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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熊猫是我国的特产，以其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无与媲美的观赏价值而成为我国的国宝。
1961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选择大熊猫图案作为会旗和会徽的标志，更使该物种成为保护全球生物
多样性的象征。
也正缘于此，近40年来国内相关部门和国外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对大熊猫的关注度和投入保护的人
力与财力，始终位列各濒危物种之首。
　　时至21世纪，国内外有关大熊猫的研究，已广泛涉及生态学、分类学、古生物学、繁殖生物学、
病理学、营养学、兽医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等领域。
其中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如在攻克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成活难的“三难”问题中形成的人工繁
育技术，已成为现今大熊猫人工易地保护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
然而，在大熊猫保护遗传学这一濒危动物拯救工程中的主流学科领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工作却始终
未见突破性进展，这与大熊猫的国际地位和相关部门所投入的人力与财力是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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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大熊猫保护遗传学研究的一部专著。
第一部分包括保护遗传学的背景、发展历史、概念、目的、内容、各级保护单元、主要分子标记及其
在各保护单元中的适用性等综述内容，以及作者定义的行动单元和家庭网络等新的保护单元。
第二部分内容包括福尔马林固定器官组织高质量DNA提取方法的建立、粪便样品高质量DNA提取方法
的建立，以及高分辨力寡核苷酸探针（gp2000）的研制等内容；大熊猫片断化种群的遗传结构分析、
家庭网络在唐家河大熊猫当代基因流评估中的运用、大熊猫秦岭新亚种的确定及其形态描述，以及大
熊猫物种保护的一些建议等。
    本书可供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保护遗传学与分子生态学领域的科研工作
者和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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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盛国，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1984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2005年3月在日本鸟取大学农学部获得农学论文博士学位。
     
    1999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0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资助；2004年获得国家科技部“973”计划研究先进个人称号。
     
　　现任“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保护中心”主任、“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遗传与繁殖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并兼任《科学通报》（SCI杂志）特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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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保护遗传学简介　　1.1　保护遗传学背景　　1.1.1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包括生
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种群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四个层次（Frankham et al，2002）。
具体地说，生物多样性是指自然界中形形色色的生命体之间的变异性，以及形成这些生命体所需要的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命体之间或生命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种协同作用（　Redford&Richter，1999）
。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物
质基础。
千百年来，生物多样性提供人类所需要的食物，以及木材、纤维、油料和橡胶等诸多重要的工业原料
，迄今，全世界被直接和间接用于医学药品的生物就超过了3万种（　Frankham et al，2002）。
鉴于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就是保护人类
文化多样件的某础和人类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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