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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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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ABER” 
lr. B. SHAKE 

; CER SCAR IR 95 025 HR AYR BE PRE iy 2 a SCA”) 

| Fa A Yee HLS FH Hs i opp A EH) Re HE A Ue 
(AR HA REE CPE) ABR. PAE EA BEE He 
| ATER PF. PURO BE -rein RARE MLO 
| MIR EGTE. “- --AePR AY EE ER I EPIRA 2d, 
FSG Hy EVE BR rd BP bh (B. B. Anéxun), (1928) FEE 

 22FE(B. B. Pesepzarro)( 1935), BAEK (I. ©. Moposos) (1930), 
WM (A. Tl. dypeaes) DIR wih (C. C. Xoxnos) (1945) 4 
| SERA BDO CS ay. HR-RZERL (M. E. Txauenxo) 
(1989) Spey iw see 4 FF SA 

PERE OUR bre 5 — fig SCHEME ( 1936 38 AE We Hy BIE 
BEA WEA, PEERS BM, DEBUG Hey ee 
ANTI AES DA Hohe PI Aas PEER TE I 
至 落 的 一 项 基本 特性 ……”3) (FEB Bg In EYEE). HERE 
卡 男 夫 的 意见 ,“…… 森 林 中 林木 间 的 以 及 一 团 由 其 产生 的 多 楼 的 向 
代 而 的 生存 同等 观念 乃 是 一 个 关键 , 我 们 卓越 的 生物 学 家 及 森林 部 
BREMNER IEA RABY WU TSE BIE Le, A Es ee 
FE, oie AES LY BE 79 BEES PE ie PCPA IERIE 04) 

1) “再 校 中 的 自然 科 章 >，1949 年 ,第 2 期 ,第 7__17 FL 
SRO: “He ers Fi ik Ss ES)”, S34 Bz, 1928 年 ,第 :10 页 。 

3) 栈 卡 切 夫 :“ 生 物 剧 落 中 的 生存 门 等 问题 ”>， 载 “列宁 格 勒 大 学 公报 ”，1946 年 ， 
第 2 期 ,第 27 页 。 

乞 ， 芍 卡 切 夫 :“ 生 物 垂 落 中 的 生存 问 罕 问题 >， 载 “ 列 察 格 勒 大 学 公报 ?，1946 a, 
第 2 期 ,第 29 FF, 1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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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於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计 花 

BOK, HHH WK ARRAS RS ERR Ee 
Hy IE BR PLDET, IEA AMR SESE — BL ae 
足 的 基础 , 特别 是 造林 实践 的 基础 是 必要 的 。 

植物 寿 落 学 家 们 用 植物 间 的 每 殖 过 盛 , 实质 上 也 就 是 货 彼 马克 
FES SSO USE SC | FES ET PEE Hl, 来 答 
PRATER TEESE. WRI BM: “HER Limite 
BERL) SUPT, PERE hy AE, 或 者 是 在 沼泽 地 上 一 片 
水 苦 属 与 hypnum py ELEM WPT DUAL WS HFS RSP 
问 竺 (正如 在 森林 作者 )”"0)。 李 森 科 院士 9) 正 揭发 了 过 一 
We Seb ERICA PEAR a HET fy SOT EDR a PRR He He SY 
EEE AE BACAESE RA 

HE Fy SREY His SLES I vb a HA FB IE HEB 
KYLA PEAY ESE. PAN PCO IEE RE Oe 
His) BBE Wi HMR LAS TE ETE EL PR AR 
过 类 观念 都 钴 疑 地 应 当 受 到 注意 。 关 於 泛 一 问题 李 森 和 院士 在 上 逃 
著作 中 以 及 其 < 论 生 物 科 学 现状 23) 的 历史 性 的 报告 中 全 提出 了 一 些 
主要 理论 的 原则 性 指示 。 

