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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种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百年
,

但至今仍未达成完全一致
,

尤其是在物种的概念
、

物种

的划分及物种的形成等主要方面的观点分歧较大
,

可说是学派林立
、

百家争鸣
。

引起这些分歧的

根本原因是生物的极端多样性
,

当然
,

也与每个人的观察角度和认识水平不无关系
。

目前
,

最大的

矛盾是
,

一方面大家竞相给物种想下一个简明而又高度概括的定义
,

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
,

对

不同生物却是各有其标准
。

这样就必然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物种概念
,

甚至产生了混乱
。

此外
,

种下

单元的划分
,

不论在标准还是术语方面
,

都存在很大问题
,

尤其是种和亚种的分类及系统关系问

题过去和现在都被严重地忽视了
。

关健词 物种 定义 分类 种下阶元

人类对物种问题的探索和争论 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

至今
,

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但未达成

一致
,

相反
,

由于新概念
、

新名词 和新观点的不断涌现
,

使得后人在认识这一问题上感到更

加困难
。

有鉴于此
,

笔者愿将所涉猎的有关物种问题的概念和观点加以归纳
,

并提出自己的

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尤其是对种下单元的划分和系统关系做了尝试性讨论
。

一
、

有关物种的不同定义

M a yr ( 1 9 8 2a) 曾经说过
: “

在生物学中
,

再没有像物种概念那样能 引起人们的争议
。 ”
人

类对物种问题已经争论了二百多年
。

1
·

实质论学派物种概念 ( e s s e n t i a l i s t s p e e一e s e o n c e p t )

oJ h n R a y 是第一个提出物种的生物学定义的人
,

他认为那些具有相同后代 (
s h a r i n g a

e o m m o n d e s e e n t )的生物
,

即使在外形上有很大不同
,

它们仍属于同一种
。

L i n n a e u s
( 1 7 5 1 )提

出
:

现在的物种数
,

和初创时的物种数是一样多
。

B uf fo
n ( 1 7 4 9) 认为物种是那些可以产生后

代的相似个体的稳定连续体
。

V on B ae r
( 1 8 28) 将物种定义为

: “

由共同后代维系在一起的个

体的集合体
。 ”

所有以上观点都可归为实质论学派
,

他们的物种概念
,

可归纳为以下 4 个特点
:

1) 物种

由那些具有相同实质的相似个体组成
, 2) 物种之间有间断

; 3) 物种在时间长河中保持稳定
;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荃金资助 (课题号
:
9 5 0 8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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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种的变异是极其有限的
。

2
.

唯名论学派的物种概念 (n o min a l is t i cs pe e ie s “ on e c pt )

唯名论学派认为只有个体存在
,

而种和其它的分类都是人为的
。

R o b i n e t 提出
: “
只有个体

,

而无门
、

纲
、

属或种
” 。

B e s s e y ( 1 9 0 8 )表示
, “

在自然界中
,

种是

不存在的
,

它顶多只是一种意念
,

是人们用来表示大量的个体集合体的
。 ”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
,

也有与唯名论学派相类似的观点
,

例如 L o n g i n o( l 9 9 3) 提 出
:

分类是一种在多维的性状

空间 ( m u l t i d im e n s io n a l C h a r a e t e r s p a e e )中
,

区分和命名不同点簇 (
c l u s t e r s o f p o i n t s )的过

程
,

这些点代表不同个体
,

而这些簇代表不同物种
。

3
.

n a r w i n 的物种观点

物种是可变的
,

可以从一个物种变成另一新种
,

或者从一个物种分化成几个其它物种
。

这是 D ar iw
n
的最大贡献

,

也是人类对物种问题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

物种可变的观点
,

是

现代生物进化论的基石
。

D ar w in 认为物种仅仅是高度演化的形态变异体 (的确
,

物种的起源应当称作适应的起

源 )
,

但他混淆了种系内的适应和新种系起源这一 问题 ( C oy en
,

1 9 94 )
。

4
.

本世纪以来流行的物种定义

从本世纪 以来
,

关于 物种的定 义更是 五花 八门
,

其中影 响最 大和 被普遍接受 的是

D o b z h a n s k y 和 M a y :
的生物学物种概念及 S im p s o n

的进化物种概念
。

z ) 生物学物种概念 ( b i o l o g i e a l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或 b io s p e e i e s )

物种是一群可以交配并繁衍后代的个体
,

但与其它生物却不能交配 (不能性交或交配后

产生的杂种不能再繁衍 ) ( D o b z h a n s k y
,

1 9 5 1 )
。

物种是可 以进行交配的自然居群 ( p o p ul at io n ,

国内也有人将其译成
“

种群
”
)

,

它和其它

居群之间存在生殖隔离 (M a y r ,

1 9 4 0 , 1 9 4 2 )
。

自然界中所有基因变异体可以分成各个小单元
,

即所谓的物种
,

它们相互存在生殖隔

离
,

以此来阻止产生过多的不协调的基因组合
。

这就是物种的基本含意
,

这也是为什么在同

域种之间存在不连续的原因 (M a yr
,

1 9 6 9)
·

M ay
: ( 1 9 8 2a ,

b )对物种的定义进行了修订
: “

物种是由居群组成的生殖单元 (和其它单

元在生殖上是隔离的 )
,

在自然界 占据一定的生态位
。 ”

其中后一条款可以用来区分无性生殖

的生物
。

M a y r ( 1 9 9 2 b )提 出
: “

物种变成了一个表示关系的词
,

就像
`

兄弟
’
一词一样

,

它不能表明

个体的任何内在特征
,

而只是与源于同一父母的其它个体间的关系
。 ”

新的物种概念
,

阐述了

一个全新的种级分类的实质
。

这一观点认为
,

物种仅仅是进化的突发事件
,

是在种系 内演化

的多向的和不适应的副产物
。

M ay
r 和 D o

bz h a sn k y 最先意识到物种的起源是和基因间相互作用的起源是同物异语
。

强调染色体数 目 (如二倍体
、

多倍体
、

无融合生殖种 )作为分种依据而将外部形态作为次

要特征依据的称为生物学种 (陈世骥
,

1 9 9 1)

生物学物种概念是以居群之间的生殖隔离为基础的
。

它强调种 内个体生殖遗传上的连

续性和相通性
,

即存在着基因交流
,

而不是形态上的相似性
;
其最大特点是物种可以通过居

群之间是否交配而加以区分
;
但其致命的缺陷是它不能解决所有无性生殖的生物的物种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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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问题
,

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细菌
、

原生动物
、

真菌
、

孤雌生殖的生物以及次生的失去有性繁殖

能力的植物
。

2 )进化物种概念 (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s p e e i e s C o n e e p t )

iS m sP o n ( 1 9 6 1) 罗列了生物学物种概念的几大缺陷
。

首先是名词上
,

他认为所有的物种

都是生物的
,

因此
,

物种前面加生物两字真是多此一举
;
此外

,

他还强调了生物学物种概念不

能在化石类型中应用
。

鉴于上述原 因
,

他提出物种应当作为居群进化的线系来定义
。

这种进

化物种定义可以避免生物学物种概念所引起的错误
,

尤其是它可以同样用于有性繁殖和无

性繁殖
、

化石的和现生的生物类型
。

他的进化物种定义是
: “

进化物种是一个独立进化的世系

i(l
n ea g e )( 居群的祖一裔系列 )

,

扮演着固有的进化角色
,

有它自己的进化趋势
。 ”

但这一物种定义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区分不同进化线系的有效方法
,

即没有解决怎样

实际划分化石物种的具体问题
。

此外
,

这一物种概念的最大缺点是它淡化了有关物种的根本

问题
,

如物种间的不连续是如何产生和保持的
;
相反

,

它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划分多向度

种 ( m
u l t id im e n s i o n a l s p e e i e s )的问题上

。

与上 述观点大同小异的物种概念 还有很多
,

下 面是 国 内
、

外较常提 到 的几种
:
H ul l

( 1 97 5
,

1 9 7 8) 认为物种是个体的集合
,

它们具有时空的均一性和 历史的连续性
。

陈世骥

( 1 9 87 )
: “

物种是生命系统线上的基本间断
。

物种是由居群所组成的生殖单元 (和其它单元生

殖上隔离着 )
,

在自然界占有一定的生境
,

在宗谱线上代表一定的分支
。 ”

