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 卷 第 5期
1 9 9 5年 1 0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A

e t a U n iv
.

A g r ie
.

B o r e a
l i
一 o e e id

e n t a l i s
V

o l
.

2 3 N o
.

5

O
e t

.

1 9 9 5

南亚小型马近缘关系的研究

侯文通 孙 超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

,

陕西杨陵 71 21 0 0)

摘 要 通过血液蛋白质多态型的遗传学分析和历史学的考证
.

认为南亚小型马与中国

西南马有着近缘关系
。

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开通
,

为中国西南马的扩延创造了必

要的条件
。

尼泊尔小型马的来源与藏马有关
,

但它也可能混有中国西南马的血液
。

关键词 遗传学分析
,

马种来源
,

南亚小型马
,

中国西南马
,

血液蛋白多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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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南亚马种作为世界马种遗传资源的一部分
,

受到家畜遗传资源专家的密切注意
。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

日本学者先后深入孟加拉
、

尼泊尔和印度南部
,

对这里的小型马作了

血液蛋白多态位点的检测
,

判断它们与中国马种关系密切
。

对此论点
,

我们收集了国内外

一些小型马种资料
,

进行遗传学分析
,

并从民族学
、

语言学
、

宗教学和历史学的角度
,

对南

亚马种的来源及近缘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

1 遗传学分析

笔者收集了贵州小型马
、

中型马
仁̀ 〕 ;
泰国

、

雪特兰
、

海克尼小型马
,

阿拉伯马
〔 2

一

; 孟加

拉
、

尼泊尔小型马和印度南部的迈索尔小型马
「,

,

`二
等 9 个马种 3 个血液蛋白多态位点的基

因频率
。

见表 1
.

表 1 A L b
,

T f
,

sE 位点基因频率分布

品种 (类型 )

贵州矮马
(
n = 14 )

贵州中型马
(
” = 4 4 )

泰国小型马
(
n = 10 3 )

孟加拉小型马
(
月 = 6 1 )

尼泊尔小型马
(
月 = 19 )

迈索尔小型马
(
” = 19 )

雪特兰小型马
(
月 = 32 )

海克尼小型马
(
” = 1 3)

A L b
代号

T f

A B C D E

E s

A B C DA B A B C D E A B C D

0
.

4 4 2 9 0
.

5 57 1 0
.

11 43 0
.

6 00 0 0
.

08 5 7 0
.

10 00 0
.

100 0 0
.

320 5 0
.

4 48 7 0
.

2 30 8

0
.

3 52 9 0
.

64 7 1 0
.

13 23 0
.

4 70 6 0
.

08 82 0
.

12 50 0
.

140 6 0
.

3 52 9 0
.

4 55 9 0
.

1 9 12

0
.

3 30 1 0
.

66 99 0
.

174 8 0
.

5 82 5 0
.

06 3 1 0
.

1 165 0
.

0 6 31 0
.

3 68 3 0
.

6 1 17 0

0
.

4 344 0
.

56 56 0
.

155 7 0
.

5 4 10 0
.

04 92 0
.

14 75 0
.

10 66 0
.

2 78 7 0
.

7 2 13 0

CAhgQQTB

N P

M y

0
.

54 90

0
.

4 73 7

0
.

45 10 0
.

254 9 0
.

5 29 4 0
.

0 5 88 0
.

03 , 2 0
.

117 7 0
.

3 72 6 0
.

58 82 0
.

0 392

0
.

526 3 0
.

2 63 2 0
.

36 84 0
。

13 16 0
.

0了8 9 0
.

1 57 9 0
.

2 368 0
.

76 32 0

0
.

17 19 0
.

8 28 1 0
.

0 938 0
.

37 50 0 0
.

1 40 6 0
.

3 90 6 0
.

26 56 0
.

了3 44 0

H 0
.

730 8 0
.

2 69 2 0
.

1538 0
.

53 85 0 0
.

30 7 7 0
.

03 85 0
.

92 30 0
.

0 38 5

阿拉伯马
(
. = 102 )

A 0 29 4 l 0
.

70 5 9 0
.

28 43 0
.

50 49 0
.

0 8 34 0
.

0 68 6 0
.

0 58 8 0
.

l 0 78 0
.

87 75 0
.

0 l 4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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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1 所列马种的基因频率
,

计算 出标准遗传距离 ( D )和模糊相似系数 ( R )( 见表 2 )
,

再

以最大距离法模糊聚类 (如附图 )
。

表 2 标准遗传距离和模糊相似系数

品种 (类 型 )

代号
Q A Q C B g N P M y 5 H A

1

0
。

9 8 4 7

0
.

