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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海燕#，!，刘季科!，!，苏建平5，张堰铭5，张洪海7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沙 7#$$$7；!2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 5#$$#!；

52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6#$$$6；72 曲阜师范大学生物系，山东曲阜 !"5#98）

摘要：综述了生活史性状、生活史对策、权衡、适合度及进化种群统计学等动物生活史进化领域的进展。权衡是生活史性状之间

相互联系的纽带，分为生理权衡与进化权衡。适合度是相对的，与个体所处的特定环境条件有关，性状进化与适合度之间关系

紧密。适合度是生活史进化理论研究的焦点。探讨动物生活史对策的理论很多，影响最大的是 Y>3%E4BJE 和 Z?1F0@ 提出的 ! 对

策及 " 对策理论。随年龄的增长，动物存活率及繁殖率逐步下降的过程，称为衰老；解释衰老的进化理论主要有突变:选择平衡

假设和多效对抗假设。进化种群统计学将种群统计学应用于生活史进化研究，为探讨表型适合度的进化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将进化种群统计学、数量遗传学及特定种系效应理论进行整合，建立完整的动物生活史进化综合理论体系，是当代此领域的最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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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论的推动下，生态学家对生活史理论已有广泛研究，主要包括（8）生活史性状的进化，诸如寿命、

性成熟年龄与个体大小、胎仔数、窝卵数和幼仔大小等；（9）权衡，诸如生长7维持7修复之间的权衡、后代数量7
大小之间的权衡、现时7未来繁殖之间的权衡等；（:）性状进化与适合度之间的关系，强调适合度是相对的，性

状优化与个体所处的特定环境条件有关。

在生活史研究的进程中，;,0!’/［8］最早提出繁殖价和适合度的概念；<-(=［9］探讨了鸟类窝卵数的进化，提

出著名的窝卵数进化假设；>)*’［:］首次以进化观点论述生活史及其参数对种群内禀增长率 ! 值的作用，将生

活史对策分为单次生殖与多次生殖；;,0!’/［?］第 8 次分析性比。其后，对生活史的研究经历了短暂的停滞期。

自 9@ 世纪 A@ 年代中期以来，对生活史进化理论的探讨日渐兴起［B C 8D］。迄今为止，对生活史进化理论与机制

虽有大量的报道［9@，98］，但几乎所有的假设及理论仍存在争议。

目前，生活史进化对策、适合度、权衡、衰老以及进化种群统计学（’4)*5",).-/3 6’2)+/-#!3）已成为生活史

进化研究的前沿领域。

)* 生活史性状的进化

性成熟年龄以及性成熟时个体大小、胎仔数、后代大小、寿命等生活史性状均为当前热点研究的生活史性

状。生活史性状的进化与维持、生长、修复和繁殖等 ? 项生命活动中资源分配的“决策”有关。

)& )* 性成熟时的年龄和个体大小

E"’-/.0［98］将性成熟年龄定义为，动物初次产仔的年龄。性成熟将生活史分为准备期和实现期。迄今，尚

无依据形态学或生理学标准定义的性成熟年龄。对大型哺乳动物，不同种类间性成熟年龄与个体大小差异显

著，同种个体间性成熟年龄亦有性别差异；晚成熟种类体型大、寿命长。与哺乳类类似，鸟类的晚成熟种类亦

具有后代数量少、个体大的特点。然而，晚成熟的爬行类则具有后代数量多、个体小的特点。

F)11［9@］，E"’-/.0［98］和 G-/)"［99］认为，适合度对性成熟年龄和个体大小的变异反应灵敏。因此，研究性成

熟年龄和个体大小，对种群统计学及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H)I*)%0=,［9:］指出，性成熟年龄和个体