他认为
,

鉴定物种有

两个基本要求
:

第一
,

要求特征分明 (间断性 )
,

没有中间类型存在
;
第二

,

要求特征固定 (不变

性 )
。

方宗杰 ( 1 9 90 )
: “

物种是由成种事件相互联系着的独立世系
,

它是由祖一裔居群系列组

成的生殖和遗传单元
,

保持着不同于其它世系的独特的同一性
,

具有自己的进化地位和历史

命运
,

在 自然界占据 (或曾占据 )着一定的生态位
。 ”

本世纪以来
,

与渐变论物种概念截然不同

的观点是 lE d r
ed ge 和 G ou ld ( 1 9 7 2) 提 出的点 (间 ) 断平衡论

。

点断平衡论把古生物学家从寻

找
“

连续的
、

分级微细的化石序列
”

的徒劳中解放出来
,

这一理论强调种内连续
,

种间间断的

概念
,

并认为种间间断是与化石记录的不完备性无关的客观存在
,

物种应被视为生物进化的

不连续实体
。

总之
,

关于物种的不 同定义
,

E r e s h e fs k y ( 1 9 9 2) 归纳为 3 个大类
:

第一是广为流传的生

物学物种概念
,

该定义将生殖隔离作为区分物种的标准
;
第二是系统发育和演化物种概念

,

通过系统发育分析
,

划分演化单元
,

进而确定物种
:

第三是形态种概念
,

以表型或基因型的差

异来区分物种
。

二
、

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定义的局限性

关于物种概念
,

笔者有两种困惑
:

l) 自从达 尔文提 出物种是可变的
,

至今甚少有人对此

提 出异议
。

既然物种是可变的
,

这就说明其具有可变性或不确定性
;
对于一个有可变性的事

物要严格定义它
,

多少是有些困难的
; 2) 物种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

,

物种的多样性也是千变

万化的
,

因此
,

用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所有物种的共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

在实际工作中
,

我

们要遇到很多例外
,

在此择其主要者介绍之
。

1
.

无性繁殖生物的物种问题

生殖隔离的标准是无法用来划分无性繁殖的生物物种
。

过去
,

通常认为这类生物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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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形态上来区分的
; May

r (9 1 8 2a )提出
,

无性繁殖生物的种可以从生态方面来划分
。

因为

所有的物种都占据特有的生态位 ( ec ol o
gl

o al n ic h e)
,

对无性繁殖的生物而言
,

一般是将占据

同一生态位或者是在生态系统中起相 同作用的个体或克隆 (c fo n e )划为同一种
。

这类生物的

物种被称为无性种 ( ag
a m os p ec ies )

,

但其物种的划分依据却是形态的或生态的
。

因此
,

无性

生物种不是形态种就是生态种
。

无性繁殖
,

并不等于在个体之间不存在基因交流
,

有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
,

很多细菌和原生动物要定期地聚在一起
,

以便交流遗传信息
,

从而产生了基

因种 ( g en os p ec ies )的概念
。

所谓基因种
,

是指可以相互交流遗传信息的菌株或变种的集合体

( Q
u ie k e ,

1 9 9 3 )
。

内因种 ( aP
o m ict iC sP ec ies )

:

两物种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杂交产生的新克隆或无性的微

种 ( m i e r o s p e e ie s )
。

2
.

性双形
、

变态和多态问题

不论在现生生物物种还是在化石物种概念中
,

都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性双形 ( s e

xu
a l id

-

m o r p h i s m )
、

变态 ( m e t a m o r p h o s i s )及多态 ( p o l y m o r p h i s m )等特殊现象
,

这对划分物种带来

一定困难
。

事实上
,

很多物种的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
、

同一个体的不 同发育阶段乃至同一居

群的不同个员或个体之间
,

都存在惊人的差异
,

C a 1fo m o
n( 1 9 6 9) 认为有些生物的两性差别

之大
,

足以使人们将其置于不同的种或属
,

甚至于不同的科 (转引自方宗杰
,

戎嘉余
,

1 9 9 1 ) ;

在珊瑚虫和一些社会生物中
,

不同的
“

个体
”

虽然在结构形态上是独立的
,

但在功能上却严格

分工
,

相互依赖性很强
,

整个群体或居群的生理
、

生殖过程及群体形状的构建等
,

都是不同类

型个员共同参与的结果
,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

因此
,

它们不能算是真正的独立个

体 i( n id vi d ua l )
,

而只能称其为个员 (z oo 记 )
,

不同类型的个员之间差异也很大 ,群体动物中的

任何一个个员
,

都不能作为所代表物种的
“

模式
” ;
其实

,

严格地说
,

在任何有性繁殖的动物

中
,

一个个体是无法反映其物种特性全貌的
。

由此看来
,

建立在个体和模式标本基础之上的

物种概念已不再合时宜
。

所有个员
、

个体
、

单态体都只能反映它们所代表物种的一个部分
、

一

个特例或一个阶段
,

即一个表型单元
。

为了解决变态在生物分类中引起的问题
,

H en in g

( 1 9 6 6) 提出
,

系统生物学中的基本单位不仅是个体
,

而且是在一个特定时间上 的个体
,

即单

态体 (s e m aP h or o n t )
,

如昆虫发育周期中的蛹
、

幼虫和成虫分别为不同的单态体 (转引自孟

津
、

王晓明
,

1 98 9 )
。

目前
,

在生物学界 已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

即
“

物种在自然界存在的基

本形式是居群
,

而不是个体
” 。

必须声明的是
,

尽管建立在模式标本基础之上的物种概念 已经

过时
,

但现今在生物分类命名中
,

仍离不开模式标本
,

所不同的是
,

现在的模式标本系列中又

增加了十多种模式标本类型
,

种类已达 18 个之多
,

包括正模
、

副模
、

配模
、

新模
、

地模等
,

其目

的是要尽量给同一物种或亚种下的不同类型 (包括不同性别
、

变态体
、

变异体等 )都有模式标

本
,

这样才能反映物种的真实特征
。

3
.

古生物学中的物种问题

古生物学家一直将形态间断作为划分物种的主要依据
,

这样就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

题
:

l) 因为有时很难确定某些特征究竟是代表性别或年龄还是不同物种的差异
。

2) 不同器官

定不同物种
,

例如恐龙和恐龙蛋甚至脚印都是按不 同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的
;
古生代的鱼化

石
,

有时仅依据鱼的耳石
、

鳞片或鳍刺来建立分类体系
; 目前

,

公认牙形刺是某一类动物的器

官
,

但它的分类命名几乎是纯形态的
;
古植物学家甚至把采自同一层位的植物叶子

、

树干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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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a l id

-

m o r p h i s m )
、

变态 ( m e t a m o r p h o s i s )及多态 ( p o l y m o r p h i s m )等特殊现象
,

这对划分物种带来

一定困难
。

事实上
,

很多物种的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
、

同一个体的不 同发育阶段乃至同一居

群的不同个员或个体之间
,

都存在惊人的差异
,

C a 1fo m o
n( 1 9 6 9) 认为有些生物的两性差别

之大
,

足以使人们将其置于不同的种或属
,

甚至于不同的科 (转引自方宗杰
,

戎嘉余
,

1 9 9 1 ) ;

在珊瑚虫和一些社会生物中
,

不同的
“

个体
”

