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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化生物学在近二十年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成为当今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
的分支学科之一。
这场变革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对自然界生命起源和进化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基因组数据大量积
累和从分子水平对生物发育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与发育调控基因结
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不同生物类群形态进化的分子基础和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研究
思路和研究模式，促进了生命科学中遗传、发育和进化的统一；另一方面，进化生物学在近二十年极
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实用性的方向转变，尤其在揭示人类重大遗传疾病的分子基
础、传染性疾病爆发与病原生物进化变异的关系以及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机制方面显示出巨
大的潜力，表现出显著的社会效应。
　　自上世纪50年代，著名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谈家桢院士就开始在复旦从事生物遗传变异和进
化研究，为复旦大学进化生物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进化的思想和视角渗透、融汇到生命
科学各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并培养了一批从事生物进化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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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来种与进化》进化生态学角度系统介绍了外来种的概念、外来种扩散和定居的机制以及对新生境
的快速适应和进化过程，并深入探讨了外来种入侵过程中与土著种的相互作用及其相关的进化和生态
学后果。
作者引用大量实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外来种在拓殖新的地理区域时所发生的进化变化，以及土著物种
与其相互作用时所作出的进化响应，特别强调了“快速进化改变”（rapidevolutionary change）在入侵
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外来种与进化》概念清晰，涉及不同生物分类群、不同营养级生物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实用面
广。
不仅可作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进化生态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
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来种与进化>>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外来种入侵与进化的基本概念  第1章 外来种和加速的进化　　1.1 外来种对经济和生态的影响
　　1.2 外来种和当代进化　　1.3 外来种适应性散布　　1.4 外来种对新环境的适应　　1.5 外来种与
土著种介导的进化变化　　1.6 外来种的进化与全球变化　　1.7 外来种影响的时滞性　　1.8 土著种局
部灭绝或灭绝　　1.9 土著种的进化响应　　1.10 外来种入侵和物种形成　　1.11 外来种、进化和保护
　第2章 外来种对散布和定居的适应　　2.1 对散布和定居的进化适应　　2.2 无意人工辅助散布　
　2.3 农田杂草对人为散布的适应　　2.4 通过有意引种实现的散布　　2.5 人工辅助散布的历史　　2.6
散布能力和入侵性　　2.7 散布能力增强的快速进化　　2.8 定居能力增强的快速进化　　2.9 散布适应
和遗传变异　第3章 奠基者效应和外来种的变异性　　3.1 遗传变异评估　　3.2 奠基者效应和遗传瓶颈
　　3.3 外来植物的遗传变异性　　3.4 外来动物的遗传变异性　　3.5 外来微生物的遗传变异性　　3.6
遗传变异与入侵性　第4章 引种源、隐存种与入侵途径　　4.1 遗传分析和隐存种的发现　　4.2 通过遗
传分析揭示入侵种的原产地　　4.3 多次引人外来种的原产地　　4.4 外来种的入侵路线　　4.5 对假定
的人工引种的证否　　4.6 入侵种的原产地和潜在生物控制天敌　　4.7 引种源和进化第二篇 进化变化
