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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一木皆可成色 现代织物重拾“草木染”2

十万年前爱美的人类
就学会用矿石染色了1

在古人类向现代人演化的过程中，
色彩运用是重要标志之一，它关乎审
美，代表着人类开始向精神世界探求。
一些墓葬、遗址出土的织物，更是让人们
亲眼见识了古代服饰的华美。比如，长
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袍面
鲜艳，有朱红、粉白、墨黑、银灰、冷灰和
暖灰等颜色。还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
一批唐代丝织物做过色谱分析，竟找到
了 24种颜色。

“可以说汉唐时期，染料使用的品
种最丰富。宋元之后，染料的种类逐渐
减少，但是，由于染匠已掌握了套染和
媒染方法，仅用不到 10 种染料，就能得
到同一色相不同纯度的颜色。”中国丝
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剑介绍，天然染
料主要包括动物染料、植物染料及矿物
染料等。

在人类社会形成早期，爱美的祖先
主要靠矿石给衣服染色。大约 10 万年
前，南非布隆伯斯洞穴中，就出现了储存
赭石的鲍螺壳。2.5万年前，中国山顶洞
人的穴居地也发现有赭石的遗存，用来
给兽牙、鱼骨和贝壳着色。此后，矿物颜
料被广泛应用于岩画、祭祀、墓葬等社会
活动。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在泥河
湾发现距今 4.1 万年前至 3.9 万年前的
下马碑遗址，在这个仅有 12 平方米大
的主文化层里，有一处红色的富集赤铁
矿的染色区，4 万年前的古人会用这些
颜料来做什么？“可能是化妆、文身、装
饰，也可能用来画岩画、进行皮革加工
等，古人的爱美之心并不比我们差。”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王法岗介绍。

在《考工记·钟氏》中，也曾记述用丹
涂染羽毛，丹即朱砂。在宝鸡茹家庄西周
墓出土的麻布上，也有用朱砂涂染的痕
迹。由于朱砂颜色红赤纯正，一直到西
汉，它都是涂染贵重衣料的颜料。除了染
红色的朱砂、赭石外，其他天然矿物颜料，
还有用来染白的绢云母，染黄的石黄，染
绿的石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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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矿物染色，我们祖先还使用天
然的植物染料给纺织物染色，称为“草木
染”。我国目前可知最早的染料植物是西
茜草，曾大量用于 3500年前至 4000年前
新疆罗布泊地区毛织物的染色。

古人用于染色的植物种类繁多，一
草一木皆可成色，红色染料有红花、苏木、

茜草等；黄色染料有槐米、黄檗、黄栌、栀
子等；黑色染料有五倍子、橡碗子等；蓝色
染料来源于含靛植物如马蓝、蓼蓝、菘蓝
等；紫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核桃皮。

草木染并不复杂，烧一锅热水，将植
物染料丢入，等一两个小时，过滤掉染料
留下染液，浸入布料后再煮一段时间，便
可得到鲜艳的色彩。天青、茶褐、藕色、月
白、秋香、银红……一个个灵动的名称，见
证了“草木染”曾经的辉煌。这些草木多
为中药材，更呵护了古人的健康。

直接染色、媒染、复染、套染……一
种植物并非只能染出一种颜色，明代的
《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红花染的方法，
改变红花的用量，可以得到大红、银红、
桃红、水红、木红。两种不同的染料套
染，也能得到新色，如靛蓝和苏木“杂
交”，就能调出葡萄青色。古人常用的媒
染剂主要有明矾、绿矾、胆矾等，大大提高
了上色率。

茶染、莲子壳染、红花染、槐花染……草
木染取法自然，色泽虽不及化学染料艳

丽，但胜在典雅柔和，而且无毒、无害、可
降解。遗憾的是，到了清末，欧洲的合成
染料进入中国，传承数千年的植物染色工
艺日趋衰落。目前，随着人们崇尚自然及
健康意识的提高，许多学者正在研究植物
染料的提取和染色新方法。

天然靛蓝是最古老的健康染料之
一。在云南大理周城，白族人家都会用靛
蓝做扎染。大理市蓝续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翰敏介绍，目前他们已制作出
50多种色卡，不仅能染蓝色，还可以染红
色、黄色。除了常见的棉麻面料，他们还
把丝绸、毛绒、羊绒纳入植物染色范畴，做
出新面料，形成了新的扎染技术。

如今，现代植物染色技术可以做出
上千种颜色，进行工业化大批量生产。为
解决内衣化学染料存在的健康问题，技术
人员还开发出一款“解闷裤”，采用抗菌的
亚麻做成内衣，从红花中提取色素点染女
士内衣，用板蓝根提取的颜色印染男士内
衣，既达到了化工染料的色牢度，也保护
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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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显示，目前市场上女士内衣

