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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曹操或许不会想到，在他去

世的两千多年后能再次成为风
云人物，发现曹操墓的新闻赚足
了全球人的目光。为了平抚各
种质疑，2010 年 1 月 22 日，复旦
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发布一则征集令，面向全国
征集曹姓男性 DNA 样本，准备
用DNA技术来破解曹操墓的真
伪。目前，已有数百人报名，其
中河南人最多。除了接受志愿
者报名外，复旦大学还决定派人
前往可能存在曹操后人的地区
采集样本。有了大量的现代人
DNA 样本，就为研究的进一步
进行提供了条件。

晚报记者 袁帅

征集曹操后人进行DNA鉴定

2009年 12月 27日，经过权威部门
确认，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宣布，河南
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的东汉大墓，乃
曹操墓葬。

尽管如此，由于墓葬历经盗掘，曹
魏高陵到底是不是曹操墓？墓中遗骸
是不是曹操？各种争议不断。2010年1
月22日，复旦大学宣布了一个更为震惊
的消息：向全国征集曹姓男子，期望用
DNA以辨真伪。

这项研究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来做，他们还专门成
立了“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
究”课题组。

3月 24日，该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严
实博士告诉记者，主要是面向全国征集
曹姓男子的Y染色体，通过检测“曹”姓
男性的Y染色体类型，并进行归类，借助
序列比对的方式，推测曹操应有的Y染
色体特征，用DNA技术来解答曹操墓真
伪的问题。

所谓的Y染色体类型，主要是依照
Y染色体上的碱基对突变来归纳分类。
在人类基因组上，每传代17次碱基对会
产生一次突变，称为SNP突变，即单核苷
酸多态。氏族的男性成员的Y染色体中
都会有特定的 SNP突变信息，后代会将
其遗传下去。因此，从 SNP突变信息上
看，每个家族都会有各自的Y染色体类
型。

“人体内的其他染色体在传代过程
中会发生重新组合，而Y染色体是从父
系传下来的，世世代代都是这一段。”严
实解释说。

在过去的 5年里，复旦大学的这个
实验室已经搜集了 20 多万份现代人
的 DNA 样本。在由全球 15 个顶级分
子人类学实验室共同参与的“基因地
理”计划中，他们负责东亚和东南亚群
体调查。

“实验室期望能征集到大量的曹姓
男子Y染色体类型，进行测序分类。”严
实说。

事情的发展没有让研究人员失望。
“消息一发布，每天都有志愿者打电话或发邮

件，目前，已有几百人报名，说自己是曹操的后人，
愿意接受DNA鉴定。在报名者中，河南人在各省
份中人数最多。”严实告诉记者，他们已经采集了
35个曹氏DNA样本。

此外，该实验室在已有的基因检测数据库中，
找到了 48位曹姓男性的Y染色体。他们比较发
现，中原地区的曹姓男子很有规律可循。可以推
断的是，同一类型Y染色体的曹姓男子，应该是同
一个家族的后裔或者支系。

复旦大学宣传部向记者提供了其中的一份志
愿者名单，共 88人，其中，河南籍曹姓男子 16人，
其次是安徽、江浙、山东、东北、江西等地的人士。
记者电话联系了其中的多人。

来自河南洛阳的曹强说，他父亲是搞传统文
化研究的，十分重视家谱、家族的概念，从小就教
育他，做人不能忘本，要有寻根意识，“从我记事
起，父亲就对我说，我们是曹操的后人，家谱上有
曹睿的名字”。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见过父亲说的
家谱。“家谱很复杂，我也不懂，所以就没看过。”曹
强解释说。

来自河南开封通许县的曹建军则表示，他所
在的村子绝大部分人家都姓曹，听老人说，他们都

是曹植的后人，原来，村里有一块石碑记录着他们
和曹操的关系，后来，石碑被砸毁了。“也有家谱，
但通过家谱查找，没有发现和曹操的直接关系，所
以，也想借这个机会求证一下。”

安阳的曹宏伟说，他爷爷保存有十几本古族
谱，其中一本上有“魏武王”字样，“魏武王不就是
曹操吗，所以，我想应该是曹操的后代”。

与别人不同，周口的曹新生既没有见过家谱，
也没有听长辈说过与曹操的关系，只是单纯因为
姓曹。“我就想报名检测一下，是不是和曹操有关
系。”曹新生的想法也很单纯。

曹振强来自江西南昌进贤县，他说，他的祖辈
是从山东迁至江西的，在爷爷给他的家谱中，有曹
操、曹植的名字。此外，他居住的村子有一牌楼，
其上书写着“八斗世家”的字迹。因为曹植有“七
步之诗，八斗之才”美誉，因此他自认与曹操有渊
源，是曹操后裔的可能性极大。

