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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藏彝走廊世居群体遗传多样性调查”重点项目启动 

日期：2013年08月15日      

    7月25日，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藏彝走廊世居群体遗传多样性调查”重点项目启动会在西安顺利召开。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教育部科技司、西安交通大学、项目专家组成员和项目参与单位代表等近40人出席会议。 

    该项目为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部署的2013年度重点项目，由西安交通大学李生斌教授负责，联合中科院北

京基因组研究所、中南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六家单位共同承担。会上，成立了由樊代明研

究员、于军教授等11位专家组成的项目专家组，明确了项目专家组的职责和工作机制。项目负责人汇报了项目

工作思路、课题内容设置、项目总体目标、项目管理、实施计划等内容；项目专家组和参会领导充分肯定了项

目的重要意义，并针对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讨论和咨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项目的实施

出谋划策。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曹国英在讲话时指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的定位，坚持

基础性、长期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始终把获取高质量的数据，以及数据对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为首要

任务，做出特色、做出水平来。同时，他还对项目实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发挥项目专家组的作

用，严格遵守科技部有关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严格控制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加强数据共享和科普宣传。 

    藏彝走廊核心群体包括藏、彝等12族群和8个藏支群，人口约530万，是中国最具有世居群体多样性的代表

性地区，是中华大地三大文化、民族系统的荟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原始遗传和文化特征，形成了藏彝走廊特

有人群遗传多样性。该项目将立足于藏彝走廊世居群体的遗传多态性，采用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技

术，开展藏彝走廊世居群体遗传多样性科学调查，系统搜集整理世居群体的族源和亲缘关系，构建藏彝走廊世

居多民族群体遗传多样性的数据库。取得的成果将为我国乃至世界珍贵自然人类遗传资源抢救和群体遗传多样

性的保护、藏彝走廊世居族群的个体识别和疾病防治，以及相关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