抽查合格率仅为70%，不合格产品主要

集中在耐汗渍色牢度达不到国家标准，

所含化学染料可能对人体致敏、致癌。

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品牌返璞归真，

倾向于使用天然染料。不少人疑惑，在

没有化学染料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生

产出五彩霓裳的？

在天然染料中，除了矿物和植物,
还有动物染料，主要有虫胶、贝紫、胭脂
虫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推罗紫”，这
是古代最宝贵的染料，曾经风靡整个地
中海，成为古罗马最高权力的象征，价
比黄金。

这种珍稀的紫色动物染料，来自红
口岩螺和染料骨螺，据说是古代腓尼基
人所发现的。海螺在捕捉猎物或遇到
危险时，颈部附近的鳃下腺，会分泌出
黏液来麻痹对手。发白的黏液在空气
中氧化发臭，会逐渐变色：先是黄色、绿
色、蓝色，最后才能得到美丽的紫色。

这种染料浓郁耐久，被视为“神赐
之色”。紫色提取不易，一只海螺只能
贡献一滴原液，上万只海螺才能提取出
1克纯净的“推罗紫”。至今，仍有成堆
的螺壳遗迹散布在推罗港沿海。

可惜的是，推罗紫的制造技术已经
失传，我们只能从古罗马人的记载中，
寻找海螺鳃下腺变为高级染料的方法。

捕捞这些海螺有特定的时令，最好
的打捞季节是春天之前，这时海螺长得
最大、最新鲜。取出的腺体要加入一定
量的盐，浸放不要超过 3天。在锡制容
器内熬煮海螺，要不时除去上层的浮
沫，撇掉螺肉和连在肉上的腺体。大概
到第 10 日，整个坩埚里的物质呈液态
时，放入一张羊毛进行试染色。

据说，红口岩螺汁液如果单独使
用是很下等的，也不是推罗紫，因为会
褪色。

真正的推罗紫，由红口岩螺和染色
骨螺的染料混合而成。前者会给后者
的暗色增添绯红色调，而后者能很好地
把红口岩螺的色料固定在纺织物上。

制作方法是先把羊毛放入未经熬
煮的骨螺染料中，上色后，再浸入红口
岩螺汁液里。染上的颜色一眼望上去
偏黑，却能在光线里熠熠生辉，是最高
级的推罗色。

古罗马人为推罗色而疯狂，让它
不止与金钱，还与权力挂钩，1000银币
也不一定能买到一磅织物。之后的几
个世纪里，推罗紫的使用，在罗马被越
来越严格地限定在社会上层。到了公
元 4世纪，只有皇帝本人才能穿“真正
的紫色”。

如今，耗费数万只贝壳来把衣服
染紫，对现代人来说太不经济，化学
工业已能制造出苯胺紫、茜素紫、
偶氮染料和颜色相近的靛蓝，来
满足人们对紫色的需求，也就
没人再用海螺的鳃下腺
来制造紫色染料了。
（据《齐鲁晚报》）

“哪些基因使我们人类与众
不同？”《科学》杂志编委会于2005年、

2021年分别发布了 125个最具挑战
性的科学问题，两次发布中都提到
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人类从未停
止对于自身探索的步伐。

在人类裸露的皮肤中，手足的掌
面皮肤与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不同。手
足的掌面没有汗毛，表皮也更加厚实，这
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特殊的一片皮
肤。然而，在这层皮肤上分布着由凹凸嵴
线组成的花纹。人类的嵴线花纹，尤其指
纹花纹更加复杂多样。从遗传学的角度
来讲，“是什么样的遗传变异使人类呈现
出如此独特多样的指纹花纹呢？”

早期研究发现，弓型、箕型、斗型指
纹花纹类型，总嵴线数等特征高达 60%至
90%受遗传因素影响，且存在主效基因。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功能基因组计划的推
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
方式，定位到几个与欧洲血统群体指纹花
纹相关的基因座。但这些基因座此前都
没有被报道参与人体发育的功能，对潜在
的生物学机制几乎没有深入了解。

近年来，通过对肤纹获取和存储工
具进行优化、对表型量化方法进行精细
化，我们的研究团队积累了两万余人的
指纹花纹，鉴定出 43 个与指纹花纹相

关的遗传基因座，且发现影响不同手指
指纹花纹的基因并不相同。这些变异
位点可能由于不同等位基因效应的大小
或频率，在欧亚不同祖先群体中展现出
一定差异。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基因显

著富集在肢体发育与形成的相关通路
中。双手中间三个手指间的指纹花纹
存在显著关联，它们可能主要受到相同
遗传因素区域邻近基因的影响，从遗传
学角度解释了 20 世纪即被发现的“指纹

模块现象”。
在人类发育过程中，相关基因在时

间和空间上呈现出动态表达，且集中在间
充质细胞中表达，与肢体发育相关，而非
上皮细胞。研究支持了相关基因在塑造
四肢和手指方面的作用，而不是直接影响
皮肤发育功能。

那么，指纹花纹与手部特征真的存
在关系吗？研究团队发现指纹花纹与手
指长度等肢体表型广泛相关：小指相对越
长，掌长相对越短，双手斗型花纹越多；而
食指指纹形成处的远端指节相对越短，斗
型花纹则越多。

