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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让老百姓吃饱、吃好可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摆在相关科研人员面前

的任务，则是研究新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畜禽的产肉量、产奶量和产卵量。在承担这些重要任务的科研人

员中，数量遗传学者与其他生物学者合作，对整个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运用生物统计等方法，与遗传学结

合，发现、选育具有优秀数量性状的高经济价值的动植物。 

  

    现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数量遗传学在当前又面临着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近日，全国优秀的数量遗传

学者及其有关的育种、基因组方面的学者会聚香山，召开了以"动植物数量遗传与育种研究进展"的第199次香山科

学会议，目的就是集思广益，探讨该学科的发展之路。 

  

    那么当前与动植物育种密切相关的我国数量遗传学到底如何应对现状，更好发展？"相关各学科之间要互相学

习，密切合作"--便是与会专家几天探讨所达成的共识。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孟德尔遗传定律得到重视并推广使用，使得数量遗传学研究迅速发展开来。

后来，Fisher、Haldance、Wright与Mather等人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数量遗传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上世纪

五、六、七十年代的繁荣时期。可是存在于该学科里的"黑箱"也严重遏制了自身的发展--数量遗传只注重动、植物

性状的数量表现，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数量性状的遗传基础，即决定数量性状的DNA序列变异并没有给予过多考虑。

可是学科在发展，一些关键的问题，如一个数量性状由多少个基因控制、这些基因在哪里、有何基本特征等所有这

些都迫切需要数量遗传学者的及时回答，同时这些问题又成为制约自身发展的障碍。好在上世纪80年代，DNA分子

变异与生物性状有关启发了有关数量性状基因座位（QTL）的研究，并开辟了数量性状遗传基础的系统研究。 

  

    可是每个数量性状到底含有多少QTL？这其中又是那些基因起重要作用？哪些基因起辅助或调控作用？于是，

以QTL为基础，进而研究数量性状基因（QTG）、数量性状核苷酸（QTN）成为广大研究者下一步的重点。因此，在

会议总结发言上，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吴常信教授谈道：与基因组学紧密结合，是数量

遗传学获得更好发展的一个重点。 

  

    不过，数量遗传学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动、植物数量性状的外在宏观表现，微观的基因水平研究虽然重要，但

最终目的也只有一个：让动、植物数量性状充分发挥出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粮、棉、油和肉、

蛋、奶。所以，推动数量遗传分析及统计学方法的发展，改进生物育种技术便成为该学科的另一个挑战。 

  

    因此，从微观、宏观两个方面探讨数量遗传学的发展成为本次会议上联系密切，互相促进的两大方面。与会专

家认为，强调数量遗传学是一个整体，微观和宏观角度的数理统计、遗传学基础、动植物育种等各方面人士互通有

无，紧密合作，自由交谈，发扬学科内民主，已是在数量遗传学获得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专家谈到，宏观、微观两个方面都是数量遗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方面均有不足，均要相互取长补短。会议

执行主席之一、扬州大学农学院莫惠栋教授向记者谈到："由于现在国内的许多数量遗传学者大多是统计学出身，



相关主题： 

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补充分子生物学、细胞学等学科知识，为自己充电。"莫教授同时也希望生物学其他学科的人士

加入到数量遗传研究中来。 

  

    来自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曾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于军研究员说，自己从事基因组测序工作，但在数量遗

传学和育种方面则是个"门外汉"，迫切需要与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结合。 

  

    吴常信教授在会议总结上说出与会专家的心声：数量遗传学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在下一步发展中，它必须与统

计学合作，与基因组技术、发育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结合，大力发展育种新技术，同时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吴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的数量遗传学与育种研究发展势头良好，并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已经或即将

体现在人们日常所需要食作物和畜禽产品的种类和品质上。他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数量遗传学的科学研究给予更多

的支持。 

  

  （来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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