｆ增 ｆｉｔ功率 ， 在古 ＤＮＡ 实

蠡 中 应 用 广这
§
值是 ＢＭ 是从手组织 中提取ｆｔ 户％ ，

本意的研讀轉本是古代黄牛 ， 考虑到 无法排除 ＢＳＡ

Ｗ能会带 来 外 因 此本文 实验未 使 用

Ｂ ＳＡ
，从实验试剂方面排＿ 

了 外源污染 的可能 。

—

＇ 结果

本变实验邊ｇ 的全部空 白对照都是阴性 ， ＿隹测

到实验污染｜ 获得 的 ＤＮＡ 序列都得到了重复验ｆｔ ，

显示出＿得＿ ：ＤＮＡ
■据 的可信性 。

在采集鐵 １ １＿ 古代样本 中 ， 全部获得了线殺－体

基 因组 中 ｌａｓ ： ｓ ：ＲＮＡ雇因■ 部分 ＢＮＡ 序謂 《 ＿ ＿

ＬＵ ＳＷ
＇

Ｈｌ３４６
， 去麵端 ５輸 后 序列长縻为 ７卿 ） ， 在

ＧｅｎＢａｎｔ 数据库 中 （
ｈｔ ｔ

ｐ
： ／

／來ＷＷ  ．Ｊｔｔ ｂ ｉ ． ｎｌｍ ． ｎ ｉｈ ．

ｇ
ｏｖ

） 对

！ｔｅＤＮＡ 序列瑪響了ＢＬＡＳＴ 共享序列搜索 ， 筆果

发现全部样本 的共享序列審１議于半属 （
Ｓｗ ｌ０样这

１ Ｌ 例样 本都获得了齒ｆｉ像 ＤＮＡ 控制 区 的 ？５ ｂ
ｐ 序

列 （
１ （５ ￡ ：

？２９
￣

１ ＆３１ ３
，
去除两端引翁 ） ， 在 Ｃ＆Ｂｆｉａｎｋ 豫据库

中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ｒｎｉｃｂ ｉ ． ｒｆｐｉ ． ｆｔ ｉ

ｌｊ ．

ｇ
ｏｖ

ｐ

＂

对 这 些ＤＮＡ序 列

进行了 ＢＥＡＳｆ共享序列搀孝
，
结果，现全部样本都

属于震＿普鐘牛 ｔＢｏ ｓｆａｗｕｓ
） 。

ＭＶＷ６ ３４
＊

？作 为 参考序 列 翁这 １： １ ＋鐘粒体

ＤＮＡ 控制区 序列与之靡行 ｔｆｃ＃ ， 实验结擧见表 二 。

共豪溯出 １ ０参态性Ｓ点 ， 業 中 有 ９ 个为簾隱 个

为觀森：

ｆ ｌ （Ｓ０５；
７Ｇ一 Ｃ

＞ ，屬着插入或＿失 ， 且雜在 口

＿

啶之间 的 比例略高 占 ６ ＜５ ． ？件（Ｘ？
） 。 在幾 １ １ 个序可中