到 目前 篇 止 研究 家 们 漫 很 少 注意 到 植物 种 内 关 傈 的 研究 , 因此 
这 一 问题 涯 属 认 生物 学 最 少 实验 研究 的 部 份 。 在 过 一 方面 主要 的 或 
请 炎 乎 是 唯一 的 材料 就 是 在 所 谓 试 验 葬 计 表 事 所 烷 合 的 林学 家 们 底 
一 些 观 罕 奥 计算 。 党 些 材料 衍 佛 就 是 在 森林 中 ,因而 也 是 在 每 一 自 
BRE YE vs AS Hi Wy (DS ETS BR ty PIE VE FEEDS I I 
Bo [UE H_A AP -15 FE2A09 EAS CRY BAP PSE FD 

KALB BES 胃 单 们 面积 上 ( 1 GSE) BA SR 

1) 苞 卡 切 夫 “生物 王 落 中 的 生存 门 等 问题 ”> WM “WEBMABAR”, 1946 年 ， 
第 2 期 ,第 31 页 。 

2) “ 李 森 科 :“ 自 然 玩 择 与 种 内 问 等 ” MERE”, Rees Mike, 
第 4 版 ,1948 年 。 

3) 李 森 科 :“ 葵 生物 科学 现状 ” SHIRA SRA AOR, Bee 
出 县 局 ，1948 年 。 



座 种 内 植物 的 相互 关 傈 3 

Wa MIR PRG. WBE ET AS RES BR 

Ths HVE T --  D BIAES TBI T 150 年 就 只 留 下 

MEETRRRS T 0 BHARTI DEE RRR SE A 
RB, TE A A ETS BS. 5 TE 
Pe Ee AE AREA: 繁殖 过 盛 , 由 此 植物 间 发 生 辣 

等 , ELAR ES EEC, 而 少数 较 好 的 便 生 在 下 来 。 融 征 相 互 

关 傈 的 观念 好 像 是 不 言 而 喉 , RABBI, DEA GE EE 
得 ;更 加 之 过 已 被 过 泵 女 的 高 度 威信 所 掩饰。 公式 的 简单 一 一 是 它 
广泛 流行 的 原因 。 

RTH AE Ts TSE A SC SE BRE Bh OK EPR AE AED A 
性 地 发 展 的 巡 泵 女 主 义 砚 点 出 发 ， 当 用 辩证 唯物 主义 的 方法 来 深入 
研究 一 些 见 到 的 现象 时 , 各 一 公式 的 简单 ， 它 的 局 限 性 ， 以 及 各 种 复 
屎 的 生 驳 学 半 题 的 简单 化 就 可 以 看 出 来 了 。 

PBR TY REY AT SEM AEE BN BST 
NED Bee EH ys ERIE ES. RE PETE PE © 
WAS LAR RE DSS SRE, 而 首先 是 森林 中 
有 关 植 物 相 互 关 傈 底 一 些 有 价值 的 观念 。 

依据 流行 认 植 物 硬 落 学 家 之 问 的 植物 相互 天 傈 的 公式 ,生存 闫 
SS, HORMEL. RRR ARB 
+h ffs] BA RADE 1S CLEFT PSRs, AE SL — CR 
WAS ARSE Ear. I, 4 — A RE 
当 各 自 孤 立地 来 观察 ,甚至 要 把 一 个 植株 和 与 其 所 属 的 同 种 其 他 有 机 
体 割 裂 开 来 观察。 诚然 ， 人们 也 常常 引 误 一 个 种 植株 问 抵 笛 其 他 物 
征 植 株 底 互助 ,但 是 在 值 物 季 落 学 家 们 的 解说 中 互助 决 不 能 用 来 代 
表 种 内 相互 关 傈 。 

如 果 广 一 个 种 的 代表 间 底 同等 进行 得 最 玖 酷 ， 那 末 , 很 题 然 , 在 
种 内 和 与 种 间 相 互 关 傈 中 就 没有 什 答 差别 ,因而 每 一 个 植株 都 褒 当 独 
立地 保卫 自己 的 生命 。 从 同一 个 观念 出 发 , 以 一 株 植物 来 改 当 它 被 
一 些 畦 种 植株 包围 时 生命 就 比较 容易 保存 , 而 植株 登 是 多 样 性 ,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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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保存 得 登 好 ， 因 篇 在 过 种 情况 下 它们 之 问 的 均等 要 弱 一 些 。 然 而 
过 样 的 现象 在 自然 界 台 是 照例 不 会 看 到 的 。 