虽然在结构形态上是独立的
,

但在功能上却严格

分工
,

相互依赖性很强
,

整个群体或居群的生理
、

生殖过程及群体形状的构建等
,

都是不同类

型个员共同参与的结果
,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

因此
,

它们不能算是真正的独立个

体 i( n id vi d ua l )
,

而只能称其为个员 (z oo 记 )
,

不同类型的个员之间差异也很大 ,群体动物中的

任何一个个员
,

都不能作为所代表物种的
“

模式
” ;
其实

,

严格地说
,

在任何有性繁殖的动物

中
,

一个个体是无法反映其物种特性全貌的
。

由此看来
,

建立在个体和模式标本基础之上的

物种概念已不再合时宜
。

所有个员
、

个体
、

单态体都只能反映它们所代表物种的一个部分
、

一

个特例或一个阶段
,

即一个表型单元
。

为了解决变态在生物分类中引起的问题
,

H en in g

( 1 9 6 6) 提出
,

系统生物学中的基本单位不仅是个体
,

而且是在一个特定时间上 的个体
,

即单

态体 (s e m aP h or o n t )
,

如昆虫发育周期中的蛹
、

幼虫和成虫分别为不同的单态体 (转引自孟

津
、

王晓明
,

1 98 9 )
。

目前
,

在生物学界 已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

即
“

物种在自然界存在的基

本形式是居群
,

而不是个体
” 。

必须声明的是
,

尽管建立在模式标本基础之上的物种概念 已经

过时
,

但现今在生物分类命名中
,

仍离不开模式标本
,

所不同的是
,

现在的模式标本系列中又

增加了十多种模式标本类型
,

种类已达 18 个之多
,

包括正模
、

副模
、

配模
、

新模
、

地模等
,

其目

的是要尽量给同一物种或亚种下的不同类型 (包括不同性别
、

变态体
、

变异体等 )都有模式标

本
,

这样才能反映物种的真实特征
。

3
.

古生物学中的物种问题

古生物学家一直将形态间断作为划分物种的主要依据
,

这样就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

题
:

l) 因为有时很难确定某些特征究竟是代表性别或年龄还是不同物种的差异
。

2) 不同器官

定不同物种
,

例如恐龙和恐龙蛋甚至脚印都是按不 同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的
;
古生代的鱼化

石
,

有时仅依据鱼的耳石
、

鳞片或鳍刺来建立分类体系
; 目前

,

公认牙形刺是某一类动物的器

官
,

但它的分类命名几乎是纯形态的
;
古植物学家甚至把采自同一层位的植物叶子

、

树干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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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都代表成种过程的一个阶段
; M ay

r ( 1 98 b2 )认为
,

现在已经证明亲缘同形种不是雏形种
。

尽管亲缘同形种已经在生殖上表现为不同的种
,

但要在形态上区分它们却是相当困难的
,

例

如 A n
op h e l e : 类蚊子

。

S c h o p f ( 1 9 8 2) 认为
,

就现代生物来说
,

任何一个大类群中
,

大约有 10 一 20 %的物种是亲

缘同形种
,

它们在形态方面仅仅有很微小的区别
,

但在进行核型或电泳分析时
,

就可发现他

们的基因频率各不相 同
。

成对种 ( t w i n s p e e i e s ) = 孪生种 ( g
e m i n a t e s p e e ie s )

:

指一对亲缘同形种
。

此外
,

杂种 (如骡 )的物种问题也是一个令分类学家头痛的事
。

5
.

物种的向度问题

研究现代生物的学者研究的是整个生物界演化系统的一个瞬时截面
,

而古生物学家把

整个生物界作为一个历史连续体来对待
。

本质论的物种和生物学物种概念都是无 向度种

(n 。 n id m e n s io an l s
eP

c ie s )
。

这里所说的向度
,

是指将空间和时间作为限定物种的主因素
;
古

生物学家
、

进化论学家和系统分类学家的物种概念是多向度的
。

多向度种 ( m ul t i id m e n s io n a l

s
eP

o ie s )是一种理想状态
;
事实上

,

现代生物学家很难将时间尺度引用到生物分类当中去
。

在 iL n c ol n
等 ( 1 9 8 2) 编的 《生态学

、

进化论及系统学词典 》中
,

对无向度种的另外定 义

是
:

通过共生居群间的生殖隔离来区分物种
;
不能交配的同域居群可视为不 同的种

,

而那些

能交配的居群
,

尽管能产生形态过渡类型
,

可视为同种
。

对多向度种的不 同解释是
:

指物种是

由多个居群组成的体系
。

尽管可以明显地区分出讥个形态种
,

它们之间也无表型过渡类型存

在
,

但多向度种的概念认为所有这些居群都属于同一种系 ( s p ec ies en t w or k )
,

只是随着地理

变化而在形态上发生了一系列分异
。 .

6
.

物种的极端多样性和分布的不均衡性

物种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形态结构方面
,

而且在基因
、

生态
、

习性及行为等方面也是千

差万别的
、 。

目前
,

科学家已发现和记述了近百万个物种
,

这些物种在不同门类中的分布是很

不均衡的
。

仅昆虫纲下就有 85 万个物种
,

几乎占当前世界上物种总数的一半
;
仅果蝇属下就

有数千个物种
。

相反
,

有些动物门类中的物种数却极为有限
,

甚至在一个目下只有一种
,

例如

楔齿晰
。

生态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常常把一个居群内的物种
,

按照其个体数的多少区分为优势

种 ( d o m i n a n t s p e e i e s )
、

常见种 ( e o m m o n s p e e i e s )和稀有种 ( r a r e s p e e i e s )
。

但这类物种概念 只

是一种相对的数量关系
,

而与物种本身的特征无关
。

三
、

物种的不同判别标准和方法

尽管对物种的定义还远未达成一致
,

但并没有因此而使分类工作停滞不前
;
事实上

,

科

学家已成功地区分出了近百万个现生物种和几百万种化石物种
,

尽管这些物种的划分标准

不同
,

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或重复
,

但目前只能这样
。

实际和理论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

物种的极端多样性决定了人类对物种本质认识的分歧
,

而这种分歧必然带来分类上的

不一致甚至混乱
。

对解剖学家而言
,

物种是鉴定和分类的最基本单元
;
实验生物学家认为物

种是具有特定的生理
、

生化或行为的一类生物
; 在进化论学家眼里

,

物种是进化的单元
;
古生

物学家认为物种是系统谱系 ( p h y le it o h n ea g e )的一部分
。

本世纪以来
,

科学家不断尝试新的

分类方法
,

例如化学分类 ( e h e m o t a x o n o m y )
、

免疫学分类 ( im m u n o t a x o n o m y )
、

细胞分类 ( 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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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 o x nom y )和数值分类 ( n um r e ia e l ta xo o nm y );
这些新的分类方法和方案

,

打破 了传统的

物种间的界限 ( G ot
。 ,

1 9 82 )
。

不同的专家都强调不同的方面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问题是他们

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
。

目前
,

我们已经有 4 种不同的命名法规
:

第一种主要是对细菌类 (原核生物 ) 的《国际细

菌命名法规 》 ( I C N B
,

1 9 7 5 ) ;
第二种是针对植物 (包括藻类和真菌 )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

(I C B N
,

1 98 8 ) ;
第三种是针对动物 (包括原生动物 ) 的《国际动物命名法规 》 ( IC Z N

,

1 98 5 ) ;
第

四种是 《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 》 ( IC N C P
,

1 9 6 9 )
。

但最近十年来
,

有那么一些人强烈要求把

所有的真核生物分成 4一 16 个独立的界
。

另外
,

有些人还认为每个界应有各自的分类命名法

规
,

因为目前的动
、

植物命名法规是无法解决低等的真核生物— 原生动物中的一些特殊问

题 ( C o r l i s s ,

1 9 9 3 )
。

C a i n ( 1 9 5 4 ) 提 出 了 以下几 种 实 用 的物 种 概 念
:

形 态 种 ( m o r p h o s p e e i e s )
、

生 物种

( b io s p e e i e s )
、

古种
、

生态种 ( e e o s p e e i e s )和行为种 ( e t h o s p e e i e s )等
,

这些物种概念在实际运用

中随意性更大
。

下面将就不同的物种定义及划分方法做一简要概述
。

需要说明的是
,

下咧诸

多物种概念中
,

有些是从不同角度对物种所下的定义
,

而更多的是关于判别物种的不同类型

的术语
。

1
.

