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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义的遗传资源包括生物种类拥有的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
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物种及基因资源十分丰富，并常常与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联系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具体说，这类传统知识是指当地社区和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驯化、培育和使用栽培植物和家养动
物品种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所积累和创造的知识。
这包括当地民族、社区和家族千百年来选育、培育和应用农作物、林木、花卉等植物及其品种资源的
知识，以及丰富多彩的农作物品种资源；驯化和繁育优良家畜，家禽、鱼类、宠物等动物及其品种资
源的知识，以及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
这类知识主要基于生物物种资源和遗传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是当地社区和人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知识
财富。
　　然而，对于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还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传统知识的
价值认识不够，对其保护和推广利用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学者对于这类结合了生物学、生态学、人
类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型研究显得力不从心。
中央民族大学在过去几年利用实施“985工程——传统知识专题”、执行环境保护部“全国重点物种资
源调查——民族地区传统知识调查与整理专题”、以及实施科技部支撑课题“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支撑技术——民族地区传统知识数据库建立”的机会，组织数10个调查小组，由不同学科的专家组
成，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研究较少的独龙族、水族等地区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了广
泛和深入的调查，得到大量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本书是其调查和研究成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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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述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定义和国内外背景现状；重点介绍了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典型
传统农作物和畜禽品种资源的案例调查和研究成果，包括傣族的水稻、哈尼族的旱稻、藏族的青稞、
独龙族的独龙鸡、水族的香羊等。
特别关注了少数民族地区与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丧失和流失问题，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
惠益分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加强我国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和促进与
地方社区惠益分享的政策措施。
    本书可供生物学、生态学、农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并可
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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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地区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概述　　第一节　相关概念　　一、生物遗传资源的定
义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物资源”、“遗传资源”和“遗传材料”等作了定义，规定
：“生物资源”是指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值的遗传资源、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种群或生
态系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分。
“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
“遗传材料”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
　　因此，遗传资源寓于生物资源的概念之中，是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
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
许多生物种虽然没有分类意义上“种”以下的遗传变异分类单位，但其“种”水平上的动植物个体和
群体本身也是含有丰富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特别是与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有亲缘关系的野生动物和
野生植物，往往含有抗病、抗虫、抗劣和其他特性的优良基因，是繁育优良农作物、畜禽新品种的遗
传材料。
　　此外，在潜在价值的鉴别方面也没有现成的标准，有些物种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其特别价值，但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种的潜在价值将被不断发掘出来。
因此，广义遗传资源的概念较大，实际上包括了地球上所有有价值（实际的和潜在的价值）生物种类
所拥有的基因资源，也包括物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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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地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案例研究》可供生物学、生态学、农学、人类学、社会学和
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并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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