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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雄主北周武帝长什么样？此前，人们只能根据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进行合理想象。
而今，我国首次以科技考古方式复原古代帝王容貌，赋予历史以鲜活气息。

头戴帝冕、清瘦英武、不怒自威——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携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8日正式公布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头像“复原图”及相关考古成果。除了容貌复原，团队还破解了千年悬案，对死因进行了
一场迟来的法医鉴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李斯嘉

打磨科技利器 升级考古手段 解开千古之谜

北周武帝宇文邕生前面貌被复原

北周第三位皇帝北周武帝
宇文邕（公元543至578年）在位
期间，大举实行军政改革并统一
中国北方，为隋唐的大一统奠定
了基础。公元578年，亲征突厥
途中，年仅36岁的北周武帝突发
恶疾去世，对后续历史进程产生
深远影响，其族源、外貌长相及
死因一直备受学术界和民间爱
好者的关注。

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
究院文少卿团队、生命科学学院
金力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
队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取得重要
研究成果，对北周武帝死因作了
分析，并对其面貌进行了复原。

在研究中，团队以颅骨CT扫
描技术对武帝进行了初步面貌
复原。通过分析控制头发、皮肤
和瞳孔色素相关的基因位点后，

“我们可以推测出武帝是黑色头
发、黄色皮肤和棕色眼睛，符合
典型的东北亚、东亚人长相。”团
队成员介绍。

通过遗传学分析，团队发现，
武帝与古代契丹人、黑水靺鞨人
以及现代达斡尔人、蒙古人存在
最近的遗传关系，并估计武帝血
统有六成源于古代黑龙江流域的
东北亚人群，三成源于古代黄河
流域的农业人群。“武帝家族谱系
表明他的祖母王氏可能是北方汉
人，所以，武帝约三分之一的古代
黄河流域血统极可能是鲜卑与汉
族长期通婚的结果。”

整合分析已发表的鲜卑人
基因组数据后，团队还发现，鲜
卑人群至少有60%的主要血统来
源于黑龙江流域的古东北亚人
群，同时，不同地理区域的鲜卑
人内部存在一定的遗传差异，

“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鲜卑人在
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周边人群
长期通婚融合的结果。”这一发
现，为南北朝时期贵族之间“胡
汉融合”找到了直接证据。

研究团队对武帝进行了初步面貌复原。 受访者供图

破解悬置千年的谜案，非一
日之功可成，背后是团队一次又
一次的尝试与突破。

多年来，在考古工作者中口
口相传着一句话——“大墓不见
人骨”，由于大型墓地中氧气充
分，人骨更易腐败，因此往往保
存状况不佳。1994年，陕西考古
研究院对武帝孝陵进行抢救性
发掘，武帝及阿史那皇后伉俪遗
骨出土时，也面临着上述问题：
能提取到的DNA样本里，大部分
为土壤微生物 DNA，人的 DNA 占
比仅为千分之一，保存状况堪
忧。

2015年4月，受陕西考古研
究院委托，团队正式前往西安对
武帝及阿史那皇后遗骨进行采
样。考虑到保护武帝颅骨的完
整性，在采样时，团队没有选取
DNA 保存最好的颞骨和牙齿部
分，而是选择了肢骨断片，“在这
样的条件下，想从中获取DNA，并
成功完成后续测序和分析是很
有挑战性的。”经过6年的反复尝
试，运用传统的提取和建库方
法，配合探针富集技术，团队成
员终于在二者肢骨样本上获取
约10万个可用的基因位点。

2023年6月，团队对包括武
帝和阿史那皇后在内的核心贵
族阶层人类骨骼、关中地区平民
人类骨骼及家养动物骨骼进行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
公元6世纪都城长安（今陕西西
安）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饮食
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发现，武帝
的饮食生活方式可见受到了农牧
业混合经济的深刻影响，为进一
步了解中古时期中国核心地区的
民族大融合提供重要依据。

