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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出 的 人 类 群 体 遗 传 学 大 师 李 景 均!8-+7’8-/79+$

%&%!:!##;"于%&%!年%#月!<日 出 生 于 中 国 天 津$%&;"
年在南京金陵大 学 获 理 科 学 士 学 位$%&$#年 在 美 国 康 奈 尔

大学获哲学博士 学 位%学 业 完 成 后$他 偕 新 婚 妻 子 于%&$%
年%#月动身$经历了种种难以想像的艰辛$奔回抗日战争中

的中国%%&$!年春$李景均受聘于广西大学%%&$;年夏$他

回到战时已迁至 成 都 的 母 校 金 陵 大 学 任 教$%&$"年 抗 日 战

争胜利后随校返回南京%不久$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李森科

伪科学开始肆虐中国 后$李 景 均 于%&=#年;月 被 迫 携 家 离

京$由上海 转 赴 香 港$并 在 穆 勒!>3?3@/11AB"的 帮 助 下 于

%&=%年=月到达美 国$受 聘 于 匹 兹 堡 大 学 公 共 卫 生 研 究 生

院任教授%

从%&$"年 底 至%&$C年 初$李 景 均 以 他 在 广 西 大 学&金

陵大学和 北 京 大 学 的 讲 稿 为 基 础$撰 写 了’群 体 遗 传 学 导

论($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C年%!月出版$引起了国际

遗传学界的广泛注意%遗 传 学 一 代 宗 师 穆 勒 立 即 请 著 名 群

体遗传学家克劳!D38B)E"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撰文

评论该书%克劳写道#)对大多数遗传学家来说$该书是对费

希尔!F3G3D+6-AB"&霍 尔 丹!?3H3I3>(1J(7A"&赖 特!I3

KB+’-4"等浩瀚而不 朽 著 作 的 第 一 次 清 晰 易 懂 的 阐 述$而 这

些大师们则在很大程 度 上 是 受 惠 于 李 景 均 才 使 他 们 的 巨 著

能被更多 的 人 所 理 解%*英 国 著 名 群 体 遗 传 学 家 马 瑟!L3

@(4-AB"在’自然(杂志上发 表 了 题 为)中 国 的 群 体 遗 传 学 教

程*的评论%他写道#)这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著作++李景

均博士非常全面地论 述 了 他 的 主 题++对 讨 论 中 的 核 心 问

题的绝妙的清晰阐述 减 少 了 数 学 论 述 所 产 生 的 困 难++文

字和风格会成为众多 母 语 为 英 语 学 生 的 良 好 学 习 材 料%*穆

勒本人则写道#)李景 均 博 士 关 于 群 体 遗 传 学 的 著 作 被 美 国

遗传学家普遍认为是该学科用英语写成的最佳教学用书$它

满足了训练青年科学 家 对 这 一 重 要 而 艰 深 的 领 域 作 深 入 探

索的需要%*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 李 景 均 所 著’群 体 遗

传学($与北京版相比较$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斯皮斯

!M3H3I.+A66"的评价 说#)该 书 对 这 一 领 域 发 挥 了 决 定 性 影