兵＆廳出 ３ 个单售型 ， 其 中 Ｂ〇ｍＣｋＢ０£ ｌ？ 、 ：ＢＣ）？
１

７

和ＢＯ ＣＳ ３ ８
，

ＢＯＣ氣 

ＢＯＧＳＳ和ｆｔｄＣ３￥
，
ＢＯＣＭ和

ＢＯＣ３４ 酱＿共■有相 ＿ 的单倍型 。 壤魏 Ｂ？？６ 在浚

邊ｉｔ 中 懸＃享序列 ， 但是与 ＢＯＣ３０ 这
一

单倍型仅有

一

个位点 的差异 （
１６ｄ６８Ｔ— Ｃ

＞ ， 表现出辏艇 的 母 系亲

缘关藥 。 根据家养普通牛单 倍潘美＃划分 的 已 有研

究成果？
， 基于＾ 体； Ｅ ＞ＮＡ ＿制区序列变异模式 ， 本

袁发现 的 ５ 个舉倍型可以归属于 １ ， 不 同 ＿學會型

趣＿ ＴＢ 、Ｔ３翁 以 Ｔ３为主 占 ７２仅遽疆 ２

个 和 ＢＱＣＭ ） 占１ ８ ． ２￥４
，
ｔ３ §Ｌ发现 １个

１ ９６



２０２２ ． ０６＾ｔ

＋体 （
Ｂ〇Ｇ ０３

） 占 ９ ．  Ｉｆｆ  ｓ 孤其椎单倍囊类群 结果

静见表二和周二

由 于 ＢＯＣ２０３ 出土 的遗 单位属 样

本 出 土 的遽ｆｔ单位都属于齐家文 化时期 ，
二 者年 ｆｔ

相 距较远 ， 应该依据其年代分念爾许 ？组分勘Ｅ进行统

计更象爱 当 。 因 此将 同 时期釋本进行单倍型类＿

市麵率计算 ， 结龜如下 ： 属 于齐家文化时期 的 １ ０ 个

家寿普通牛 中 共 发规 ４ 个单倍 归属于 ３
＋ 不

篇 的華倍型类馨 １３ 和 Ｔ４
， 以 Ｔ３ 为 主 占 ８〇 ．０％ ，

Ｔ４

０ｔ髪 ：现 ２ ＋个体 （ＢＯＣ３ １ 和 Ｂ〇ｑ３４
Ｊ 占 歸 ．９％ ， 未见

＿他 单 倍 型 类 ＃年 代 为 ｇ代 的 樓 本 仅 １＿

（
ＢＯＣ２ Ｃ？） 属于单倍麵｜群 丁２ 。

三
、 讨论

古 ＤＮＡ 響驚
？

的可 行性主要爾賴于考 古還址 出

土样本 ＤＭＡ 的懷存状况 。 青海論处高海嶽施区 ， 气

儀＿对 低温干螓 ，
利于 古 ＤＮ九 的

＇

保鲁 ，
是本文 实验

中 ＤＮＡ 邊摩議＿率达到 １ ００％的主要环＿因素 。

作 为
“

六 畜
”

