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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体质和语言特点，较系统地介绍了对中国不同区域和民族人群的
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包括运用微卫星标记技术和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技术对各民族人群开展人类常
染色体DNA、Y染色体 DNA、线粒体DNA及人类白细胞抗原的遗传标记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关于中国
和东亚现代人起源的探讨与争论，遗传多样性研究在疾病基因、药物效果和法医等方面的应用。
    全书共分12章，力图运用分子遗传学成果来探索人类的起源和迁徙、人群之间在遗传特征上的区别
和联系，借以勾勒人类遗传的总体轮廓，拓展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范围，推进人类分子遗传学、体
质人类学与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流。
    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大专院校师生及科研人员可从本书获得有关人类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前沿信息，
人类及民族发展史领域的专业人员也可从中获得有关群体遗传的参考数据及有关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
思路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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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任得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类遗传学中心助理教授、终身
副教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终身教授。
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科院马普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及医学遗传学、遗传流行病学、群体遗传学和基因组学。
在国际学术刊物Nature、Science、PNAS、《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等发表论文及评论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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