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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走出非洲到世界各地

智人

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

1-6%
丹尼索瓦人DNA

1-2%
尼安德特人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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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類DNA隨時間降解

古人類DNA

化學改變
降解片

細胞核DNA
30億個鹼基對

線粒體DNA
1.65萬個鹼基對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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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類基因轉移

100萬年前

700萬年前

智人 黑猩猩

基因轉移基因轉移 基因轉移基因轉移

尼安
德特人

丹尼
索瓦人

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洞穴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在新聞公報中指出，佩博透過他的開
創性研究，完成看似不可能的創舉，為現代人類已滅

絕的遠古親屬尼安德特人進行了基因組測序。他也因發現原
始人類丹尼索瓦人而引起轟動。更重要的是，佩博發現在人
類先祖於約70萬年前遷出非洲後，這些現已滅絕原始人類及
智人（Homo sapiens）之間發生了基因轉移。古老基因轉移
至現代人類，與今日的人類生理情況有相關性，並影響到現
今人類的各方面，像是影響了人類免疫系統對感染的反應。
藉着揭示所有區隔現存人類及已滅絕原始人類間的基因差異，
他的發現為探索當代人類的獨特性奠定基礎。

改良古骨遺骸DNA測序技術
研究現代人與尼安德特人之間的關係，需要對從遠古樣本中

收集的基因組DNA進行測序。佩博意識到技術上的難度，隨着
時間推移，DNA會被化學修飾、降解成片段，數千年後只剩下
微量的DNA，且殘留的DNA會被細菌和當代人類的DNA污
染。佩博開始開發研究尼安德特人DNA的方法，這項工作持續
數十年，佩博和他的團隊穩步改進從古骨遺骸中分離和分析
DNA的方法，利用新的技術使DNA測序變得非常高效。
佩博在2010年發表首個尼安德特人基因組序列，對比分析表

明，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約80萬年前。佩博
及其團隊分析尼安德特人和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現代人之間的關
係，顯示尼安德特人的DNA序列與起源於歐洲或亞洲的當代人類
的DNA序列更相似，而不是非洲，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在
數千年的共存中進行了雜交。

發現原始人類丹尼索瓦人
2008年，科學家在西伯利亞南部的丹尼索瓦洞穴中，發現一塊距

今4萬年前的指骨碎片。這塊骨頭含有保存完好的DNA，佩博及其
團隊對其進行測序，發現與所有已知的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的DNA
序列相比，這個DNA序列獨一無二，因而發現一種之前不為人知的
古人類，命名為丹尼索瓦人。通過不同序列比較，丹尼索瓦人和智人
之間也發生過基因移動。
通過其開創性研究，佩博建立一個嶄新的科學領域「古基因組

學」，其團隊分析了多種已滅絕的古人類的基因組序列，成為獨一無
二的資源，被科學家廣泛使用，以增進對人類演化和遷徙的理解。
據諾貝爾獎官網顯示，67歲的佩博出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1990年成

為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其後在德國萊比錫建立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
類學研究所，至今仍在該研究所工作，他還在日本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
學擔任兼職教授。他將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獎金。
諾貝爾委員會表示，在致電通知佩博獲獎消息時，身在萊比錫的佩博

非常激動，並將這消息告訴他的妻子和親人。佩博稱對得奬感到詫異，
表示沒有想過其研究能奪得諾獎。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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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總是對自己的起源感興趣，會問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和我

們的先輩有什麼關係」、「是什麼讓現代人類與古人類不同」，瑞典進化遺

傳學權威佩博通過開創性研究，揭示所有現存人類與滅絕的古人類之間的基因差

異，為探索「什麼使我們成為獨一無二的人類」提供了基礎。他藉着在已滅絕古人類基

因組和人類進化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貢獻，10月3日獲頒今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古基因組學之父
奪醫學諾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芮榕）今屆諾貝爾
生理學或醫學獎由瑞典進化遺傳學專家佩博獲
得。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陳廷峰
稱，今次諾獎的「意外之喜」，是對整個進化
遺傳學的充分認可，讓業界深受鼓舞。陳教授
解釋，佩博通過研究已滅絕古人類的基因，加
深人們對現代人類的認知，為探索「是什麼讓
我們成為獨一無二的人類」奠定基礎。
陳教授表示，以往考古學家曾在全球各地發

現古人類遺骸，但相關研究受技術限制，僅限
於分析骸骨，模擬古人類的外貌形態特徵。佩
博的團隊最先利用基因測序技術，提取古人類
遺骸上保存數萬年的脫氧核糖核酸（DNA）
樣本，製作出相對完整的古人類基因組序列，
為研究人類進化打開全新大門。
過去人們認為，現代人類的進化是循着單一

方向，由一種古人類「走出非洲」演變而來。
如今利用「古基因組學」技術，人們發現其實
早在數萬年前，世界上就存在多種不同的古人
類，他們在進化過程中相遇，共同繁衍後代。
如今在現代人類體內，依然可以找到從古人類
身上遺傳的基因。

古基因助現代人適應特殊環境
現代人類又是如何在進化中「脫穎而出」

呢？陳教授表示，一些從古人類繼承的基因，
或有助人類適應特殊環境。例如生活在中國青
藏高原的藏民身上，一些更容易適應高寒、低
氧等高海拔環境的基因，或就是從數萬年前生
活在西伯利亞地區的古人類丹尼索瓦人遺傳得
來。佩博前年一項研究也指出，南亞地區部分
新冠患者染疫後病徵較重，呼吸衰竭風險高於
常人，可能就與他們身上有來自古人類尼安德
特人的基因有關。
進化論是現代科學的基本概念之一。陳教授

