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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的长期目标之一就是要保护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潜力)文章中介绍了稀有濒

危植物在植物园迁地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遗传风险)由于引种或取样的不足$容易导致被保存的物种缺乏足

够的遗传代表性+盲目的引种%不合理的定植以及材料的来源不清则会导致稀有濒危植物的遗传混杂%近交衰退或

杂交衰退+人为选择和生长环境的改变也容易造成 濒 危 物 种 对 迁 地 保 护 的 遗 传 适 应)在 实 际 的 迁 地 保 护 工 作 中$

这些遗传风险往往被忽视)植物迁地保护中遗传风 险 将 严 重 影 响 稀 有 濒 危 物 种 的 回 归 和 恢 复)植 物 园 应 当 重 视

濒危植物的遗传管理$以降低或避免迁地保护中的遗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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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物种赖以生

存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全球大量

物种受到非正常灭绝的威胁)据估计$目前全世界

有&%Z的植物物种已受到灭绝的威胁$如不及时采

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到!#世纪末$将有!*’的维管

植物消失&#’)历史的经验和现状告诉我们$稀 有 濒

危物种需要在人类的帮助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迁地保护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对于因野外

栖息地彻底丧失而导致的极度濒危或野外已灭绝物

种$迁地保护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惟一的

保护措施&!’)植物迁地保护的方式主要有#活 体 栽

培%种子库%离 体 保 存 及[EB库)植 物 园 是 迁 地 保



护稀有濒危植 物 最 主 要 的 场 所!据 统 计!约 有’%Z
的受威胁植 物 已 保 存 在 全 球#R%%个 主 要 的 植 物

园"’#$%植物全球保育战略&’K*:+(的目标之一是)
到!%#%年!全球有$%Z的受威胁植物’对于极度濒

危植物则要达到L%Z(得到迁地保护"’#$英国皇家

植物园邱园已经保存了!&%%%种维管植物’约占全

球维管植物#%Z(!其中有!"%%种被9V+E列为稀

有濒危植物*美国由’(个植物园’树木园(组成的植

物保育中心 ’+:+(保存了$%%种美国本土的濒危

植物!其中有#%Z已被列入重返自然的计划$我国

是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家!拥有约占世界#%Z
的维管植物!并有一大批古老特有植物$我国植物

园’树木园(约有#(%个!引种保存了中国植物区系

的植物约#"%%%种!其中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已有R&Z’约!"%种(被引种保存"(#$尽管如此!由

于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我国稀有濒危

植物 的 就 地 保 护 和 迁 地 保 护 都 面 临 着 巨 大 的 挑

战"&#$
和动物相比!植物的迁地保护要方便得多!主要

是因为植物的管理和繁殖相对容易$大多数植物对

环境条件的要求并不苛刻!在植物园中容易栽活!并
且植物具有多样化的繁育系统!其自然生殖和人工

繁殖都比动物容易$但是!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也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植物园在收集和引种过程中!
普遍存在来源不清+遗传混杂和盲目定植等问题!这
将对被保护的植物带来一系列的遗传风险!特别是

考虑到濒危物种的回归引种时!问题会显得更为突

出"$#$本文结合我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一 些 问 题!
探讨植物园在迁地保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遗传风险

及其防范措施!目的是希望引起植物园的研究人员

和管理人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遗传多样性丧失

遗传多样性涵盖了同一物种个体间所有遗传上

的差异!它是物种生存与进化的物质基础$理论与

实验结果均表明)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将降低物种适

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特别是物种抵抗病虫害的能力!
甚至导致某些物种的直接灭绝""#$由于稀有濒危植

物多为小居群!野生数量稀少!这在客观上造成植物

园在收集+引种时的困难!因此!一个普遍的现象是)
在植物园迁地保存的居群中!栽培的个体通常只有

少数几棵成年植株!而且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植物园

之间的重复引种!这就使得植物园目前所保存的绝

大部分稀有濒危植物没有涵盖物种足够的遗传多样

性!即缺乏遗传代表性$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我们

在迁地保护中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至少在#%%年内

保持其L%Z以 上 的 遗 传 多 样 性"!#$虽 然 目 前 还 没

有摸清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稀有濒危植物遗传多样

性的涵盖情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大多数濒危

物种来讲!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用等

位酶初 步 研 究 了 武 汉 植 物 园&株 伞 花 木’"08=5@
38=<A0;52B26*8+*+(及其!%%多 株 子 代 幼 苗 的 遗 传

多样性!在所测试的#!个酶系中!多态基因座低于

#%Z!表明该物种迁地保护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极低$
而分布于湖南省的(个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远高

