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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3部分内容：物种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物种以及怎样保护物种。
    物种是什么?这是本书首先介绍的内容。
物种是一个科学概念，同时，物种又是人们生活中时时刻刻会遇到的客观存在。
物种是生物界连续性与间断性的体现。
物种是可以分辨的，是生物长期稳定存在的基础，同时，物种又是变化的，自然界的物种无时无刻不
在发生变化：一些物种消亡了，一些物种演变为新的物种。
物种的稳定存在体现为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物种的演化汇集为生命的进化。
    为什么要保护物种?物种是一个超级生命体，尽管物种有生有死，有兴有衰。
一个物种一般会经历一个诞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物种的衰亡可能是物种的灭绝，也可能是演变为新的物种。
生物进化史中出现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人类社会出现后，人类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地球环境的改变，使
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物种面临着生存危机，也造成一些物种的不正常灭绝。
如果说，前五次物种大灭绝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话，那么，即将面临的所谓的第六次物种
大灭绝的主因就是人类活动。
目前地球上的物种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是地球上生物亿万年进化的产物，是一旦失去不可复
得的资源。
一个物种常常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所以，保护物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怎样保护物种?是将它们保留在原来生存环境之中，还是人工种植、人工养殖?地球上的入口已经
突破60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人类必须利用地球空间来生产食物，构建住所，工业基地、城市和交通运输业也要占用空间。
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为野动植物保留生存空间。
然而，我们希望保存这些野生动植物物种继续演化的潜力。
在有限空间中，当物种种群数目有限时，如何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大难题。
当物种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时，我们必须将它们迁移到物种繁育中心。
目前，哪一些物种需要人类协助才能生存?怎样保护这些物种?以人类目前的能力，我们能够保护多少
物种?这是另一类难题，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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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种概念的由来　　春天郊游时，当你踏入一片林间草地，翩翩起舞的凤蝶扑面而来，“
嗡嗡”作响的蜜蜂在你头顶盘旋。
聆听着林间树枝上小雀叽叽喳喳的鸣叫，环视四周那些不知名的小花，你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这些凤
蝶、蜜蜂、小鸟、小花叫什么名字。
生物学家为了区分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建立了一个生物分类系统。
这个生物分类系统的基本框架由界、门、纲、科、属、种组成。
种也称为“物种”，物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基本单元。
物种是一种基本的生物类别，级别低于属或亚属，由一些能够进行杂交并产生可育后代的生物个体组
成。
　　物种由英文“species”一词翻译而来。
l898年我国早期翻译家严复（1859-1921）正式翻译刊印《天演论》时创造了“物种”这个词。
据杨亲二（2006）考证，严复将“species”译为物种，可能受到庄子“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
思想的影响。
　　最早使用种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最大的类别，“总类”（例如植物），按演绎法分成两个（或多于两个）其下
属的亚类，称为“种”。
每个“种”在下一轮较低级的划分中成为“属”，“属”再细分为“种”。
如此反复继续进行，直到最低级的种不能再分为止。
当然，按逻辑分法的分类称为下行分类，它既适用于非生物（如家具可分为椅，桌，床等等），也适
用于生物分类（Mayr，1969）。
　　生物学的历史是围绕生物物种展开的，在生物学中使用物种概念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一、林奈的故事　　17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航海业的兴起，博物学家们从世界各地
搜集到了大量的动物、植物和化石标本。
到1600年，人们已经认识了约6000种植物。
而在1700年前后，植物学家又发现了l2000个新种。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法则，各国学者都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给植物命名，因此出现了相同的动
植物却有不同的名字、而一些不同的动植物却又同名的怪现象。
这种现象影响了人们对动植物的统一认识，影响了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于是，迫切需要对这些生物物种进行科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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