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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结构按动物育种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依次编写，
系统介绍有关家畜的群体类型特征和个体性状度量等基本知识，重点阐述
家畜类动物性状遗传传递系统、遗传变异分剖以及亲缘关系和杂种优势等
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全面说明动物育种学中实用的选种、选配、繁育体
系和育种规划等基本方法。
通过有计划地讲授或阅读本书可以基本掌握当
代动物育种学的主要内容，因此，本书既是高等农业院校动物遗传育种专
业或畜牧等动物生产类专业本科生的基本教材，也是从事有关动物生产、
科研和教学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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