于武汉植 物 园 的 迁 地 保 护 居 群$\;等 比 较 了 广 西

青梅’C24+52.02-.?+*-;+;(迁地保护在中 国 科 学 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人工居群和’个自然居群的

遗传多样性!结果表明迁地保护居群涵盖了该物种

RR]’Z的遗传多样性!说明对广西青梅的迁地保护

在遗传多样性水平上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仍然有

一些自然居群中的特有等位基因没有被取样"R#$值

得注意的是!很多濒危植物为多年生长寿种子植物!
它们往往可以生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以即使在

小居群的情况下!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也是比较慢的$
因此!只要采取适当的引种+取样和管理方法!保持

濒危植物足够的遗传多样性是可能的$
了解濒危植物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的水平和分

布格局对于确定优先保护居群和制定有效的取样策

略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已有越来越多基于分子标记

的濒危植物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数据$这些数据可以

用来作为取样参考)如果大部分遗传多样性存在于

居群内!则在少数几个居群取样即能涵盖大部分的

遗传多样性*而对于遗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居群间

的物种!则需要对尽可能多的居群进行取样$很多

草本植物或自交植物会是后一种情况!如我们最近

用BG\:分析濒危蕨类中华水韭’%;3*4*;;+-*-;+;(
自然居群的遗传变异!结果发现只有约’$]&Z的遗

传变异存在于居群内!这可能是由于中华水韭居群

极小且经历了长期的隔离造成居群间严重分化的缘

故$如果只从其中某一个居群取样!大部分遗传多

样性将被遗漏$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的取样和引

种工作中!往往缺乏濒危植物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

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根据物种的分布!生

!"!!#期!!!!!!!!!!!!!!康!明等)植物迁地保护中的遗传风险



活史!繁育系统等来初步判断其遗传多样性分布情

况并确定取样方案"一般来说!广布的#广交的长寿

木本植物其大部分遗传多样性会包含在居群内!而

狭域分布的#自交的短命植物其遗传多样性会分布

在居群间$L!#%%"同 时!对 所 有 物 种 边 缘 居 群 的 取 样

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某些这样的居群可能含有较

多的特有或稀有的基因型$##%!另外还需要重视对不

同生态型的取样和保护"对于每个物种或居群取样

的个体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从

几个不同居群中取#%!&%个植株!每株采集!%颗

左右的种子$#!%"许再富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
针对不同的生活史#生态型和繁育系统提出了一个

操作性很强的经验公式可供参考!同时认为对大多

数物种来讲!每种应至少#%!!%株在&个植物园得

到迁地保护$(%"
此外!对植物园已经收集保存的植物!由于人为

有意或无意 的 选 择!也 会 造 成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丧 失"
张冬梅等对油松种子园去劣疏伐前后交配系统及遗

传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疏伐后的居群自交率

升高!遗传多样性降低$#’%"植物园中有许多一年生

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依靠种子繁殖维持种群更新"有

些物种一年四季都开花结实!而往往只在秋季采收

种子"由于不同季节传粉昆虫的活动不同!可能会

引起繁育系统的改变"年末的种子往往由于传粉昆

虫减少而多为 自 交 产 生!后 代 的 适 合 度&?;4A5//’和

遗传多样性都会降低"

!!近交衰退

近交&;A73556;AI’是指亲缘个体之间的交配!植

物的自交是近交的一种极端形式"近交虽然没有改

变居群中等位基因的频率!却能快速地&#!!代’改

变居群中基因型的频率"近交会使居群中杂合子的

数量降低!纯合子的数量增加!使得许多隐性的有害

基因在子代中表达!结果导致子代的死亡率增加!育
性下降!生长发育不良!即近交衰退&;A73556;AI65N

135//;2A’"如果说小居群中由于遗传漂变而导致的

遗传多样性丧失并威胁到居群的生存仅仅是一个长

期的遗传效应的话!那么由于近交衰退而导致子代

适合度的下 降 却 能 在 短 期 内 显 现 出 来$#(%"近 年 来

已有 不 少 由 于 近 交 衰 退 增 加 物 种 灭 绝 风 险 的 证

据$#&!#"%!如E5PDCA和 :;</2A研究了实验条 件 下

不同 近 交 程 度 植 物 :628D+2E0651*662 小 居 群&E^

#!’的灭绝速率!结果表明!到第’代高度近交居群

的灭绝速率为"&Z!而轻度近交居群的灭绝速率为

!#Z"尽管由于植物繁育系统和生活史的多样化!
使得这一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已清楚地证明