形态种概念 (m o r p h o一o g i c a l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

形态种是从形态结构方面来判别物种的
,

包括花色图案
、

体表结构
、

某些器官的长短
、

性

器官的形状以及任何解剖上的差异
,

用来划定形态种的上述特征被称作表型或表征 ( p he
n 。 -

t y p e )
。

形式种 ( f o r m s
eP

o ie s )
:

指在形 态上很相似的种
,

但还不能确定它们是否起源于共同的

祖先
,

有时和形态种 ( m o r p h o s p e e i e s ) 同义
。

形态种的概念主导分类界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
。

至今
,

形态特征也是生物分类和鉴别的

首要标准
。

2
.

系统发育种概念 ( p h y l o g e n e t i e s p e e i e s c o n c e p t )

“

物种是有性繁殖生物的最小的可存在的群体
,

至少有一种可供鉴定的特征是该群体中

的每一个成员都具 有的
,

但这一特征 在 相 近 的其它 群体 中却不 存在 ( C r ac ar ft
,

1 9 83 ;

D o n o g h u e , 1 9 8 5 )
。 ”

与类型学观点 ( t yP ol og ica l vi e w )一样
,

用可判别的性状或离征来定义物种
。

1) 系统发育种是最小的 (基本的 )
,

可与其它聚类区分的生物聚类 ( c lus et r )
,

在其内部存

在祖一裔关系 ( C r a e r a f t
,

1 9 8 9 )
。

2 ) 物种是具有共 同祖先 的最小单 系类 群 ( m o n o p h y le t i e g r o u p ) ( d e Q u e i r o z a n d

D o n o g h u e ,

1 9 9 0 )
。

在 系统发育物种中
,

常常会出现下列关系
:

亲本种 ( p a r e n t a l s p e e i e s ) ;
母亲种 ( m o t h e r

s p e e i e s ) ;后裔 种 ( d e s e e n d a n t s p e e i e s ) ;
女儿种 ( d a u g h t e r s p e e i e s ) ; 和 姐妹 种 以及孑 遗种

( r e l i e t s P e e i e s )
。

3
.

演化物种概念 ( e v o 一u t i o n a r y s p e e i e s c o n c e p t )

物种是具有祖一裔居群的单一世系
,

或者是保持 自己特性和演化趋势及历史命运的生

物 (W i l e y
,

1 9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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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mP sn o ( 19 6) 1认为
,

如果从祖一裔系列的任何一点沿时间追索
,

不可能找到一个自然

的分界点
,

将丫个进化种与另一个进化种分开
;
但为了分类的目的

,

我们必须人为地将这一

连续系列切成段
。

当一个连续的世系被切成若干段后
,

由此而命名的种被称之为年代种 (或

时间种 )
、

古种
、

异时种
、

演替种和垂直种
。

由于化石材料的缺乏
,

世系中常常出现间断
,

这样

就会导致在古生物中出现垂直种 ( ve rt ica l s p ec ie s at xa )
,

这类物种带有很大的人为性
,

因为

世系是 一个开放体系
,

在 这个连续体 中
,

我们很难掌握在何处划 定它 的起始点和 终点

(M a y r ,

1 9 8 2b )
。

从演化的角度
,

lE d r e d g e 和 G o ul d ( 1 98 2b) 将物种区分为两类
:

其一是在边域隔离状况

下产生的新种 (n eo s p ec ies )
,

这类物种在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之后都经历了快速 的变化
;
第二

类是老的较成熟的物种
,

可称它们为不变种 ( e o n s t a n t s p e e ie s )或停滞种 ( s t a t i e s p e e ie s )
,

它

们在很长时期内 (数百或数千万年 )保持稳定而几乎无进化发生
,

直至最后灭绝
。

在一个物种形成到灭绝这一发展过程中 ( s p e ic e s `
h ft c yc l e )

,

物种一般要经历 4 个主要

阶段 ( iD n o n 1 9 6 6 )
:

l) 新生种 (n eo
s p ec ie s )

:

由于有利的基因变异或基因组合
,

产生了新种
。

新生种有很强的扩散性和基因变异性
。

2) 中种 (或兴盛种 ) ( m es os p ec ies )
:

停止了快速扩散
,

物种有较稳定的分布界线
,

具有亚种和很多个体
。

3) 真种 ( eu
s p ec ies )

:

分布地盘稳定
,

个体十

分丰富
,

但无亚种
。

4) 衰种 (t el e o s p ec i e s
:) 在变异性

、

分布地盘和个体数量等方面都在减少

(或小 )
,

直至灭绝
。

4
.

判别种概念 ( r e c o g n i t i o n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 ( R S C )

物种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居群
,

这些个体具有双亲
,

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繁衍 系统 f( er it

l iz a t i o n s y s t e m ) ( P a t e r s o n ,

1 9 8 5 )
。

W h i t e 等 ( 1 9 9 0 )提出用 S M R S 系统 ( s p e e i f ie
一

m a t e r e e o g n i t i o n s y s t e m s )来判别物种
,

不

同物种具有不同的系统
。

遗传学的物种定义 ( g e n e t i C d e f i n i t i o n o f s p e e i e s )
:

物种作为一种生殖单元
,

它们与其它

类群杂交
,

只能形成无生育能力的后代
。

基 因种概念 ( g e n e t i e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
:

物种是一种基因库 ( g e n e p o o l )
,

在 D N A 复制过

程中
,

基因是无性繁殖的
,

并产生表型 (生物 )
,

这些表型生物是有性繁殖的
,

它们能产生新的

基因组合
。

基因种概念与基因种不是一 回事
。

基因种 ( g en os p ec ie s )
:

指可以 自由交配
,

并共享

一个基 因库的居群联合体 ( iL cn ol n 。 t al
. ,

1 98 2 )( 这一定义与前段 Q iu ck
s
对基因种的定义

有出入 )
。

根据表型的变化
,

这类物种又可分为多态型 ( p o l y m o r p h ic s p e e i e s )和单态型 ( m o n o m o r -

p hi 。 s
eP ic e s )

。

多态型是指在一个居群中同时出现几个不连续的表型或基因型
。

生物种概念 ( B S C )
,

基因种概念 ( G S C )和判别种概念 ( R S C )在内容上大同小异
,

因此
,

在 P at er so n ( 1 9 85 )提 出判别种概念后
,

在学术界曾引起一阵大讨论 ( 见 L a m b e rt ` t al
. ,

1 9 8 7 ; C o y n e e t a l
. ,

1 9 8 8 ; M a s t e r s e t a l
. ,

1 9 8 9 ;
W h i t e e t a l

. ,

1 9 9 0 )
。

5
.