单独 落 在 婴 种 植株 中 间 的 任何 一 个 种 的 植株 都 不 品 要 死亡 。 个 
别 的 便 体 决 不 能 朋 底 同 种 的 各 植株 而 单独 生存 。 只 有 该 种 植株 的 条 
OF HERR ARAYA, A HEE AG EER, REDCAR 
件 。 单 独 一 个 植 检 是 不 能 过 到 过 一 点 的 。 例 如 生长 着 各 种 章 的 伐木 
区 , 补 有 是 出 现 大 批 的 木 本 植株 的 幼苗 , 森林 才能 更 新 。 木 本 植物 的 
幼苗 还 浙 地 使 环境 芝 形 ,过 榜 以 致使 草本 植物 的 生存 成 篇 不 可 能 。 
无 疑 地 单独 一 株 柑 是 不 能 过 到 过 一 点 的 , 它 要 在 章 中 死亡 。 

从 和 过 个 例子 就 看 得 很 清楚 , 一 个 种 是 作坊 一 个 整 幅 来 对 抗 村 种 
的 。 自 然 界 训 物 种 的 特 串 不 仅 是 有 一 些 一 定 的 形态 学 , 生物 学 , 解剖 
SH, 生物 化 者 上 相似 的 特征 ; Ie SRE A AE hee 
种 有 一 定 的 关 傈 。 吉 样 一 来 就 不 仅 存 在 有 个 别 植株 彼此 间 的 条 互 盖 
傈 , 而 且 漫 存在 有 有 物种 问 的 相互 关 傈 。 

种 间 相 互 关 傈 特有 的 规律 性 不 同 认 种 内 各 个 别 个 体 问 相互 关 合 
固有 的 规律 性 。 每 一 个 种 都 不 是 在 清除 了 时 种 的 空 着 的 地 域内 突然 
产生 的 ， 而 是 必须 在 轴 种 植株 之 间作 篇 物 种 来 保本 自己 的 生存 的 。 
dn Sj A A EE AE Se SS 
EFI LE, 那 末 它 就 生存 下 来 。 

驳 种 的 各 类 特征 是 在 其 淮 化 逼 程 中 蕉 包括 特殊 的 生物 环境 底 一 
EI FM PERCE FFE BE HS PERE HSER ELE (ia BS EAT 

HEAL, PEMEAL BE PE we J EE i AR TAs Be 
的 及 其 他 的 ), TDR A BEA YELL. fib 
包含 的 各 植物 的 灯 和 。 有 物种 对 待 它 所 包含 的 一 些 个 别 个 体 正 如 整体 
对 待 它 的 各 部 份 一 赚 。 整 幅 有 着 它 所 包含 的 各 部 份 所 没有 的 一 些 自 
身 的 专门 特 征 伍 规律 人 性。 同样 地 物种 作 篇 一 个 整 硒 也 有 着 形成 物种 
的 各 个 体 所 没有 的 一 些 自身 的 特征 和 与 规律 性 。 

人 个 常常 可 以 在 自然 界 台 充分 地 看 到 疾 似 的 关 保 。 合 如 森 
林 一 一 泪 不 是 组成 它 的 树木 底 机 械 悉 和 。 肖 是 某 种 新 的 东西 。 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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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 FTES Sk eee Se LATE 

Sa PRPS AP AA A BR 5 

RE, EAPC BE ARB ASSL By. AURA Ee 
HAPRACALLIS. PRTC TERIA HE FS ok Bey 
AAAS CH. ASSUMES TEL, Ze PRE. FE 
PR SES Fe AE EB TAN TS SS FEA FER TE 

RA RD, Uo EES TL SL, 获得 作 篇 物种 的 一 

SONATA TEA FEES AMG, See 则 物种 的 进化 是 和 一 些 个 别 
MABE PIE FLAS AT SP HSE TT a, 但 筷 决 不 能 归结 乱 组 成 它 的 一 些 个 