近交衰退可以直接导致物种的灭绝"自然界也的确

存在一些一直就是小居群的稀有植物!它们似乎没

有受到近交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居群中的遗传清

除&I5A54;>103I;AI’能有效 地 除 掉 居 群 中 的 有 害 等

位基因!因此有人甚至提出通过有意识的近交来清

除居群中 的 遗 传 负 荷&I5A54;><2C6’$#R!#L%"但 是 最

近的实验结果表明!小居群中遗传清除的效果是非

常有限的!即使遗传清除能在一定程度上清除居群

中的有害等位基因!它也不能抵消由近交导致的近

交衰退$!%!!#%"
植物园在稀有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中!如果没

有一个详细的谱系记录!很有可能把同一家系或经

过反复近亲繁殖的后代种植在一起!导致后代的近

交衰退"另外!有些植物需要有专一昆虫传粉!在迁

地保护环境下!传粉媒介的改变也会迫使植物进行

自交或近交"主要表现为从植物园收集的种子发芽

率低#生长缓慢等"在迁地保护的实际工作中!由于

客观原因我们只能保存较少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
近交或近交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动物的迁地保护

中!为了减轻近交衰退!常常采用人工配种!以避免

亲缘个体之间的交配!但是!由于植物多为长期固定

种植!其传粉往往靠昆虫或风等媒介完成!希望通过

人工授粉来降低近交衰退往往是不现实的"在植物

园中要降低近交衰退的风险!关键是要保证定植在

一起的少数成年个体间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远&但不

至于造成杂交衰退’"因此植物园的引种必须要有

详细来源和谱系记录"在定植时不要把引自同一母

树的种苗种植在同一定植区!同样在植物园里从同

一植株上采集的种子不能作为今后的母本树种植在

一起"这意味着同一种稀有濒危植物在一个植物园

里需要有几个相对隔离的定植点"植物园间的种质

交换对于防止近交衰退也有一定的作用"对于植物

园里收集到的 种 子 也 可 以 采 用 种 子 库&/5567CAO’
的方法进行长期保存!不过我国的大部分植物园目

前还不具备相应的设施"事实上!我们认为植物园

的空间和容量毕竟是有限的!要缓和这一压力并减

轻近交衰退!有计划的#逐步的回归引种才是根本的

出路"可以将我国的退化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的

#"! 遗!传!"#"$%&’( &)*+,+-.’!%%&!!!!!!!!!!!!!!!!!"卷!



缓冲区及其周边地区作为物种回归或异地保存的主

要场所!把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物种的回归引种

有机地结合起来"应作为植物园今后植物保育工作

的重要内容!

’!杂交及杂交衰退

杂交#20473556;AI$是指两个遗传上有明显分化

的个体间的交配!在保护生物学中"杂交既指种间

或亚种间个体间的交配"也包括来自种内不同居群

个体间的交配!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杂交在物种形成

和进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杂交可以增加子代的

遗传多样性"提高居群适合度"转移优良基因!事实

上"杂交至今仍然是动植物育种中的一种常规的方

法!对于稀有濒危物种来说"由于杂交所导致的杂

交衰退#20473556;AI65135//;2A$’遗传同化#I5A54;>
C//;D;<C4;2A$’基 因 渐 渗#;A432I35//;2A$等 一 系 列 遗

传后果也引起了保护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
濒危 植 物 的 种 间 杂 交 主 要 有’方 面 的 遗 传 风