大小是生活史性状中影响适合度的关键组分。F3-. 和 E’2*,"0(!［9?］测定了虎螈（"#$%&’(#) ’)*+(,-./#）生活

史中发育的异时性，提出性成熟年龄是自然选择的主要目标，而形态变异则为次级效应的论断。

最佳性成熟年龄和个体大小位于不同的成熟年龄支付7收益稳定平衡点，由两个权衡过程决定。其一，为

成熟年龄与繁殖力之间的权衡；其二，为成熟年龄与后代存活之间的权衡。最佳性成熟年龄与个体大小可根

据代价与收益的差值确定，其差值达到最大的年龄为最佳性成熟年龄［8:，9B］。在以适合度为度量单位测定代

价与收益的条件下，代价与收益值大小依生活史类型而定。早成熟物种的幼体期短，存活至成体的概率较

高［9A］，育幼早，且其后代的繁殖时间亦早，因而，能提高其适合度；然而，早成熟雌体繁殖的后代，其瞬时死亡

率较高，且随着母体性成熟年龄及体型的减小，其后代繁殖力及存活力降低，致使适合度降低；若雌体性成熟

时体型太小且尚未完成发育，则其繁殖力降为 @，此为早成熟物种的代价。晚成熟物种则与之相反。

>!-/.)4［9J］和 H)I*)%0=,［9K］以两性资源分配（0’L -**)(-",).）探讨性成熟年龄的格局。H)I*)%0=,［9K］认为，小

型动物之所以保持小体型，并非因体型小能提高其繁殖力，或降低其死亡率，而是因为生长需花费时间，且存

活至性成熟年龄的死亡率增高，因此，增加生长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远不如增加繁殖力有效。最适个体大小强

烈地受制于对死亡率的自然选择；然而，死亡率又为个体大小所制约。此种交互制约是不同生活史物种性成

熟年龄差异显著的原因。在雌体的繁殖投入中，幼仔数量与其母体的存活之间，存在最优的权衡关系，此权衡

并非母体选择所致，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于最适者生存，仅选取最优繁殖投入值的个体得以繁衍生息。

)& +* 胎仔数、窝卵数和后代大小

不同物种的胎仔数、窝卵数与后代大小差异显著。对鸟类，著名进化生态学家 M-4,6 <-(=［9］提出如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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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自然选择使雌鸟在其能力范围内达到窝卵数最大。然而，哺乳类的胎仔数常未达到最大值，大多数哺乳类

的胎仔数为 !［"!，"#，$%］，即 &’() 假设不适于哺乳动物［"!］，其机制值得探讨。

由于母体提供的能量资源有限，幼仔数量与大小之间存在权衡关系。*+,-. 和 /01-2133［$!］提出，幼仔最优

体型值仅有一个，最优后代大小使单位资源投入的幼仔适合度最大。4(5,6317 等［$"］的研究结果，支持 *+,-.
和 /01-2133 的理论。然而，在自然界，许多种动物幼仔体型的变异极大，似乎与 *+,-. 和 /01-2133 的理论相悖。

4(5,6317 等［$"］将此解释为进化抑制（1893:-,96’07 (96;-0’,6-）的结果，即环境因子、地理位置及基因多效性均能

抑制物种变异的能力。

*-1’06;［"!］认为，幼仔大小的自然选择亦与其它进化冲突有关。在雌体选择中，若幼仔体型受限制，对母

体选择有利；对幼仔，则是个体越大在选择中愈有利。幼仔是母体的营养寄生者（6:-0,-,96’3 <’0’;,-1;），哺乳类

的母体为其幼仔的营养库，母体适合度的增加对幼仔有利。在雄体选择中，对一雄多雌婚配制度的物种，幼仔

体型的增大，在选择中有利，然而，此种收益以雌体适合度降低为代价。=’,>［$$］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影响营养