别 个 体 的 进化 。 汉 是 在 复杂 的 组 卉 条 件 下 物种 形成 芳 一 过 程 底 两 个 
方面 。 

在 滥 化 过 程 中 植物 发 生 它 对 一 定 生存 条件 气候、 土壤 及 其 他 ) 
的 适 麻 。 过 就 决定 着 植物 在 该 种 气候 、 该 种 土壤 等 等 生存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整个 物种 又 同时 不 可 分 苑 地 进 行 着 对 一 定 的 生物 环 卉 ,对 与 其 

”他 物种 的 一 定 的 相互 天 傈 底 通 肉 。 
各 便 别 植物 对 地 区 人 条 件 的 通 几 性 漫 不 能 决定 该 物种 在 过 课 生存 _ 

的 可 能 性 ， 因 篇 物种 除 此 而 外 膛 巍 党 通 内 当 地 的 生物 环境 ， 换 句 语 

®e, WEE VEN ARB PATE. 2 SCTE TES BABY 

Hitt EAS ETE FESS ERR FEY, “+ FER EB AUK FH se 

| AHEME A SERINE, (EA EOR EDIE, 因 篇 他 们 不 能 和 我 们 本 
HAE HEF PGE PD 

AES HE IE Yn PREF BY FS Si DAE cae ESE Oe 

RE MERE EAHA YH EOE AE EE 
Wnty Dis RES EY RBH) IC ts Be UZ BAA 7 

WEAN DASE LIE LEAS BED, YR SEVIS A RLS BLE AE BE 
Toi Woe BE MESSE » HL FNS Fo SEER HE Dy 对 一 定 的 水 

SP AK GL. SEHR ie PSS EC EE ARSE BS Bj. 3a ELEM AR 

物 生 长 期 间 的 发 育 速度 〈 例 如 森林 中 某 些 植物 在 早春 其 他 植物 展 上 天 
_ 

1) “SERB Cte”, FS 3 HS, RRA ACH, 1939 年 ,第 3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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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片 以 前 就 开花 ,或 者 像 在 草地 上 生长 的 植物 从 夏季 来 早春 植物 已 
WAH PATE). | : 3 

大 家 都 知道 , ZEB IRIE DS He RHE BP BS, TL. 
(FEA DUE Ewe, (LIQ PE TR PS 
人 的 于 预 就 不 能 生存 ， 因 篇 物种 的 各 种 特征 都 是 在 一 定 的 自然 虱 落 
中 适应 生存 底 精 果 ， 站 且 是 在 一 定 的 生物 环境 影响 下 才 产 生 了 和 类 
等 徽 。 正 因 篇 如 此 , 才 存 在 着 森林 的 , 章 地 的 , 草原 的 , 野生 的 以 及 其 
他 的 各 种 植物 。 而 在 所 有 汉 类 情况 下 物种 都 适 星 从 式 卉 。 

在 各 个 植物 种 于 除了 一 些 相似 的 特征 以 外 逮 可 以 过 到 一 些 其 他 
类 型 的 特征 。 过 类 特征 存在 於 那些 能 与 其 他 物种 进 太 问 等 以 所 展 到 
一 定 地 域 底 物 种 吉 , 水 夭 助 於 过 类 特征 排 摘 其 他 物种 ; 保持 住所 佑 的 
地 域 。 在 失火 或 伐 尺 后 森林 更 新 时 , 在 森林 与 草原 等 等 的 交界 不 底 
村 木质 章 本 植物 门 竺 中 都 可 以 发 现 过 种 相互 并 傈 的 事例 。 在 过 类 的 
情况 下 战 胁 的 物种 正 把 束 卉 向 不 利 欠 其 他 物种 的 方向 改 绝 , 由 此 保 
ta A CW. 