险(杂交衰退"遗传同化及基因渐渗!杂交衰退表现

为杂交后代的适合度下降"致使杂交亲本得不到延

续)如果杂交后代的适合度超过杂交亲本"那么一个

亲本可能会把另一亲本*杂交掉+"即遗传同化)如果

杂交后代还能和其中一个亲本交配#回交$"则会把

一个物种的 基 因 渗 透 到 另 一 个 物 种"即 基 因 渐 渗!
种间的杂交 是 许 多 植 物 致 濒 或 灭 绝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2<?等通过模 型 研 究 认 为 种 间 杂 交 对 濒 危

物种的遗传威胁作用最快"稀有物种通常不足&代

就会灭绝%!&&!近几 十 年 来"越 来 越 多 的 物 种"尤 其

是稀有濒危 物 种 是 由 于 人 为 因 素 导 致 的 杂 交 而 灭

绝%!’"!(&!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至少有#LZ的稀有

植物有被杂 交 的 危 险%!$&!稀 有 种 还 可 能 被 邻 近 常

见种的花粉污染"结果会导致后代不育或使物种间

界限不清%!"&!有证据表明栽培植物向日葵!*6+2-@
410;2--00;通过杂交对几种濒危向日葵属#!*6+2-@
410;$植物造成很大的威胁)在加利福尼亚"胡桃野

生稀有种F0.62-;1+-9;++因为被栽培种FG8*.+2杂

交 而 濒 临 灭 绝%!R&!卡 特 琳 娜 红 木 :*853528E0;
482;D+2*仅存在于美国加州*CA4C+C4C<;AC岛上"现

存的##个成年个体中"有&株是该种与其同属的常

见近缘种:GA*4063+9*;B28GA62-51*2*所 产 生 的

杂种"可见种间杂交给该种的生存带来威胁%!L&!
种内不同居群间的杂交同样具有一定的遗传风

险"主要表 现 为 局 部 适 应 性#<2>C<C6C14C4;2A$性 状

的丢失!处于不同生境条件下不同居群"由于长期

的自然选择作用"会形成适应某种特殊环境的性状

#生态型$%’%&!居群间杂交衰退的机制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具有局部适应性的基因型在杂交后代中被稀

释#6;<04;2A$造 成 这 些 性 状 显 性 不 足#0A65362D;N
ACA>5$)另一种情况是由几个基 因 组 成 的 共 适 应 性

基因复合体#>2NC6C1456I5A5>2D1<5_5/$或内共适

应体#;A43;A/;>>2NC6C14C4;2A$在 居 群 的 杂 交 过 程 中

被分离%’#&!在$个 豆 科 百 脉 根 属H340;;53E28+0;
居群中"遗传分化越高的居群杂交后"每朵花产生的

种子就越少"同时种子的出苗率就越低"表明种内的

杂交衰退%’!&!有些种内杂交后"G# 代表现出杂种优

势"但在G! 和G’ 代表现杂交衰退"如豆科决明属植

物:12<2*58+;42>2;5+506242"杂交后的G# 表现为杂

种优势"而G’ 代的适合度则明显下降"这是因为G#
代同时获得了双亲的共适应等位基因并没有出现基

因分离和交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居群间的分

化仅仅是由于长期的遗传漂变#I5A54;>63;?4$而不是

自然选择造成的"那么居群间的杂交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抵消近交衰退和遗传漂变的不利影响并增加子

