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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晚更新世沉积物中 

发现丹尼索瓦人基因 

2020 年 10 月 30 日，“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安全”任务

“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专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兰州大学陈发虎院士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科学》

（Science）上发表了关于丹尼索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兰州

大学张东菊教授为本研究第一作者，兰州大学张东菊教授、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李波教授、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

究所 Svante Pääbo 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

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共同为通讯作者。 

该研究通过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白

石崖溶洞（图 1）土壤沉积物开展的年代学、分子学以及沉

积学等综合研究，获得了白石崖溶洞的晚更新世沉积中保存

有丹尼索瓦人线粒体 DNA 的重要发现。不仅首次报道了在

青藏高原发现旧石器人群古 DNA 信息，为理解高原早期人

群提供了重要分子学证据，并进一步扩宽了丹尼索瓦人在青

藏高原活动历史——由距今至少 16 万年前延续至距今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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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6 万年（甚至可能晚至距今 4.5 万年），反映了丹尼索瓦人

在青藏高原并非偶然性探险，而是长期生活；同时也再次论

证了丹尼索瓦人在东亚广泛且长期分布的推测，为理解东亚

古人类演化以及早期人群之间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图 1 白石崖溶洞地理位置与洞内结构 

此次发表的新成果是基于 2018 年正式考古发掘获得的

研究材料。在发掘中，研究团队共发掘 2 个 1 米×2 米的探

方，其中 T2 探方出土有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其地层

按土质土色、包含物等状况分为 10 层，每一层位均有石制

品和动物骨骼出土，第 10 层尤为丰富。为确定地层埋藏年

代，研究团队系统采集了光释光和碳十四测年样品，开展了

光释光单颗粒测年分析，并结合沉积学分析结果，一同构建

了地层年代—深度模式（图 2）。结果显示，白石崖溶洞遗址

出土考古遗存的地层埋藏年代已早至距今 19 万年，将青藏

高原史前人类最早活动历史由距今 16 万年进一步推早至距

今 19 万年。同时，研究团队对采集的每层土壤沉积物开展

古 DNA 分析，发现在 T2 探方的第 2、3、4、7 层均有丹尼

索瓦人线粒体 DNA，将其与地层年代—深度模式结合，进一

步拓展了丹尼索瓦人在洞穴中活动的时间--从中更新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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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更新世早中期，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在青藏高原悠久的占

据历史。此项研究成果不仅确定了出土遗存与夏河人化石的

相关性，还进一步构建了白石崖溶洞考古遗存与丹尼索瓦人

之间的直接联系。 

 

图 2 T2 探方地层学和测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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