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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遗传学概论》

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群体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以哈迪
温伯格平衡为基准，分15章阐述改变基因频率的主要
因素：选择、突变、迁移和遗传漂变，在群体、个体、
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群体遗传结构的变化机理。书中介绍
有限群体、自然群体不同交配制度对群体遗传结构的影
响，还从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简述生态遗传学，
群体细胞遗传学及分子进化论，在研究方法方面涉及通
径分析、遗传距离和野生群体的估计。
书后附有英汉对照词汇。
本书可做为高等学校动物科学、遗传育种专业本科
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与遗传育种、动植物生产、生
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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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半同胞交配
四、亲仔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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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足够数量的保种群
二、实行完全或不完全随机交配制度
三、增加品种内结构
第十章 遗传距离
第一节 遗传距离定义
第二节 数量性状的遗传距离
第三节 质量性状的遗传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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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遗传多态性
一、工业黑化现象
二、人类血红蛋白的多态性
三、红虎蛾的斑纹多态性
第二节 遗传多态性保持的机制
一、选择平衡假说
二、多态过渡相假说
三、中心突变假说
第三节 遗传负荷
一、基因座位的负荷
二、分离负荷
第十二章 野生群体的动态
第一节 野生群体的性质
一、个体的分布
二、密度
第二节 群体数量的变化

Page 5



《群体遗传学概论》

一、影响群体数量变化的因素
二、群体扩增
第三节 成活率曲线和年龄金字塔
一、成活率曲线
二、年龄金字塔
第四节 在自然条件下群体数量的变化
一、生物生存势能和分布能力
二、非周期性及少见的数量变化
三、周期性的数量变化
第五节 群体数量变化的原因
一、实验室模拟研究
二、在自然界中调查
三、竞争
四、捕食和寄生
五、营养
六、疾病
七、气候
八、密度
九、高等动物间的竞争和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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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群落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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