之一 ， 黧牛 的 饲养在我 国 有 着趙瘦

的 历史 。 牛 （
Ｂｘｗｉｎｅ ） 为牛亚科下 的

一

个族 ，＿平隱 ＿ 包

括牛属 （
細 ｝ 、 水牛罐 ） 等 ， 又奢 ！为 多个雜 既

有野生种也有驯化种 。 在 中 国通常薪说 的 黄牛？
， 主

霖包括普通牛 （

？＆？ｆａ！ ｉ ｒ？ｓ
） 和瘤牛 （另 （《 ｉｒａｆ＆ｉｉｓ

〉两 个

神
，
＿属于驯化钟 ０ 虽然学术界对家养黄牛在 中 国最

早 出现 的財 间这个 问题并未达成
一

致 ， 但是
一

般认

为 家馨普慧牛大约是 在 ：Ｓ
＇ 元 前 ３ ６獨一前 ？？０ 年 左

右从西亚地区 传入 中 国
？

。 关于瘤牛在 中 国最早 出现
＇

＿间 ， 并 不能爾定 ， 因 为 目 前还没有 发现明 确属于

瘤牛 的 骨骼遗存材料 ^

本文采集 的喇家遗址 出 土鸾年样本全部属于家

养普？牛 《 、表 二 、 图 二 ） 。 依据考 古 发掘背？言息可

知
， 属 于齐家文痛ｉ时期 的 有 ｗ 例 墨尊 ３ 例可归 属

到齐家文 ｌｂ 
早期Ｃ

ＢＣＳＣＭＵＢＱＣ３４和Ｂ〇ｅ淖 ）
，

６
 ：

ｆ Ｉ

Ｊ

可 Ｓ３ 属 ＿ 齐 家 龙化＿■ ｒＢ〇Ｃ３ １ 、Ｂ０ （；３２ 、
Ｂ〇ｇ３３ １

ＢａＣ３
：５ 、 Ｂ

＇

ＯＣＫ和ＢＯ０３７ＵＯＣ３８属 于齐拿 

Ｓ ； 化

ｆｉｔ期但 徹定是 早 期 祁虜■期 ，
ＢａｅＭ３ 属 于汊

代 。 裏于弁家文化时期 的 １０ 例家养普通牛电共发现

４乎
＇

单彳咅型 ， 归 属 于 ２个 不 同 的单參 型 类群 １３ 和

Ｔ４
， 以 １３ 为 主 占 ８ａ Ｊ３掷 ，

Ｔ４儀意戰 ２令今雜ＪＢＱＧＳｌ

和 ＢＯＣ３４
）
占 ３ＪＪ％ 。 以齐家 ：Ｓ ：化早期和晚期势别觀

计可 看 出 ， 属于齐家文化早期 的 ３ 例家养普通牛

中 共 爱现 ３ 个 不＿ 的单倍藝 ，
归属于 ２ 个 不＿ 的 单

倍型类群 １３ 和 Ｔ４
， ：＿＾３ 为 主 占 ６ ６ ． ７％

Ｓ
！Ｔ４ 发现 １

鲁ｔ＃ ：

占 ３３ 講于著家突德晚期 的 ６ 管嫁养普邋

牛 中 共 发辄 ４ ＋单倍型 ， 同 样可ｉａ归属于 ｓ 个 不 同

霉攀隹型类群 Ｂ 和 Ｔ４ 以
＇

￥３ 焉主 占 ８３ ． ３Ｋ ， Ｔ４ ：歡

親 １ 个个钵 占 １６ ． ７％
。 从所发现 的单倍簾 （ 即鼗 享序

ｆｔ
｜
来看 ， 齐翁文化早期 的 ３＋＿ ：本在齐翁文化＿＿

的 家 养普篛牛 中 着Ｕ織到 了共 享有相 同 序彎 的 样 本 。

厦ｆｉｆｅ
，
可以认 为荠家文化早期 与晚期家养普１牛 的

母 系遗传结构相 似 、 并且具有－食近 的 母 系 亲缘连

续性 。 由 于 靈文化早期 与晚期家养普遽

牛 ６ｉ遗传结构相似 ， 雪
：

此下文 中将喇家邊址齐家食

化家养普通牛作鵁
一

ｔ釋体羅行统计分析 。 目 前謙

看喇家遗址在齐家文化时期 没有愛＿于单倍 ｓｉ農

群 仿 的样本 ， 属于夢倍型类群 Ｔ２ ＿样本在该眞址

出 ：
＿ 的 年 ｆｔ ＩＩ ： 晚 在 汉 代 ｓ 且 仅 有 １ 例 棒 本

£ ＢＯＣａ？
；

！

：

， 下文食进行统计分析时将 不＃包括这 １

１Ｌ豕代黄—祥本 。

从 图 三 Ａ 中 可以看 出 ， 在喇塞繼紐 ：意暮的 ｜ 个

单 倍 型 （
Ｈａｐ＿

ｌ
￣Ｈａ

ｐ＿
５

） 中 ， 有 ４ 个单 倍 型

Ｈａ
｛

ｊ
＿

３ ？ 

Ｈ？
ｌ
３
＿

５ ） 在 中 国其他：

古代家养普通 ：牛 中 都有发

现 。 加前文所述 Ｈａ
ｐ

４
：（本重 ；实 号 ＢＯＣ３ ６

）
虽遂

在其他 中 国 古代家养黄牛 中 未機＿共享序列 ， ＩＩ是

与 Ｈ ａ
ｐｊ ｌ 这

一

单 倍 聋樣 有
一

■令位 点 的 差 异

（ １６ ｆＭ８Ｔ—Ｇ
〗 ， 表现出由鱗近 的母處亲缘关 系旧呼＿

５

（ 本文实验编号 Ｂ
＇

ＯＣｉｔｔｉ
） 属于氧代 ， 将在下寞中華＿

讨论 。 在萁 ＝他 的 ３ 个攀倍型 （ Ｈａ
ｊ
Ｕ－

ｆｆｅｐ—
３ ） 中

，
Ｈａ

ｐ＿ ｌ

和 Ｋａｐ＿；ａ 属 于参养普通牛 尨 中 最常见也是＿ 占 比

例非常高 的单倍繫 ， 在 中 国 多 个考古遘址 的家养普

遍牛 中 鄯有 发现 ， ？剔 是在新石籲时代晚期至青铜

时代早期甘青地 个遗址 中都有 发现 。 ＿

