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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境内发现了哪些古人类化石？

这些古人类与现代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厘清这些问题，对研究人类演化史、探索

中国人的由来具有重大价值。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等专家提出、中国古

生物学会推荐的科学问题“中国境内发现

的古人类是否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入

选中国科协发布的 2024 十大前沿科学问

题。

“这个问题是东亚地区人类起源和演

化的前沿和热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周忠和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研

究清楚这个问题对探索人类与文明的起

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人起源有两种假说

人类起源与演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目前发现的证据，人

类起源与演化过程包括最早人类的出现

（从猿到人的过渡）、早期人类演化、直立

人起源与演化、现代人起源和现代人群形

成与扩散等不同阶段。

我国古人类化石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

1929 年 北 京 周 口 店 猿 人 化 石 的 发 现 。

1949 年后，我国古人类学得到迅速发展，

古人类学家发现了一大批考古遗址和化

石材料，国际古人类学界对东亚地区人类

起源与演化的关注随之不断增加。

“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是否为现代

中国人的祖先”这一问题，是东亚地区人

类起源和演化的未解之谜，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

先需要了解两种假说：现代人多地区起源

说和现代人走出非洲说。

在古人类学或人类演化研究中，对

“现代人”的定义有不同理解。目前学术

界普遍认为现代人是指在骨骼和牙齿出

现一系列现生人类标志性特征的人类成

员，也被称为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又称

现代智人。

多地区起源说认为，现代人不只有一

个起源，而是有多个起源。“我国多地发现

的化石表明，古人类进化模式以连续进化

为主，附带有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北

京猿人是演化成黄色人种的祖先之一，北

京猿人—山顶洞人—黄色人种是祖先后

代关系。”吴秀杰说，走出非洲说则认为，

现代人起源于 20万年前的非洲，在距今 7

万—5 万年，开始从非洲迁移出来，并最

终取代当时存在于欧洲和亚洲的古人

类。对这两种假说，学术界目前仍然莫衷

一是，尚无定论。

化石证据揭示演化历程

迄今，我国境内近 80 处地点出土了

更新世时期的古人类头骨、牙齿和头后

骨化石，年代跨越更新世早期、中期到

晚期，包括直立人、中更新世古老型人

类、早期现代人以及一些演化分类存在

争议的化石人类成员。“现有的化石证

据表明，人类在东亚地区的生存与演化

时间可追溯到 170 万年前或更早。”吴秀

杰说。

我国在田园洞、黄龙洞、智人洞、陆那

洞、道县等地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化石，

已有现代人标志性特征以及可靠的年代

数据。它们将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间

提前到 12万—8万年前。

我国还陆续在澎湖、许昌、华龙洞、夏

河、哈尔滨等地发现了 30 万—12 万年前

的中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化石。“这些

化石中部分已具有与现代人相似甚至一

致的形态特征。这些发现提示，人类从古

老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化过渡，在 30 万

年前的中国某些地区已经发生；中更新世

晚期古老型人类向早期现代人演化过渡

的时间可能早于 30 万年前，早期现代人

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更早。”吴秀杰

解释。

虽然目前古人类学家已在相关研究

方面取得可喜进展，但现代人在东亚大陆

的起源与演化的过程非常复杂，这一过程

中仍有许多难题尚待厘清。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

妹举例说，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人类是什

么人群、中国古人类和现代人有何种关

系、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及迁徙路径、

现代中国人群的由来和族群融合等问题

需进一步探讨。

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谈及当前化石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

说，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形态及演化分

类复杂多样，其中部分古人类可能向现代

人演化过渡，而另外一些古人类则可能分

属不同的古人类成员，其演化地位尚未明

确。具体哪些古人类演化成了现代人，答

案尚不清晰。

在 10 万—1 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现

代人经历了复杂演化过程，呈现区域性差

异以及现代人群特征分化趋势。进入 1

万年前以来的全新世，现代人进一步分化

为不同现代族群。“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

及现代人群（族群）的形成与分化过程，也

是现代人演化研究的一部分。其中许多

细节规律尚不清楚，未来需有计划地加强

研究。”刘武说。

近年来，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国内外相

关研究团队持续开展攻关研究。

未来，他们将以东亚大陆古人类化石

和全新世人类遗骸为主要研究材料，对不

同类别化石的形态表现特点、时代变化、区

域变异等进行系统研究，分析论证东亚古

人类和现代中国人群在体质形态、遗传和

年代上是否有联系、现代中国人群到底来

自哪里等争议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

东亚大陆人类演化规律，厘清中国人的演

化脉络，弄清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是谁。

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
——“聚焦前沿科学问题”系列报道之四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记者 9 月 9