代适合度!如 通 过 对&个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山 金 车

’8-+52<3-42-2居群内和居 群 间 的 杂 交 结 果 发 现"
居群内个体间的交配出现近交衰退的后果"而居群

间的杂交则 表 现 杂 种 优 势%’(&!种 内 杂 交 后 子 代 表

现出的杂种优势可能是因为杂种掩盖了原来存在于

亲本中的有害基因"使其不能得以表达)或者是由于

等位基因在子代中超显性表达的结果!
植物的交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花粉的随机

飘散所决定的"因此植物和近缘种发生杂交的可能

性要比动物 容 易 得 多%!(&!植 物 园 往 往 是 在 一 个 有

限的范围内保存几千种甚至上万种植物"而且很多

植物园还以专类园的形式把同一类植物种植在同一

保存区"这就使得在植物园迁地保护条件下远远要

比野生条件下容易发生杂交"因此"杂交衰退可能是

稀有濒危植物在植物园的迁地保护中所面临的最大

的遗传威胁!SC0A653等 调 查 了 欧 洲!L个 国 家 的

##L个从事植 物 保 育 的 植 物 园"也 发 现 存 在 类 似 的

问题%’&&!自然条 件 下 的 种 间 杂 交 是 生 物 进 化 的 一

个重要环节"没 有 必 要 进 行 过 多 的 干 预%!’&"但 是 由

于人为因素 造 成 的 种 间 杂 交 则 应 该 加 以 防 范 和 控

制"即使对某些极度濒危的物种通过杂交来达到某

$"!!#期!!!!!!!!!!!!!!康!明等(植物迁地保护中的遗传风险



种基因挽救!I5A535/>05"#也必须慎重行事$!&%&发

生在植物园迁地保护条件下的种间杂交毫无疑问是

一种人为的 杂 交#无 论 其 结 果 是 杂 种 优 势!@54532N
/;/"还是杂交衰退都应该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种

内居群间的杂交则需区别对待#虽然也有杂交衰退

的风险#但在很多情况下#有意识地增加居群间的基

因流#有利于防止因小居群而造成的近交衰退#遗传

漂变等不良后果#进而增加子代的遗传多样性&
大多数近缘种在表型上都比较相似#再加上植

物表型本来就有一定的可塑性#使得杂种的早期鉴

定非常困难&分子标记#如B<<2Y8D5#**‘和BG\:
等#是鉴定杂种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杂交亲本特有的

等位基因会同时在杂交子代中表达&在植物园#也

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实验来判断是否有种间杂交的

可能#如一旦发现有种间的杂交#则应把其中的一种

迁出定植区&比如#我们采用控制授粉的实验发现

迁地保护 在 武 汉 植 物 园 的 濒 危 植 物 秤 锤 树!(+-3@
,25D+2?=63528E2"和狭果秤锤树!(G8*19*8+2-2"可

以杂交#这就提示我们不能把这两种植物定植在同

一保存区&鉴定种内的杂交衰退则更为困难#需要

做反复的移植实验来检测后代的适合度#而且很多

种内的杂交衰退要在G! 甚 至G’ 代 才 会 表 现 出 来&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在定植时就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影响#不要把有可能发生种间杂交的近缘物种种植

在一起&对于引自不同居群的同种植物#如果其所

处的生境有强烈的异质性#也应该分开种植’而来自

均一生境中不同居群的个体定植在一起则有利于增

加居群内的基因流&由于有杂交的可能#在回归引

种或植物园间的引种时#来自植物园!树木园"的种

子需要小心使用#因为这些种子可能带有一些种间

的杂种&

(!遗传适应

早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遗传适应

!I5A54;>C6C14C4;2A"在 植 物 引 种 驯 化 中 的 积 极 作

用&即便在现在的迁地保护中#我们依然希望从野

外引种的植物能适应植物园的环境&但是#近年来

的研究发现#迁地保护中的遗传适应是影响今后物

种恢复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迁地保护中的

遗传适应在动物表现得更为明显&如U5C4@等在一

个大鳞 大 麻 哈 鱼!I-5381=-510;4;12J=4;512"的 迁

地保护和回归项目中发现#在自然条件下#较大的鱼

卵成活率更高#即自然选择大的鱼卵#而在人工饲养

条件下大鳞大麻哈鱼由于松弛了选择的压力#产卵

量增加#但所产的鱼卵却明显变小#这些小的鱼卵在

自然条件下成活的几率大大降低#从而影响到大鳞

大麻哈鱼的 放 归$’$%&人 们 也 把 这 种 快 速 的 遗 传 适

应称为快速 进 化!3C1;65H2<04;2A"或 微 进 化!D;>32N
5H2<04;2A"#虽 然 在 植 物 中 没 有 这 样 典 型 的 例 子#但

是植物同样会发生类似的遗传改变$’"#’R%&
稀有濒危植物在植物园迁地保护的过程中#由

于生境的变化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人工选择#植物

在表型(抗性和生活史等方面可能发生可以遗传的

改变&这种变化改变了物种本来的演化路线#为物

种日后的恢复带来一定的困难&黄仕训等发现"种

稀有植物从富钙的石灰岩地区引种到植物园的酸性

土壤中后#在形态和生活史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变化#这些改变会对物种的回归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L%&9V+E建议在濒危物种