寄生幼体生长的酶，此类冲突可为父系基因印记（>161-,( ,+<0,6-,6>）系统进化的基础。

在进化过程中，胎子数（窝卵数）、幼仔大小与终生繁殖次数为诸多性状之间权衡的结果，它可使个体的

适合度达到最大。其中，包含对环境条件的适应。野外实验［"!］证明，动物能适时地调整其繁殖对策，以使个

体的适合度最大化。

!? "# 寿命和衰老

衰老是随年龄增长，存活率及繁殖率逐渐下降的过程。衰老似为进化的悖论（1893:-,96’07 <’0’@9A），即衰

老似乎并未增加 B’02,6,’6 适合度。然而，衰老为何能成为物种或种群的属性？

解释衰老的进化主要有突变C选择平衡论（+:-’-,96C;131(-,96 D’3’6(1 -.1907）及多效对抗论（’6-’>96,;-,(
<31,9-09<7 -.1907）。

突变C选择理论［$E］认为，各基因位点产生突变与选择、淘汰突变的过程互相平衡，维持种群的整个遗传变

异过程。达到一定的年龄后，个体繁殖价为 %，对种群增长无影响。在此年龄段，自然选择对个体生活史性状

的作用强度逐渐减弱，亦即在个体生命晚期发生的遗传病变无重要性，随之，自然选择对此类有害突变不再进

行甄选。因此，对此年龄段的个体，有害突变表达于较高的表型平衡水平。当此类有害突变逐渐积累时，衰老

开始。老龄个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患阿尔茨海默（F3G.1,+10）病，证明促使此病发生的基因未被自然选择所淘

汰。此理论解释了为何不存在阻止衰老的自然选择，但却不能解释衰老为何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多效对抗论［$H］认为，衰老的发生是对多效基因选择（<31,9-09<,( >161 ;131(-,96）的结果：既能增加青壮年个

体适合度，又能促进老体衰老的等位基因经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保留下来。这使繁殖早期的存活率和繁殖率

增高，而繁殖后期的存活率和繁殖率则降低，亦即生命早期适合度与晚期适合度存在权衡或对抗关系。

I9;1［$J］对黑腹果蝇（!"#$#%&’() *+(),#-)$.+"）寿命的人工选择试验结果强烈地支持此理论。

突变C选择平衡理论则告诫，生命后期的有害基因积累发生于多个基因位点，不可能寻找到单一的“衰老

基因”。探索“青春之泉”（K9:6-’,6 9K 79:-.）的期望，无论在分子水平或其它层次上，均不可能获得成功［$H］。

L+316［!"］在总结了 41@’2’0［$E］、M,33,’+;［$H］和 =’+,3-96［$N］的自然选择理论后，认为衰老是自然选择的副

产品。他从种群生态学角度分析衰老现象，认为特定年龄死亡率在繁殖前期应降至最低，此后，随年龄的增

长，特定年龄死亡率增高；特定年龄繁殖率依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地增加，直至达到特定峰值，不同物种达到峰

值的年龄不同。峰值之后，繁殖率逐渐降低；自然选择的结果使后期死亡率激增，种群存活曲线后段骤降；对

衰减种群或波动种群生育力的自然选择作用，可使其繁殖投入降低；若死亡率极低，在衰老过程中，个体将冒

更大的风险以获取繁殖成功；利他行为与年龄有关，年龄较大的个体更具利他性；群体间的敌意亦在特定年龄

段更为显露。I9;1［$O］则认为，衰老对物种进化有利。

$# 性状间的权衡

假定某一性状变异的收益与另一性状变异的支付相关联，则称此二性状之间存在权衡关系。权衡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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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状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它能抑制两个或更多性状的同步进化，可分为生理权衡与进化权衡两大类型。生