于家养普邐牛 Ｔ４
， 在大山前 、 望京樓＿ ｌｔ墟孝民屯三

ｔ
＊壶址 中 有 发 ；ｔ ， 但是在甘青地Ｅ其他邋韻 ： 中＿
到 。

将 中 国 古代家 养黄牛 以遗址为单位进 行单倍型

类群统计 （ 图 三 Ａ
、 图 四 Ｘ溝辑 ，

与喇家遗址齐家文化

家养普績牛母 裹遗传结构＿相 似 （ 隨时存在 Ｔ３ 和

Ｔ４
、 且以 为 主 ） 的逢址主要包括山 西陶寺 （ 龙 山时

期 ） 、 山 西 曙＿庄 （ 龙 山 时期 ） 、 陕西錢ｆ
户村 （ 青 ｆ間财

代 ：） 、 陕西石 峁 （ 龙 山念期至 二里头时期 ） 、 宁夏打石

沟 （＿石蘐时代 ） 和宁夏沙塘北塬 （ 新石盛时代晚期

至青铜时代早期 ） 。

一

方面 ， 从年 ｆｔ家看 ， 在这些遗扯

中 ，餘陕西泉护村属于青铜Ｗ ｉｔ外 ， 其傭ＪＬ个遼址 的

＾都可以早到新石 Ｉｆ＃代虜丨

翻
，

在这
一

时期

中 国 北方地Ｅ 的 古代家养簧牛 的 母 系遗传结 构比緣

養 ：单 、 ５＆遗址比较相似？ 除上 ？遗址外年ｆｔＢ
Ｊ以早

到新石爵財代 的遗址仅有吉
＇

＿＿套＃嘎遗址 ， ＩＩ是

该遗址 仅 发现 １ 例家 养普通牛属于 Ｔ３ 并 不具备

Ｉｆ孝急皮％
另
一

ｉ面 ， 从她域来看 ， 位于甘青地区且

年代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至青爾时ｆｔ早期 的緣址共

有 ４ 个 ，
约青＿长宁 、 青海喇家 、 宁夏打石沟和宁夏

沙塘北塬 ， 除长宁遗址家养普通牛 的遗貧结构＿

赞＿４ 仅 存在 Ｔ３
：｝ ＃１％

：＿震 、 打石 丨＿沙塘北塬三个

逋ｉｉｔ祖土 的家 养普通牛 的 母 系遗传结输＾常相 ｆｉ ．

并且在这四 址 中都存在共享有相 同单倍型 的＿

生

业

与

社

会

－

１ 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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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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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Ｄａ ｓ ｈ ｉ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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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ｈ ａ ｔ ａ ｎ ｇ ｂ
ｅ ｉ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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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Ｗａ ｎ ｇ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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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ｈ ａ ｎ

＃Ｘ ｉ ａｏ ｈ ｅ

图三Ｂ

图 三 中介 网络图

注 ： 每
一

个圆圈代表
一

个单倍型
，
圆圈的大小与共享这

一

单倍型的样本数量成正比 。

图三 Ａ
：基于中国古代家养普通牛线粒体 ＤＮＡ 控制区序列构建的中介网络图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遗址 ） 。

图三 Ｂ
：基于中国甘青地区古代家养普通牛线粒体 ＤＮＡ 控制区序列构建的分层网络图

，
按照遗址年代划分为两个层次 ： 下层 （红

色 ）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 ，
上层 （蓝色 ） 为春秋战国时期 。 不同年代共享的单倍型由竖直的实线相连 ，

