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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文摘 〕

进 化 论 的 进 化

—
达尔文主义

、

现代达尔文主义和非达尔文主义

人

长
3摘 要 4

卢浩然 叶永在

达 尔 文 主 义 的 贡 献

寸

∀ 5 5 6年达尔文 3 1 7 8 9 :;
,

.
!

4 3 ∀ 5 < 6一∀ 5 5 ∃ 4 的名著 33物种起源 》的出版
,

标志着生

物进化论
—

达尔文主义的诞生
。

一百多年来进化论的发展经历了达尔文主义
、

现代达尔文

主义和非达尔文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

达尔文认为
=

生物繁殖以几何级数增加
,

表 现繁 殖 过

剩 > 为了争夺空间和食物
,

生物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存斗争 > 在生存斗争中
,

有利的变异得到

保存并传给后代
,

有害的变异受到淘汰
,

通过自然选择的历史过程
,

微小的变异逐渐累积成

为显著的变异
,

引起生物性状的改变
,

形成新的物种
,

即所谓
“
物竞天择

,

适 者 生存
” 。

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的理论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制
,

从此
,

生物学从不变论
、

神创 论解放 出

采
。

对此
,

恩格斯把它同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相比拟
,

誉为∀6 世纪自然科学三

大发现之一
。

但恩格斯同时又敏锐地指出
= “

达尔文的全部错误在于他在
‘
自然选择或最 适

者生存
’

中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

3一 4 由于繁殖过剩的压力而发生的 选 择
,

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存留下来
,

但是同时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如此
。

3二 4 由于对变

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
,

在这里存留下来的是更能适应于这些环境的
,

但

是在这里这种适应就整个讲来可以是进化
,

也可以是退化 3例如
,

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

化 4 ” 。

与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理论说明生物进化的有华莱士 3? 7≅ ≅7Α
2 ,

)
!

(
!

43∀ # ∃ Β

一∀ 6 ∀ Β 4
。

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发展

Χ 达尔文不知道孟德尔 3Δ 2 ; Ε 2 ≅
,

−
。

4 3 ∀ # ∃ ∃一 ∀ # # � 4 的工作
。

∀ 6 < <年
,

埋没Β 5年之久

的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
,

从此以后遗传学发展很快
。

遗传学家们把 自然选择理论和遗传理

论加以综合
,

指出突变
、

选择
、

隔离在种群分化和新种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明确了遗传
、

变

∀ 6# ∃年 5 月∀< 日收到
。



稿 了建 多 乎 珠 蜜 粉
‘

、

⋯ 几
一 ‘

厂

”
Φ ‘

”
一

乍

”
一

牙
‘ ’

‘刀
,

几> 介
一

几
一

二
%

”

异
、

进化的相互关系
。

于是
,

进化论从表型进化的分类学阶段进入染色休
、

基因的遗传攀阶

段
。 ∀ 6Β Γ年杜布赞斯基 3 1  Η Ι ϑ 7  Κ Λ Μ ,

/
!

4 3 ∀ 6 <<一 ∀ 6 Γ 5 4的
‘
遗传学与物种 起源

”
的

出版 3 ∀ 6 5∀ 年第 Β 版 4 标志着现代达尔文主义的诞生
。

现代达尔文主义认为
,

新种的形成有

渐变式和爆发式两种
= 3一 4渐变式

,

由于基因突变
,

染色体畸变
、

基因重组
、

在长期自然

选择作用下
,

形成不同的地理族或亚种
,

一般先有地理隔离
,

进而产生生殖隔离
,

由亚种分

化为新种
,

如中棉是长期从草棉分化而来的
。

3二 4爆发式
,

主要存在于植物界
,

即远缘杂

种通过染色体加倍而形成异源多倍体
,

!

通过自然选择
,

异源多倍体逐渐适应环境务件
,

如陆

地棉
、

普通小麦
、

甘兰型油菜等
。

现代达尔文主义既估计到偶然性
,

一

也估计到必然性
。

基因

突变是随机的
、

偶然的
,

而选择作用是非随机的
、

定向的
。

对于自然选择中性的生物性状和

功能的进化
,

用自然选择理论来解 释遇 到 困难
。

现代达尔文主义用遗传漂 变 3 − 2
;2 Ν:。

1 8 :ΟΝ 4 来解释中性基因的进化
。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
,

小群体中不能充分地随机交 配
,

即 使

没有自然选择作用
,

小群休的基因频率也会发生改变
。

因此
,

那些中性或无利无害的性状能

在群体中保留下来
。

一般说来
,

群体愈小
,

遗传漂变作用愈大
。

现代达尔文主义认为
,

基因

表达与环境条件有关
,

基因突变对自然选择的有利
、

有害或中性
,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

可以

依环境的变迁而转化
。

因此
,

在有性繁殖的生物群体基因库中积累了各种各样可变基因
,

贮

存着极大的潜在变异性
,

以适应现在或未来千变万化的环境
。

卜

六
Π

井达尔文主义的补充

五十年代的1 �人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
,

为1 �人的自我复制
、

相对稳定性和变异性
,

以及1 �人对遗传信息的贮存和传递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

使遗传学从细胞
、

染色体
、

抽象 的

基因水平进入了分子水平
。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进化表明
!
遗传密码的普遍性 3 ∋ ;: Θ2

8 Π

= 7≅ :ΝΜ 4 是生物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
,

从分子水平上证实了多样性物种的共同起源 , 从蛋白

质和核酸分子顺序的差异
,

可以定量地推断不同物种在进化序列上的位置
、

时间和它们之间

的亲缘关系
,

例如黑猩猩和人的细胞色素 . 的∀<� 个氨基酸完全一样
,

称猴和人的细胞 色 素

. 只有一个氨基酸差异
,

而马和人却有∀∃ 个氨基酸不同, 核普酸分子的置换所造成的基因突

变
,

大部分是对于自然选择来说既无利也无害的中性突变
,

是通过随机的遗传漂变在群体中

消失或固定下来
,

从而造成基因的多型性
、

生物性状的多态性
。

∀ 6 Ρ #年日本群体遗传学家木

村资生提出
“
中性突变遗传漂变学说

” 3简称中性说 4 以解释非适应性
、

非择选性的进化
。

∀ 6Ρ 6年美国的金 3 Σ :; Τ ,
%

!

