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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大峡谷及下游地区 7 个云南少数民族
YAP 位点的多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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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以怒江大峡谷及下游地区的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阿昌族 、景颇族、德昂族和傣族 7 个云南

特有少数民族为对象 ,利用 PCR 分型法筛查 Y染色体特异区 YAP 位点的多态性分布。结果显示 :怒族的

YAP+ 频率为 1182 % , 景颇族为 12150 % ,傣族为 10100 % ,其他 4 个民族群体均为 YA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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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染色体特异区呈父系遗传 ,不发生重组 ,其序列改变只是由突变引起的 ,能忠实地记

录历史上的进化事件[1 —2 ] 。YAP( Y Alu polymorphism or DYS287 locus) 位于 Y染色体特异区 ,

是目前公认的研究人类进化和迁移最理想的多态性遗传标记之一[3 —5 ] 。Hammer 等研究发现

YAP
+ 频率在世界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 , YAP

+ 频率在非洲的撒哈拉地区许多

群体中较高 ,分布范围在 46 % —86 % ;非洲北部的频率为 50 % ;欧洲为 4 % —11 % ;大洋州、

美洲及南亚几乎没有发现 YAP
+ [3 ,5 —10 ] 。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 YAP 多态性分布 ,目前已发表了藏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景颇

族、布朗族、佤族和傣族的数据[8 —12 ] ,还未见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

的报道。我们以怒江大峡谷及下游地区 7 个云南特有民族为对象 ,进行 YAP 频率的调查 ,

得出它在这一古氐羌南迁“走廊”中的分布 ,探讨 7 个民族间父系演化、迁徙和融合的历史。

1 　材料和方法

111 　样品采集

根据知情同意原则 ,采集 7 个民族共 237 份男性样品。随机抽取无亲缘关系其双亲均

为同一民族的男性外周静脉血 2 —5ml。

112 　DNA 提取

采用常规酚抽法提取外周静脉血基因组 DNA[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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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YAP位点 PCR扩增及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引物序列 : 　YAP1 5′2CAG GGG AAG ATA AAG AAA TA23′

YAP2 5′2ACT GCT AAA AGG GGA TGG AT23′

PCR采用 20ul 体系 ,每个体系含 20 —50ng 基因组 DNA ,014umol/ L 引物 , 012mmol/ L

dNTP , 215mmol ΠL MgCl2 ,10 ×PCR Buffer 2ul , 015U taq 聚合酶 (MBI) 。反应体系经 94 ℃变性

2 分钟 ,然后在 94 ℃1 分钟 ,51 ℃退火 1 分钟 ,72 ℃延伸 1 分钟的条件下循环 35 次 ,最后于

72 ℃延伸 5 分钟。2 % 琼脂糖凝胶电泳和 EB 染色后检测 PCR 产物。

2 　结　果

YAP+ 的扩增片段为 455bp , YAP - 的片段为 150bp (图 1) 。经过筛查 ,景颇族 YAP+ 的频

率为 1215 % ,德宏傣族为 10 % ,怒族为 1182 % ,而独龙族、傈僳族、阿昌族和德昂族中均未发

现 YAP
+ (表 1) 。

图 1 　YAP 电泳结果

Electrophoresis pattern of PCR products for YAP

表 1 　YAP位点在 7 个民族中的多态性分布

The polymorphic distribution of YAP locus in 7 ethnic groups

民族

Ethnic group

采样地

Location

人数

Number
YAP + YAP -

YAP + 频率 ( %)

Frequencies of YAP +

独龙族 贡山县 29 0 29 0100 (0Π29)

怒　族 贡山县 ;福贡县 55 1 54 1182 (1Π55)

傈僳族 泸水县 50 0 50 0100 (0Π50)

阿昌族 梁河县 40 0 40 0100 (0Π40)

德昂族 潞西市 17 0 17 0100 (0Π17)

景颇族 潞西市 16 2 14 12150 (2Π16)

傣　族 潞西市 20 2 18 10100 (2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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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 ,沿南北走向横断山脉直转而下 ,中上游两岸是平均海拔约在

3 000 米的高黎贡山系和怒山山系 ,构成了怒江大峡谷。纵观大峡谷 ,地势北高南低 ,向西南

形成一马蹄形开口 ,有利于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海洋气流沿河谷北上 ,形成了冬暖夏凉 ,多

雨的海洋性气候。这种气候与地形结合又形成了垂直分布的高山气候。独特的自然条件使

这里森林茂密 ,物种丰富 ,有利于早期人类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怒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

遗物已表明该地区曾经有早期人类活动过[15 ] 。怒江大峡谷又是古氐羌人南迁的“走廊”

之一[14 —15 ] ,这批人后来逐渐融合演变成为适应峡谷生活的现代峡谷民族。这一独特的地理

环境构成了民族和语言交流融合的天然屏障 ,造就了相对隔离并且遗传背景比较单一的这

些民族及人群。

据史料 ,独龙族、怒族、傈僳族、景颇族和阿昌族是“古氐羌”后裔 ,傣族是古代中国东南

“百越”部落后裔 ,德昂族是“孟高棉”部落的后代。他们语言分别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藏