圆圈中的数字表示共享这

—

单倍型的样本数量
；

Ｈａ
ｐ＿

ｌ
、
Ｈａ

ｐ＿
３ 和 Ｈａ

ｐ＿
１ ８ 分别对应图三 Ａ 中的单倍型 。



２０２２ ． ０６ 杰 方 夂 物
？

１明 Ａ １ Ｊ

图 四 中 国考古遗址 出土家养普通牛单倍型类群分布频率

象 （
Ｈ ａｊ ｌ 和 长宁爾扯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

通县长宁 乡 长中村
：

菌＿＿ 
３ 千米处 ， 湟水流域一址

重要 的 以雜拿文化 （ 距今 ４２ ：■— ３藤０ 年 左右 ） 为 主 的

大型聚茗遗址
，
处于新石器时代狗青攀对代 的过德

阶段？
。 打石沟遗址＆于宁夏彭阳县古織Ｉ＊店洼衬 ．水

库东 ５６ 米 的坡地上 ， 讀＿奢１０￡认§豫遗址轉 文 化

胃属 于新石器 时 代？ ＿客省 庄 二 期 ：文化 （ 距 今

４３００
—侧 年 左右 ）

？
。 趣塘北塬 ■处龜理位置

与打石 截避 ，
最新研究认 为 应该属于常 山 下层 文

化 向狰家 ：重牝 的 一＋：
过！歲＿讓 ； （ 公 元 前 ２３００ 前

Ｗ００ 年之间 ）

？
。 喇家遗址主修属于齐家文化 ， 距离上

述三个鼠址位置 不远 ，
从考古学亥俅区 系 上＿属

于甘青地区 ， 年代亦与 上驗三个遗址相近 。 虽逢鐘址

所属考古学文化有异 ， 但是新石舉財代至＿对代

早期在甘青地Ｅ考古遗址出 土 的家养普通牛具有非

的 母 系亲缘关讓 ， 不排除有棍近 的母 系 来源 。

人春秋战 国 时期以 后 ， 属于甘青地Ｅ 的有宁夏

王大 户 、 中 庄和九龙 山共二个邋 ；ＩＥ量牛 ＤＮ４ 研穷獻

果 已经发表 。 它 ｔｉｔｅ幾＃＾＿养普通牛 ， 但是与甘青

地Ｅ 早期家养黄牛相 比 ， 其母裘遗传结构有 比较＿

显 的变化 （ 图 三 Ａ
、 图 四 ） 。 處擧倍型类群龜看 ，餘王

大 户ａ址 仅 发现 １ 例寧導普 通牛属于 Ｔｉ不具备统

计学意义 ｍ外 ， 中 庄和九龙山都出现了新 的 单倍型

类群 Ｔ２
，
并且 直到汉代依歲存在 （

卩就拿 ＞．

；
而 原来

一

直存在 的辑倍型 ：

Ｔｉ狂春秋战 国 时期 的 考 古避

址中并未发现 。 １单倍型类群务布＿ ＞拿仅与新疆小

两 址ｆｔ似 ， 与 已发表 的＿德中 国考古遗址＿ 同 。

ＷＪｉ有单隹型类 ＾大变化外 ，屬单

倍型类群 １３ 内部而 言 ， 从新石纖Ｉ寸代到春秋战 国 时

期也有 ｆ真？ｔ改变 （ 图 三 Ａ
、 图 三 Ｂ

） 。 在新石＿代至

青铜財代早期最主要 的单傷塑是ＨａＰ
ｌ 和 Ｈ ａｐ＿３ ， 分

＿Ｊ 占到甘青地区愈
一

时期全部黄牛 的 ３３ ．３爾 １ ５／４５ ）

和 ４３ ． ２％
（ 
Ｍ／４ Ｓ

） ，分别 占 到单倍型 Ｔ§ 的 免 Ｓ％