的原产地就近进行迁地保护并避免人为的选择#其

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减轻濒危物种在迁地保护条件

下的遗传适应$(%%&

&!结!!语

迁地保护在植物园中的稀有濒危植物本质上说

是许多人工创建的小居群的集合#因此#它们不但和

自然的小居群一样将面临一系列的遗传风险#同时

还会遇到一些更为特殊的问题#如遗传适应#疾病交

叉传染#突变积累等&在植物园现有的条件下#杜绝

这些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把来自不同居群

的个体种植在一起有利于防止近交衰退#但却有可

能造成杂交衰退&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迁地保护在

保持濒危物种的进化潜力和物种回归方面的作用是

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对稀有濒 危

植物的迁地保护#也不能忽视迁地保护在物种恢复

中的作用&事实上#植物园迁地保护在物种回归引

种!35;A43260>4;2A"中 的 作 用 已 显 得 越 来 越 重 要#植

物园保护 国 际!JK+9"于#LL&年 正 式 编 辑 出 版 了

)植物园的植物回归手册*以指导植物园的再引种工

作$(!%&9V+EN**+也在#LLR年 出 版 了 濒 危 物 种 的

)物种回归指南*$(’%&
当前的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植物园不能局限

于对濒危物种的临时性抢救#不能停留在长期保存

几百种稀有濒危植物的活体标本#也不能以物种在

%"! 遗!传!"#"$%&’( !)*+,+-."!%%&!!!!!!!!!!!!!!!!!"卷!



植物园是否能完成生活史!从种子到种子"作为评价

保护成功的标准#我们需要研究植物园迁地保护中

的遗传学问题$植物园的管理人员也应该重视植物

园中的遗传管理$最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找到一

个平衡点$将各种遗传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植物

园需要充分考虑在长期保存物种的同时$如何保持

稀有濒危 植 物 后 代!种 子 和 种 苗"的 纯 正 性 和 适 合

度$以保持物种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只有做到这

一点$植物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作出贡献#植物园之间可以协调建立一个濒危植物

迁地保护保护网络$各植物园尽量保存本地区物种

的遗传多样性!减少遗传适应$防止杂交衰退"$但每

个物种的采 集 要 应 用%多 基 因 库 采 样 法&!D0<4;1<5

I5A5122</CD1<;AI"’(()同时每个物种定植时也要有

几个相对隔离的地点$将遗传差异太大或生境差异

较大的群体分开!防止杂交衰退"$各小居群内的个

体在遗传上也应有一定差异$且定植在一起$促进基

因交流!防止近交衰退"$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在既

避免近交衰退*又防止杂交衰退且减少遗传适应性

等问题上维持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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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期刊圣诞联谊会简讯

!!由(遗传学报)(遗传)编辑部主持召开的*生命科学期刊圣诞联谊会+于!%%(年#!月!&!!$日 在 北 京 小 汤 山 龙 脉 温 泉

大酒店举办,(中国科学)-(植物学报)-(植物分类学报)-(植 物 生 态 学 报)-(动 物 学 报)-(动 物 分 类 学 报)-(生 物 工 程 学 报)-

(菌物学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中国农业科学)-(农业生物技术学报)-(农业工程学报)-(畜牧兽医学报)-(中

国水产科学)等!"家期刊负责人或编辑部代表-生物通网站等相关单位的来宾共&’人参加了联谊会,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遗传学报)(遗传)主编薛勇彪和 中 国 科 学 院 遗 传 与 发 育 生 物 学 研 究 所 分 管 期 刊 工 作 的 副 所 长 袁 开 文

参加了会议,!&日晚上#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参与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文娱节目#欢声笑语不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之夜,

在!$日上午的座谈会上#(遗传学报)(遗传)副主编李绍武-(植物学报)副主编崔金钟-(动物学报)副主编贾志云和(中国

生物工程杂志)执行主编张宏翔等先后介绍了办刊经验,

9*9中国区经理刘 煜博士应邀就**+9与中国生物学期刊+作了专题报告#系统地介绍了*+9的创办与发展历程-*+9选刊

标准与程序-中国生物学期刊在*+9中的地位以及(遗传学报)被*+9期刊引用情况的分析等等#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现场解答

了许多代表的提问,

本次活动得到北京信德创业文化有限公司-玛格泰 克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汇 智 科 贸 有 限 公 司-科 信 印 刷 厂 和 宝 蓝 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遗!传!"#"$%&’(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