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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泉护村古代黄牛的分子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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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对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 年左右的 个黄牛遗骸进行 了线粒体 分析 成功地获得了

个古代黄牛序列 。 泉护村黄牛由 和 世系组成 其中 世系 占统治地位 。 中介网络分析 泉护村黄牛与

个北方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古代黄牛密切相关 极有可能来 自上述地区 。 此外 主成分分析表明泉护村黄牛与现代中国

北方组黄牛的遗传关系最近 遗传结构呈现连续性 。

：

：

，

，

在中 国 ，黄牛是指牦牛和水牛 以外的所有家 近年来 ，古 分析技术被广 泛地应用到

牛 ， 分 为 普 通 牛 和 瘤 牛 （ 黄牛起源研究中 ，并成功地揭示了近东和欧洲黄

两个亚种 。 普通牛耐干冷严寒 ， 主要饲 牛的起源 。 但是有关 中 国黄牛的起源过程及其

养在 中国北方地区 而瘤牛耐高温湿热 ，
主要生 对现代黄牛的影响仍然不清楚 。 本研究将对陕

活在秦岭以南的长江和珠江流域 。 近年来 考古 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 个黄牛样本 （ 表
一

）进行

和基因 的研究结果都显示普通牛和瘤牛是分别 线粒体 分析 为 中 国黄牛起源研

独立驯化的 ：近东地区是是普通牛的驯化 中心 ， 究提供新的线索 。

驯化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早期
⑴

；
印度河谷地区是瘤牛 的 驯化中

一

、材料和方法

心 时间 比近东地区晚 年 。

考古发掘表明 ，
黄牛骨骸在新石器时代中期 遗址概况及样品的采集

开始在北方出现 在 内蒙古赤 陕西泉护村遗址位于陕西省华县城东柳枝

峰白音长汗 河北武安磁山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镇附近 ， 年以来先后多次发掘 。 根据 出土

曾 出土少量野生黄牛骨骸 。 直到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推断 ， 该遗址以庙底 沟文化为主 ， 时

晚期 （ ，才 出现了 明确 的 家养黄牛 ，远 间距今 年 。 该遗址同时也存在一些

远晚于近东地区普通牛和 印度河流域瘤牛的驯 年代较晚的地层和遗存 ， 如 年就发现有西

化时间 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中 国黄牛是由外域引 周晚期的遗存 ：覷和鬲 年也曾发掘到西周

进的家畜 。 文化层和西周墓葬 座 。 本研究中我们采集 个

本文受到以下基金项 目资助 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项 目 （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 目 （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 目

（
■

。



陕西泉护村古代黄牛的分子考古研究

表
一

样本信息和实验结果

实验室编号 考古单位 种属 部位 实验结果

② 左桡骨 成功

③ 左跖骨 成功

掌骨 失败

左胫骨 成功

右肱骨 成功

③ 右肱骨 成功

① 右跖骨 失败

左掌骨 失败

表二 实验所用引物

引物名称 引 物序列 片段长度 （

‘
‘

‘

‘

‘

表三 古黄牛序列变异位点及 世系分布表

样本 变异位点 世系 共享序列 共享个体数 ）

“ “

中 国 （
，

日 本 （ 韩国 （
， 蒙古 （

， 南亚

东南亚 （ 欧洲 （ 土耳其 （

中国 （ 欧洲 （ 非洲 （

中 国 （ 日本 （
， 韩国 （ ， 蒙古 （ 南亚

东南亚 ⑵ 美洲 （ 欧洲 （现 ） ， 土耳其

， 伊拉克

没有

没有

表 示 与 参考序列 位点 相 一致 。

样本用于古 分析 ， 实 验室编号 稳妥起见 我们对两件牛骨 和 进行

表
一

） ，这些样本发掘时所在地层已经被 了测年 测年数据显示为距今 年左右

破坏 尽管里面有庙底沟时期 的 陶片 但是为 了 （数据未发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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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处理 介网络图 。 主成分分析 由 完成 。

