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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李朗） 

 

首先，非常感谢 BGCI-KFBG 交流奖学金项目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参加今年的培训班，学习分

子生物学技术在保育生物学中的应用。培训班主要安排学习了以下内容：DNA条形码和群体遗传学的基本概

念、研究方法以及在保育生物学中的实际应用。通过具体讲授、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和相关讨论，我对这

两个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培训班还安排了野外考察活动，让我实地了解了香港的生态环境和

野生植被状况。此外，通过参观 KFBG，对香港植物园的运作模式和相关文化理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目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基于所在地区的相关自然保护区，正在开展区域性的植物 DNA 条形码方面

的工作。本次培训班涉及的保育生物学中 DNA 条形码的应用对于植物园目前开展的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热带植物，特别是热带珍稀濒危植物的保育生物学研究，一直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非常重要的一个

研究领域。本次培训班讲授的群体遗传学在保育生物学中的应用，对于植物园开展热带珍稀濒危植物的保

育生物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一直贯穿于 KFBG管理运作中的永续生活理念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这方面也很值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借鉴。 

本人所在的植物系统与保护生物学实验室目前正在开展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和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树种

DNA条形码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包括 DNA条形码数据采集，相关数据库构建以及系统发育分析。同时，实

验室还开展了樟科濒危珍贵木材树种的保育遗传学研究，主要利用基于第二代 DNA 测序技术的 RAD-seq 获

取相关数据信息，以此揭示濒危物种居群间基因组多样性的差异，确定进化显著性单元和保护关键区域，

为濒危物种野生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指导。在本次培训中学习到的 DNA 条形码和群体遗传学相

关知识均可应用到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中。其中，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和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树种 DNA 条形

码的相关研究工作将于 2014年完成，樟科濒危珍贵木材树种的保育遗传学相关研究工作将于 2015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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