“EVIE BRERA HE ic SESS HAL ST HE IE 

Fee HET 2S a is WI FP EAE FT HEB 0 8 

Fi YR AE hh oy LB RARE BS a A i A. 
WK, MK AKA Lye AS. Ae 
JAP ABR A EES BA PE, Th eee 
UO BA AR HPS HY AR HV i PE | 

IARI EA EERE SE RS eA 
BS. TRIAL RE PHAR 
面 ; 按 另 一 种 方式 来 想像 它 个 。 我 们 现在 举 出 某 些 能 襄 明 植物 相互 
天 倒 底 森林 植物 大 落 生活 中 的 事例 。 
种 子 数 量 “” 某 些 植物 形成 大 量 的 种 子 通常 被 人 们 训 篇 是 每 一 杆 

. 驳 都 力图 无 限 繁殖 底 证 明 。 党 种 解 设 合 广 泛 地 流行 过; FEAR IWC 
献计 从 各 种 学 核 数 本 起 ,到 各 种 普及 小 读物 沙 且 漫 包 括 一 些 科 学 答 ， 
SCHEIN DUB BSE IRE. LOR SE REI 任何 一 种 植物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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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它 不 合 过 到 阻碍 ， 就 会 很 迅速 地 作 满 地 球 表面 等 等 。 而 李 森 科 院 士 

揭发 了 繁殖 坎 盛 言论 的 不 科学 。 
“ 腑 上 所 于 的 一 些 不 正确 的 理 葵 前 提 , 使 人 个 不 能 作出 计算 种 子 

数量 的 车 果 底 正确 评价 。 
从 某 些 物种 互 大 的 种 子 生 产 率 决 不 能 就 作出 力图 无 限 繁 殖 底 一 

般 精 葵 , 因 篇 例如 许多 的 物种 就 只 产生 较 少 的 种 子 。 胚 芽 数 比 篇 了 
保持 物种 所 需 的 平均 数 产 生得 多 一 些 是 正确 的 。 到 一 原因 连 泵 女 在 
他 的 时代 喜 已 经 予以 揭发 , 他 写 过 “…… 多 数 的 卵 或 种 子 的 芮 正 意 义 
PERE AE fir FEE YY ET ene dni hy oti FAME 
何方 法 来 保护 他 个 的 卵 或 幼小 动物 , 那 末 少量 生 童 仍然 能 修 充 分 保 
持 筷 的 平均 数量 ……21)。 和 从 巡 页 女 的 过 一 指示 可 见 已 产生 的 是 伞 数 
对 从 胸 种 来 襄 穴 是 在 它 对 包括 婴 种 的 外 界 环 卉 关 傈 上 才 有 意义 。 显 ， 
SR, 植物 形成 的 种 子 数 与 幼苗 数 乃 是 物种 对 该 种 居住 的 那 类 休 件 底 
teh, 各 种 特征 是 物种 生存 所 必需 的 特征 。 胚 的 数目 多 就 
正 是 一 个 物种 生存 的 人 条件, 因 篇 对 从 个 别 个 体 的 生存 来 褒 过 种 种 子 
丑 纺 苗 的 数量 可 能 是 多 父 的 。 

.在 伐木 区 森林 更 新 时 或 者 把 森林 推移 向 新 地 区 时 就 可 以 显著 地 
看 出 种 子 与 幼苗 数量 的 作用 。 在 过 种 场合 下 木 本 植物 与 草本 植物 发 
生 着 种 突 。 

AAR Hi VET HE A CYA RS. 
独 的 植株 是 不 可 能 排斥 自己 的 各 种 均等 者 的 。 它 本 身 很 快 地 就 被 它 
们 挫 残 。 但 是 如 果 本 本 植物 的 幼苗 一 下 子 就 出 现 巨大 数量 ， 那 末 在 
与 草本 植物 的 六 等 中 它们 排斥 自己 的 各 种 效 笋 者 底 可 能 性 就 显著 增 
加 。 在 相当 时 期 内 大 批 树苗 改 侈 着 环 增 因而 使 草本 植物 的 生存 成 仿 
不 可 能 ,草本 植物 就 消失 。 同 时 出 现 的 幼苗 底 瑟 大 数量 是 一 种 有 利 
药 特 征 ，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物种 在 该 种 条件 下 保证 能 保持 地 域 牙 排斥 各 
种 况 等 者 底 一 种 必要 的 特征 。 没 有 过 种 特征 就 形成 不 了 森林 ， BIER 

