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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年前
古人就会使用指纹？

探秘“仰韶指纹”：

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

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指

纹”，近日被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

化与人类起源实验室列为重点研究

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仰韶文化研

究中心研究员、渑池县仰韶文化博物

馆副馆长杨拴朝说：“如果研究确认

这些指纹是古人有意为之，将至少让

人类使用指纹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0年。”

古代的人们常认为复杂的天气变化是由“神仙”

一手掌控的，因此遇到天旱天气常举行祈雨仪式。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人类掌握了足够丰富的气

象学知识，不仅可以及时预报天气，还能采用人工手

段影响天气。

人工增雨

人工增雨就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人工影响天气的

类型，在有利于降水的天气条件下，采取人工干预的方

法，在自然降雨之外再增加部分降雨的一种科学手

段。人工降雨是很有意义的举措，可以有效地进行农

业抗旱，解决人畜用水以及森林防火，同时也合理开发

和利用了空中云水资源。它的原理是根据空中云的性

质、高度、厚度、浓度、范围等，向云体播散致冷剂、结晶

剂、吸湿剂和水雾等，以增加云中冰晶浓度，弥补云中

凝结核的不足，加强云中碰并活动，促使云滴增大，改

变云滴的大小、分布和性质，加速雨滴的生长过程，从

而达到增加降水的目的。

人工消云减雨

除了通过人工手段增加降水，也有人工消云减

雨。某种意义上，这种形式是人工增雨的扩展和延

伸，通过在降水云团的上游地区实施大范围、大规

模、超常规的人工增雨作业，使天气系统的能量加速

扩散，同时使空中水滴快速形成，让移进目标区的降

水云团提前降雨；或者在目标区的上风方地区，往云

层里超量播撒冰核，使云中无法形成足够大的雨滴，

阻止和延缓强降水。

人工防雹

冰雹灾害是我国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具有形成

和发展快、雹粒动能大等特点，往往给农业生产、建筑、

电力、交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作为冰

雹防御的重要手段之一，人工防雹作业可以有效避免

和减轻冰雹灾害，对防灾减灾有着积极作用。人工防

雹即采用人工方法对一个地区可能产生冰雹的云层施

加影响，使云中冰雹胚胎不能发展成冰雹，或者使小冰

粒在变成冰雹前就降落到地面。人工防雹的常见方法

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高射炮或火箭发射架向空中冰

雹云中发射含有碘化银的炮弹，产生过量的人工冰核，

通过“争食”云中的过冷水来达到防雹目的。二是飞机

直接飞入云中，在云中适合的部位播撒碘化银等催化

剂，增加云中的冰晶，产生过量人工冰核。

人工消雾

雾是接近地面的云，主要分为冷雾、暖雾和冰雾。

针对不同类型的雾，人工消除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消

冷雾主要是向雾中播撒碘化银成冰剂或者干冰、液氮、

丙烷等制冷剂，由此产生大量冰晶，使其迅速增长沉

降，降低雾的浓度。消暖雾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在雾

中播撒氯化钙溶液和盐粉等吸湿剂，以形成沉降物，从

而降低雾的浓度；二是向雾区喷射高温气体，以加热蒸

发雾滴；三是用螺旋桨搅动，使上下干湿空气混合，消

除雾气。消冰雾原则上也使用加热法。

总的来说，人工影响天气是指在一定的时机和条

件下，通过人工催化等技术手段，对局部区域内大气中

的物理过程施加影响，使其发生某种变化，从而达到减

轻或避免气象灾害的一种科技手段。 （程方洁）

我们能控制天气吗?
“解锁”人工影响天气

据悉，“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

实验室将运用高精度CT扫描、3D复原、激光切片等前

沿技术，开展仰韶指纹的三维成像研究，重建指纹的三

维特征。”杨拴朝说，根据相关科研进展，将适时开展仰

韶指纹标本层位的C14测年工作。

杨拴朝说，这些样本的研究对各个学术领域都将有

深远影响：在法医人类学方面，对这些指纹样本大小形

态的研究，可以分析制陶工匠的年龄结构、性别组成；在

纹样演变研究方面，结合对仰韶文化时期制陶研究成

果，可实证推演指纹在陶器上从制陶无意留痕，到本真

实态有意留痕装饰，再向指纹装饰纹样演变的脉络；在

生物遗传学方面，这些实物遗存，在人类指纹遗传学、民

族肤纹学等领域，给人类指纹遗传演变、部族迁徙的研

究提供了鲜活的标本；并且这枚仰韶先民清晰指纹的发

现，对指纹学在科技考古领域的应用和研究有一定地推

动作用。 （乔地）

今年1月15日，杨拴朝携带这枚完美样本和一些同

时期、同类型，且包含指纹的陶器残片，前往海口市拜访

了我国著名指纹学家、中国刑事现场统计研究会副会长

刘少聪教授。

经分析鉴定，以刘少聪为首的专家团队一致认为，

这枚鋬耳上的指纹是一名20—30岁古代男性右手大拇

指按压的指纹。

杨拴朝告诉记者，陶器上指纹留痕是常见的。

1978 年，公安部 126 所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

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指纹印痕。“但这些指纹大多是无

意留下的，或是指纹的局部，或细小模糊不清，即使

有较完整的，也不是立体的，同时也不在特定的位

置。”

而最新发现的鋬耳上的指纹，很可能是陶工有

意为之。杨拴朝说：“鋬耳制作时多采用裹布摁压的

方式，这样的工艺一是为了美观，二是防止陶泥粘

连。在鋬耳上直接横向加摁指印的工艺，必须控制

好摁制时间，否则会损坏胚体，费工耗时。所以这种

‘按指为印’的制陶方法，与实用无关，很可能是古人

特意按制的记号。”

这枚仰韶指纹陶模，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

已5000多年。杨拴朝说，在仰韶文化之前，无论是岩画

上的手印，还是自陶器诞生后，上面有意或无意遗留的

指纹，很难证明先民是特意为之。

“但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古人以‘按指为印’的

制陶方式留下的清晰指纹，再结合彩陶上的指印纹饰，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期，古人确实是在使用指纹。”

杨拴朝说。

去年10月31日，杨拴朝像往常一样来到位于渑池

县西南方的西河南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巡视调查工

作。在调查其中一个灰坑时，发现了一枚仰韶时期的陶

缸残片，残片上残留着一个造型规整、圆润细腻的鋬(注

音：pán)耳(陶缸上的装饰附件)，在鋬耳上的横向凹窝

内留有一枚指纹。

这枚陶器残片形状不规则，最长处 10 厘米，有

一个 2.5 厘米×3.5 厘米的鋬耳。在鋬耳上的横向凹

窝内留有一枚 1.7 厘米×2.1 厘米完整清晰的指纹。

指印摁制一气呵成，独立完整，乳突线纹无丝毫挪动

迹象。杨拴朝认为，这形成了一枚仰韶时代居民完

美的指纹陶模。而在此之前，他在此处还发现了一

个陶器残片上的鋬耳上面同样留有一枚先人的指

纹。

5000多年前的指纹被发现

指纹中蕴含着怎样的信息

发现小指纹的大意义

▲渑池县发现的仰韶先民完整清晰指纹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