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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达尔文 发展进化论

方 宗 2AV
（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青岛）

（一）

达尔文以前，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特

创论、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各门生

物科学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十九世纪下半

期把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推翻掉而把各门生物

科学统一起来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现在，继续

担负这个统一任务的仍然是达尔文进化论。这

个进化论的胜利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大解放，意

味着无神论战胜了有神论，唯物主义战胜了唯

心主义，辩证法战胜了形而上学。因此，达尔文

进化论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视。

达尔文进化论完整地发表在 1859年出版

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这部名著包括两个相互

联系的理论：生物由渐变发生演变的理论和自

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的理论。

不错，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许多

论点。重要的论点是［[3]: (1)地球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处于渐变之中，它有很长的历史，在

地球的历史中，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

的；(2）物种的变化是连续的，逐渐的，不是突

然发生的，因此物种的界限往往是不明确的，物

种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许多物种杂

交是不育的，另有一些物种是杂交能育的；(3)

各种门类的生物有共同的祖先，例如哺乳类是

由一个祖先物种逐渐分化而来的，人类也是哺

乳类进化的产物，甚至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共

同的祖先；（斗）通过生存斗争而实现的自然选

择，包括两个步骤，一是突变的产生，二是对变

异的汰劣留良，从而引起生物类型的变化，使生

物能更好地适应于变化的环境。这个论点跟华

莱士的自然选择学说基本上相同。

（二）

达尔文的第一和第二论点基本上跟拉马克

进化论的精神一致，都体现了进化论的基本精

神。达尔文学说跟拉马克学说的根本分歧在达

尔文的第三和第四论点上。

依拉马克看来，不同类型的生物是各自分

别进化的，彼此没有共同的祖先。例如，软体动

物和节肢动物就代表两个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

进化系统，彼此独立进化，并没有共同祖先。

与此相应的，是拉马克认为各自独立进化

的生物系统，它们的祖先都是由“自然发生”而

来的。即由非生活物质在适宜的条件下，一下

子产生出某种低级的生物，这种生物赋有天生

的内在追求完善化的倾向，从而引起生物逐渐

向复杂的类型发展。 并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

各自适应不同的生活条件，而形成许多不同的

生物类型。达尔文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各

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生物类型的逐渐复杂化

（由低级到高级）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不是由于

某种内在的追求完善化的结果。

自然选择跟共同起源的论点一样，也是达

尔文跟拉马克学说的主要区别之处。自然选择

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不

是由于拉马克所设想的神秘的内在追求完善化

的冲动，也不是偶然性的简单产物，而是自然选

择的必然结果。

不言而喻，拉马克和达尔文都要解释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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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拉马克认为生物有很大的可塑性，能

