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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我国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农业区，素以“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
极”著称于世。
由于地质史独特，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带全，土壤种类繁多，野生植被多样，凡此种种，因此西藏高
原油菜生境具有全球最典型的立体生境特色，其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堪称全球之最。
独特而复杂的油菜生境，悠久的农业历史和多样化的耕作制度，加之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孕
育了丰富多样的油菜遗传资源。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为了搜集可利用的新种质，物种资源丰富的西藏高原一直在强烈地吸引着中外的
科学家们。
　　1950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外国学者冒险进藏，纵然有所得，最终也没有看到西藏油菜资源的
全貌。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建设西藏，国家曾多次派遣专家进藏，在对西藏作物种质资源进行考察、搜
集的同时，也搜集了许多优异的油菜种质资源。
但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对西藏油菜种质资源的调查仍然很不全面，对油菜的研究也仅限于常规
育种和栽培技术方面，而对油菜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则未能进行。
真正全面系统调查西藏油菜资源（特别是野生油菜资源）、开展油菜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是
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进行的。
自1999年以来，本课题组连续有3项油菜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项目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2
项油菜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教育部重点科学技术研究
项目资助，在这些项目的资助下，我们对西藏栽培油菜和野生油菜进行了抢救性搜集，并从个体、细
胞、分子3个水平上，对西藏油菜进行了生态区划、系统分类、遗传多样性等研究以及优异种质的农
艺性状、抗病性、抗逆性、营养品质等方面的分析、鉴定和评价。
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提出了青藏高原油菜起源说和油菜演化的二阶
段假说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
但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反映西藏油菜遗传资源研究全貌和水平的专著，迄今未见于世。
为此，我们编著出版《中国西藏油菜遗传资源》一书，试图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油菜研究
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油菜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这部《中国西藏油菜遗传资源》，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藏高原油菜研究成果的专著，它的出版将
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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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中国系统论述西藏油菜遗传资源的第一部专著。
全书共5章，介绍了西藏油菜的生产发展和分布，论述了两藏栽培油菜和野生油菜遗传资源的特点、
利用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油菜起源和演化的主要研究进展和各种学术观点
，提出了油菜分类的自然分类系统和油菜起源的青藏高原假说，并对西藏在世界油菜起源上的地位作
了较为科学的论证。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科学性和实用性强，对我国油菜分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对青藏高原地区科教兴农和发展油菜生产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本书可供各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生物学、作物学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使
用，也可供农业技术人员、乡镇农业领导干部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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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藏油菜生产与生态地理区划　　第一节　西藏农耕历史　　根据西藏考古资料和藏汉
文献史料，可以将西藏农耕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狩猎与采果时期　　（一）藏南人狩猎时期　　目前西藏所发现最早的考古遗址是位于藏南
定日县东南约10km的苏热遗址，属距今5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期。
该遗址共采集石器制品40件，原料主要是片磨岩，亦有一定数量的石英砂岩及少量石英岩。
这里的石片体积较小，多呈三角形和矩形，多数石片长大于宽，亦有少数石片宽大于长。
石片的台面较小，呈三角形或月牙形，石片角平均116。
。
石片上的半锥体大而散漫，亦有少量的双锥体。
打击点一般不明显，有一半左右的标本有疤痕，放射线不清楚。
根据上述特征可大体确定是用锤击法打片制成的。
石器l5件，均为石片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和尖状器。
刮削器13件，其中单刃6件，复刃7件，主要是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的，亦有错向加工的。
尖状器2件，也是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其中1件呈心形。
从以上所发现的石器来看，均是用于狩猎的刮削器和尖状器。
这表明，在距今5万年以前，西藏高原已有人类活动，但是这一时期的人类仅在藏南地区活动，靠狩
猎为生。
据我们分析，定日苏热藏南人生活年代的气候，是在大理两次冰河期的亚间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稍
低或接近现在水平，海拔约4000m，适宜于古人类活动，而藏北地区则呈现干燥寒冷的气候，尚不适
合古人类生存。
藏南人狩猎的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距今3.6万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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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西藏油菜遗传资源》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藏高原油菜遗传资源的专著，独具地域特色
。
全书在学术思想上，广泛吸收了国内外有关油菜起源与演化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体现了油菜
研究的时代特色；在内容安排上，既重点介绍了作者对西藏油菜，特别是西藏野生油菜研究的原创性
成果，又涉及国内外油菜研究的前沿成果，较好地做到了二者兼顾；首次提出了油菜自然分类系统和
青藏高原油菜起源说，并编绘了大量图表，图文并茂，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每章内容后还列出了
大量的参考文献，有利于读者进一一步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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