此项研究的贡献在于为肤纹嵴线和
骨骼发育之间存在的显著关系做出了解
释，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体现
了生物学上典型的“一因多效性”。

通过肤纹特征和先天性遗传病的统
计分析，研究团队筛选出患者的最佳皮肤
纹理特征组合，有望运用在新生儿先天性
疾病的早期筛查中，提前预知健康风险、
提早检测，并采取干预措施。这也契合了
复旦大学牵头的“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
的研究目标，构建表型间的强相关“导航
图”，按图索骥寻找特定疾病提早预测指
标，多角度解析疾病发生机制，为未来的
生命健康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据《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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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比对或可预知健康风险

3上万只海螺才能提取出
1克“推罗紫”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11月 8日，记者从自治区科技
厅获悉，该厅坚持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科技管理
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欠发达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任务，推动科技成果登记数量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大幅
增长，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科技成果登记数量达 786
项，同比增长 90.31%；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37.85亿元，同比
增长 329%。

自治区科技厅先后出台《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法》《自治
区技术交易补助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规范了高质量成
果供给、成果转移转化、创新主体培育、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等，切实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结构合
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技术转移体系，营造
开放便捷的创新环境。设立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专
项，启动县域科技成果引进示范推广行动和百项重点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按照项目投资额的 30%、最高 500万元
给予支持。支持企业购买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和关键核心
设备在区内转化应用，按照技术交易额或关键核心设备购
置额的 30%、最高 500万元给予补助。

“我们搭建自治区技术市场、自治区技术转移研究院
平台，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收集、整
理、入库科技成果数十万项，吸纳全国科研院所 1000余所、
技术专家 8000余名、服务机构 100余家。”自治区科技厅相
关负责人说，常态化开展成果路演、专题沙龙、产学合作推
介活动，举办线上线下科技成果专场路演，促进科技成果
供需对接。高水平举办宁夏首届科技成果转化暨人才交
流合作大会和第五届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搭建
科技成果转化新平台，开辟技术转移新渠道。

自治区科技厅举办了 54期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训班，
培训企业各类人员 3.5万人次，分产业、分类型、分层次打
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积极承办中国创
新挑战赛（自治区），从需求端促进科技成果供需结合，推
动优秀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成一批技术交易落地。梳理
全区科技计划项目，优化登记流程，将计划项目验收与成
果登记有效衔接，指导项目承担单位做好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工作，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11月 7日，记者从自治区科技
厅获悉，针对生物制药产业抗生素菌渣的无害化、减量化
处置与资源化利用难题，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宁夏大学、宁
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华东理工大学实施的自
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抗生素发酵菌渣资源化利用
气化装备技术及应用示范”，经过两年研究试验，顺利完成
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取得了预期技术成果。

本项目提出采用热解气化的方式对菌渣进行处置转
化，实现完全无害化处理，产生的热燃气可直接燃烧，过程
中不会产生焦油，实现了燃气/生物炭可调控技术。产生
的炭渣可用于制备活性炭、水处理的吸附剂及碳基肥，得
到的活性炭性能位居国内领先水平；净水剂中亚甲基蓝和
苯酚的吸附量性能优良；炭基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从经
济效益角度来看，通过热解气化技术，每处置 1吨抗生素菌
渣，可产生约 1600元至 2000元经济效益。

这项技术的成功研发，可规模化处理菌渣，制备碳基
肥、污水吸附剂、活性炭产品，促进制药相关产业的发展、
结构调整及产品升级，极大地提升了制药产业竞争力，为
宁夏抗生素菌渣处理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线。

我区两项科技创新指标创新高

自治区科技项目抗生素发酵菌渣资源化
利用气化装备技术研究取得目标成果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期，银川及周边省市的 5所
中小学约 3000名师生，走进银川文化艺术博览中心开展

“遨游科技世界 放飞创新之翼”主题研学活动。
讲解员带领同学们体验“链接·银川新未来”大数

据交互信息流，数字科技+新媒体实景打造的“贺兰山
岩画”“镇北堡影视城”“湿地湖泊”“花海森林”“未来博
物馆”等项目；观看了以时空线索串联“古代丝绸之路”

“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一带一路”上
的银川，最后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银川时间”沉浸式
光剧场、180°环幕《神秘的奇迹》历史多维影院，了解
了宁夏的发展史。丰富多彩的研学课程，激发了学生对
历史的兴趣，增强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也提升了学生对于美学的鉴赏
能力。

科普研学旅行是将知识学习、动手实践、应用体验融
为一体，通过“科普+科创+体验”方式，开创了“动脑、动手、
动脚”三位一体的科普研学模式，真正实现了研究性学习，
实践式锻炼和体验中提升，是一种综合素质培养的有效方
式。作为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不仅能
让学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更能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
经验的融合。银川文化艺术博览中心将继续努力通过
自身的优势设计及研发更多的研学课程，努力做好研学
旅行。

“遨游科技世界 放飞创新之翼”
主题研学活动举办

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光剧场“银川时间”。
本报记者 赵婵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