（
１ ５ ／斗〇 ｜＿ ４７ ９ ／恥

） 。 ＿了舂魏敎 国 时期 后 ， 未

发现有单倍型 ｍｐ＿
ｌ

， 属于傘＿型 ：０吨＿
３鐘也 只有 １

个个像 （ 中 庄鹰ＩＩ 夂 在甘青地区单倍型 Ｈａ
ｐＪ 是鳴 ：

——

个新石器时 ｆｔ至青铜时代早期和春糧：趣国 时期

同 时存在 的傘倍型 ；
而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ｆｔ导期

并未发现 日４单倍蘭 Ｈｊ

Ｐ＿
１８在王太 户 、 中 庄和九龙 山

这三 令邊ｉｔ 中都有发现 ， 占 到甘青地区 春秋战 国 时

期 全部讀手釣 》 ．■
 （ 
Ｗ ｉ ２） ， 占 霄 ＴＳ 昀 （

４＃

９ ） 。 由 此可孤进入青铜时代ａ后 ， 霉到了春秋饞

国 时期獻 后 ， 甘青地区家养黄牛 的 母 系遗 ｆｌ
：结构发

生了＿＊： 的改变 （ 图 三 Ｂ
） ， 遠辨改变 已经鼷过了

中 国其他趣区 ■考古驗址 。 在集他地区考古藏址 出

土家养普通手季 ， 单倍型 Ｈ ａ
ｐ

ｌ

＿
Ｈａ

ｐ
：３ 比较常见 ，

輕别 是在 中 原地Ｅ  ， 从新石器时 ｆｌ
■

到青 ｆｆＷｔｔ都 占

有较有 的比 例
；
并且 随着时间 的 发 展 ，

５ｆｔ入青铜时代

以 后 ，多数還址发现了蔚 的单倍型类群 Ｔ２
， 但是单倍

型堯＿ 
Ｘ？ 也依然存在 。 由Ｉｆｃｆ隹测 不 同 的遽这对于家

养黄
＇

牛饲养品种具有 不 同 的毯择性 。 进入青铜时ｆｔ

以 后甘青地区家养黄牛多＿性 的变化 ， 不雜錄是从

西亚 、 中 亚等地Ｅ 不断地引进新品钟 的结巍 。

屌于单倍型类群 Ｔ３ 的样 本 在喇家＿

謙扭现 的年代＿在汉代 、 且仅有 Ｖ例 ， 不具备動计

学分析 的意义 ＾ 但是从图 三 Ａ 中可以看出 ， 与萁共享

有相 同单倍型 （
ｍ

Ｐ＿５ ） 的样本还有 ３
ｆ Ｉ

ｊ ， 分别 发现于

中 庄和＾識 山 ， ＿为甘青纖区 春歎繼 国 时期 的考古

遗址 。 或Ｈ可以说从春秋＿ 国 时期到汉代甘青地区

古代黄牛 的域靈遗传具有一＆＿连续性 。

目 前 为 止还幾有证据能够证明 龙 山 时优＿＿是

家养黄牛在 中 国 出现 的最早 时期 ， 但是动物考古学

与 古 ＤＮＡ 研弗
＇

鄭可以证明 在龙 山 时代晚期 已 经 饲

葬参牛 ， 并且这
一

时期 中 国 北方考古逢趾出 土 的拿

生

业

与

社

会

－

１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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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业

