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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表型可塑性是指生物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中遭受不同环境条件作用时产生不同表型的能力。进化的发生有赖
于自然选择对种群遗传可变性产生的  
效力以及各基因型的表型可塑性。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表型可塑性的可遗传性，它实际上是进化改变的一个成分。
一般通过优化模型、数量遗传  
模型和配子模型来研究表型可塑性的进化。植物的构型是相对固定的，并未完全抑制表型可塑性。克隆植物因其
双构件性而具有更广泛的、具  
有重要生态适应意义的表型可塑性。构件性使克隆植物具有以分株为基本单位的等级结构，从而使克隆植物的表
型选择也具有等级性。构件等  
级一般包含基株、克隆片段或分株系统以及分株3个典型水平。目前认为克隆植物的自然选择有两种模式，分别
以等级选择模型和基因型选择模  
型表征。等级选择模型认为：不同的等级水平同时也是表型选择水平，环境对各水平具有作用，各水平之间也有
相互作用，多重表型选择水平  
的净效应最终通过繁殖水平——分株传递到随后的世代中。基因型选择模型指出：克隆生长引起分株的遗传变
异，并通过基株内分株间以及基  
株间的非随机交配引起种子库等位基因频率的改变，产生微进化。这两种选择模式均突出强调了分株水平在自然
选择过程中的变异性以及在进  
化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克隆生长和种子繁殖对基株适合度的贡献。基因型选择模型包含等级选择模型的观点，是
对等级选择模型的重要补充。  
克隆植物的表型可塑性表现在3个典型等级层次上，由于各层次对自然选择压力具有不同的反应，其表型变异程

度一般表现出“分株层次>分株  
片段层次>基株层次”的等级性反 应模式。很多证据表明，在构件有机体中构件具有最大的表型可塑性，植物的
表型可塑性实际上是构件而非  
整个遗传个体的反应。这说明克隆植物的等级反应模式可能具有普适性。如果该反应模式同时还是构件等级中不
同“个体”适应性可塑性反应  
的模式，那么可以预测： 1）在克隆植物中，分株层次受到的自然选择强度也最大，并首先发生适应性可塑性变
化， 最终引起克隆植物微进化  
；2）由于较弱的有性繁殖能力，克隆植物在进化过程中的保守性可能大于非克隆植物。克隆植物等级反应模式
的普适性亟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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