响达!#年之久%全世界 整 整 一 代 遗 传 学 家 都 得 益 于 该 书%

事实上$要不是因为这本书$由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等伟人

所创立的基本原理在%&<#年前还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

!%年 后$即%&<"年$李 景 均 又 出 版 了’群 体 遗 传 学 基 本 教

程($一般认为是北京版的增订版%舒尔!K3?3I2-/11"评论

说#)该书是李景均对他在;#年前首次发表的见解的进一步

发展%*他在评论结尾概括李景均这一主要著作的重要意义

时写道#)这是第一部 也 是 最 杰 出 的 一 部 为 那 些 希 望 懂 得 一

点群体遗传学和感受 一 点 其 激 动 人 心 内 容 的 生 物 学 家 所 写

的书++它的长处在于其作者有令人惊叹的教学编排技巧%

它应该为所有渴望对 群 体 遗 传 学 概 念 有 所 了 解 的 人 们 所 拥

有和学习%*

李景均!!"#$%!"&$’#"()(*!*++,#

一位年仅;"岁 的 中 国 青 年 在 中 国 撰 写 的 著 作 竟 然 于

;#年间在美国一 再 修 订 和 增 订$其 增 订 版 又 由 英 文 译 成 俄

文等其他文字$过了近 半 个 世 纪$至 今 仍 然 是 其 所 属 领 域 的

权威著作$这在遗传学史上真可算得上是罕见的了%

自%&=;年至!###年$李 景 均 共 发 表 论 文 等 各 种 著 作

%$;种$其中专著C部%在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中$有 许 多 是 原 创

性的经典论著%

%&=;年$李景均在’美国自然科学家(杂志上发 表 了)F-
正面临交叉路口吗？"对补偿效应的评论*一文%他指 出$

对杂合子的选择和F-阴性母亲有更多孩子的补偿之间的平

衡是不稳定的%这实际上是对费希尔关于F-阴性基因型有

更高频率的补偿理论提出质疑%



%&=$年!在发表于美国"生物统计 学#杂 志 上 的$应 用 随

机矩阵推导亲属间的联合分布与相关%一文中!李景均应用

血统上基因同一 的 基 本 概 念!构 成 转 置 矩 阵N&O和P!用 以

概括随机交配群体的 所 有 近 缘 系 类 型 间 的 关 系’斯 皮 斯 认

为这是一篇超越了时 代 的 论 文’该 文 纠 正 了 当 时 具 有 权 威

性的费勒(K3DA11AB)的 名 著"概 率 论 及 其 应 用 导 论#中 的 错

误!提出了全新的NOP方法!然而竟然在发表后的%!年间无

人引用!直到%&""年 才 被 莫 兰(Q3G3Q3@)B(7)和 史 密 斯

(83G3H3IR+4-)所认 识’他 们 认 为!李 景 均 提 出 的 方 法 能

很简便地解释费希尔的方法和结果!并且填补了费希尔留下

的空隙’现在!NOP方法已被广泛应 用 于 解 决 各 种 人 类 群 体

遗传学的 问 题!包 括 在 亲 代 身 份 可 疑 时 计 算 非 父 的 概 率’

%&&&年!查克拉瓦 蒂(G38-(SB(T(B4+)在 美 国 人 类 遗 传 学 会

授予李景均优秀教育家奖的介绍词中说*$今天!李景均这一

最重要贡献已 如 此 广 泛 地 被 应 用!以 致 被 视 为 理 所 当 然 之

事!我们常常不知道它的原始出处了’%

关于人类性状的孟德尔式分离研究!李景均曾发表过一

系列论文!主要有*$由首次出现时间估计隐性比率%(%&"$)!