提及近年來，偶爾有一些攻擊進化論或相關研
究的聲音，他強調今次佩博得獎對整個學科意
義重大，亦希望引起更多年輕學生興趣，吸引
他們加入。在日常教學中，陳教授也不時向學
生們提起佩博的研究。他形容佩博文筆出色，
不但著有眾多影響深遠的學術論文，亦有不少
內容詳實的科普文章，相信佩博作為業界泰
斗，今次獲獎可謂是實至名歸。

佩博曾在著作中回顧自己成長經歷，提到他在13歲時一次到埃及
的旅行，令他迷上了「古老的歷史」，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古埃及文
化和木乃伊，儘管他在生物化學上成就斐然，但對古埃及的興趣
從未減退。

佩博對古埃及的興趣，源於童年時母親曾帶他參觀埃及金
字塔，他其後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攻讀「埃及學」，沉迷
於法老、金字塔和木乃伊，曾表示希望能發現木乃伊，
就像經典電影《奪寶奇兵》中的主角鍾斯博士一樣。
然而在學習「埃及學」期間，他漸漸感到有點沉
悶，後來受到其生化學家父親伯格斯特龍的啟發，
轉為攻讀醫學及細胞生物學。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佩博敏銳地發覺還未應用
於考古領域的細菌克隆DNA技術，或許會對木
乃伊研究提供幫助，能揭開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他對古代DNA的追尋便由此開始。佩博的博士
論文雖然關於細菌，但其中一個主要範疇正是木
乃伊的細菌DNA研究，不過由於擔心論文導師
批評他的主意，他只能偷偷研究木乃伊，最終於
1984年發表研究成果。 ◆綜合報道

得獎的瑞典遺傳學家佩博，其父親伯格斯特龍也是
著名生化學家，曾於1982年獲醫學諾獎。隨着佩博3
日獲獎，成為諾貝爾獎歷來第7對「父子檔」。儘管
佩博在學術方面跟隨父親步伐，但他曾透露自己只是
私生子，也曾坦承是一名雙性戀者。

父去世才與異母兄弟相認
佩博在201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披露，他之所以熱

愛生命科學，是受到父親的啟發，伯格斯特龍於1982
年因發現前列腺素獲頒諾獎，佩博是伯格斯特龍的私
生子，從小就由化學家母親卡琳．佩博獨力撫養長
大，並跟從母姓。

佩博曾透露母親是來自愛沙尼亞的難民，
於父親名下實驗室工作時與父親墮入愛河，並
誕下佩博。由於父親已有家室並育有一名兒子，
佩博的私生子身份一直保密。佩博表示，他和父
親只會在每個周六見面，通常會帶他到森林散步，
父親的妻兒完全不知此事，直到2005年父親去世，
佩博的同父異母兄弟才知道自己的存在，「幸好我
們目前仍保持良好關係。」
佩博在回憶錄中還坦承，他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

是同性戀者，但遇上充滿「男子氣概」的妻子、靈長
類學科學家維吉倫特後，才發現自己是雙性戀，兩人
結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綜合報道

前諾獎得主私生子
遇「女漢子」妻始知雙性戀

童年迷上木乃伊 探索古埃及成跳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芮榕）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
究所分子古生物學實驗室主任、研
究員付巧妹，曾師從今屆諾貝爾生
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佩博，在德國的
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
獲得演化遺傳學博士學位。付巧妹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在她
的印象中，佩博將探尋「是什麼讓
我們成為人類」作為畢生目標，滿
懷熱情投入研究，讓他一步一步取
得今天的成就。
付巧妹指出，佩博的研究顯示尼

安德特人等古人類的基因遺傳至
今，依然影響着現代人類。這些基
因或讓部分人類更容易適應高海拔
環境，亦或與2型糖尿病有潛在關
聯，就連一些喜歡熬夜的「夜
貓」，都可能與遺傳的基因相關。
佩博研究的技術也不斷擴展至其他
學術領域，為動物馴化和部分疾病
的研究帶來啟發。

將科研視作一輩子事業
提及對佩博最深刻的印象，付巧

妹表示佩博即使在研究中遇到不少
障礙或樽頸，都會一點一滴嘗試攻
克難關，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保持激
情，不斷去接近目標。在付巧妹看
來，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佩博
將科研視作「一輩子的事業」，始
終能量充沛地投入其中。
付巧妹也回憶稱，佩博在生活中

熱愛運動，即使年屆六旬時，還會
每日雷打不動騎單車返回研究所。
她提及佩博也經常跑步鍛煉，即使
參加會議也會帶上跑鞋，形容他是
「非常親近自然的人」。

專訪港中大教授陳廷峰
進化遺傳學獲認可感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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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博
團隊改良古骨遺骸基

因測序技術，為研究人類進
化打開全新大門。資料圖片

◆付巧妹（右）在佩博建立的研究所
獲得演化遺傳學博士學位。

受訪者提供

◆佩博在其位
於德國萊比錫的進

化人類學研究所召開記者
會，慶祝奪得諾貝爾獎。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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