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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研究进展较快，因此，系统全面地介绍分子进化与分子系统学方面的基
本原理、方法及应用，在鸟类研究中已显得尤为迫切。
    本书分17章，主要内容包括：线粒体基因组的分子进化；作为遗传标记的微卫星DNA；线粒体调控
区序列、Cvt b基因以及tRNA基因序列及二级结构在系统发育中的应用；平胸鸟类、鹈形目鸟类、鹤
形目鸟类以及鹆形目鸟类线粒体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鹗形目鸟类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的结构和特征
；雀形目鸟类分子进化的研究；鸟类各目间与目内的系统发育关系；鸟类线粒体假基因；鸟类分子进
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鸟类线粒体DNA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研究；鸟类分子进化研究相关
的Internet资源以及分子进化研究常用的生物信息学技术。
    本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鸟类分子进化方面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其理论和方法的阐述由浅人深
、由表及里，重点突出、实例典型，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分子进化与分子系统学、分类学、遗传学、保护生物学等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及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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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伟，男，1955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
199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遗传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7年起任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1998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现任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同时担任辽宁省生物技术协会理事、辽宁省鸟类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动
物学会理事、辽宁省生态学会理事、辽宁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遗传学会动物专业委员
会委员以及《遗传学报》、  《遗传》、  《动物学研究》等杂志编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研究组一直从事鸟类细胞和分子进化的研究，先后完成了280余种鸟类染色
体核型和部分种类的G、c带型的研究，首次提出鸟类染色体进化的“瀑布模型”，是国内外同类研究
鸟类染色体核型和发表论文最多的学术团队之一，出版了国际上第一部Chromosome Atlas ofBirds专著
。
1990年以来，又率先开展了鸟类mtDNA分子进化的研究，在鸟类分子进化研究领域做了很多原创性的
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1994年以来，先后主持i1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海洋“863”项目、20余项省市级项目，已在
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SCI收录10多篇。
主编、参编学术专著4部，申请专利7项。
先后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1993)、大连市劳动模范(1997)、辽宁省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8)、辽宁
省优秀共产党员(1999)、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02、2003)、辽宁省政府科学二等奖(2004)等
多项奖励或荣誉，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教育部骨干教师计划(1998)、辽宁高等
学校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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