武帝的肢骨DNA样本的污染
率更高，其基因组的解密面临着
更曲折的道路，已获得的10万

个位点仅可满足基本的族源分
析，对于推测武帝的面貌特征和
死因而言则力有不逮。“碰到困
难，就说明我们的技术手段要升
级了。”文少卿说。

2023年9月，在新技术加持
下，团队终于再次在武帝肢骨样
本上获取了约 100 万个可用的
基因位点，较上次提高 10 倍。
这次结果，使得团队成功获取武
帝相貌复原的色素沉积相关位
点和疾病推断相关位点，并进一
步对武帝族源进行更精细的定
量分析。

自2015年首次进行遗骨采
样，近十年里，伴随着持续出现
的“卡脖子”问题，团队运用不断
打磨升级的科技考古利器，驱散
在武帝身上笼罩千年的死因迷
雾，揭示公元6世纪发生在都城
长安的民族融合证据，为后续解
读隋唐的大一统进程奠定基础。

在团队看来，这套由复旦人
研发的科技考古技术方案还为
通往更宏大的远景目标提供了
可靠路径。从考古应用层面而
言，新技术为获取大墓和南方出
土的挑战性骨骼样本乃至伴随
土样中的基因组提供了可能，从
法医应用层面来说，也为更多大
案、要案和难案的破获拓展了想
象空间。

“武帝的英年早逝虽然对历
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但无法中断
浩浩荡荡的大一统进程。”从武
帝研究出发，团队还将不断升
级技术方案，继续检测不同时
序和不同考古文化的古代样
本，持续梳理匈奴、突厥、鲜卑、
吐谷浑、粟特等三到九世纪北
方古族的遗传谱系，重现唐朝
大一统时代海纳百川的盛况，书
写中华民族的“大家
谱”。

据研究团队介绍，长期以
来，武帝的死因扑朔迷离，此前
主要通行两种说法：其一为死于
烈性疾病，其二为死于中毒。

通过对武帝遗骸股骨样本
中33种微量元素进行分析后，团
队发现：“体内砷的含量显著高
于同时期古代平民和贵族的平
均水平。人体中不同部位骨骼
反映了生前不同阶段的元素累
积过程，股骨反映的是十年以上
的代谢过程，说明这些元素是在
长期饮食中累积在骨骼中的。”
研究团队介绍。

在武帝生活的魏晋南北朝
时期，服用丹药是社会上层所崇
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以求
滋补长生。雄黄为硫砷化物矿
石，为当时著名丹药五石散的主
要原料。武帝遗骨中砷显著偏

高，可能是由于他服食了以雄
黄、礬石为主要成分的丹药。

据史料记载，公元575年至
578年四年间，武帝数次发病，生
病时“疠气内蒸，身疮外发（身体
内部的病症不断积累，在皮肤表
面爆发出来）”“身生癞疮，恶疾
而死（由于身体上长疮，生重病
而死）”，反映出其病痛以皮肤病
为代表特征。在研究团队看来，
这符合慢性砷中毒的病理表现。

“慢性砷中毒后，病人皮肤
上会出现弥漫性或局限性的色
素沉着和病变，并导致皮肤血
管发生变化，四肢出现疼痛和
红肿。”在武帝的股骨上，研究
团队发现了一块黑色色素沉着
区域，“可能是砷中毒后，局部
皮肤病变引起的骨髓坏死所导
致的。”

长相复原

“我们可以推测出武帝
是黑色头发、黄色皮肤和棕
色眼睛，符合典型的东北
亚、东亚人长相。”“武帝约
三分之一的古代黄河流域
血统极可能是鲜卑与汉族
长期通婚的结果。”

死因揭秘

“体内砷的含量显著高于同时期古代平民和贵族的
平均水平。股骨反应的是十年以上的代谢过程，说明这
些元素是在长期饮食中累积在骨骼中的。”“可能是砷中
毒后，局部皮肤病变引起的骨髓坏死所导致的。”

科技升级
“在这样的条件下，想从中获取DNA，并成功完成后

续测序和分析是很有挑战性的。”“碰到困难，就说明我
们的技术手段要升级了。”

“武帝的英年早逝虽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但无法中断

浩浩荡荡的大一统进程。”从武帝研究出发，团队还将不断升级

技术方案，书写中华民族的“大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