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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在阐述生态和进化的理论整合中，始终以种群的适应性改变为主线，以种群进化性改变的
遗传基础及4大进化动力为铺垫，围绕种群进化中的关键性问题逐步展开。
最后介绍进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本教材深入浅出，为便于读者学习，编者选用了国内外经典的研究例证，同时体现了国内近期的
相关研究进展和成果。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态学专业、环境科学专业以及生物学其他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
书，也可供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农林牧业生产管理人员、自然保护管理人员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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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然选择是盲目的、非目标性的，但有时人为意志可以强制性地改变适合度，即人
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
而此时的适合度与人类的需求和偏好有关，如更高的产蛋率、产肉率、水果更甜、耳朵直立还是下垂
等。
 三、绝对适合度和相对适合度 任何植物或动物的种群都存在扩张和收缩。
种群扩张时，多数个体都能繁殖后代，种群收缩时，仅有少量个体能够繁殖后代。
但不管任何时期，某些个体总会有相对更多的存活后代。
适合度可以是一个绝对数值，称绝对适合度（ab-solute fitness），是对子代种群贡献的个体数。
但更多的时候是考虑频率，以相对适合度（relative fitness）来衡量，即个体相对于特定基因型对子代种
群的贡献率，通常参照绝对适合度最大的基因型。
 绝对适合度的值可以大于1，是实际衡量的数值，相对适合度则是根据参照基因型的绝对适合度标准
化后得到的数值，其值要小于1。
如果没有特别强调，一般我们指的都是相对适合度。
 四、适合度的测定 适合度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适合度的定义建立在适合度与有效繁殖关联的基础之上，度量适合度意味着测定生殖效率或繁殖适合
度，这看起来并不容易。
生存无论以生活力还是以寿命来表达都是比较容易度量的。
可用两种方式来测定有效生殖，一是测定产生受精卵或合子的数量。
如果个体产生的受精卵或合子极少或根本没有能够达到性成熟，或者极少或根本没有对后代种群作出
贡献，这种个体的适合度是很低的；二是用后代性成熟个体的数量或相对比例来度量。
把性成熟个体数作为个体对后代种群的贡献大小，即证明某种表型的个体比其他表型的个体贡献更多
的性成熟后代。
对世代周期长的物种来说，这种适合度的测定在实践中有相当大的复杂性。
再者，需要熟悉研究对象的进化历史，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Thoday，1953，1958），实践中是不现
实的也没有多少价值。
因此，直接测定个体的适合度基本上缺乏一个度量标准，适合度与有效生殖之间的关系仅能作为一种
定义（Merrell，1981）。
还有一点，与适应一样，适合度总是和一组特定的环境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估计适合度的时候
，也要采用相应的方法表示这组环境特征。
也就是说，个体的适合度大小是相对于这组特定环境特征而言的。
 为了简化问题，适合度往往以单个的基因进行考虑。
一种基因型的适合度是个体平均适合度（基因传递的成功率）与最适基因型的适合度的比率。
测定不同基因型的适合度往往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 （1）每种适合度的组分都很重要，因此所有
组分都必须说明。
 （2）必须排除随机效应。
 （3）适合度可能是一种遗传上的复合体，如显性上位、基因互作等的产物。
 （4）统计学上的困难，1%的适合度差异可能十分关键，但很难进行可靠的测定。
 （5）适合度受环境的影响极大，往往随时间和空间改变。
 尽管如此，确定不同基因型的适合度依然是研究各种进化动力效应的关键。
特别是对于自然选择来说，自然选择总是淘汰适合度低的个体或降低其在种群中的频率。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只考虑对基因的选择效应，而不是对个体的选择效应。
但必须明白，自然选择仅对个体（表现型）起作用，当个体间适合度的差异与特定等位基因（群）的
存在与否有关时，自然选择才对此等位基因或基因型起作用，所有影响适合度的基因的作用方式左右
着选择过程。
换句话说，自然选择直接作用于表现型，间接作用于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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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选择作用的效力用选择系数（selection coefficient）来衡量，其值大小的含义与相对适合度相反。
 五、自然选择的生态模式 适合度不仅与特定的基因型有关，同时取决于这一基因型生存的环境。
换句话说，特定基因型的相对适合度可能在一种环境中较高，而在另一种环境中却较低。
例如工业黑化，黑化的个体在污染环境中存活率较高，野生型则在未受污染的环境中存活率较高。
 环境或生态因子中能够影响相对适合度的物理因子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土壤类型等；生物因子如
种间竞争、捕食、寄生等。
此外，种群密度、年龄结构、空间格局及基因型频率等都是影响种群中特定基因型相对适合度值高低
的因素。
环境选择的生态效应说明选择系数是随着环境的时空动态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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