生态种概念 ( e e o 一o g i e a l s p e e i e s e o n c e p t )

生态种概念的物种定义是
:

物种是占据着一定适应带 ( a d a tP iv e z o n 。 )的世系或世系组
,

它在分布方面可以和其它种 系区分
,

它的演化对其分 布域 以外的其它世系而言是 独立的

( V a n V a l e n ,

1 9 7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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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种 ( Tu e s s ro n,

1 9 2 2 ; C a i n
,

1 9 5 4 )是相对形态种而言的
,

这类物种是从生态学角度来

区分的
。

生态种是指一组居群或生态型 ( e co t y p e)
,

它们之间可以自由交换遗传物质
,

而不会

降低其生殖力和活力
;
但和其它生态种进行基因交流时

,

其生殖力和活力都会降低
。

生态种

在植物学中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

植物学家总是提到橡树
,

这类树会产生具有过渡性质的杂交

后代
,

这些复杂种十分有可能是同一种的不同生态型
,

由于强烈的生境选择
,

它们在某几个

性状上发生了分异 ( C o y n e e t a l
. ,

1 9 8 8 )
。

T 盯es so n
提出了另一个生态种的名词

“
co o

on
s p ec i e s ” ,

用 以表示能通过杂交而相互交

换基因的居群 (或种 )的全部
。

这是一个集合名词
,

包涵不同的分类单元
,

它是指在有限的程

度上
,

可以交配的所有生态种 ( C l a u s e n ,

K e e k
, a n d H i e s e y

,

1 9 4 5 )
。

生态学家应用的下列术语
,

与物种概念无关
,

例如土著种 (地方种 ) e( n
de m ic s p ec ie s )

、

狭适性物种 ( s t e n o t o p i e s p e e i e s )
、

同域种 ( s y m p a t r ie s p e e i e s ) 及边缘种 ( e d g e o r m a r g i n a l

s p e e i e s )
。

从盐度和温度等方面
,

可将物种区分为
:

广盐种 ( e u r y h a l i n e
.

s p e e i e s )
、

狭盐种

( s t e n o h a l i n e s p e e i e s )和广温种 ( e u r y t h e r m a l s p e e i e s )
、

狭温种 (
s t e n o t h e r m a l s p e e i e s )

、

中性

环境种 ( e i r e u m n e u t r a l s p e e ie s ) (繁盛于 p H 值为中性的生境 )
。

特征种 (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p e e i e s = g u id e s p e e i e s = in d e x s p e e ie s = i n d i e a t o r s p e e i e s )
:

常常

出现于特有的组合中的植物种
。

相反
,

有些生物的分布却很广
,

并无确定性
,

这类物种被称为
e o m p a n i o n s p e e i e s

或 i n d if f e r e n t s p e e i e s 。

6
.

内聚物种概念 ( e o h e s i o n s p e e i e s e o n c e p t )

物种是包括很 多个体的居群
,

通过内部的内聚机制
,

这些个体在表型上具有 内聚性

( T e m P l e t o n ,

1 9 8 9 )
。

7
.

节间种概念 ( i n t e r n o d a l s p e e i e s e o n c e p t )

同一物种的个体
,

它们都是存在于同一谱系 ( g en
e al og ica l en t w or k) 某两个分歧事件之

间
,

或者同是存在于某一分歧事件和灭绝事件之间 ( K or n e t
,

1 9 9 3 )
。

与分支分类学的物种概

念类似
。

5
.

类型学物种概念 ( t y p o l o g i e a l s p e c i e s c o n c e p t )

认为物种是一群生物
,

它们遵循共有的形态模式
;
该概念强调物种是在本质上稳定的和

不变的组合
。

,
.

分支分类学的物种概念 ( e l a d i s t i e s p e c i e s c o n c e p t )

物种是系统发育树上两个分点之间的距离 ( H e n in g
,

1 95 0 )
。

认为物种是在时间长河中

的客观存在
,

它们是 由一 系列成种事件来分开的
。

成种事件中起源于祖先种 (a cn es t ar l

s p e e i e s o r p r o t o s p e e i e s )
,

延续到直至下一个成种事件时
,

它 又分成两个女儿种 ( d a u g h t e r

s P e e i e s )
。

四
、

种级阶元的上下分类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
,

不论是研究分类还是系统演化
,

都是把物种作为最基本的单元
,

甚至有人认为物种是最小的单系类群
,

是支序图上终端的分类元 ( lE d r e d g e a n d C ar cr
a ft

,

1 98 0 ,

转引自孟津
,

王晓明
,

1 9 8 9 ) ;
这无意中掩盖了物种本身的复杂性和忽视了种下分类的

重要性
。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手段的提高
,

对生物的分类工作也越来越细
,

不能老是停留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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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水平上
。

从更深层次上来对生物进行分类和研究已成必然趋势
; 人们要从亚种

、

品种
、

居

群
、

亚居群
、

甚至分子水平去划分和研究生物
。

“

据 Ma yr ( 19 69 )估计
,

在现生物种中
,

4 0%一 8 0 %是多型种 ( p o l y t y p ic S p e e ie s )
”
(方宗

杰
、

戎嘉余
,

1 9 9 1 )
,

即 40 %一 80 %的现生物种包含两个 以上的亚种
;
分布在北美的一种鹿鼠

( eP or my sc 。 : m o in o
ul

o
ut

: )有 50 个亚种之多
;
这说 明种级阶元以下 的划分问题

,

是非常重要

的
。

总之
,

物种的划分不容易
,

而种下类元的划分则更为困难
,

因为物种的划分至少还有一个

可实际操作的标准— 生殖隔离准则
;而到 目前为止

,

种下类元的划分却无一个统一标准
,

因此
,

不可避免要 出现混乱
。

严格来讲
,

亚种划分也属于物种问题的范畴
,

但在实际操作中
,

两者相距甚远
。

总体来说
,

种下类元的划分
,

目前主要存在 3 方面问题
:

第一
,

名词不统一
,

不够规范
;
第

二
,

缺乏统一标准
,

随意性太大
;
第三

,

不同的种下分类单元的系统关系不清
,

尤其是亚种与

本种的关系研究不够
。

1
.

近种类群的划分及名称

超种 ( S u
eP

r s p e o ie S )
,

从字面看
,

好像是一个种上的分类阶元
,

实际上它是指一组地理变

异居群 (以前被认为是多型种 )
,

这些居群 ( A m ad on
,

1 9 6 6 称其为异种 ) 已经相互隔离了很长

时间
,

并各自进化到了不同的物种 (M ay
r ,

1 9 8 2b ) ;
或者是指完全或基本异域的单系居群

,

它

们在形态上已有明显变化
,

很难将其归入 同一个种
;
该概念还指一组雏形种 (或半种 )或种的

集合体 ( 。 ol le ct i v e S
eP ic e S ) ;

在分类中
,

超种名是置于方括号内
,

并位于属名与种名之间
。

包

括在 同一超种内的种被称作异种 ( a l l o s p e e i e s ) ( L i n e o l n e t a z
. ,

1 9 5 2 )
,

异种 = 半种 ( s e m i s
-

p ce ie s )
:

半种是指那些同一种内的不同居群
,

尽管它们可以杂交
,

但在行为和其它方面存在

不 同
,

从而限制了它们的交配 (例如海鸥 )
。

值得说 明的是
,

超种这一阶元很少用到
。

A m ad
o n

( 1 9 6 6
,

1 9 6 8
,

1 9 7 6) 先后提出了
“

超种
”
和

“

巨亚种
”

的概念
,

但由于在分类
、

命名和检索方面很

繁杂
,

因此
,

至今响应者寥寥无几
。

与超种意思相近的还有多型 (形态 )种
、

复合种
、

林奈种
、

巨种和巨亚种等
,

但这些名词只

说明物种的构成情况
,

并不是分类单元
。

此外
,

这些术语大多是用来表示那些正在形成中的

物种
,

尽管快要接近种一级的水平
,

但 目前还不能确立为一个独立物种的种下类元
。

多型种 ( p o l y t y p i 。 m o r p h o s p e e i e s )或复合种 ( c o m p o s it e s p e e ie s )
:

普遍认为多型种是指

由几个亚种组成的物种 (M a yr
,

1 9 6 9 )
,

例如灰狼 ( aC ln’ : luP us ) 在欧亚有 12 个亚种
,

在北美

有 24 个亚种 (转引自 iD n o n ,

1 9 6 6 ) ;
单型种和多型种的区分在于是否有亚种存在

。

多型种概

念的引入
,

减轻了物种划分的压力
,

但却增加了种下分类的复杂性
,

例如早在 1 9 2 0 年时
,

世

界上记录在案的鸟类种数已达 20 0 00 个
,

但后来
,

由于多型种概念的引入
,

使鸟类种数减少

到现在的 9 0 00 个 (M a y : ,

1 98 2 a )
。

从此例可以看出
,

多型种与超种很相似
,

关键是看分类者

持什么样的标准
。

林 奈种 ( L i n n a e a n s p e e i e s ) 或巨种 ( m a e r o s p e e ie s )
:

是指含有数个变种的物种或称其为

大的多型种 ( p o l y m o r p h i。 s p e e i e s ) ( L i n e o l n e t a z
. ,

1 9 5 2 )
。 “

植物分类有大种和小种之分
: `

归

并派
’
主张大种概念

,

又称林奈种
,

把种的范围划得较大
,

有时甚至很大
,

包括近缘种在 内
;

`

细分派
’
主张小种概念

,

又称
`

约而丹种 (j or d a
on n)

’ ,

常把亚种
、

变种
、

生态型等划分为种
,

种下不再分类
”
( 陈世骤

,

1 9 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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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物种概念与划分中的一些问题

巨亚种 ( m eg as u b s p ec ie ,
)

: “

正在接近物种水平的一个或数个亚种
。

在同一物种 内
,

可以

有两个以上的巨亚种存在
”
( A m a d o n a n d S h o r t

,

1 9 7 6 )
。

2
.

