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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是辽宁医学院课题组在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帮助与支持下完成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同时，国家教育部、辽宁省科技厅和教育厅、辽宁医学院也对本课题进行了资助。
    西藏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地区，藏族人民的体质特征如何、藏族起源何处等都是要回答的热点问题
。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克服高原缺氧等严重困难，深入西藏拉萨和那曲地区，在西藏自治区教育、卫生
等各级行政部门及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从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法医人类学和医学人
类学等方面，从线性测量、脂肪分布、体型、肤纹、骨龄、青春发育、血清学、常染色体、mtDNA
、Y染色体、口腔健康等多视角、多层面对藏族青少年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得出了西藏藏族体质特征
和藏族青少年的各种体质常数，同时与其他民族做了对比与分析，提出了西藏藏族起源的生物学线索
及改善西藏藏族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建议。
这不仅对藏族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对积累藏族人类学的资料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而且对
改善藏族人民的健康，发展民族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加本书编写的都是本课题组成员和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同时还邀请了西北民族大学的专家参加了本书的编写。
        全书共分十章，近35万字，仅限于自然科学部分的人类学，不包括或很少涉及文化人类学的内容
，但是为了便于读者对西藏藏族人类学(自然科学部分)的了解，本书还对西藏的自然、地理、文化等
做了简单的介绍，力求把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内容统一起来，便于从整体上深入地了解藏族的
人类学特征。
为了便于交流，本书还列出了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
    该项目还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卫生厅、教育厅、西藏大学、西藏藏医学院及拉萨市和那曲地区的医院
、学校、教育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辽宁医学院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给予了具体地指导与帮助，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给予资助。
中国科学院吴新智院士为本书作序。
张华耀教授和刘武博士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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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席焕久。
教授，辽宁人，现为辽宁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解剖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兼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人类学学报》、《解剖学报》、《解剖学杂志》、《解剖科学进展》等多个杂志编委和《中国医
师能力评价》常务副主编。
长期从事人类学、解剖学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61篇，编写出版《医学人类学》、《体育人
类学》、《新编老年医学》等42部著作，承担数项国家、省研究项目，多次获国家及省级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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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西藏概况　　一、西藏的人口与民族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面积
为12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8。
西藏北界昆仑山、唐古拉山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省相望，东南与云
南省山水相连，南隔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等国接壤。
西藏自治区境内生活着以藏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门巴、珞巴、怒、纳西等38个兄弟民族。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15普查结果显示，自治区总人15为261.63万人（包括外来人15，不包括外出人口
）。
其中藏族人15为241.11万人，占全区人15总数的92.2％；汉族人口为15.53万，占全区人口总数的5.9％；
其他少数民族人15为4.99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9％。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人口数量最少、人口密度最小的省区。
2004年，全区总人15增加到273.68万人，比2003年增长3.51万人。
人15出生率为、17.4％0，死亡率为6.2‰。
2004年自然增长率为11.2‰。
从1951年和平解放至今，西藏的藏族人15是千年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1970年以来，全区人15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15的健康水平也提高很快，平均寿命已由1951年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目前的6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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