日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资源昆虫高效养

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代方银团

队发现了调控寿命的新基因 OSER1，并

在家蚕、线虫、果蝇等多物种中进行研究，

揭 示 了 其 调 控 机 制 。 作 为 长 寿 基 因

FOXO（叉头框蛋白 O）的靶基因，OSER1

对寿命的影响得到人类受试者研究结果

支持。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通讯》。

代方银介绍，FOXO 是目前已确定的

少数几个人类长寿基因之一。FOXO 转

录因子调节与衰老相关的途径并影响寿

命，但其具体作用靶点仍待深入探索。对

此，团队首先查明，寿命调节因子 FOXO

在不同模式动物间的二级结构具有较高

保守性，这为利用家蚕筛选 FOXO 靶基

因提供了依据。

团队利用线虫高效干涉平台，对家蚕

中 FOXO 的 42个候选靶基因在线虫中的

同源基因进行干涉实验，发现其中 7 个基

因表达下调后线虫寿命显著缩短，3 个基

因表达下调后线虫寿命显著延长。其中，

线虫中 OSER1 同源基因表达降低后，寿

命缩短幅度最大。

“我们将线虫、家蚕、果蝇、斑马鱼、非

洲爪蟾、小鼠、恒河猴与人类进行比较分

析，发现其均存在 OSER1 的直系同源基

因。”论文第一作者、西南大学资源昆虫高

效养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宋

江波介绍，进一步研究显示，在家蚕、线虫

和果蝇中，提高 OSER1 表达后，3 个物种

的寿命均显著延长。

为了阐释 OSER1调节长寿的作用机

制，团队在家蚕、线虫和果蝇中进行了一

系列分子生物学实验。研究结果共同表

明，OSER1是 FOXO 的直接靶基因，能响

应过氧化氢诱导的氧化应激，并通过提升

机体氧化应激防御力而延长寿命。

“我们对人类受试者的研究结果也支

持 OSER1影响人类寿命的观点。”代方银

介绍，团队研究发现，90 岁以上的长寿老

人与年轻对照组相比，检测到 OSER1 基

因中存在 49个常见单核苷酸变异，其中 7

个与长寿显著相关。

代方银说，本研究联合使用家蚕和

其他经典模式生物，共同鉴定了 OSER1

这一物种间保守的寿命调节因子，了解

到 OSER1 在生物体和细胞水平上对氧

化应激提供强力保护，从而延长生物体

寿命。

论文评审专家表示，该研究发现了

FOXO 的一个新的靶基因，且生物学功

能研究强力证明其具有物种间共通性，

这将促进对 FOXO 调控寿命途径的进一

步研究。

据了解，代方银团队长期致力于家

蚕的研究。此次跨界研究发现调控寿命

的新基因，不仅拓展了家蚕作为研究衰

老和寿命实验生物的应用范围，也标志

着在推进家蚕模式化进程中迈出了新的

重要一步。

西南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调控寿命新基因

科技日报讯（记者陆成宽）记者 9月 9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获悉，基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的观测数据，该

所联合其他单位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低光度活动星系核具有甚高能伽

马光子辐射，从而证实低光度活动星系核能将粒子能量至少提高到万

亿电子伏特水平。相关论文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活动星系核通常是由超大质量黑洞猛烈吸入周围物质而形成的一

个强烈活跃的天体物理系统。黑洞附近的强引力场、强磁场等极端物理

环境下的极端物理过程，通常产生能量很高的高速运动粒子，这些粒子与

周围物质碰撞会发出伽马射线，给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优良“探针”。“研

究活动星系核的甚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对于理解超高能宇宙射线起源和

活动星系核物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查敏说，通过测量伽马射线，天文学家可以了解活动星系