理权衡为个体内竞争同一资源的两个或更多器官之间的能量分配；进化权衡为进化中自然选择对相关表型的

取舍。

对权衡的测定曾有争论［/0 1 23］，甚至受到批评［24］。其后，大量的野外实验均验证了表型性状间的权衡。

5’** 和 6)78)#-.)7［2/］评述了此类进展。权衡的测定方法分为两类，第 3 类为人工选择实验，选定一性状，测定

其它相关性状的反应；第 4 类是测定表型变异对个体的作用，诸如在实验室中测定窝卵数与卵大小的变化。

9*7"").:5;)(< 等［22］报道，哺乳期红鹿（9!"#$% !&’()$%）雌性成体的死亡率较高。在冬季，哺乳雌鹿将脂肪

资源转变为乳汁，使其脂肪贮备量减少，死亡率增高；且在断乳后，母鹿与其后代相互竞争食物。此种生理与

生态机制叠加，导致哺乳雌鹿冬季死亡率升高。此种效应与年龄相关，且在母鹿 3= 岁后极为明显。

6;,’+>?-7@［2A］将自然条件下的蚱蜢（*)+",)-(($% .-/$,,$&$%）种群置于实验室饲养，发现该种群雌体的窝卵

数明显小于野外，而卵大小则明显地增大。因此，他提出实验室营养较差，是导致每雌体产卵量降低、卵大小

增大的原因。

大量的研究证明，生活史性状间至少存在 2A 种权衡关系［43］。其中，研究最充分的当推亲体存活与繁殖

力、繁殖与寿命、当前繁殖与未来繁殖、生长与繁殖，以及胎仔数与胎仔大小的权衡。确定营养分配的生理机

制，即在生殖腺与其它器官之间，亲体如何分配营养；探讨繁殖投入与内部及外部环境因子的关系，至为

重要［3］。

!" 生活史对策

B"’-;.> ［43］将“对策”解释为“复杂的适应”。他认为，生活史对策是指全部的生活史性状一起协调进化。

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生活史对策理论是 C-(D;"!7; 和 E,*>).［2F］，，以及 C-(D;"!7;［2G］根据物种的寿命与