种级以 T 的分类阶元 ( i n f r a s p e e i f i e e a t e g o r i e s )

种间的判别可以通过生殖隔离加以鉴别
,

而种下的进一步分类却无统一规章可循
,

性

别
、

地理
、

行为
、

生态和分工等方面都可作为划分的标准
。

因此
,

种下的分类元名称更是多样
,

尽管 国际命名法规只承认亚种和变种这两个种下的分类阶元
,

但事实上
,

在生物学文献 中
,

却出现了很多名词
。

以下是一些常在生物学文献中出现的正式与非正式种下分类阶元名称
。

亚种 ( s u b S
eP

c ie S )
: “

指种下表征相似的居群的集合
,

分布在该种分布范围内的某一地

区 ;
与本种内的其它 居群 有差 异

; 它是 为了分类方便而 建立 的单元
,

而不 是演化单元
”

( M a y r ,

1 9 6 9 )
。

亚种往往是地理性的
,

即地理亚种 ( g e o g r a p h i e a l s u b s p e e i e s )
,

但也有生态亚

种 ( e co lo g ica l S u b s
eP

c ie s
)

,

这类亚种 的分布
,

不像地理亚种那样受气候和地貌所限定
,

而是

受植被或更小的生态变动所控制 ( D i l l o n ,

1 9 7 5 )
。

多元亚种 ( p o l y t y p i。 s u b s p e e ie s )是指一个

亚种是 由在表型上有明显区别的两个以上居群组成
。 “

在动物学中
,

亚种是种级名称中种以

下唯一的在命名法规中被承认的分类等级
。

而在 1 9 6 0 年以前定的变种
、

变型
、

异种
、

异型等
,

可视为亚种
。

而 1 9 60 年以后定的变种
、

变型等都视为亚种以下的单位
”
(张永格

,

1 9 8 4 )
。

究

竟哪些居群代表物种
,

哪些居群代表亚种
,

到 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
在美 国鸟类学家 B ia dr

,

C ou es
,

iR d g w a y 等人的影响下
,

大家基本按照这样一个准则来判别种和亚种
,

即所有的居

群
,

只要其变异与本居群 ( p a r e n t p o p u l a t i o n ) 的有重叠 ( 即逐渐过渡 )
,

它 们就可定为亚种
;

这个准则可以用一个流传的名言来概括
,

即
`

逐渐过渡是三名法的试金石
’ ,

其言外之意是
,

一 旦 出现 明显 的形 态或其 它方 面的间断
,

当另定立新种
,

而不是 亚种的问题了 (M ay
r ,

1 9 82 a)
。

我国鸟类学家郑作新 ( 1 9 8 2) 提出了划分亚种的定量标准
: “

凡是地方性居群
,

彼此间

在分类上互有差异
,

而其差异至少达到居群的 75 %
,

就成为不同的亚种
。

不同的亚种在其分

布相接触或跨越的地区
,

彼此互相杂交而产 出居间类型
,

这是与种间的情况截然不同的
。 ”
在

实际工作中
,

本种与亚种的确立
,

往往是按发现和命名的先后顺序来决定的
;
严格来说

,

这是

不很科学的
。 “

和除种以外的其它任何分类阶元一样
,

亚种的划分也是人为的
”
( A m ad

o n
an d

S h o r t
,

1 9 7 6 )
。

变种 ( v a r ie yt )
:

在一个种内
,

如果有些个体与种的规范有些许微妙区别
,

它们就可被视

为变种
;
变种还可分为亚变种 s( ub va ir e t y ) ; 亚变种之下又分为型 ( f or m )

,

其下又分为亚型

( S u b fo
r m )

,

这些概念通常只用在植物学中
。

变种这一概念最早在 iL n
an

e u s ( 17 5 1) 的物种定

义中就出现过
,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
,

变种这一术语用得很复杂
,

有的指个体变异
,

有的指群

体类型
,

意义很不明确
; 目前

,

在动物分类中已废除不用
。

在植物分类中
,

一般用以区分居群

内部的不连续变体
。

地理品种 ( g e o g r a p h i e a l r a e e s )
:

比变种的差异还要大
,

就成了地理 品种
。

E s p e : 用变种

一词表示居群内的变异个体 ( v a r ia nt ) ; 而用亚种一词来表示地理品种 (M ay
: ,

1 94 2 )
。

许多植

物学家至今仍将地理品种称作变种
。

陈世骤 ( 1 9 9 1) 认为
: “

人工选育的动植物种下单元称为

品种
。 ”

但实际上
,

品种这一术语经常出现在国外的生物学论著中
。

生物品种 ( ib ol o g ica l ar ce
s )

:

同域居群 内不同的品种
,

尽管其形态相似
,

但由于不同的

食物
、

对寄 主的喜好 或行为周期等原 因而使其相互 间的交 配受 到抑制 ( iL cn ol n 。 t 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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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 )
。

生态品种 ( c eol o
g la c la r c es )

:

某一物种的 区域性品种
,

它对某种生境有明显的适应性
,

例如
e d a p h i。 r a e e

就是对特定土壤或底栖环境有适应的生物品种 ( L i n e o l n e t a l
. ,

1 9 8 2 )
。

染 色体品种 (。 hor m os o m al ar ce s )
:

同一物种的不 同居群
,

具有不 同数 目的染色体
,

例

如
,

分布在中东地 区的一种穴居啮齿类 ( SP al a x he er bn
e
gr i) 的不同居群

,

其染色体数分别是

5 2
、

5 4
、

5 8 和 6 0 ( N e v o a n d B a r 一 E I
,

1 9 7 6 )
。

微种 ( m i e r o s p e e i e s )
:

一个很小的地理 品种或指亚种以下 ( i n f r a s u b s p e e i e s )的一个小类

群 ( L i n e o l n e t a l
. ,

1 9 8 2 )
。

居群 (P 。 p ul a it o n
)

:

是指同一种内不 同的地理居群
。

尽管大家公认
,

居群是物种的最基

本的存在形式
,

但并非最 小的分类单元
,

居群还可以分为亚居群 ( su b p o p ul a t ion )和 集群

( e o l o n y )
,

集群可以分成不同的亚群 ( s u b g r o u p )或级 ( e a s t e )
,

一些社会昆虫
,

例如
,

蚂蚁有工

蚁
、

蚁王
、

蚁后和兵蚁之分
;
蜜蜂有蜂王

、

工蜂和雄蜂之分
,

同一种群内的不同成员 (个元 )有

不同的体形或大小
,

从事不同的工作
,

有不同的生理活动
。

尽管这些都是一些特例
,

但在一定

程度上
,

也说明在同一居群内部
,

也存在极大的形态
、

生理及功能的差异
。

此 外
,

还有变体 ( m o r p h )
、

表型单元 ( p h e n o n )
、

生态群 (
e l i n e )

、

克隆 (。 l o n e )等分类单元

名称
; S n e a t h ( 1 9 6 3 )提出了操作分类单位 ( O T U ) ( o p e r a t io n a l t a x o n o m y u n i t )

,

根据具体问

题
,

O T U 可能是单态体
、

个体或种以上的任何高级分类单元
,

但在多数情况下
,

基本的
.

