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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以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作为诞生标志。
随后，包括华莱士、魏格纳、弗里奇、洛伦茨、廷伯根、杜布赞斯基、迈尔、亨尼希、木村资生等伟
大先驱在内的一批批学者，不断将进化生物学引向更深层次的统一与更大范围内的综合。
今年恰逢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值此之际出版一本对于研究者、入门者、
爱好者都具有可读性的《进化生物学》，对于中文读者更具系统性地了解进化生物学学科进步的历程
和现当代进化生物学的进展现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进化生物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对于促进生命科学各分支学科间的综合具有关键作用，对于
促进自然科学不同分支学科间的综合亦具有重要作用。
了解进化生物学的相关内容，对于帮助人们从多角度认识生命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除了生物化学进化阶段、古生物学、自然选择、生活史与遗传系统、种群遗传学、生物系统学
、生物地理学、脊椎动物进化、人类进化等比较经典的组成部分外，细胞进化、进化发育生物学、分
子进化等内容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上进化生物学书籍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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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蓬勃发展的学科，与古生物学、进化发育生物学、种群
遗传学、生物系统学、动物行为学和生物地理学具有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在众多的化石研究、分子发育生物学研究和分子系统学研究中产生了大量富有价值或启发意
义的成果。
《进化生物学》从进化生物学发展历史上代表性学者的思想开始，陆续引出相关原理方法和各个具体
类群的基本知识与前沿进展，同时注重辨析易混淆概念和引入国际上通行的某些介绍方式。
《进化生物学》涵盖了进化生物学的基本思想、原理、方法和几乎所有生物有机体大类的自然历史概
况，适用于进化生物学不同具体领域的研究者了解相关领域的基本内容和前沿进展，也适合研究生和
本科生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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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进化生物学理论第1章 进化生物学思想1.1 亚里士多德——博物学的萌芽1.2 林奈——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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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1.10 洛伦茨、廷伯根与弗里奇——动物行为学1.11 迈尔——系统学、进化生物学1.12 亨尼希——系
统发育系统学、分支分析学1.13 木村资生——中性论与分子进化1.14 21世纪进化生物学的若干发展方
向要点与问题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参考文献第2章 不同视角中的生命与生命的细胞前阶段2.1 物理学视角
中的生命2.2 天文学视角中的进化2.3 化学视角中的生命2.3.1 水2.3.2 碳与有机化合物2.3.3 磷与ATP2.3.4 
金属元素2.4 热力学视角中的进化2.5 地球生命起源中的生物化学阶段2.6 密码子起源2.6.1 二联体模
型2.6.2 与核酶复制协同进化的模型2.7 代谢起源2.7.1 光合作用2.7.2 无氧代谢2.7.3 有氧代谢2.8 研究早期
进化的模拟实验要点与问题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参考文献第3章 单细胞、病毒与隐生宙生态3.1 原核生命
：从单界到两界3.2 真核细胞内共生起源3.3 病毒系统3.3.1 病毒分类与系统学3.3.2 亚病毒因子3.3.3 DNA
病毒、RNA病毒、逆转录病毒3.4 病毒与转座3.5 多细胞化3.6 隐生阶段生态系统的演化要点与问题进一
步阅读的建议参考文献第4章 生物系统学的原理与方法4.1 分类学与分类4.2 系统发育学派（或称分支分
类学派）、进化分类学派与数值分类学派4.3 分支分析简介4.3.1 分支分析的一般过程4.3.2 类群的相关