繁殖力将生活史对策分为 " 对策及 0 对策。依据种群增长的 H)+,>",( 模型，C-(D;"!7;［2G］指出，在低密度条件

下，自然选择有利于种群内禀增长力强的种群，此类种群称为 " 对策者；在高密度条件下，自然选择有利于环

境容纳量大的种群，此为 0 对策者。在假定高密度能导致幼体存活率降低的条件下，I,-.<-［2J］提出，晚育、幼

仔数少及有亲体育幼为 0 选择者特征，早育、胎子数多及无亲体育幼为 ":选择者的特征。

C-(D;"!7; 的 " 对策和 0 对策理论曾经促进了生活史进化研究的进展，亦引发一定的争论［20］。目前，对

此理论的探讨日渐减少。B"’-;.>［43］认为 C-(D;"!7; 和 I,-.<- 的 " 对策及 0 对策很有启发性，但不正确。他指

出此理论存在 F 大缺陷：（3）混淆了种群过程与自然选择机制，仅仅分析种群统计现象，未探讨选择压力如何

作用于个体；（4）即使最支持该理论的研究［A= 1 A4］，亦未呈现其预言的种群调节模式；（/）即使仅将 "10 二分法

视为生活史分类方法，根据所拥有的可靠数据［A/，A2］，大约 A=K 的种类不宜于此归类法；（2）对果蝇［AA 1 AG］和原

生动物［AJ］的人工选择试验结果否定了 "10 对策理论，但试验结果与具有年龄结构的矩阵模型预测结果一致；

（A）不同年龄段承受的选择压力不同，这是影响死亡率的关键因子［3J，A0］。然而，"10 对策理论认为，“密度制

约”对所有年龄段的作用一样；（F）将繁殖性状集合贴上“" 选择”或“0 选择”的标签，这种做法遗漏了一些重

要的例外，且暗示着一个未曾证明的推断。虽然，C-(D;"!7;［F=］，L)7+!+-;M’.［F3］与 9!-;*’>%);"! ［A0］的研究表

明，在密度制约的种群调节中，0 值作为适合度指数是适当的，但不知道 0 值的变化与生活史性状的改变究竟

是怎样相关联的。因此，B"’-;.> 认为，具有年龄结构的矩阵模型，更适宜于动物生活史对策的分析。

在生活史进化理论的研究中，对繁殖投入（;’#;)M7(",N’ ’88);"，LO）或繁殖代价（()>" )8 ;’#;)M7(",).，L9）

既有观察［F4］，亦有实验测定［F/］。然而，对不同生活史阶段自然选择作用的相对重要性仍存在不同观点。对

短寿命种类而言，繁殖力承受的选择作用极弱，与之相对，此类物种存活率承受的选择作用较强；另一观点则

与之相反［F2 1 FF］。

4= 世纪 A= 年代，9)*’［/］从种群统计学角度探讨了物种的繁殖对策。假设 23和 24分别为单次生殖与多次

生殖物种的产仔数，53与 54分别为单次生殖与多次生殖物种的种群数量，假设存活率为 %，则有：

53（, P 3 ） Q 235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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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生殖与多次生殖物种的种群增长率分别为 $&与 $" ! %。%&’( 认为，单次生殖与多次生殖权衡的结

果应为：

$" ! % # $&

即两种生活史策略的种群增长率相等，而 % 的最大值为 "，因此，如果单次生殖物种每年多产 " 个后代，则

其种群增长率必定大于多次生殖物种。多产一个后代比多存活 " 年所耗费的资源要少得多，于是，%&’( 认为，

单次生殖应当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 和 %-./0&1［23］从生理学角度分析了极端环境条件下动物繁殖对策的进化。他们通过计算生命表和

个体的异速生长，时间、空间及生理上后代大小与温度的关联，得出了与 %&’( 不同的结论：繁殖过程中付出大

量能量的个体为自然选择所接受，繁殖后个体的死亡不可避免，因此，在极端环境条件下，单次生殖是进化的

结果。

然而，)4-.55(/［"6］、)4-.55(/ 和 7&8(09:(+;［$<］应用最优控制论分析生活史得出的结论与 %&’(［=］、)*+,- 和

%-./0&1［23］的结论均不同。)4-.55(/［"6］、)4-.55(/ 和 7&8(09:(+;［$<］认为，最优生活史对策使各年龄段的当前繁

殖期望值与未来繁殖率期望值之和最大。对有 = 个年龄段的生活史，每年龄段的最优繁殖投入（&>,+*.’
/(>/&?@4,+1( (55&/,，A7B）均与其它年龄段的 7B 有关，因之，A7B 与各年龄段的 7B 协同进化。此进化有 = 种

模式：（"）若繁殖力、繁殖后期的存活和增长为 7B 的凸曲线，即曲线上各点的 $ 级导数为正值，进化的结果为

单次生殖，然而，亦存在替代性的多次生殖，但稳定性分析结果则表明，其多次生殖的时期极短；（$）与前一模

式对应，当繁殖力、繁殖后期的存活和增长为 7B 的凹曲线，即曲线各点的 $ 级导数为负值，则无论系统的初

始状态如何，该系统特定年龄繁殖率仅有一个解，且对应于多次生殖的生活史；（=）单次生殖与多次生殖两种

繁殖对策交替出现，使种群适合度达到局部最大值。此时，进化结果与初始条件有关，亦即具有相似生态特性

的近缘种，由于偶然事件的影响，可呈现完全不同的生活史，且最终形成不同的适应峰值。在系统发育树上，

此理论模型能解释距离相近的物种为何具有不同的生活史。然而，在一定条件下，某些物种具有一种以上最

优生活史，因此，难以检验此理论［$<］。

!" 适合度

适合度是个体对下一世代基因库的相对贡献，生活史性状及其变异与适合度之间的关系是生活史进化理

论的核心。种群存活与繁殖程序进化发展的方向为适合度最大化［26］。

对适合度指数的选择，不同学者的观点各异。常用的适合度指数为 C.’,-@8+.0 参数 ’，即种群内禀增长

率。’ 为 B@’(/DE&,F. 方程 (
(

G
)*’+ ,（+）-（+）?+ # " 的根，其中，+ 为个体年龄，! 为最大寿命，,（+）为 + 龄个体的

存活概率，-（+）为 + 龄个体的生殖率。若 ,（+）与 -（+）为随年龄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当种群达到稳定年