分类

单元是生物个体
。

随着人类对生物界研究程度的加深
,

这种分类元的数量和名称还会不断增

加
。

必须说明的是
,

种下类元有较大的变异性和过渡性
,

很多人认为亚种实际上是正在形成

中的物种 ( R a u p a n d S t a n l e y
,

1 9 7 1 ) ;
例如

,

分布于意大利的一种蚊子
,

A n
op h e l e s l a b r a n c h i a e

和它的一个亚种 A
.

lal, ar n’ 衍 ae at r
oP

“ vr us 在意大利 中部的混居地带杂交
,

产生的第一子

代中
,

雌性个体是有生殖能力的
,

而雄性个体是不育的
,

这说明该亚种快要发展成为一个新

种 ( G ot
。 ,

1 9 82 )
。

至于品种
,

其变异性就更大
。

因此
,

种下的分类元有很大的暂时性和不确定

性
。

这种暂时性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体的多变性而引起
,

而不是由研究者的观察

角度和认识水平所决定
。

除形态方面的差异之外
,

科学家还发现同一居群内的不同个体之间在基 因方面存在明

显差异
。

在植物中
,

有些物种尽管很相似
,

并可以杂交
,

但它们却有数百种基因互不相同
。

在

动物中
,

相互杂交是很少 见的
,

物种之 间在基因方面的差别可以通过检测其不同的蛋 白质来

寻找
,

找出不同部分的蛋白质在组成上的差异及其对基因的控制
。

物种之间蛋 白质的差异
,

大致可以反映出它们在基因上相差多少
。

用这种方法检测
,

发现两种很相似的果蝇
,

它们有

数千个基因不同
,

这相当于其所有基 因总数的 30 %一 40 %
。

以上事实说明
,

有些物种尽管很

相近
,

但这不能保证它们在基因方面也是相同的
。

在人和其它几种分布广范的脊椎动物物种

中
,

即使在同一居群
,

不同个体之间也有大约 6%的基因不同
。

在无脊椎动物中
,

同一居群 的

不同个体之间有 15 %的基 因不同
。

如果依次类比同一居群的不同个体
、

不同居群
、

不同亚种

及不同物种
,

就可以发现其基因的差异幅度在逐渐增大 ( P a t t er
s o n ,

1 9 7 8 )
。

从基因方面
,

例如核型
,

来限定物种
,

似 乎很有前景
,

但目前还不够成熟
,

因为并不是所

有物种都有它特有的核型
。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发现不同的种间
,

存在着完全相同的 2n 数 目

和染色体分类形式
。

同样
,

很多不同种的动物有相同的核型
,

而有些物种在群体中存在着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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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核型 (这种情况称为多态现象 )
” 。

生物分类是 一个开放体系
,

人们随时可以增加新的类元 ( at x
a) 甚 至设 置新的阶元

( ar n k )
,

在不久的将来
,

也许还会出现比上述更小的生物分类单元
。

3
.

种级以下分类阶元的系统关系

出现的类元与阶元名称越多
,

说 明工作开展得越深入
、

分类越仔细
,

但在 系统关 系方面

出现的问题也相应增加
。

在系统关系中
,

亚种与本种 (此处
“

本种
”
一词与系统学中的

s et m

sP ec ies 及 aP
r e

nt al s p ec ie s
有所区别

,

在分类上
, “

本种
”

与亚种属于同一物种
,

而后两者是指

系统上相连的不同物种 )的关系
、

亚种之间的关系及亚种与地理 品种的关系等
,

都是缺乏深

入探讨的
。

按正常理解
,

种下的分类顺序应当是
:

种~ 亚种 (变种 )~ 亚变种~ 型~ 亚型~ 品

种 (微种 ) ~ 居群一亚居群~ 生态群 (集群
、

克隆 )一表型单元 (变体
、

级
、

亚群 )一个体
。

但到 目

前为止
,

有关种下阶元的系统关系的论述很少
,

这可能都是受 M ay
r
的

“

亚种不是进化单元
”

的观点影响所致
。

在植物学中
,

种下阶元的关系较清楚
,

例如虎耳草 (S
a x ij 卜a g “ ia oz on )这一

物 种 下 又 依 次命 名 了 变 种 ( v a r
.

a i z o o n )
、

亚 变 种 ( s u b v a r
.

占r e v

ifo
zi a )

、

型 ( f o r m a

S Pe e 一e s A s u b s P
.

A 1 s u b s P
.

A Z s P e e i e s A

下
·

s u b s P
.

s u b s P人 2

s u b s P
.

A l s u b s P
.

A Z s Pe e i e s A

s u b s p
.

A I s u b s p
.

A Z

( 3 )

插 图 1 本种与亚种的分类及系统演化关系

l) 包容关系
, 2) 平行关系

. 3 )侧生关系 ; 4) 祖裔关系

R e l a t i o n s h ip s b e tw e e n s p e e i e s a n d s u b
s p e e i e s

i n t a x o n o m y a n d p h y lo g e n y

l )
s p e e ie s ` n a rn e 15 a g r o u p n a m e o f s u b s P e e i e s . 2 ) A

s
i n i t i a l ly e s t a b l i

s
h

e
d

, l h
e s p e e i e s r e P r e s e n t s

e e r t a i n p o p u
l a t i o n s ,

b u t s u b
s p e e ie s r e p r e s e n t s o l h e r s ; 3 ) S u b s p e e i e

s o r ig i n 石一l e d f r o m s Pe e ie s ,

b u t

s p e e i e s s t i l l s u r v i v e s ; 4 ) S u b
s p e e i e s o r ig in a t e d f r o m

片 p e e i e
, ,

b u t s p e e ic
s w 于* 5 e x t i n e t

m u l t i e a u l i 、 )
、

亚型 ( S u b f o r m a 、 u cr u l o s a ) ;
虎耳草

、 u r c u l o s a 亚型拉丁学名全称是
:
S a x

ifr
a g a

a i z o o n v a r
.

a i z o o n s u b v a r
.

b re v

t’of l i a f o r m a l) , u l z i c a u l i、 S u b f o r m a 、 u r c u l o s a ( V o s s ,

1 9 8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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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
,

到亚型一级的名称中
,

已包含了 6 个不 同阶元的拉丁名称
,

已远远超过 了二名法

和三名法的规定
,

目前种下分类命名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

关于亚种与本种的关系
,

笔者提 出如下 4 种可能
:

1) 包含关系
,

即种本名不代表任何实

体
,

如同属以上名称一样 (插图 1
一 a ) ; 2) 本种和其它亚种是姐妹关系或平行关系

,

即种本名

也占据一个亚种的位置 (插图 1
一

b ) ; 3) 侧生关系
,

即在系统关系上
,

亚种是从本种演化来的
,

但本种继续存在 (插图 1
一。 ) ; 4) 祖一裔关系

,

亚种是从本种演化来的
,

但本种已经灭绝
,

这种

关系在现生生物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

亚种与本种的关系是
`

3 个不同层次的
:

其一是发现和命

名方面的
,

究竟是亚种还是本种
,

往往 只是反映被发现和命名的先后顺序
,

而并不表示它们

之间的主次或系统关系
;
其二是系统分类方面的

,

藉以建立物本种的居群或化石材料与藉以

建立亚种的居群或化石材料之 间
,

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
,

至今尚无人明确论述

过
;
其三是系统演化方面的

,

要真正搞清本种与亚种的关 系
,

绝不能受限于分类命名的格局
,

必须全面 比较
,

其结果有可能是亚种是祖先或系统关系更老
,

而本种更新
。

总之
,

要想理顺种下类元之间的关系
,

关键是要了解物种形成的原理和过程
。

杨明婉女士为本文清绘插图
,

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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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M
.

a n d S t a n le y
,

5
.

M
. ,

1 9 7 1
:

P r i n e ip le s o f P a l e o n t o l o g y
.

W
.

H
.

F r e e m a n a n d C o m p a n y ,

S a n F r a n e i s e o
.