基本概念4.3.3 性状4.3.4 分支树4.4 主干种4.5 超级树——树的叠加4.6 根据系统发育关系建立自然分类的
方法4.6.1 Wiley等（1991）提出的3个规则4.6.2 Hennig的同等级别法4.6.3 9个约定4.7 谱系命名规则4.8 生
命树（完全树）4.9 基于形态信息与基于分子信息的分支分析研究要点与问题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参考文
献第5章 性状、选择与适应5.1 性状及其同源5.2 自然选择学说5.2.1 逻辑结构5.2.2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
些误解5.3 选择的类型5.4 多基因性状5.5 适应5.6 形态、功能与适应5.6.1 温度与湿度的影响5.6.2 体型构
造的意义5.6.3 无用器官在进化上的弱化、消失5.6.4 耐受性的进化5.7 生态学关系与进化5.7.1 捕食-被捕
食关系与适应5.7.2 寄生（取食）与共生、寄生（取食）与协同进化5.8 平行与趋同5.9 性选择5.10 表观
遗传要点与问题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参考文献第6章 生活史、行为与遗传系统6.1 生活史进化6.1.1 生活史
现象6.1.2 生活史中的特点与适合度6.1.3 生活史进化中的约束因素6.1.4 生活史进化理论6.1.5 性选择与雄
性生活史6.1.6 扩散与进化6.2 行为进化6.2.1 行为可以被看作一种表型6.2.2 行为的适合度6.2.3 最适取食
理论6.2.4 进化稳定策略6.2.5 性选择中的行为6.2.6 协作与社会性的进化6.2.7 行为在进化中的作用6.3 遗
传系统进化6.3.1 突变类型6.3.2 有性生殖与重组6.3.3 核型6.3.4 性别进化6.3.5 性比、性分配与性别决
定6.3.6 同系生殖与远系生殖要点与问题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参考文献第7章 种群遗传动态7.1 种群结构与
动态7.1.1 种群的大小与年龄结构7.1.2 种群中个体的存活率与生命表7.1.3 种群增长与种群密度7.1.4 种群
间的个体迁移7.2 种群遗传的基本模型7.2.1 哈迪-温伯格平衡7.2.2 自然选择7.2.3 随机遗传漂变7.3 有效种
群大小7.4 等位基因替换概率、时间、速率7.5 遗传多态性7.6 种群间的地理变异7.7 种群生物学中的分
子系统学方法7.7.1 取样概述7.7.2 随机扩增多态DNA7.7.3 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7.7.4 扩增片段长
度多态性7.7.5 卫星标记7.7.6 微阵列要点与问题⋯⋯第8章 进化发育生物学第9章 分子系统发育第10章 
物种问题第11章 显生宙的进化格局第二部分 自然历史第12章 绿色植物界的进化第13章 真菌进化第14
章 无脊椎动物与昆虫进化第15章 后口动物与鱼类进化第16章 肉鳍动物与两栖类进化第17章 晰形动物
与鸟类进化第18章 哺乳类进化第19章 灵长类与人类进化名词解释中文索引英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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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状（或特征）（charactcr）是识别生物和进行谱系分析的单位，存在于分子、细胞、显微构造
、宏观形态等多个结构层次，可以来源于化石或现生生物有机体的不同发育阶段。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系统发育研究所得到的分支图都是“特征”的图而不是“类群”的图，只不过每
一项系统发育研究都希望或者力求使所建的特征演化分支图能够代表客观的类群分支进化历史。
由此决定了特征选取的原则，即尽量多，并且对于基于形态特征的研究而言，尽量来自于生物有机体
的不同部位，以期提高一组特征对于生物有机体类群的代表性　　4.3.3.1 性状选取与性状　　状态可
进行比较的性状是很多的，在确定谱系关系时，选择哪些性状和选择多少性状进行比较，对于最终结
果有很大影响。
　　每项性状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可能的状态，例如脊椎动物的“有性生殖方式”这项性状有卵生与胎
生两个可能状态，羊膜动物“皮肤附属物”这项性状有毛、羽、鳞等可能状态。
　　系统学术语把一项性状的不同状态在进化上的顺序叫作性状状态的极性（或极化）（polarization
）。
极性是如何确定的呢？
确定性状极性可通过化石记录和胚胎发育等方面的知识，不过目前普遍使用外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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