0 1 53 0
。

0 4 0 4 0
.

0 4 9 6 0
.

04 2 7 0
.

0 9 4 7 0
.

15 0 8 0
.

1 8 2 9 0
.

1 1 7 3

0
。

0 2 6 6 0
.

0 4 7 0 0
.

05 6 7 0
.

0 7 9 8 0
.

0 8 6 4 0
.

2 3 0 9 0
.

0 9 6 2

0
。

9 7 3 4

0
.

9 7 3 4

0
.

9 7 3 4 1 0
.

0 17 5 0
.

04 1 1 0
.

0 5 5 5 0
.

0 7 9 0 0
。

1 9 8 6 0
.

1 5 2 8

0
。

9 7 3 4 0
.

9 8 2 5 1 0
.

0 26 7 0
.

0 2 1 7 0
.

0 8 3 9 0
.

1 0 0 1 0
.

0 3 5 4

0
.

9 7 3 3 0
.

9 7 3 3 0
.

9 7 3 3 0
.

9 73 3 0
.

0 3 5 0 0
.

16 0 2 0
.

0 9 8 9 0
.

0 9 2 4

0
.

97 3 4 0
.

9 7 3 4 0
.

9 7 8 3 0
.

9 78 3 0
.

9 73 3 1 0
.

0 9 6 0 0
.

0 9 8 4 0 , 0 3 5 8

QAQChT兔哪My

5 0
.

9 22 8 0
.

9 2 2 8 0
.

9 2 2 8 0
.

9 22 8 0
.

92 2 8 0
.

9 2 2 8 1 0
.

0 7 2 0 0
.

0 7 1 2

H 0
.

9 22 8 0
.

9 2 2 8 0
.

9 2 2 8 0
.

9 2 2 8 0
.

9 22 8 0
.

9 2 2 8 0
.

9 2 8 0 1 0
.

1 4 3 0

A 0
.

9 64 6 0
.

9 6 4 6 0
.

9 6 4 6 0
.

9 6 4 6 0
.

96 4 6 0
.

96 4 6 0
.

9 2 2 8 0
.

9 2 2 8 1

聚类的顺序不仅能反映马种间起源和生态因子相似性的关系
,

而且也可以反映品种

间的某些交流
。

如附图所示
,

中国西南马 (贵州马 )
、

东南亚小型马 (泰国马 )
、

南亚小型

马 (孟加拉马
、

迈索尔马和尼泊尔马 )在 R ~ 0
.

9 7 3 2 6 时均聚为一类
,

表明它 们有着相对

较近的遗传关系
;而与中亚的阿拉伯马和西欧的雪特兰

、

海克尼小型马的遗传关系则相对

较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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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相似系数模糊聚类图

2 南亚马种来源有关史料的分析

2
.

1 南亚次大陆民族分布的形成

南亚次大陆 (古印度 )有着 5 0 0 0年的悠久历史
,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

远在

4 0 0 0 年以前
,

第三青铜 时代的文明就在印度河及其支流 (旁遮 普河 ) 所泛滥过的平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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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j 5 [
,

哈拉帕 ( H a r a p aP )文化表 明
,

当时农民主要种植小麦
、

大麦等作物和栽培棉花
,

饲养

着牛
、

羊
、

猪
、

鸡等家畜 s[]
。

其土著居 民肤色较黑
,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们为达罗毗茶语系

人的祖先
。

约在公元前 20 世纪的中叶
,

属 印欧语系的一些部落 (曾称为雅利安人 )
,

从中亚高原

南下
,

经次大陆西北部 山口
,

进入了古印度 6j[
,

他们长驱直入
,

战胜了北部皮肤较黑的原始

居民
,

并以种姓制度维护其统治
。

土著的达罗毗茶人
,

一部分被同化
,

一部分南迁
,

被迫沦

为低的种姓和
“
不可接触

”

的贱民
。

次大陆除近代遭受葡
、

法入侵和英国殖民统治外
,

在古代和中世纪也数次遭受过外族

的入侵
,

对北方 民族的构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

其中重要的有
:

公元前 47 0 年左右的

波斯人
,

公元 1世纪大月氏人和公元 5~ 6 世纪的突厥人
、 “

厌哒人 ( 白匈奴 )
。

永久性征服和

定居的只有大月氏人
,

他们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朝 (约达 40 0 年 )
,

统治着包括印度河和恒

河流域广大的北印度
,

其民族最终被融进次大陆印欧语系各族 中去
。

另在公元 8 世纪
,

阿

拉伯人的入侵带来了伊斯兰教
; 13 ~ 15 世纪阿富汗人 (普什图人 )也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以

德里苏丹为统称的三个伊斯兰王朝 s[,
`

· 。〕 ,

这对原有的宗教和民族产生了冲击
.