1) “EMAAR”, FH 3S, 苏联 科学 院 出 版 , 1939 年 ,第 318 页 。 



8 天 基 物 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半 前 

本 身 就 不 能 战 胁 章 本 植物 的 喜 等 ,就 应 当 要 消失 。 因 而 幼 草 的 集中 

乃 是 该 物种 生存 的 一 项 必要 休 件 。 

在 另 一 类 情况 下 某 些 物种 (例如 一 些 杂 章 : OBL, BBR 
Mi) DICER ARE SLE, 排斥 其 各 种 遂 等 者 。 和 党 时 各 种 青 等 者 

篇 排斥 种 的 大 量 个 体 记 抑 制 ， 因 而 环 场 就 向 着 对 各 种 世人 等 者 不 利 的 

Ti HCE 

PEM HILL cae I Ye {OE BEE HE EE. MEDS 

A Ree TCT EE DIK PDAS a a BE 

积聚 着 。 某 些 野草 ， A ee 

种 生长 。 

Afb. Ria Avtar WUT SL, “EPS Ae PASE it Be 

始 , eG LAU, SUE IE, BNW, 各 

ALAWAR RA), BNE, HRA 
AER GE (3B ABEER)D 

VA WS Wy ARB HIRE BGA TS . FERRE A AE AER 
TEN EERIE, DRT ORR PR. HAE 
大 数量 又 阻碍 了 各 一 点 , FR EE Fh WY EAR HE, 

Wty A, WAS, JERSE. WARE —PREE (AH GADDIRPSBE) 有 必要 
Me, SX KES. FESR HM BARE Bee 
必要 ， EM EARNER. TERRE 
徐 的 一 些 个 体 , BORA AS AT AE. TEE, 从 过 个 时 候 起 
就 有 一 部 份 巍 木 开始 生长 落后 , 然后 就 死去 。 正 是 和 过 榜 就 篇 留 下 的 
LE AAAS ASEH REIS HITT HERE. SEI LORE. “SRR” 
He EE AR ESSE J FEA J PY BEE 

ZBI ASB BEAR ABUL FSU BL PARGDIOURT LAT SORES 
SSF SU HIRE. FSB IGN ART Sh A T ee 
Wot. PPLE AIR DRE Aen PALIN BL AE: FS AEBS: PR 

1) 28 7REPRPECM. A. Caxapon) ee PAM TMA, 1948 年 。 



葵 种 内 植物 的 相互 天 傈 9 

USAR, (RATER ILA EMEA. SEARS ESL 
AMP ASME, TARTEIE AEE PAREN. HE AE 
TA Le DER YAS SES 115 HSI EEF SATE DB 
HESED ARLE Ho 0 

森林 学 家 们 有 关 同 等 培植 的 个 体 落 伍 速 度 依 轴 锥 外 界 条 件 底 一 
些 观 察 正 与 所 述 相符 。 过 就 表明 生存 问 竺 的 强度 是 靠 着 各 种 休 件 的 
”影响 。 和 从 所 壕 的 情况 来 看 , 题 然 吉 几 还 有 一 些 别 的 原因 。 题 然 ; 土壤 

IE, BEBE RA, 每 株 植物 就 登 快 地 过 到 互 大 的 威力 ， 

而 要 盖 绑 估 有 的 面积 所 需 的 个 体 就 僵 少 , 因而 “多 人 的 ”个 体 的 排除 

喜 可 以 淮 行 得 登 快 。 在 良好 的 人 条件 下 自然 稀 玻 巍 当 进行 得 较 快 。 相 

“ 友 , 人 条 件 全 不利， 树 木 就 生长 登 慢 ， 机 履 苹 地 域 需 要 大 量 的 个 体 就 伍 
A. A, 在 过 种 情况 下 自然 稀 珠 就 发 生 较 慢 。 森 林学 家 个 的 一 些 

“试验 竺 君 表征 实 着 过 种 依 属性 。 
在 自然 磊 朴 进行 得 快慢 的 原因 台 冰 有 个 草 档 种 各 有 不 同 的 自然 

稀 朴 速度 。 迅 速成 长 的 柑 种 ,例如 松 自然 稀 跤 要 比 机 或 银杏 篇 快 。 
- 因而 在 同 柑 大 小 的 地 域 上 同一 树 秀 松 的 数目 吉 需 要 得 比 检 或 银 查 篇 