核的物理性质。此次，科研人员在“拉索”891天的观测数据里，发现了一

个不一样的甚高能活动星系核NGC 4278，其射电辐射强度比其他活动

星系核的辐射强度至少低了一到两个量级。

NGC 4278 具有致密的对称射电喷流结构和相对较弱的射电辐

射，但其甚高能伽马射线辐射效率却显著高于射电星系，与耀变体相

当。“这一发现表明，低光度活动星系核中较弱的致密喷流能有效加速

粒子运动，并辐射万亿电子伏特级的伽马光子。”查敏说，这项研究为深

入研究低光度活动星系核打开了新窗口。

“拉索”发现新型低光度活动星系核

7—10月，宁波博物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推出“屹立东
方——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展览，介绍我国百万年人类活动发展演进的历程。

冯亮/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9 月 9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大气科学先进计算实验室（LACAR）利用基于国产神威·海洋

之光超级计算机自主研发的全球对流解析模式（iAMAS），成功“预测”

了 2020 年日本及周边地区的大范围梅雨事件。该实验室所进行的预

测，实际上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和模型模拟，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性

分析和验证，从而证明该模式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相关论文近日发表

于《环境研究快报》。

梅雨是东亚地区夏季经常出现的一种长时间大范围降雨现象，主要

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九州岛等地所在的纬度带

上。2020年，破纪录的“暴力梅”给我国江淮地区带来沉重的防汛压力和

严重破坏，也使日本九州岛地区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梅雨灾害，严重影响

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此类降雨事件的次季节预报一直是学术研

究和业务预报中的难点，难以满足居民和应急管理部门对中期天气预报

精度的需求。研究团队依托神威·海洋之光超级计算机构建 iAMAS，根

据其硬件特征进行算法优化，提升计算速度，突破海量数据读写瓶颈，使

全球对流解析尺度的月度预报成为可能。研究人员通过开展多组不同

分辨率的月度预报试验，探讨了2020年夏季梅雨的可预报性。

研究人员发现，当使用全球低分辨预报时，梅雨带出现显著北移偏

差，区域加密至对流解析尺度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较粗分辨率下，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扩张，导致降雨带北移并减弱。团队进一步研究发

