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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系统学是进化生物学的重要组成之一，是进化概念下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一方面，它要探讨现在或过去地球上生物的分布、形态和多样性，以及生物分布格局、形态结构与环
境之间的对应协调关系。
另一方面，它还要研究生物形态、多样性以及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历史和过程。
因此，它需要综合多种学科如地学、进化论、形态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方面的理
论和方法。
这些方面的综合使得生物系统学的原理及方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
对此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及阐述极为重要，也是我国生物系统学研究迫切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我国地理情况复杂、生境多样，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还远没有完成，迫切需要培养和加强一支青年科研队伍。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由于生物系统学研究的复杂性及艰难性，理论及方法的掌握显得尤为重
要。
周长发博士有志于此，潜心钻研，对生物系统学理论有相当精深的了解和掌握，这在他的这本《生物
进化与分类原理》一书中有明确的体现。
　　该书分十七个章节对生物系统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原理和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独特的介绍和
讲解，从介绍地球上多样的生物物种开始，逐次介绍了生物物种产生的原由、进化思想的产生及发展
过程、自然选择的过程和原理、特殊的自然选择方式（性选择、群选择、亲选择）、遗传漂变、进化
的结果——适应、物种概念、物种形成、物种分类、高级分类单元、生物命名概要、主要生物分类学
派（支序系统学、进化系统学、数值系统学、分子系统学）以及生物地理学概要。
为方便有关人员对生物进行命名和翻译，书后还附有部分常见生物种名释义（中文和拉丁文）、部分
常用生物命名词汇表（中西文对照）等。
尤其重要的是，书后还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以方便读者进一步参考原始文献和深入研究。
　　该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语言生动活泼，介绍深入浅出。
它既可以当作一本专著，也适合用于研究生的教材，是同类书籍中难得的一本。
相信它的出版将对推动我国生物系统学的研究有诸多助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进化与分类原理>>

内容概要

生物进化论解释了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原因和由来。
然而，生物种类丰富多样，形态千差万别，特定生物或类群的进化及其分布过程、历史和式样各具特
色，对它们的分类、描记、命名和重建需要遵循科学的原理、方法和规范。
本书综合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对生物进化论及生物系统学的原理和
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
对生物学中争论的热点内容也有所涉及。
    本书涵盖了所有生物系统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使具有大学以上水平的学生及相关研究人员充分了
解生物系统学的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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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生物进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地思考，不停地问：人从何而
来？
生物从何而来？
地球从何而来？
宇宙从何而来？
　　2.1　宇宙和生命的诞生　　2.1.1　宇宙的起始　　一种观点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
如果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就意味着宇宙是亘古不变的，即宇宙历来如此并将永恒存在，因为如果没有
开始，就意味着宇宙已存在了无穷久。
既然存在了永久的宇宙是如此，可以想像目前的宇宙就是永恒了的宇宙。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至少地球上的物体包括生物在内都是不断变化的，如岩石的风化、海平面
的涨落等。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宇宙存在了无穷久，那么人类似乎应该是更发达、更完美的，因为现今的人类
社会比100年前就进步了不知多少，而现实却是人类本身仍有很多缺陷。
　　基本的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有质量的物质之间有万有引力。
因此，如果时间足够久远，宇宙间的物体（如各种星球）应该因相互吸引而距离接近，并最终融合在
一起。
而宇宙目前的实际状况表明宇宙存在的时间并不是非常久远。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指出，宇宙的无序状态（称为熵）总是随时问而增加。
而宇宙非常有序的实际状况（如月亮围着地球转动、地球围着太阳转动）表明，宇宙只能是运行了有
限的时间，否则的话，它现在应该是一种完全无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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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进化与分类原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语言生动活泼，介绍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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