现今南亚各国
,

以印欧语系为主
,

其中以印度语族的民族居多
。

如印度的兴都斯坦人
、

拉贾斯坦人
、

马拉他人
、

孟加拉人
、

奥里亚人
、

阿萨姆人
、

古吉特拉人
、

比哈尔人
、

旁遮普人
,

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
,

尼泊尔的廓尔喀人
,

巴基斯坦的旁遮普人
、

信德人等
。

稗路支人和普

图什人与阿富汗相邻
,

均为伊朗语族
,

克什米尔人则又属古老的达尔德语族
。

南迁的达罗毗茶人
,

被德干高原阻隔
,

历史上受北方影响较小
,

属于这一语系的民族

有泰卢固人
、

泰米尔 气 (少数在斯里兰卡 )
、

坎纳达人
、

马拉雅拉姆人和托达人等
。

在巴基斯

坦境内的布拉灰人
,

现人数已不多
,

有的已被稗路支人同化
。

次大陆的北部
,

毗邻我国西藏的尼泊尔
、

不丹
、

锡金诸国和印度阿萨姆邦
,

这里居住的

不丹人
、

锡金人
、

菩提亚人
、

雷布查人
、

尼瓦尔人和那加人
,

都与藏族有着渊远的族缘关系
,

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

印度的中部至今还有一些属于南亚语系的古老居民
,

如桑塔尔和扣达人
,

他们人数不

多
,

社会发展迟缓
,

现在仍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川
。

除上述伊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民族从西方和北方迁徙次大陆外
,

需要提及的是
,

大约

在公元 8 世纪大傣族或惮族的一部分
,

也曾西迁至东印度
,

致使阿萨姆邦的阿萨姆人含有

缅甸禅族人的血液川
,

但从语言学上
,

他们仍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语族
。

2
.

2 南亚次大陆北部马种的来源

南亚次大陆气候炎热
、

潮湿
,

不是家马的起源地
,

家马均从域外进入
。

晚期哈拉帕遗址

中虽发现了马骨
,

但仍无法确知原始的人类是否已知将马役用
仁6二。

远古的雅利安人来自中

亚
,

那里是世界上重要的马匹起源和驯化地
,

马匹和骑乘技术 (无鞍 )无疑也会随雅利安人

的入侵带到印度
。

《梨俱吠陀 》不仅描绘了雅利安人同达塞人的战斗
,

并明确记载了散巴腊

杀败迪伏达萨以后
,

曾奖励他祭司腊德伐贾
“
马 10 匹

、

财物 10 箱
、

衣 10 袋
、

黄金 10 块
” 。

以后
,

佛教的典籍也叙述了公元前 6一 5 世纪
,

尼泊尔王子释迎牟尼趁妻儿酣睡时
,

骑上爱

马捷陆和驭者车匿离宫出走的史实
,

同时在石刻上也描绘 了他悄悄离家的情景
,

甚至把四

天王捧持马蹄的形象也刻画出来
。

版图宏大
,

曾含次大陆西部
、

北部的阿基梅尼德王朝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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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 前 22 3 年 )建都苏萨 (今伊朗西南 )后
,

开通了四通八达的大路
,

散设 了每隔 4 帕拉即

有的皇家异站
,

这时的马匹已作为帝国快捷的通讯工具
。

公元前 3世纪亚历山大
·

马其顿

(罗马帝国 ) 入侵古印度
,

防御阿里加伊昂的当地人
,

拥有 2 万骑兵
,

3 万多步兵和 30 头

象
,

进行英勇抵抗
,

虽该城终被攻克
,

却反映了这时的骑兵在军事上 已有相当规模 r8j
。

大月

氏人公元前 1 25 年左右占领了大夏
,

其北部的属地就在阿姆河
、

锡尔河一带
,

这里畜牧业

很发达
,

特别是养马业
,

已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产马盛地
。

公元 1 世纪上半叶大月氏人又南

下占领了北印度
,

建立了贵霜王朝 .[]
,

这是古代的印度接受中亚 马种影响更为深远的一

次
。

由上述这些史料
,

我们不难看出次大陆的西部和印度河
、

恒河上中游地区
,

中型马种

的来源基本上来自中亚
.