龄分布时，种群呈指数增长，此为资源不受限制条件下的种群增长。此时，拥有最大 ’ 值的基因型为最适者，

其增 长 速 度 将 超 过 其 它 基 因 型。然 而，由 于 种 群 生 存 的 环 境 资 源 有 限，指 数 增 长 不 能 持 久，因 此，

H&9’&:8F+［2I］认为，仅在以下两种条件下，’ 值可作为适合度指数：（"）在繁殖季节初期，种群呈指数增长，在繁

殖季节末期，种群增长停止，且所有基因型存活到下一繁殖期的存活率相等；（$）’ *.J # G，即 ’ 的最大值为 G
时，种群处于稳态。

另一适合度指数为净繁殖率 .G，为雌体一生所产的幼仔数。.G的估计方程为 .G / (
0

G
,（+）-（+）?+。其中，

+、,（+）及-（+）的含义与B@’(/DE&,F. 方程相同。可将此式分解为.G / (
0

G
,（+）-（+）?+ 1 (

(

0
,（+）-（+）?+，其中，

0 为特定年龄。若 0 龄前所有基因型的存活率 ,（+）与生殖力 -（+）均相同，则(
0

G
,（+）-（+）?+ 值最高者为最适

基因型，亦即对不同基因型生活史的比较，可从生活史参数出现差异的年龄开始。由于模型中隐含密度制约因

子，因之，.G 仅可作为稳定种群适合度的指数［2I］。

"3$KL "G 期 L L L 聂海燕L 等：动物生活史进化理论研究进展 L



!""#：$ $ %%%& ’()*)+,(-& (.

虽然，!/ 与 " 均为适合度常用的测量值，然而，在应用同一模型的条件下，二者有时的预测结果却相

反［0/，01，23 4 51］。因此，6)7*)%89, ［23］提出，以初生幼体的繁殖价作为适合度指数较适宜。:;<<-=［50］则认为，仅

:-*"!;8,-. 参数是最佳的适合度指数。对适合度指数的选择，依然存在争论［2>］。

适合度能反映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5?］。由于环境具有异质性，能为物种提供多样的生态位，因此，不同

物种能选择不同的生存空间，成为生态位特化种（.,(!’ 8#’(,-*,8"8）；或栖居于多生境而成为生态位泛化种

（.,(!’ +’.’<-*,8"8）。@;(9*,.+ 等［5A］发现，荧光假单胞菌（#$%&’()(*+$ ,-&("%$.%*$）种群在逐渐适应其生境后，

成为特定生境的生态位特化种，而对其它生境的适应力则降低。B*’.- 和 C-.D;-.［5E］认为，在特定环境条件

下，物种的适合度增加，而在其它环境条件下，其适合度则降低；并将物种对生境的此种适应格局喻为“登

山”，称之为“在崎岖的适合度景观（<;++’F G,".’88 *-.F8(-#’）中攀登不同的适应峰（-F-#",H’ #’-9）”（图 1）。

生态位特化种的适应范围狭窄，但其适合度最高。与之相反，生态位泛化种则在随机环境中的适合度最高。

图 1I 征服崎岖的适合度景观［5E］

J,+& 1I K).L;’<,.+ - <;++’F G,".’88 *-.F8(-#’［5E］

（M）在此适应辐射模型中，黄色图形为一祖先种群，将在? 个生态位（峰）中选择其一；每峰为一生态位的最适基因型；箭头代表不同的适应

突变，可产生有益的新基因型；不同突变将种群置于不同峰下，为物种多样性提供可能 I N. "!,8 O)F’* )G -F-#",H’ <-F,-",).，-. -.(’8"<-*

#)#;*-",). （=’**)%）G-(’8 - ()O#*’P ’.H,<).O’." %,"! "!<’’ ’()*)+,(-* .,(!’8 （#’-98）& Q’-98 <’#<’8’." )#",O-* +’.)"=#’8 G)< ’-(! .,(!’& M<<)%8