和适应的过程  第5章 杂交和外来种进化　　5.1 杂交与入侵性外来种的起源　　5.2 外来植物间的杂交
　　5.3 外来动物间的杂交　　5.4 外来微生物的种间杂交锋　　5.5 外来和土著植物间的杂交　　5.6 
外来和土著动物间的杂交　　5.7 外来和土著微生物间的杂交　　5.8 杂交的一般意义　第6章 杂交和转
基因生物　　6.1 自然杂交与基因交换　　6.2 遗传工程与转基因　　6.3 作物和作物杂草型转基因交换
的潜力　　6.4 作物和其他植物物种间转基因交换的潜力　　6.5 转基因与微生物　　6.6 转基因从作物
逃逸的生态学后果　　6.7 转基因与逆进化　　6.8 管理问题　　6.9 遗传工程的未来趋势　第7章 土著
群落对入侵的抗性　　7.1 生物群落电的协同进化关系　　7.2 稳定性、可预测性与外来入侵　　7.3 物
种多样性与入侵抗性　　7.4 岛屿群落的脆弱性　　7.5 入侵物种及从协同进化关系中的逃逸　　7.6 外
来种生长和表现的增强　　7.7 入侵性物种和互利关系　　7.8 新生境意味着新的进化压力　第8章 外来
种对新生境的适应　　8.1 相对于新生境条件的快速进化　　8.2 植物对新生境的适应　　8.3 动物对新
生境的适应　　8.4 入侵种进化的实验研究　　8.5 对新生物条件的适应　　8.6 对生境的进一步适应第
三篇 外来种与土著种的进化相互作用  第9章 外来草食动物的进化适应　　9.1 植物和草食动物的协同
进化　　9.2 草食动物对植物宿主的特化　　9.3 引入草食动物的生态宿主转移　　9.4 引人昆虫的进化
适应　　9.5 持续进化　第10章 外来捕食者和寄生生物的进化适应　　10.1 捕食者、寄生生物、猎物的
相互关系　　10.2 无脊椎动物捕食者和动物病原生物载体的进化适应　　10.3 水生脊椎动物捕食者的
快速进化适应　　10.4 陆生脊椎动物捕食者的快速进化适应　　10.5 “进化剧”中外来种的角色越来
越重要　第11章 外来病害对宿主和载体的适应　　11.1 病害病菌和宿主的进化　　11.2 植物外来病原
菌及其进化　　11.3 动物外来病原体及其进化　　11.4 人类外来病害及其进化　　11.5 外来病害宿主
和载体的响应　第12章 植物对外来草食动物和病害的适应　　12.1 植物对外来草食动物的进化响应　
　12.2 草本植物对外来无脊椎动物的进化响应　　12.3 草本植物对外来草食动物的进化响应　　12.4 
木本植物对外来草食动物的进化响应　　12.5 植物对外来病害的进化响应　　12.6 植物和草食动物的
适应　第13章 土著草食动物对外来植物的适应　　13.1 广食性草食动物和专食性草食动物的宿主转移
　　13.2 土著草食昆虫对外来农作物的进化适应　　13.3 土著草食昆虫对外来非农作物的进化转移　
　13.4 其他动物对外来植物的利用　　13.5 其他的进化思考　　13.6 外来机遇与外来挑战　第14章 动
物对外来捕食者、寄生生物和病原生物的适应　　14.1 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红皇后效应　　14.2 土著
无脊椎动物对外来捕食者和拟寄生生物的　第15章 外来种引起的草食动物、捕食者和寄生生物的聚集
　　⋯⋯第四篇 外来种入侵的全球性进化后果  第16章 外来种——局部灭绝和灭绝的驱动力  第17章 生
物控制媒介特种的进化生态学  第18章 外来种对生物群落的逆适应和融合  第19章 外来种的散布和物种
形成  第20章 永远改变了的生物群落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来种与进化>>

章节摘录

　　从1981年到1991年，对巴克利湾小岛上的维管植物进行了普查，这些小岛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的温哥华岛的西海岸。
普查结果揭示了许多移殖和灭绝事件。
大多数物种的移殖是通过风媒传播的种子从大陆地区吹到海岛上来实现的。
这个现象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首先，那些能到达海岛的种子是否不同于那些不能到达的种子？
其次，能在海岛上维持种群的植物的种子是否不同于那些大陆上的植物？
第三，在海岛上能维持种群的植物的种子结构是否随时问而变化？
对于依靠风力传播的3种菊科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不仅对海岛和大陆种群的种子形态进行了比
较，还比较了其中2个物种不同时间移殖的海岛种群的种子形态。
　　3个物种中除了林地千里光，其他2个在大陆和海岛之间都表现出显著差异。
其中，毛状猫耳朵在海岛上的植株的种子大约比大陆植物大25％、羽状冠毛的体积小34％。
第3个物种是一种莴苣，在不同海岛上的移殖时间从1年到超过10年不等。
在海岛上新定居种群的种子小于大陆植株，但是种子的大小随着种群定居年龄的增大而显著增加；冠
毛体积也表现出随时间而变的趋势。
实验表明，海岛上的毛状猫耳朵和定居时间长的莴苣的种子在风力携带条件下比大陆植株或新近定居
的种群的种子落地更快。
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双重的，能移殖到海岛上的莴苣的种子比较轻，而且有更大的冠毛，有利于其长距
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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