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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和维持机制一直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的关键是物种的共存机制。长  
期以来，生态位分化的思想在这一研究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这一理论在解释热带雨林很高的物种多  
样性时遇到了困难。而以Hubbell为代表提出的群落中性漂变理论则假定在同一营养级物种构成的群落中  
不同物种的不同个体在生态学上可看成是完全等同的；物种的多度随机游走，群落中的物种数取决于物种  
灭绝和物种迁入/新物种形成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这一假定之下，该理论预言了两种统计分布。一种是集  
合群落在点突变形成新物种的模式下其各个物种相对多度服从对数级数分布，而受扩散限制的局域群落以  
及按照随机分裂为新物种模式形成的集合群落则服从零和多项式分布。与生态位理论相反，中性理论不以  
种间生态位差异作为研究群落结构的出发点，而是以物种间在个体水平上的对等性作为前提。该理论第一  
次从基本生态学过程（出生、死亡、迁移、物种分化）出发，给出了群落物种多度分布的机理性解释，同  
时其预测的物种多度分布格局在实际群落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印证。因此，中性理论自诞生以来便在生态学  
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也包括一些反对的声音。该文重点综述了关于中性理论的假设、预测和物种形成模  
式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中性理论本身的发展、关于中性理论的假设和预测的合理性检验以及在集  
合群落尺度上物种分化模式的讨论；并指出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是在生态位理论和中性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同时发展包含随机性的群落生态位模型，以及允许种间差异的近中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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