<’#<’8’." F,GG’<’." -*"’<.-",H’ O;"-",).8 "!-" (<’-"’ #)"’.",-**= ;8’G;* +’.)"=#’8& R,GG’<’." O;"-",).8 #*-(’ "!’ #)#;*-",). .’-< F,GG’<’." #’-98，-**)%,.+

G)< +<’-"’< F,H’<8,"=

（@）种群开始攀登其中一峰，仅固定有利于其到达峰顶的突变，其它不利突变则在选择中被淘汰；自然选择的结果为，某生境的生态位特化

种不再适应于其它生境 I S.(’ "!’ #)#;*-",). T’+,.8 ") (*,OT - #-<",(;*-< #’-9，).*= T’.’G,(,-* O;"-",).8 "!-" O)H’ ," ;#!,** (-. T’ G,P’F；

-*"’<.-",H’ O;"-",).8 -<’ ’*,O,.-"’F T= 8’*’(",).& N. "!’ G,.-* 8"-+’，"!’ #)#;*-",). *)(-"’F -" "!’ ")# )G "!’ -F-#",H’ #’-9 ,8 ;.F’< 8"-T,*,7,.+ 8’*’(",).；

"!;8，’H’<= .’% O;"-",). !-8 - F’*’"’<,);8 G,".’88 ’GG’(" -.F O;8" T’ %-8!’F );" G<)O "!’ #)#;*-",).& U!’ <’8;*" ,8 - .,(!’ 8#’(,-*,8" "!-" ’P!,T,"8

"<-F’V)GG8 ,. G,".’88 -.F - <’F;(’F -T,*,"= ") +’.’",(-**= F,H’<8,G= ,.") F,GG’<’." .,(!’8

在适合度的研究中，R’O’"<,;8［52］引入熵与基因型繁殖潜力（<’#<)F;(",H’ #)"’.",-* )G - +’.)"=#’）的概念。

R’O’"<,;8［55］认为，种群向稳定年龄分布收敛的速率与种群的熵有关；当熵达到最大值时，存在无波动组分，种

群出生率不受稳定年龄分布扰动的影响；当熵值为 / 时，波动组分出现，且以指数函数的速率迅速增长。

R’O’"<,;8［5>］指出，:-*"!;8,-. 参数可揭示种群的内禀增长力，熵值则能描述种群的内禀变异性（,."<,.8,(
H-<,-T,*,"=），即大分子的重现率和突变率、细胞群的同步衰减率，以及种群中个体多次生殖的程度。种群的最

终数量由 :-*"!;8,-. 参数决定，种群的稳定性由熵值决定。因此，R’O’"<,;8 认为，:-*"!;8,-. 参数和熵值可作

为适合度指数。

!" 生活史进化的综合研究

进化中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难以从某一层面简单地解答。C"’-<.8［01］提出，从种群统计学、数量遗传学、

反应模（<’-(",). .)<O）、权衡，以及特定支系效应 （*,.’-+’V8#’(,G,( ’GG’("8）等层次探讨生活史进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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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遗传学分析生活史性状的微进化，预测种群对自然选择的短期响应。为此，需要构建同时起作用的

大量基因的统计学模型。数量遗传学理论假定的初始条件是：环境因子为常数，即假定种群处于单一或恒定

的环境中。

虽然生活史性状可遗传，然而，其表型则具有可塑性。在进化过程中，表型可塑性对性状适合度及性状间

关系具有微调作用，表型可塑性可改变性状对选择压力的遗传响应，亦可改变环境对性状的选择压力。表型

的连续变异有两个原因：反应模、大量基因的共同作用。反应模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范围内、由单个基因型决

定的表型集合［!"］。换言之，反应模将环境的变化转换成表型的变异。有机体的克隆后代，其基因完全相同，

可用于测定反应模［#$］。

特定支系效应是比较高级分类阶元的生活史。不同支系所固定的生活史性状不同，同一支系的生活史模

式具有特定的一致性，此为特定支系效应，亦称为特定支系模式。事实上，同一支系物种仅部分生活史性状相

同，其余性状则处于变动状态，这些可变性状间常存在权衡。

在 %&’()**［+,］、-) ./001 等［+$］、%&’()** 和 2/)34’&1 ［+#］、3&1 5/0)1)1-&)* 等［+6］及 7&/-*) 等［+8］研究的基础