2
.

3 南亚次大陆东部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型马的来源

汉朝张赛出使大夏
,

在当地发现了蜀布和邓竹杖
,

从而了解到
“
蜀身毒道

”
的存在

。

这

一现称为
“
西南丝绸之路

”

的贸易通道
,

据史学家考证
,

应始于公元前 8一 3 世纪的春秋战

国时期
,

是由部落间的交往连接而成
。

它由巴蜀经云南永昌郡
,

过上缅甸
,

到印度
,

还可达

中亚
、

欧洲和非洲
。

马匹作为崇山峻岭中这条古道的主要运输工具
,

起到了沟通 中印两国

古老的社会文明和增强经济
、

文化联系的重要作用
〔 ,三。

史载
,

汉时西南的哀牢地区就有身毒 (印度 ) 人的存在图
; 张衡 在其 《西京赋 》中

,

也谈

及外国马戏与魔术的表演
,

从
“

都卢寻核
”

与
“

水人弄蛇
”
二语来看

,

当时马戏班中不仅有南

洋群岛人
,

而且也有印度人参加
。

盖
“

都卢
”

为南洋之国名
,

弄蛇则为印度人的把戏
〔” 二。

唐

代的南诏政权与天竺
、

镖国
、

中印半岛诸国
,

以至波斯
、

大秦都有着较为密切 的贸易往

来 10[ 〕
.

尤其是元代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记述
“
云南省及广西高地产键马

,

躯小而

捷
,

贩售印度
”

的史实
,

更确切地证实了次大陆东部小型马与我国西南马久 已存在渊源关

系
。

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
、

不丹
、

锡金诸国
,

与我国西藏相邻
,

不少 民族与藏族的族缘

关系极为密切
,

自古以来相互间交往频繁
,

适宜于高原 山地的藏马
,

流传至这些国家亦属

必然
。

然而这些国家与孟加拉国邻接
,

当地的小型马除受藏马直接影响外
,

也会接受西南

丝绸之路东来的西南马一些影响
。

藏族和西南地区的主体养马 民族 (彝族
、

纳西族
、

白族等 )都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

族
,

均源于古羌人 (白族虽有争论
,

但学术界多数人认为
,

源于古羌人可能性更大些 )
。

古代

氏羌人南下及其后裔的迁徙和扩展
,

随之带去河
、

徨间古
“

青海马
” ,

经数千年 自然进化和

人工选育
,

渐渐形成了藏马和各地的西南马
。

由此得出藏马和西南马来源一致
,

应为近缘
。

2
.

4 印度南部山地马种的来源

西南丝绸之路的支线
,

即由滇
、

缅通道
,

经今缅 甸南部港 口出海
,

至印度半岛南部各港

口
,

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

1 9 8 6 年成都北部的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 3 0 0 0年前的古遗

址
,

出土了大量齿贝
,

经古生物学家鉴定
,

这类海 贝仅产于印度
、

缅甸一带温暖的海域中
。

作为货币
,

贝币取代了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
。

在印度的南部以泰米尔人为代表的达罗毗茶

语系的各族人民
,

自古以来主要从事农业和海上捕鱼
,

善于利用季风航海和海上贸易
,

至

今他们的人种还分布在斯里兰卡
、

马来西业和南非
〔 , 〕 。

《太平御览 》卷 35 9 载
, “
加营国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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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小型马近缘关系的研究 2,

马
,

月氏贾人常以船载马到加营国
” 。

考证认为加营即印度尼西业苏门塔腊东南沿海一商

业中心
,

月氏贾人可能即印度商人
.

这条史料说明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间利用季风
、

洋

流用船运马的可能性
。

印度南部多山地
,

西南马作为役畜很适宜当地的生态条件
,

因而西

南马除经陆上西南丝绸之路贩运至此外
,

海上丝绸之路亦应视其来源的重要通道
.

3 结 语

无论从遗传学分析
,

还是 民族迁徙
、

交往的史料记载
,

南亚小型马应中国西南马的扩

延
,

它们属于近缘
.

尼泊尔小型马主要受藏马影响
,

可能有的含一些西南马血液
。

次大陆

中型马从历史看
,

与中亚马种渊源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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