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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而简要地介绍人类肤纹学研究的历史、原理、方法和应用。
     本书介绍了指纹皮肤的解剖学构造，指纹皮肤与其他皮肤的区别；论述了肤纹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叙述了指纹、掌纹和足纹的分类方法，配以图解，使复杂的形态分类变得方便记忆，明了易学；本书
引入的统计方法，对肤纹项目参数的生物学信息的发掘和整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解释了指纹形态
各不相同、终身稳定的基本理论。
    本书记录了作者近30年在肤纹研究中的体会和心得，如：汉族肤纹表现的杂合性说明汉族是古少数
民族集合的后代，藏族为我国北方族群，而不是 “南来(印度)”群体，岛式淀积的作用使一些群体保
留原来居民的肤纹特征。
本书列举了几个指纹破案的实例，提及了DNA技术和指纹的特殊关系；本书从手纹的固有特性批评手
相算命的时间观和空间观。
本书指出了肤纹诊断疾病的辅助性含义。
    本书编排了各章重点内容和复习思考题，有利于读者自习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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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海国，男，1950年生于上海市。

    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毕业。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遗传学教研室副教授、中国遗传学会所
各所属中国肤纹学研究协作组组长。
1978年起至今一直从事我国民族肤纹学调查研究。
1981年3月开始在《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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