上，9*0:;)/< 和 =>41)［+?］提出进化种群统计学概念。进化种群统计学是将种群统计学理论应用于生活史研究

的进化生态学分支，主要探讨表型适合度的进化。进化种群统计学将特定年龄死亡率、繁殖力变异与适合度

的变化相联系，比较作用于不同生活史阶段的自然选择强度（41@)1’4@A 0B ’)*)C@401，D=）。将自然种群划分为幼

体、亚成体、成体及老体等年龄段，依据种群的出生、生长和死亡数据，统计各年龄段的繁殖率，以及存活到下

一年龄段的概率。然后，构造种群结构和数量变动的射影转置矩阵模型。依此矩阵模型，采用进化种群统计

学技术，估计不同生活史阶段的自然选择强度（D=），鉴别可供选择的各种生活史对策之优劣，确定最优生活

史对策。用于进化种群统计学的主要方法为环分析［+6，+8］和弹性分析［+E］。

矩阵模型是研究生活史进化理论的有效工具，%&’()** ［+,］对此有系统的评论。在进化种群统计学研究

中，应用矩阵模型需满足两个较强的假设条件，其一，存活率和繁殖率近似地为常数。然而，事实上，在自然条

件下，存活率和繁殖率常有连续的变动，因此，可应用随机矩阵序列模拟环境变动序列，探讨存活率和繁殖率

的改变对种群增长的长期效应，此领域的研究甚为活跃［+! F +"］。对种群的短期变动，仍可假设存活率和繁殖率

近似为常数；其二，个体之间、种群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即个体、种群之间不为资源而相互竞争。事实上，个

体、种群间存在相互作用。若要准确地反映客观模式，则需考虑种群密度的制约作用，而矩阵中的元素则应为

种群密度的函数，即矩阵模型为非线性。目前，对非线性矩阵模型的研究，进展甚为迅速［?"，+"］。

!" 我国动物生活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我国早期的动物生活史研究集中于无脊椎动物。至 #, 世纪 ", 年代，对脊椎动物生活史的研究有长足的

进展。张晓爱［",，"$］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地区雀形目鸟类窝卵数及繁殖对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国内首次

检验了 G&CH 假设；计翔等［"# F "?］探讨了赤链华游蛇（!"#$#%&’"( %##)*%’"+）等 ? 种游蛇科动物、蝘蜓（!,-.#$/$’0
,-)+ "#1"2)+）以及中国石龙子（3)/.2.+ 2-"#.#+"+I ）的生活史性状与对策；聂海燕!系统地分析了高寒草甸地区

高原鼠兔（42-$&$#% 2)’5$#"%.）生活史进化对策，提出哺乳动物繁殖投入的计算公式，构建了高原鼠兔体重增

长模型，检验了 %>&/103［"E］关于哺乳动物生活史分类特征的假设；刘伟等［"!］测定了长爪沙鼠（6.’"$#.+ )#7)"20
)*%&)+）的生活史；都玉蓉等［"+］探讨了根田鼠身体大小性二型的进化原因；吴贤汉等［""］观察了青岛文昌鱼

（8’%#2-$+&$/% 9.*2-.’" &+"#7&%).#+.）的生活史，张健东［$,,］构建了中华乌塘鳢（8$+&’"2-&-:+ +"#.#+"+）的生长模型。

#" 展望

目前，进化生态学家对不同类群的生活史进化已有深入探讨；进化种群统计学、数量遗传学及特定种系效

应等生活史研究方法业已足够成熟。然而，迄今为止，仍停留在揭示特定层次的生活史进化模式，尚缺乏综合

性研究。因此，将上述理论进行整合，以诸多性状变量构建生活史完整而均衡的透视，是未来生活史进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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