乙
!

4和朱克斯 3%Υ Λ 2 Κ ,

/
!

ς
!

4 发表文章支持木村 资生 的 观

点
,

称为
“
非达尔文主义进化

” 。

木村指出
,

分子进化的特征是
=
虽然不同种类蛋白质分子

的进化速率不同 , 但在不同种类的生物中的同种类蛋白质分子的进化速率大致是恒定的 , 具

有重要功能的分子进化速度慢
,

而功能不重要的分子进化速度快
,

例如同义密码子的突变率

比引起氨基酸变化的密码子的突变率高 , 不打乱分子结构功能的突变
,

容易在进化过程中发

生
,

具有新功能的基因出现时
,

往往是原先的基因先增加复本
。

由此可见
,

中性突变可以满

足一个物种或群体生存和进化的条件
=
适应性

、

稳定性和变异性
。

青

了

进化论各学说的辩证统一

生物进化是高级的运动形态
,

它属于高层次的运动规律
,

包含有较低层次的化学的
、

物



卢浩然等
= 进 化 论 的 进 化

人

试

丈

Χ

理的
、

力学的运动规律
。

生命系统可分为生物大分子
一

细胞器

—
细胞
Π

个体
—

群体

一
群落等层次

。

从研究生物的层次和方法来说
,

达尔文主义研究生物高层次
=
即从表型研

究生物进化
,

从形态
、

分类和生态学角度考察生物进化 , 现代达尔文主义从生物中层次
,

即

从细胞
、

染色体
、

基因研究生物进化
,

从细胞学
、

遗传学角度考察生物进化 , 非达尔文主义

从低层次
,

即从生物大分子研究生物进化
,

从核酸
、

蛋白质的生物化学或分子遗传学角度考

察生物进化
。

由于各个层次都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结构
、

属性和规律
,

因而各自提出本层次的

进化机制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

各个学派的学说都只反映生物进化机制的一个侧面
,

都有局限

性
,

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

它们不是绝对对立
,

相互否定
,

而是继承性的发展
,

相互补充

的
。

从生物系统各层次看
,

生物变异都存在着有利
、

有害和中性三种
。

但是这三种变异不是

绝对的
,

不是固定不变的
。

因此
,

单从淘劣存优的选择说或无利无害的中性说
,

都不能完整

地反映进化的机制
,

无论达尔文
、

杜布赞斯基或木村资生都看到这一点
。

达尔文在强调自然

选择的作用时
,

并不排斥自然选择以外的进化形式
,

他在
“
物种起源

”
的导 言 的 结尾说

=

“
我确信自然选择是变化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手段

” 。

杜布赞斯基指出
= “

有些遗传因子

以前因其有害而曾被消除的
,

现在只可能变成中性的甚至是有利的
” , “

还有一些则在它们

发现的时候是中性的或者是有害的
,

但后来却又证明是有用的
” 。

中性突变且有非适应性和

适应性两种可能性
。

木村在提出中性说时
,

也承认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
。

进化论的争论还表现在生物变异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

随机性与统计规律性的对立和统一

问题上
。

恩格斯说过
= “

要指出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概念

之实践的证明
” 。

自然选择的实质是
,

由于环境的随机变化引起的不定变异中
,

对有利的变

异体的选择和保留
,

对于在偶然
、

随机的变异中选择有利的变异体来说是必然的
, ,

但是这

种必然又是建立在偶然的基础上
。

而且选择了的变异体
,

只对当前环境是有利的
,

都不能保

证变异体对未来发展的价值
,

所以对当前环境其生存是必然的
,

在未来是否能生存又是偶然

的
。

当环境变迁时
,

往往绝灭的是进化史上适应生存的物种
。

物种能否保留
、

繁衍
,

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环境变化的偶然性
。

现代达尔文主义以小群体中遗传漂变的随机性
,

进一步强调

偶然性在进化中的作用
。

但是在大群体中
,

基因重组的随机性又服从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
,

这又是必然的
。

生物进化中的偶然成分
、

随机要素在非达尔文主义中又进一步扩展
。

但是一

种现象从低层次看是随机的
、

偶然的东西
,

从高层次看又是有规律的
、

必然的东西
。

由于高

层次对低层次的支配
、

限制或影响的作用
,

因此在分子水平上核普酸分子置换
、

基因突变的

随机性
,

由于受到生物表型层次 3生物的整体性 4 的约束
,

纳入 自然选择作用的进化轧道
,

又是必然的
、

有规律的
。

从各层次看生物进化
,

我们可以初步得到这样的结论
=
自然选择在表型

、

基因层次上
,

对于有利
、

有害的变异起着淘劣择优的作用
,

在控制表型进化方向上起着主导作用 , 遗传漂

变对表型
、

基因
、

分子层次上的中性突变起着自然选择不能起的作用
>
生物进化来源于各层

次的变异
,

来源于分子层次变异的随机性纳入表型进化的必然规律中
,

从而决定了物种的分

化和形成
。

生物进化是选择说和中性说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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