语系壮侗语族和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表 2) 。

表 2 　7 个民族语言及历史资料信息表

The language family and historic information about 7 ethnic groups

民族

Ethnic group

语言

Language

语系

Language family

语族

Language subfamily

语支

Language branch

古代部落

Tribe

独龙族 独龙语 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语支待定 古氐羌

怒　族 怒族语 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语支待定 古氐羌

傈僳族 傈僳语 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彝语支 古氐羌

阿昌族 阿昌语 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缅语支 古氐羌

景颇族 景颇语 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景颇语支 古氐羌

傣　族 傣　语 汉藏语系 壮侗语族 佤崩龙语支 百 越

德昂族 德昂语 南亚语系 孟高棉语族 壮傣语支 孟高棉 (百濮)

　　峡谷地区各民族间 YAP
+ 分布频率相近 ,怒族为 1182 % ,独龙族和傈僳族中均未发现

YAP
+

;在下游地区景颇族的 YAP
+ 频率较高 ,为 1215 % ,阿昌族为 0 % ;作为对照德宏傣族

YAP+ 频率为 10 % ,德昂族为 0 %。从结果看 ,YAP+ 频率在峡谷及下游地区古氐羌后裔民族

中分布没有明显梯度 ,连续性很好 ,与钱亚屏等 (1999) [12 ] ,柯越海等 (2001) [11 ] ,Su B 等 (1999 ,

2000) [8 —9 ]研究其他氐羌后裔结果较一致 ,表明了现在峡谷居民有同源性。从遗传角度 ,支

持了这一古氐羌南迁走廊的存在。

上游地区的独龙族与景颇族在语言学方面有许多相似性 ,有人因此主张将独龙语归于

景颇语支[16 ] 。这说明景颇族与独龙族在迁徙前或迁徙过程中曾有长时间的相互接触而趋

同。然而从 YAP+ 的频率看 ,景颇族 (1215 %) 与独龙族 (0 %) 差异却很大 ,不能支持这一观

点 ,还需更多位点的研究。

下游地区德宏的傣族和德昂族在此位点有显著的差异 ,而与景颇族和本实验室所筛选

的其他“百越”后裔 YAP
+ 频率接近 (未发表的数据) ,表明了傣族与德昂族族源不同。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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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颇族 YAP
+ 频率相近可能有两种原因 :其一两个民族长期杂居 ,互相融合而引入部分基

因 ;其二景颇族本身带有较高频率的 YAP
+ 。较确切的历史记载以及民族学调查表明 ,景颇

族南迁至今德宏地区是在明末清初 ,约 300 年前[16 ] 。按父系基因交流 (民族融合) 和传统的

“内婚制”看 ,这么短的时间内引入高 YAP+ 的可能性很小 ,说明其本身带有 YAP+ 。据其本

族历史和民族史学研究 ,认为景颇族源于我国古代西北康藏高原与氐羌族群有非常密切的

族源关系[15 —16 ] 。据文献调查表明藏族 YAP
+ 的频率平均为 3213 % ,而另一由古氐羌演化来

的民族 ———彝族 ,其 YAP
+ 的平均频率为 1417 %

[8 —12 ,17 ] 。景颇族 YAP
+ 频率同彝族一样明显

比其他古氐羌民族后裔的高而比藏族低 ,说明在南迁的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才

形成现代的景颇族和彝族。结合民族史 ,很可能景颇族与藏族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且是较早

沿大峡谷南迁的民族之一。

Chu J Y et al .
[18 ]用微卫星位点标记研究表明景颇族与藏族的遗传距离较远 ,但是仅对 Y

染色体特异区一个位点的多态性进行筛查不足以对分析 7 个民族群体间的父系演化关系及

迁徙历史提供充足的证据。需对其他 Y染色体特异的多态位点进行研究 ,才能够完整的揭

示大峡谷地区民族间父系遗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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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ORPHISMS OF YAP IN 7 YUNNAN ETHNIC

GROUPS ALONG THE NU RIVER VALLEY

DON G Yong2li , SHI Hong , LI Wei2xiang , YAN G Jie ,

ZEN G Wei2min , LI Kai2yuan , XIAO Chun2jie

( Human Genetics Center , Yunnan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 Dulong , Nu , Lisuo , Achang , Jingpo , Dai and De’ang ethnic groups live along the Nu riv2
er valley in Yunnan Province ,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 the Nu river valley is an impor2
tant migrating route of ancient Diqiang tribes. Dulong , Nu , Lisuo , Jingpo and Achang are the descen2
dants of Diqiang people ; Dai belongs to the ancient Baiyue tribes ; De’ang is the descendant of Baipu

tribes.

YAP ( Y Alu polymorphism) , located in Y specific region ,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best

markers to study human evolution and migration. The polymorphisms of YAP in these 7 ethnic groups

living along the Nu river valley in Yunn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are that the YAP el2
ement is present in Nu (1182 %) , Jingpo (1215 %) and Dai (10 %) , but absent in the other 4 ethnic

groups. The frequencies of YAP
+

are similar in all populations from old Diqiang people except Jingpo

along the Nu river valley , coinciding with the reported data of the other descendents of Diqiang. The

frequency of YAP+ in Dulo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ingpo , which does not support that the Dulong

language belongs to Jingpo language branch. The widely different frequencies of YAP
+

between Dai

and De’ang indicate that they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t ancient tribes.

Key words : YAP ; Polymorphism ; Ethnic group ; Nu river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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