曹相伟祖籍浙江嘉兴，小时候随父亲移居上
海，“父亲告诉我，我们是曹髦的后代，说实话，之
前我并不知道曹髦是谁，曹操墓的事情引起关注
后，我专门查找资料，发现曹髦是曹丕的孙子”。
曹相伟说，他已到复旦大学提取过DNA样本，“期
待结果早点出来。”

记者联系其他报名者，说法也都大致相同。

“不管谁报名，我们都欢迎，都是对我们研究
的支持和贡献。”严实说。

报名者分散在全国各地，全部到我们复旦大
学参与检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复旦大学除了
继续等待志愿者报名，也主动确定了采集DNA样
本的重点区域。这项工作主要由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昇负责。

韩昇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已知的曹氏族谱有
275件，上海图书馆收藏了 118件，课题组中的历
史学研究者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对这 118件族谱
进行了全面查阅和筛选，整理出了有价值的部分。

“通过族谱的调查，可发现曹操后裔可能出现
的区域，以及历史上曹操后裔可能迁移的路线。”
韩昇表示，通过对家谱的研究，课题组将重点关注
两大区域：一是曹操政权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曹氏

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包括古代沛郡周围，即目前江
苏北部、安徽的一部分、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些地
区；二是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根据族
谱，这些地区是曹氏的迁徙地。

“从族谱反映的迁徙情况看，现代曹氏在浙江
绍兴、上虞、余姚、京华，安徽晋县、涉县、东阳、潮
汕，湖南益阳、长沙及上海较多。”韩昇表示，这些
地区将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地方。

曹操一族可上溯至西汉名将曹参，他是江苏
沛郡人，刘邦、曹参、夏侯氏等军功集团在两汉时
期始终居于此地。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大族南
迁至长江流域，曹氏家族亦在长江一带分为几堂。

“族谱上得出的曹氏后裔分布图，同历史走向
大致吻合。”韩昇表示，课题组近期将会派专人下
往各地进行采样。

DNA曹操不存在技术问题

严实主要负责现代人DNA的采样和检
测，他采集血液样本后，会被储存到零下 80
摄氏度的冷冻柜里。从血液样本中进一步提
取出DNA样本后，将封存在零下25摄氏度的
大冰箱里。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外
的走廊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十几台冰箱。“冰
箱里存放的都是现代人DNA样本。”严实说。

通过对Y染色体全测序，实验室能够从
现代人样本中找到曹操后人基因突变的共同
点。这些位点与其他姓氏截然不同，即便是
同为曹姓，如果并非这一支曹氏后人，Y染色
体序列中也并不存在相同的突变。

古人的DNA检测方法，则与现代人有所
不同。由于样本稀少、提取不易，为严格防止
污染，古人类DNA样本提取的实验室与现代
人实验室甚至不能设立在同一栋楼内。

要进入提取古DNA的实验室，实验人员
需先在一个密闭房间内更衣、风淋和灭菌，以
尽量减少外界干扰。随后，在 5个分别独立
的小房间内，他们要完成人骨清理、骨粉提
取、DNA抽提、样本密封和DNA扩增等步骤。

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复旦大学生命遗传
学专家李辉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年代久远，古
人骨DNA中的Y染色体序列大多已经残破
不堪，他的工作是找到那些特定的突变位点，
如果与当代人DNA的突变位点相符，就能确
定墓中人骨为曹姓人。

从历史学角度看，此次的墓葬规格之高
也符合曹操身份；从考古学角度看，墓葬的年
代与曹操卒年大致相符，墓主死亡时大约 60
岁，这也和曹操死于66岁的记载出入不大。

一旦古DNA测定确认墓中骸骨为曹氏，
3个证据互相交叉，就能得出最后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技术只能测定骨
骼是姓曹，不能确定是曹操。这个不用担心，
曹姓的另一个人躺在这个墓里面是什么意
思？所以，他只能是曹操。”李辉说。

DNA鉴定究竟如何确定哪些报名者是
曹操真正后人？两千多年前的头盖骨还能
否成功提取DNA样本？历史上关于曹操的
各种传说，到底是真是假？请继续关注明日
报道。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报名者河南籍人士居多

采样地点已基本确定

DNDNA测曹操，报名者河南人最多
江苏北部、河南山东交界处等地被确定为采集DNA样本重点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