对变化的环境发生变异，进行适应。这是直接

适应论。 达尔文则认为适应是分两步完成的。

一是先有不定的变异，二是环境对有害变异进

行淘汰，而让有利变异保留并传给后代，久而久

之，就出现了适应。这是间接适应论。现代生

物学支持间接适应论。

（三）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雄辩的丰富事实论

证了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学术界经过了

一场论战，'L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

达尔文学说中也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和若干尚

未解决的问题。

第一，依达尔文看来，同一物种的自然种群

（群体）是遗传性基本上一致的，突变不多。生

物每代的变异大部分是在环境影响下发生的。

现在知道，这一论点不符合客观事实。在自然

界里的任何种群中，基本上都具有相当高度的

杂种性。六一卜年代以来，对蛋白质进行电泳分

析的结果表明Cil，在无脊椎动物中杂型合子（杂

合子）约占 13.40多，脊稚动物的杂型合子占

6.7多，而若干植物的杂型合子约占17务。就哺

乳类的杂型合子 6.7% 讲，这杂种性还是不低

的水平。假定人的基因有100,000个，那么杂型

合子的数量就有6,700个位点。男人可能由此

产生出26,700(1沪017）个不同基因型的精子，女人

可能由此产生同样多基因型的卵子。这样所产

生的后代，除了一卵双生以外，在基因型上是不

可能彼此一样的。

应该指出，表现型的大体一致不一定就意

味着基因型的相同。我们在海带单倍体遗传育

种的研究中L刀，发现雌雄同体的抱子体实际上

可以分为雌雄异体的抱子体。这些抱子体在外

表上并没有区别。这表明基因型的差异不一定

都得到表达。

得性遗传。他企图用前者来解释后者。现代遗

传学充分证明了，对多细胞生物来讲，获得性是

不能直接传递给后代的，而基因学说（这属于颗

粒遗传理论）才是真理。等位基因或非等位基

因在一起彼此在效应上可以相互发生作用，但

是各自能保持自己的性质。例如有些植物的红

花品种和白花品种杂交，后代开粉红色的花。这

是由于两个等位基因都发生作用，在效应上出

现了中间类型。但是红花基因和白花基因并没

有融合变质，所以在Fa中又会出现红花和白花

的性状。

由于达尔文相信融合遗传理论，他就不得

不乞求于环境会经常引起变异。达尔文清楚地

知道，没有变异，选择就无能为力了。

（五）

现在已充分知道，变异主要有两方面的来

源：(1)突变，包括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

(2）基因重组合或遗传物质重组合。突变发生

的频率很低，但是一旦发生，即便是有害的突

变，也不容易很快消失，而能长期保留在种群

中。以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某些有害的基

因也可能转化成有益的基因。

更多的变异来自基因重组合。在由杂交产

生后代的生物中，变异的主要来源在于这个有

效的过程（基因重组合），而不是来自当代的突

变。由此可知，达尔文学说中自然选择所需要

的变异并不是来自环境经常所引起的突变。上

面提到，这类突变为量甚少，跟达尔文的设想不

一致。自然选择所需要的变异实际上大量地来

自基因重组合。

（四）

其次，达尔文对于遗传基础的性质还有一

个错误的看法。他相信融合遗传理论，相信获

（六）

达尔文对于物种的形成也分析得不够。现

在知道，对于许多动物，例如鸟类，地理隔离是

必需的条件；而多倍体形成，至少在高等植物中

占重要的位置。

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在引起物种形成中

各有自己的任务。后者在导致杂交不育上有更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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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黑猩猩在结构基因上几乎没有大的差

异，而在调控基因方面则有较大的不同。可见

调控基因的进化也是进化的重要内容。

最后应该指出，尽管达尔文学说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尽管进化论现在还

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解决，但是达尔文

对进化论的贡献仍是主要的，重大的。达尔文

学说是现代进化论的基础。 我们今天纪念他，

就应进行科学工作，从各方面来发展他所奠定

的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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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末稍血微核方 法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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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南京）

作为染色体损伤快速检测的微核方法，近

年来获得广泛的应用：评价各种理化因子的致

癌致突变能力、监测环境污染等。常用实验材

料是某些植物组织、啮齿动物的骨髓细胞和人

体静脉血淋巴细胞等。显然。要评价理化因子

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以人类细胞为实验材料较

为合宜。以往人体静脉血淋巴细胞检测主要有

两种方法：(1) rli}4脉血经短期培养后制片；(2)

静脉血分离淋巴细胞直接制片。根据我们的实

践，前一方法手续繁复，且需要一定的实验条

件；后一方法需血量约1-2m1，对一个病员作

系统观察常难以接受。因此，我们实验室建立

了末梢血微核检测法，仅需指尖刺血0.06m1，同

时简化了一些实验过程，使此法更简易可行。

用皮刺血检测微核，国内外尚未见报道，现将过

程简述如下：

1．无名指常规消毒。用三棱针刺血，连续吸

血约‘〕．｝c>lnl左右。

2．立即将末梢血小心注人内径为 3mm 的

自制沉降管（长度约5cm，视操作方便而定），用

玻璃小棒在血中旋转，以去纤维蛋白。

3．加人去纤维蛋白血量1/3至1/2的3多

明胶（新鲜配制），小心混匀。

4．置沉降管于370C培养箱中自由沉降50

分钟左右，吸取上清液离心，用沉淀物推片。

5．待片干后，瑞氏染色液染色30秒，再用

吉姆萨染色液染色2分钟，自来水分色1分钟，

即可得染色良好的微核片。

要制成淋巴细胞纯度高、数量足够观察之

淋巴细胞的微核制片，须注意如下两个关键问

题：(1)整个操作过程应防止全血中有气抱产

生；(2）加人明胶后的实验过程，尽量在接近

37℃的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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