与

社

会

养黄牛遗传结构相对 請填 。 歸时有 的賀址 中 又伴 出

有野生原始牛和圣水牛？
７
推测 当＿牛 的 饲养数遽

和饲尋蘭 ：力 ＿聲于黄牛饲养 的 早期阶

段？
。 但襄到 了 公元前 ２ＯＴ 年 前 后单倍型翁群 Ｔ２ 、

Ｔ３ ｆ！ Ｔ４ 在 中 国 已全部存在？
， 并且这种遗传模式在

中原地区繼＿下来 。

综 合 已发表 的 古 ＤＮＡ 研究處纖ＪＡ焉 ， 中 国 北方

＊Ｅ青娜时钱黄牛均 为普通牛 ， 来见瘤牛
；
中 国 古代

家养黄牛对现代东亚家养普通牛具有ｇ 的遗传贡

献 。 中 国家养貪牛最早 由 近歲迪減引 人 中 国 ， 近南起

繇珣普通牛可能经过興条珞＿迸人 中 国 。 经 由 河西

愈＿、最終嫌达 中原地区 的
“

西线％道及經欧亚草原

通道義达 中 国 北方 的 东＿綠区 的
“

北残
” ？都有可能

是黄牛在 中 国 ？ｆ截 ：ｉ ｉ 主聲獲漏 ， 并且＿示着这两条

徽藏 的扩散誠＿可能義 ： 同时 本文关于 卩聽

鐵址古代黄牛 的 ＤＮＡ
＿ｆ［结果 ， 为家养普通牛通滅

“

西 ＩＴ传撖进人 中 国 又繼ｆｔ 

了新 的证据 。 与
“

西籍

相 比 ， 目 前来看
“

北 纟身
〃
及相关区域 的材料太少 这轉

会是今 后工作 的重点 。

中 国甘青地Ｅ 处于 ：ｆｃ方农牧交镥费 及河 廊

沿ｆｔ＃古学研究 表 明 ， 自 古 以奉讓是东西文 化交流

的要冲和活跃地带 ， 碧重１ 的 生业技术传播 的交蘧

要道 。 依ｆ各类家养动输在甘青地麗 出现 的 时间 、顺

序和特 怔 ， 可以看出 来新石器 日ｆ代簡甘青地厲是
一

个接纳来 自 不 同方 向 的參种家养纖 ！＿的 区域？
。 本课

题组在对＿１拿遗址 出 土汉ｆｔ寧马 的錢钕体 ＤＮＡ 遗

传研究 中猶测 ， 作 为髮绸 之路 的
一

部 分 ，罐家所在 的

甘青地区 ＾＊３１ 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 中 处于独＿韵

地理位置 马从新＿传 人中 原 的 必经之路 。 结 合

本文研究结畢可知 ， 对于探索 早期家荞动物 的起拜

与劇化 ，
揭亲从新石器时代食青铜＿代过渡时期黄

河上游地区 不 同考古学龛 彳拉奪这些家养动馳的 饲养

与 使 用 策略 的 参＿化
７

甘青地Ｅ具有至关重Ｍ 的 作

用 。

本交从鐘驗体 －ｂｎａ 母 系＿传 的 角魔着手对＿

象遗址 出ｉ黄牛迸 行古 ＤＮＡ 研究 ， 成功率达到 了

Ｍ％
，
显示出这 保存状况 良好 ，ａ

喇家遗址 的埋

＿獲鐵于古代动物遗存及其 ＤＮＡ 的 ｆ呆存 。 下
一

步

我們将对这批積斜开酿就下
一

代测序技术 为 輸

基因组学研究 ， 获取古代黄牛基因 组数据 ， 并抓 出其

中 有 用 的遗镜ｆｔ！、

，

运 用基因 组学大数据 为解决考

古学 丨零题提 供更多節编＊ ， 以弥补单
一

从母 系遗传

＿进行分析而有可麵忽＿系方面遗传信ｇｔｔ 问

＿ 。

四 、 结论

考古学家研究这蠢 方 的
：廉 贝

＿遗址她于半农半牧 的经济形态
？

， 该遗嫌大＿＿

遺存 的 发现 ， 为 研究甘青＊Ｅ 早期家养动物 的 饲养

与 传播龜 供重要 的靈 古学 信 ，１ 。 本文对喇家３ｆｔ

址 出 土黄牛 的 ＤＮＡ赚賣 ， 虽样 本量 不 大 ， 且 主要是

遨过钱敉体 ｄｎａ 每 系遗传結构进行分翁 ， 但ｔａ籍出

＆下认识 ：

（
１

）１ １家環；ｔｔ 出 土爵警祥本全部属于家养普邇

牛 。 ｇ于齐家文化时期 的家 养普麄牛可以 归Ｓ于线

＿ ｆ＿ Ｅ＞ＮＡ 攀倍型类群 Ｔ３和 Ｔ４
， Ｋ 

热 为 主
，

．Ｔ４Ａ

之
；ｊ＃家文化早１ 与＿＿ 养普通牛 的 母 条遣？驗

构猶似 、并且具有非常近 的 母 系 亲緣连续＿ 。 另有 １

麗詳本年代 ；＾ 代 ， 属于单倍型类＿ 

Ｔ２
。

（

＇

２ ＞ 新石器 时ｆｔ至青截尉代早期甘青地区考古

遗址 出 ｉｆｅ 家 养普 通 牛具 有 非常近 的 母 系 亲饞 关

系 ， 不排除有很抵 的 母 系来源 。 但是春秋战 国时期谀

地Ｅ 几 个考古遗址出 土家养普邊牛 的 母 遙遼传詰构

有了 比較明显 的变化 。 不排除青 ｆＰｆ代以 后甘青地

区讀养普通牛 的 多样性变化 ， 是从西亚 、 中 亚等地区

不断地 弓 丨迹新品种 的结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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