$研究人类孟德尔 式 分 离 的 一 种 新 方 法%(%&"")!$在 完 全 确

定情况下估计分离比率的一种简单方法%(%&"C)!$不完全二

项分布%(%&<#)!等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提供了许多具有实

际意义的新概念’尤其是他创造的一种被称为$不计独子或

独女方法%简称$单 法%的 分 离 分 析 方 法!可 以 根 据 隐 性 缺 陷

后裔出现的时序!非常 简 便 地 估 计 出 分 离 比 例!或 测 验 隐 性

个体的出现是否确实 随 机’这 一 方 法 的 效 率 几 乎 同 最 大 似

然法一样高!并且不需 要 解 任 何 方 程!显 示 了 李 景 均 超 人 的

聪明 才 智’%&C!年!尼 古 拉 斯(D3K3U+2-)1(6)在 评 论 自

%&%!年温伯格(K3KA+70AB’)以来分离分析的<#年历史 时

强调指出*$单法是简单分离分析中需要应用的唯一方法’%

%&<%年李景均发表的"两个热 水 瓶 的 故 事*人 类 智 力 遗

传模型的若干特性#一文!特别是文中他创造的图解!使大家

钦佩不已’著名的教育心理学教授詹森(G3F3?A76A7)甚至

说*$这是应该渗透进 每 个 人 意 识 中 去 的 如 此 重 要 的 遗 传 学

知识’把这幅图解粘贴在每个人的盥 洗室镜子上也许是个

好主意!这样!每个人在每天早晨刷牙时就可以天天学’%

在群体遗传学方面!李景均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关于

群体的遗传平 衡!平 衡 的 稳 定 性!群 体 的 适 合 度!基 因 型 相

关&配子相关和近缘系间相关!基因频率估计!以及突变和选

择的效应等问题!他 都 有 相 当 深 入 的 研 究’在$平 衡 的 稳 定

性和群体的平均适合度%(%&==)一文中!他以随机交配下和

近交下的两个或多个等位基因为例!分别给以固定的和可变

的选择值!检验了赖 特 的 适 应 峰 概 念’在$选 择 下 的 遗 传 平

衡%(%&"<)一文中!李景均综合了他在其他论文中提出的许

多重要概念和结果!又添加了在选择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工

作和事例!已成为实验 群 体 遗 传 学 研 究 的 十 分 有 用 的 基 础’

在$通过对一个性连锁基因座的自然选择使平均适合度极大

化%(%&"<)一文 中!李 景 均 又 进 一 步 指 出!趋 向 于 稳 定 态 群

体的平均适合度!可应 用 于 一 个 性 连 锁 基 因 座!只 要 雄 亲 和

雌亲的平均适合度可 按 一 定 的 方 式 定 义’但 对 双 基 因 配 子

群体!当选择包 含 上 位 性 而 妨 碍 了 配 子 中 基 因 的 随 机 组 合

时!平均适合度就会 下 降’因 此!在 涉 及 两 个 基 因 座 的 情 况

下!李景均不 赞 成 使 用$连 锁 不 平 衡%这 一 惯 用 术 语’因 为

连锁对于不平衡的出现!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不平衡是由于适合度 中 的 上 位 性 阻 止 了 群 体 中 的 随 机 组 合

而引起的’当然!紧密连锁可以有加强不平衡的作用’上述

内容都丰富和发展了群体遗传学’

%&C;年 元 旦!李 景 均 在 匹 兹 堡 大 学 工 作;%年 后 退 休!

时年<#岁’退休后!他又以荣誉退 休 教 授 的 身 份 工 作 了!%
年’在他的%$;种著 作 中!有;!种 是 在 退 休 后 完 成 的!包

括*$归因 于 或 然 性 和 亲 缘 性 的VUG指 纹 相 似 性%(%&&;)!

$VUG图型配对相符的群体遗传学%(%&&")!等等’

李景均的学术成就为他 赢 得 了 许 多 荣 誉’%&"#年 他 被

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 会 主 席’他 还 担 任 过 美 国 科 学 发 展 协

会委员&美国控制亨廷顿舞蹈病国会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是

意大利帕维亚大学&荷兰埃拉斯姆斯大学和美国十多所大学

的访问教授’他的著作被译成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李景均很关 注 中 国 遗 传 学 尤 其 是 人 类 遗 传 学 的 现 状’

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年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杂志上

的$从优生学到人 类 遗 传 学%!其 中 有 许 多 文 字 是 关 于 中 国

的’他指出!控制人口数 量 有 一 个 非 常 有 效 的 方 法!那 就 是

提高全民族的受教 育 水 平’教 育 水 平 越 高!出 生 率 就 越 低’

他对优生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并用人类群体遗传学的原理

证明它无助于提高人口素质’正如该文的题目所示!优生学

应该并已经被人类遗传学所取代’

李景均先生于!##;年%#月!#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市逝世!享年&%岁’在他逝世后!不少美国报纸以显

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称他为$人类遗传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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