首先用毛刷除去样本表面污垢 接着用 电动

打磨工具去除表层 然后用 次氯酸 二
、结果与讨论

溶液浸泡古代材料 ， 在紫 外线照射下

晾干 ，随后将样品放人液氮冷冻粉碎机之 中 ， 液 泉护村黄牛序列变异

氮冷却 ，打磨成粉 ，

— 冷冻保存 。 我们从 个古代序 列里获得 个古代 黄牛

古 抽取 、 扩增和测序 序列 ，其 中 个样 本 ，
和 失

古 提取参照蔡大伟等人的文献进行 。 败 ，成功率 为 略低 于北方样本 的成功

扩增 依据参考序列 设计两对 率 ，
可能与遗址所处的地域有关 ，

一般情况下 北

套叠 引 物 ， 扩增 核 苷 酸位 置 纬 度 以北地区 的样本要 比以南地区 的样本保

片段 ， 见表二 。 存要好 。 所有 的抽提和扩增 的空 白对照均 为阴

扩 增 ：
反 应体 系 中 含 性 表明在骨样的抽提和扩增过程中无可观察到

，
正反 引 的污染发生 。 在所得到 的 个序列 中 ， 与

物 ， 酶 ， 卟 模 版 。 程 序 如 下 ： 参考序列
—

致 ， 其他 个样本与

变性 退火 相 比有 个变异位点 （ 表三 ） 。

延伸 个循环后 延伸 共早序列搜索

保持 。 为了査看泉护村黄牛序 列在现代黄牛群 体

测序 扩增产物通过 琼脂糖凝胶电 中 的分布情况 ，我们利用 程序在

泳检测 ， 使用 凝胶 回 收试剂盒纯化 产物 。 数据库中进行了搜索 ， 寻找与其共享 的序列 ， 结

纯化产物用 全 自 动遗传分析仪进行 正 果见表三。 单倍型 ， 和 在 现

反双向直接测序 。 代黄牛群体 中都存在共享序 列 ，
和

数据分析 没有搜索到共享序列 。 的共享 个体最多 ，

古代黄牛序列被截取到位点 ，
高达 个 ，其 中欧洲 多达 个 ， 暗示这是一

共 以适应 上下载 的用来进行比 个非 常 重 要 的 欧 洲 基 因 型。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对的 现 代 和 古代 黄 牛 序 列 。 序 列 利 用 的共享序列大部分来 自 东亚地 区 尤其是

软件进行序 列对位比对 ， 确定变 中 国 。 这一结果表 明 和 不论是 在

异位点及单倍型 。 利用 软件构建中 青铜时代 ，
还是在现代都是

一

个非 常重要的单倍

型 并呈现稳定的遗传连续性 。

工 泉护村黄牛世系

对现代黄牛群体的 分析

—

显示 ，在瘤牛群体中存在 个主要的

世系 和 ，起源于印度河流域 ；

一

在普通牛群体 中存在 个主要 的世

、 系 、 、
！

、
、 ’ 全部起源

于近东地 区 。 其 中 ， 世 系是新石

器时代早期在近东地区形成 ，并 占有

统治地位 。 值得注意的是 世系主

趙 内蒙古大山前 〇 青海 长宁 〇 新疆小河
要 由东北亚黄牛构成 ， 极有可能是近

山西 陶 寺 ◎ 河 南二里头 會 从护村
东地区黄牛 向 东 散进人 东亚地 区

时形成的 。 在本研究 中 ， 根据黄牛世

图一 个遗址古代黄牛中介网络图 ，每个圆 圈代表一个单倍型 ， 系特异性分型位点 ， 个古代黄牛都
■。

属于普通牛 ，其中 个属于 世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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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牛 为主 ，南方黄牛 以瘤

牛为主 ， 中原黄牛 同 时受到普

通牛和瘤牛 的影 响 ， 是 由普通

° 牛和瘤 牛长 期 交汇融 合形成

的 ，秦岭和长江是两种类型黄

° 牛在 中 国的主要分界线 。 为 了

研究泉护村黄牛与中 国三种类

型黄牛之间 的遗传关 系 ， 我们

收集 个现代 中 国 黄牛群体
‘

口
□ 数 据 （ 参 考 等

“
°

基于 世系

的频率 ，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 图

□ 二 ） ， 结果显示 在第二主成分

上 北方组与南方组 和 中 原组

形成明显的分离 ， 泉护村古代

黄牛主要与北方黄牛聚集在一

图二 基于泉护村 和 个中 国地方品 种黄 牛的主成分分 析图 ， 黑色实心 菱形代表南方黄

牛组 、空 心三角代表中原黄牛 、空心方块代表北方黄牛 、空心圆代表泉护村黄牛 。

较近 。 另一 方面 ， 现在对中 国

个属于 世系 。 没有发现瘤牛 ， 这暗示距今 黄牛的类型划分不太准确 ， 中原地区的黄牛受南

年左右瘤牛 并没有 向北扩散到 泉护村地 方瘤牛的影响较大 以划分为南方组和北方组为

区 可能是 由 于北方的低气温以及秦岭 、 长江等 宜 。

的阻隔造成的 。

泉护村黄牛与中 国古代黄牛的关系 三 、结论

我们选择新疆小河 、青海长宁 、 内蒙 古大山

前 、
河南二里头 、

山西 陶寺等早期青铜时代遗址 最近的研究显示近东黄牛可能经过欧亚草

距今约 年前 ） 的古代黄牛序列 （ 原以及河西走廊进人中 国 。 此次泉护村遗址

作为对 比 ， 黄牛中发现的 和 世系 ，表 明距今 年

进行 中介 网络分析 （ 图
一

） 。 与五个青铜 左右近东谱系 的黄牛 已 经扩散 中华文 明起源 的

遗址部分黄牛共享
一个单倍型 ，该型不仅在古代 核心区 ： 中原地区 。 泉护村的古代黄牛序列在现

黄牛 中的分布频率最髙 ，
而且主要分布在现代东 代黄牛 中广泛分布 从

一

个侧面反映了 中原文化

北亚黄牛 群体 中 （表三 ） 。 与新疆小河墓 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 。

地的 个黄 牛共享
一

个单倍型 。 与 山 西

陶寺遗址的 个黄牛共享
一

个单倍型 。 考虑到

泉护村样本的年代比其他 个 址都晚 暗市泉 丨

：
】 ，

护村部分黄牛 的可能来 自 上述地 区 。 和

是泉护村所特有的单倍型 ，在其他遗址中

没 出
：

泉护村黄牛与中 国现代黄牛的关系
°°

’

‘ 、 一 、

《 中 国牛品种志 》根据地理分布 ，
生态环境 、

」 ，

体型特征 ，将 中 国黄牛可分为二大基本类型 ：北

方黄牛 、中原黄牛和南方黄牛
…

。 血液蛋 白多态
， ：

性 、染色体核型以及 研究显示北方黄牛 袁靖 ，
黄蕴平 ，杨梦菲 ，等 公元前 年 公元前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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