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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主编常洪教授之邀为《动物遗传资源学》一书撰写序文。
常教授是中国动物遗传资源领域最活跃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之一，是编著此方面著作毋庸置疑的最合适
的人才。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F．E．Zetmer（1960年）、I．L．Mason（1984年）、W．Herre和M．ROhrs
（1990年）等都曾编写过汇总、记述有关动物遗传资源理论原理和实际状态的著作。
这些著作以全世界为视野，作为最经典的家畜起源论、系统论，对这个领域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们都曾以其为基础性的专著来使用。
然而，关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同有家畜、品种，则不能认为在这些著作中已经作出了充分的陈
述。
H．Epstein（1969年）曾经出版过介绍中国家畜的专门著作，中国农业科学院郑丕留博七于1980年
、1986年先后以中、英文的形式向世界介绍过中国家畜，遗憾的是，这些书籍的正文都不足200页，相
对于中国家畜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而言，令人感到过于简略。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在这片广袤的疆土上，有人口众寡不同的许多民族共同生息、繁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这些民族居住环境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是一般外来人难以想象的。
我过去曾经十多次访问中国，有幸和中国同行一起访问中国农村，对此感受至深。
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下，人们使多种多样的本土家畜世代相续、得以保持，以供食、役、娱乐用或充当
慰藉伴侣。
仅以食用而言，丰富多彩的食物材料，高超、精巧的烹饪技艺使中国料理获得了世界之冠的盛誉。
实际上，汉族是全世界食肉禁忌最少的民族之一，加上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羌诸系以及西南
山区先住民各民族的食文化成分，使中国的动物性食品种类的繁盛程度举世称羡。
无疑，中国家畜类型的多样化，中国人民利用畜产品的卓越智慧和畜产品种类的丰富对这种格局的形
成具有重要贡献。
近年来，科学界日益察觉到，世界主要畜种的驯化和早期育种改良的中心地之一可能在中国境内。
自古以来，中国育种学家们为品种培育和改良进行了持续努力，造就并保持了许多特点鲜明的品种。
关于这笔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了多种家畜品种志书，受到世界相关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
我认为这是各级政府农业机关和畜牧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关于动物育种素材的起源，即各个畜种的驯化中心在地球上什么地方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
题，历来争论不绝。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个问题相交织，近年关于中国同有家畜的研究在这个论题中所占比重引人注目地
明显增加。
过去仅以已知的考古发掘调查结果为基础形成定说模式，即所谓“主要家畜的驯化中心位于西亚至东
欧之间，育种改良的核心地带是西欧”，在当前关于各现存畜种的分子遗传学分析技术得以开发的背
景下，这种模式值得重新检讨与斟酌，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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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含四部分内容：①当代世界和我国的动物遗传资源形势（第一章）；②我国固有的25个和近代
引进或相关的8个家养、半家养哺乳类和鸟类物种的起源系统、驯化史（第二～八章）；③应用于动
物遗传资源评价、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形态学、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以及分子遗传学标记（第十一
～十四章）；④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遗传资源的演变机制，遗传
资源抽样调查、系统分类、品种审定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关于当前遗传资源保护、开发事业的现状
与主要理论、学说的分析和评价，以及品种资源数据库（第九、十、十五～十九章）。
    全书系统地总结了国际、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中国文化特
色。
将为从事动物遗传相关研究的人士拓展视野，提供全新的思路，从而推动我国动物遗传资源事业和当
代动物遗传资源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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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家畜遗传资源现状摘要：中国有传统家畜物种22个，包括500多个已知品种，另有驯化程
度较低的哺乳类和鸟类物种27个，主要家畜的近缘野生物种16个。
总体上，中国在家畜遗传资源份数、生态类型和生产力类型多样性方面具有优势，畜种内大多有不同
种系，而且与欧美品种关系疏远，包含不同于后者的、丰富的非特异性免疫性基因资源。
中国主要家畜种的众多品种中包含着肉脂品质、对农副产品饲料利用能力、繁殖力、抗逆性等多方面
的优良特性。
21世纪初，全世界已知的7616个家畜品种中，除了大约2740个保护现状不清之外，大约45％的品种濒
危、濒灭或已经灭绝。
在我国，以20世纪80年代的品种名录为基准，40％以上的地方品种群体规模持续下降，44个品种濒危
，15个品种濒临灭绝，17个品种已经灭绝。
当代社会正面临全球性的家畜遗传资源日益枯竭的现实。
根据植物自然生态、分布、作物与家畜起源地域和传播路线，全世界分为6个主要的农业文化类型；
根据地域文化的民族渊源、无霜期和干燥指数、养畜方式和耕作制度以及家畜生态类型，我国大致划
分为10个不同的家畜文化区域。
本章阐述了我国家畜遗传资源在各区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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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物遗传资源学》系统地总结了国际、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
的中国文化特色。
将为从事动物遗传相关研究的人士拓展视野，提供全新的思路，从而推动我国动物遗传资源事业和当
代动物遗传资源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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