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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有关贝类养殖遗传学的著作，也是一部研究贝类遗传理论与育种实践相结合的专
著。
全书共分11章，首先对海产贝类养殖遗传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
其后，从壳色的表型遗传、基因定位及与数量性状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海湾扇贝的壳色遗传
研究进展；从有效群体大小、选择、杂交、近交四个方面阐述了海湾扇贝数量性状遗传学领域的研究
成果；在介绍贝类分子标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微卫星分子标记开发、遗传连锁图谱构建、生长相
关QTL定位三个方面对海湾扇贝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进行了阐述。
本书还介绍了海湾扇贝功能基因开发的研究成果、海湾扇贝家系建立技术和系谱鉴定技术，以及海湾
扇贝品种培育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可供从事贝类养殖与遗传育种研究的科技、教学人员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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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范，海洋生物学家，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生物技术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863”
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专家，中国贝类学会理事长，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水产学会理事，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国家“973”计划
“养殖贝类重要经济性状的分子解析与设计育种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山东省“泰山学者”特
聘专家。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9项、国际授权发明专利2项
。
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SCI索引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2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湾扇贝养殖遗传学>>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水产养殖遗传学的概念  第二节  水产养殖遗传学的研究历史  第三节  海产
贝类养殖遗传学的研究现状  第四节  海湾扇贝养殖遗传学的研究进展  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海湾扇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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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一代选择  第三节  养殖群体的连续选择  第四节    自交家系内的歧化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海
湾扇贝杂交与杂种优势  第一节  两个不同养殖群体间的杂交及其杂种优势  第二节  加拿大群体和墨西
哥湾群体杂交及其杂种优势  第三节  不同亚种问杂交及杂种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海湾扇贝近交
与近交衰退  第一节  两个不同养殖群体近交衰退的比较  第二节  两个不同自交系近交衰退的比较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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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水产养殖遗传学的概念　　水产养殖遗传学（aquaculture genetics）涵盖水
产养殖生物的遗传学和育种学两部分内容，指以养殖的水产生物为对象，研究其遗传与变异的规律，
并应用各种遗传学方法，改造其遗传结构，以实现对养殖水产生物的遗传改良并培育出高产优质的新
品种，从而提高水产养殖产量和品质的科学。
　　水产养殖遗传学与许多学科都有紧密联系，可涉及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
遗传学、育种学、水产养殖学、生物统计学及近年兴起的组学等多门学科，研究内容包括野生种驯化
与品种培育、质量性状遗传、数量性状遗传、细胞遗传、分子遗传、遗传参数评估、选择反应与选择
育种、杂种优势与杂交育种、近交衰退与近交系培育、性别与倍性控制、遗传连锁图谱与数量性状位
点（QTL）定位、功能基因与转基因、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基因组与分子育种等诸多方面。
　　第二节 水产养殖遗传学的研究历史　　水产生物养殖历史悠久。
公元前496～448年，范蠡在浙江开始池塘养鲤，后人以此总结出《范蠡养鱼经》（郭郛等，2004），
而约同时期的罗马人也开始了池塘养鱼并知道如何进行繁殖（Dunham et al.，2000）；我国汉朝就已开
始牡蛎养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张玺等，1961）；宋朝时福建已开始人工繁殖海萝（刘焕亮等
，2008）。
伴随着水产养殖活动的发展，人类也开始进行水产养殖生物的遗传育种研究。
当然，这种研究活动开始时是无意识的。
人们只是因为对野生鲫鱼中的某些在体色、体形及鱼鳍等方面的变异感兴趣，就选择它们作为亲本从
而培育出各种颜色的金鱼。
实际上，这时候选择育种就诞生了!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人工选择培育新品种也逐渐理论化。
明代张谦德阐述金鱼的专著《朱砂鱼谱》强调了人工选择新品种的重要性。
指出养鱼如同国家选用人才，供选择的数目要大，选择要严格，“取数千头分数十缸饲养，逐日去其
不佳者，百存一二”。
正是经过严格的人工选育，明朝时就培育出纯红、纯白、黑眼、梅花片、波浪纹、七星纹、金管、银
管等几十种颜色各异的金鱼，只不过没有加以明确的品种定义。
　　到19世纪初，日本人利用选择方法培育出奇特的锦鲤新品种，定向育种才真正成为一种有目的的
育种活动。
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育种和遗传理论认识的深入，鱼类遗传学研究越发盛行，60年代开始了有计划
的水产养殖动物遗传改良，80年代出现了基于分子知识的水产养殖动物遗传改良研究（Dunham et al.
，2000）。
目前，分子育种已成为水产养殖遗传学研究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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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湾扇贝养殖遗传学》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贝类养殖遗传学的专著。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海湾扇贝元色遗传、有效群体数、选择与选择反应、杂交与杂种优势、近交与近交
衰退、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功能基因的开发等主要研究成果，并详细叙述了其自交建系、杂交建系、
谱系鉴定、新品种培育等有关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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