S e h o p f
,

T
.

J
.

M
. ,

19 8 2
:

A e r i t i e a l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p u n t u a t e d e q u i lib r i a
,

1 D u r a t i o n o f t a x a
.

E v o lu t i o n ,

3 ` ( 6 )
:
1 14 4一 1 1 57

.

S im p s o n ,

G
.

G
. ,

1 9 6 1
:

P r i n e ip le s o f a n im a l t a x o n o m y
.

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N e w y o r k
.

S t e b b in s ,

G
.

L
. , a n d A y a la

,

E
.

J
. ,

1 9 8 1
:

15 a n e w e v o lu t io n a r y s y n t h e s i s n e e e e s s a r y ? S e ie n e e ,

2 13
:
9 6 7一 97 1

.

T e m p l e t o n ,

A
.

R
. ,

1 9 8 9
:

T h e m e a n i n g o f s p e e i e s a n d s p e e i a t i o n : a g e n e t i e p e r s p e e t i v e
.

p p
.

3一2 7 ,

i n O t t e a n d E n d l e r

1 9 8 9
.

T u r e s s o n ,

G
. ,

19 2 2
:

T h e g e n o t y p i e r e s Po n s e o f t h e p l a n t s p e e i e s t o t h e H a b i t a t
.

H e r e d i t a s ,

3
:
2 1 1一 3 5 0

.

V a n V a le n ,

L
. ,

1 9 7已
:

E e o lo g i e a l
s p e e i e s ,

m u l t i
s p e e i e s , a n d o a k s

.

T a x o n ,

2 5
:
2 3 3一 2 3 9

.

V o s s ,

E
.

G
. , 1 9 8 3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o d e o f b o t a n i e a l n o m e n e l a t u r e , a d o P t e d b y t h e 1 3 th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 o t a n i e a l C o n g r e s s ,

S y d n e y , 19 8 1
.

U t r e e h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s s o e i a t i o n f o r P l a n t T a x o n o m y

.

W h i t e
,

C
.

5
. ,

M i e h a u x ,
B

.

a n d I
J
a m b e r t ,

D
.

M
. ,

19 90
:

S p e e i e s a n d N e o D a r w in i s m
.

S y s t
.

Z o o l
. ,

3 9 ( 4 )
:
3 99一 4 13

.

W i le y ,

E
.

0
. ,

1 9 78
:

T h e e v o lu t i o n a r y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r e e o n s

id e r e d
.

S y s t
.

Z o o l
. , 2 7 : 17一 2 6

.

[ 19 9 5 年 3 月 2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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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R I E V VW O F SE PC I E C O SN C E T P S AN DR E M AR K O SN

I N F R A S PE C I F I C C L A S SI F I C AT I O N

T o ng H a o 一

w e n

( I s n ti tu t eof V er t e b
r a t e Pa l eo n tof o g )a nd Pa l eo a n t hr o Po l o

盯
,
C h i n e s e A c a d e

哪 Of S c i e n c e s ,
B e

iij
n g 1 0 00 44 )

K e y w o r d s :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s ,

i n f r a s P e e i f i e e l a s s i f ie a t i o n

S u m m a r y

A s M a y r s a id
: `,

T h e r e 15 p r o b a b ly n o o t h e r e o n e e p t i n b i o l o g y t h a t h a s r e m a i n e d 5 0

e o n s i s t e n t l y e o n t r o v e r s i a l a s t h e s P e e i e s e o n e e p t
, ” i n d e e d

,
t h e s P e e ie s P r o b l e m h a s p u z z l e d

b io l o g i s t s f o r a l o n g p e r i o d o f t im e
.

T h e a u t h o r 15 a f r a id t h a t w e e a n n e v e r r e a e h a g e n e r a l

e o n e l u s io n o n t h i s s u b ie e t
,

b e e a u s e w h a t w e a r e f a e i n g 15 a f a i r ly d i v e r s i f ie d l i v i n g w o r ld
.

I t

15 d iv e r s i t y
, u n u n i q u e n e s s , v a r i a b i l i t y a n d i n t e r m e d ia t e n e s s t h a t m a k e s t h e s p e e i e s p r o b l e m

v e r y k n o t t y
.

T h e r e 15 g r o w i n g e v id e n e e t h a t s p e e i e s i s n o t t h e b a s i e u n i t o f e l a s s i f ic a t i o n a n d e v o l u
-

t io n
.

T h a t 15 t o s a y
,
w e e a n n o l o n g e r s t a y a t t h e s p e e i e s l e v e l

.

T h e p r e s e n t a u t h o r t h i n k s

t h a t i n f r a s p e e i f i e e a t e g o r i e s w i l l b e e o m e t h e f r o n t i e r o f e la s s i f i e a t i o n
.

B u t t h e i n f r a s p e e i f i e

e a t e g o r i e s o f t o d a y a r e n o t q u i t e s a t i s f a e t o r y
, a n d e v e n e h a o t i e t o s o m e e x t e n t

.

T h e in
-

f r a s p e e i f i e p r o b l e m s l ie n o t o n l y in t h e d i s u n i t y o f t e r m i n o l o g y
,

b u t a l s o i n t h e u n e l e a r n e s s

o f s y s t e m a t i e r e l a t i o n s ; e s P e e i a l l y
, t h e r e l a t io n s h i P s b e t w e e m s P e e i e s a n d s u b s P e e ie s a r e

b a d l y i g n o r e d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 e e n s P e e i e s a n d s u b s P e e i e s e a n b e e x P r e s s e d i n t h r e e a s P e e t s :

n o m e n e la t u r e , a s s o r t m e n t a n d p h y l o g e n e t i e s y s t e m a t i e s
.

In n o m e n e l a t u r e , s p e e if i e n a m e 15

u s u a l ly p r i o r t o s u b s p e e i f i e n a m e ,

b u t a s t o w h i e h p o p u l a t i o n s r e p r e s e n t t h e s P e e ie s , a n d

w h i e h p o p u l a t i o n s r e p r e s e n t t h e s u b s p e e i e s ,

i t 15 a lw a y s a r b i t r a r y
,

b e e a u s e i t d e P e n d s o n

w h i e h p o p u l a t io n s h a v e b e e n d i s e o v e r e d a n d n o m i n a t e d e a r l i e r
.

I n a s s o r t m e n t
,

w h e n a

s p e e i e s h a s s e v e r a l s u b s p e e i e s ,

i t 15 n o t e l e a r w h e t h e r t h e s p e e i f ie n a m e r e P r e s e n t s a n y e n t i
-

t y o r n o t
,

i n o t h e r w o r d s ,

w h e t h e r t h e s u b s P e e i e s 15 s u b o r d i n a t e t o
,
o r P a r a l l e l t b t h e

s P e e i e s ; t h a t 15 t o s a y
,

w h e t h e r a s P e e i f i e n a m e s t a y s a t t h e s t a t u s w h e n i t w a s i n i t i a l ly e s -

t a b l i s h e d b a s e d o n s o m e p o p u l a t io n s o r i t 15 o n l y a g r o u p n a m e o f s u b s p e e i e s
.

In
’

p h y l o g e -

n e t i e s y s t e m a t ie s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 e e n s p e e i e s a n d s u b s p e e i e s m a y b e e o m p l e t e l y d i f

-

f e r e n t
.

A s m e n t i o n e d a b o v e ,
t h e s p e e i f i e a n d

s u b s p e e i f i e n a m e s a r e g i v e n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o r d e r o f d i s e o v e r y ; t h i s m e a n s t h a t t h e p h y l o g e n e t ie r e l a t io n s h ip s a r e e o m p l e t e l y i g n o r e d i n

t h e i n f r a s p e e i f i e a s s o r tm e n t
.

U p t o n o w
,

i t 15 r e a l ly a P i t y t h a t a lm o s t n o o n e h a s i n t r o d u e e d

t h e e l a d i s t ie m e t h o d i n t o t h e i n f r a s P e e if i e a s s o r t m e n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