现，iAMAS 能有效捕捉到赤道地区的深对流, 并合理模拟出与观测数

据接近的西太平洋赤道地区的降雨过程及其环流形势。这种合理的模

拟再现了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位置，副热带高压的变化会影响中纬度

地区环流，研究人员通过掌握气流下沉和上升位置，成功地预测了此次

梅雨事件的强度和位置。

国产超算助力预测大范围梅雨事件

人物简介：许祥鑫，福建晋江人，2020 年入

职，现任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三明市支队泉州

大队五中队副中队长。自入职以来扎根基层，

坚守一线，先后参加灭火作战和抢险救援任务

20 余次，防火宣传 20 余次，教育宣传驻地群众

3000余人，荣立个人三等功 2次，获嘉奖 2次。

许祥鑫是一名从地方考录的大学生干部。

入队不到 4年，他连续 3年刷新支队干部综合成

绩纪录，所带分队在各级考核、比武中屡获佳

绩。从迈出校门一路走来，许祥鑫以梦为马，立

身为旗，带动着身边一群人加速奔跑。

烈日下的奋斗，比武征程启航
福建的热辣阳光炙烤大地，笔直的杨树零星

分布在营区各个角落，顽强地宣誓生命的尊严。

正午，脚踩在地表温度逼近 60 摄氏度的水

泥地上，许祥鑫明显感受到像有一团火从脚底

板蹿到脖子根，他拿笔不停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集训队队员的表现。

随着三明市森林消防支队 2024 年综合救

援技能暨“火焰蓝”实战化比武落下帷幕，许祥

鑫以支队干部综合成绩状元的身份被任命为集

训队教练员。

“先雲，200 米灭火障碍不是一味猛干就行

了，而是需要有技巧地越过各个障碍，像独木跨

桥，第一步很关键……这样才能顺利通过障

碍。”在集训中，许祥鑫一边示范一边讲解。

看似简单的动作，每一步都蕴藏着玄机，更

何况是在分秒必争的比武场上。为了制定出更

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许祥鑫深入了解每位队

员的身体状况和训练水平，根据不同层次和需

求，有针对性地调整训练强度和方法。同时，他

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单一训法，而是

采用多样化方式激发队员们的训练热情。

鼓舞人心，带领队员挑战自我
随着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火焰蓝”实战化

比武竞赛正式拉开帷幕，许祥鑫和集训队再次

踏上总队比武竞赛的征程。

平日里总是笑容满面的队友潘杰低垂着

头，汗水与泪水交织。“我太疏忽了，400 米携装

时并没有将机具放好，导致自己的成绩增加了

10秒，这一下就拉下了很多。”他喃喃自语。

在潘杰身旁的许祥鑫，此时缓缓走向潘

杰。他没有急于开口，只是轻轻地将一只手搭

在了潘杰肩上。这份沉默，是对他此刻情绪的

一种尊重，也是给予他独自面对失败的空间。

“没关系的，一次出错并不能代表什么。去

年，我也和你有相同经历，可是金字塔从来都不

是由一块石头搭建成功的，调整好心态，谁能走

到最后还不一定呢！”许祥鑫蹲下身子，与潘杰

平视，眼神中充满了鼓励与信任。

听见许祥鑫与潘杰的对话，队友们纷纷围

拢过来，有的递上水，有的送上鼓励的话语，整

个集训队凝聚起一股无形力量。

随着比赛日程推进，潘杰果然没有让人失

望。他不仅在后续比赛中迅速调整状态，还凭

借坚韧毅力和不懈努力，在多个项目中取得优

异成绩，为集训队赢得了宝贵积分。

勇者无畏，比武场上敢亮剑
可以平凡，但绝不能平庸。许祥鑫常说：“没有

人天生优秀，他们只是比我们多坚持了一下。我是

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先天优势，要想在那些有

天赋的同志中脱颖而出，就得比别人更加努力。”

在“200米灭火障碍”项目比赛中，为了荣誉

拼到力竭；在“翻山越岭”课目中，攀爬“轮胎墙”

时已筋疲力尽却仍咬牙坚持……许祥鑫奋勇拼

搏，争取的不仅是荣誉，更是要证明自己攻坚克

难的战斗力和百折不挠的精气神。他说：“这次

出去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一山更比一山高’。”

这是许祥鑫参加完“200 米灭火障碍”项目比赛

后的最大感触。

在此次总队比武的“野外负重行军”课目举行

前，许祥鑫早早醒了，对比武的期待早就让他的身体

处于兴奋状态。他说：“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大

家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汗水与成绩是对等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青春

有很多模样，比武场上有青春酷炫的样子。脸

上的汗水，是青春最美的见证；手上的老茧，是

青春最美的印记；黝黑的皮肤，是青春最美的色

彩；认真的表情，是青春最美的形象；拼搏的姿

态，是青春最靓丽的风景。

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比武场上，许祥鑫和

他的队友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毅力铸就辉

煌。他们的故事，是活力青春的赞歌，是勇者无

畏的见证。 （宁大友、王萌烜）

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三明市支队先进典型人物事迹公告

许祥鑫：勇于拼搏 以奋斗姿态擦亮青春底色

西 南 大 学 资
源昆虫高效养殖
与利用全国重点
实验室副教授宋
江波在进行寿命
调控基因研究的
实验。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迎迎 通讯员董富原）9月9日，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员武建飞带领的先进储能

材料与技术研究组，研发出用于全固态锂硫电池的新型硫化锂正极材料，

能量密度超 600瓦时每千克。与目前已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相比，其能

量密度高出1倍有余，且成本更低，为开发高能量密度的全固态电池提供

了新方法和思路。相关论文发表于国际期刊《Small》。

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快速充放电、低温性能优异以

及高安全性、长寿命等优点。然而，硫化物全固态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

长期以来存在挑战。例如，硫化锂正极导电性差，这直接影响电池充放

电速度和能量输出。

研究团队利用铜离子、碘离子共掺杂策略，有效提高硫化锂正极的

导电性及反应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同常规硫化锂正极相比，共掺杂硫

化锂正极的锂离子扩散系数提高 5个数量级，电子电导率提高 2个数量

级，从本征上解决了硫化锂正极导电性差的问题。

这一策略显著提高了电池的容量、倍率及循环性能。研究表明，在室温

条件下，经过改性的硫化锂正极在低倍率下放电容量是原始材料的6.65倍。

即使在高倍率下充放电，电池仍能保持较高容量，显示出优异循环稳定性。

武建飞介绍，该硫化锂正极材料显示出每克 1165.23毫安时的高比

容量，接近理论值每克 1167 毫安时。在常温下循环 6200 次后，其容量

仍可保持 84.4%。搭配商业化的硅碳负极组装全电池后，常温下循环

400次放电，电池比容量仍能保持在初始容量的 97%以上。

新材料提升全固态锂硫电池能量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