BD. 二 一 依 属性 在 莫 治 佐 夫 “森林 学 襄 ” 一 书 中 所 载 的 一 些 表 于 (第 
254 一 255 页 ) 已 被 很 好 地 诈 裤 。 

依据 外 界 人 条 件 来 铀 节 和 密度 状 况 底 能 力 是 一 种 保持 奢 得 地 域 的 方 
th, SAE LR PE Ys 所 以 过 种 能 力 就 在 自 
” 然 选 择 过 程 中 产 生 了 。 

树木 装 栽 的 试验 表明 : 森林 中 植物 相互 关 傈 的 观念 是 以 先进 的 
RR PERE SHEN. 

| «~ eee 3 

RPA EB ARE TS Be AAP FERIA JB. 3 RRS Fla” 

与 个 别 个 体 利 俭 之 间 的 矛盾 。 在 植物 生活 于 过 种 矛盾 是 吉 榜 来 解 

PEAY A DRS “AGE” ARTE PS “Fae”. BEB TY SA GR Hb RK 

FASE HE BY BE i PE ET TH LY SY, FAS 

36 PR At XP A PE BUR AB EAE RAY, 38 a PY SE, 3 

种 的 允 回 。 过 也 保证 着 组 成 该 物种 的 植物 的 繁荣 。 因 而 物种 整体 的 



10 BAA Wn REE ETE EN 

Be A ZETA EAE FT BE EAR SY AE FF BS A PS 

ARS (ES) ECAR EY 0 

FEE AEA es BS Ted aS EE PS ED BES EB 

物 中 引起 分 化 等 底 作用 都 漫 完 全 没有 筱 研究 过。 研究 过 个 问题 的 必 

要 站 不 是 因 篇 各 一 坎 程 容易 被 理解 篇 生存 月 千 。 而 过 种 无 所 不 包 的 

公式 很 容易 掩 蕾 了 植物 间 芮 实 相 互 关 傈 底 无 知 , 薄 且 在 作出 万 能 的 

nl ARERR BRP RR LAE 

RTI AEA S PER PARE el PS EE EE 

Tei EH AS TEA 
大 家 都 知道 甚至 同一 植株 上 形成 的 种 子 也 不 是 一 样 的。 二 一 点 

不 论 是 在 草本 植物 中 , 其 中 包括 农作物 , 或 者 是 在 横 木 中 都 可 以 看 
到 。 例 如 根据 艾 丁 根 (3iraarea) (1944) Wy ZEB: BACH TEES 
2 一 8 克之 问 。 它 们 在 重量 方面 的 网 婴 傈 数 是 239。 

FIPS, HARI ASE MERE FT DEARLY A i BEE 
实践 久 已 确定 了 从 较 大 的 种 子 , RAW SSS SAARI 

植物 。 因 而 在 幼苗 中 间 就 会 发 现 有 一 些 来 源 不 一 致 的 植物 。 此 外 ， 
正如 莫 治 佐 夫 (1930) 一 个 有 名 的 试 骏 所 表明 : 即使 重量 上 一 和 致 的 种 
子 , 四 它们 长 出 的 植物 在 生物 学 特性 上 也 是 不 同 的 。 

莫 洛 佐 夫 的 试 又 合用 下 列 方法 来 进行 ;“ 同 一 起 源 , IDRC, Ue 
楼 重量 到 毫克 的 小 数 第 四 位 ),， 被 播种 在 想像 一 致 的 环 卉 炒 通 的 小 
用 咖 酸 荆 过 的 沙子 训 底 机 树种 子 长 出 了 一 些 幼苗 , 它们 在 满 两 个 月 
时 , 被 我 洗 乾 产 小 在 100° 下 烤 乾 。 纸 过 秤 重 得 以 夏 定 过 些 幼 株 的 乾 
iy SENG ARE 40%?1)。 在 各 个 单独 植株 的 根系 方面 也 看 到 了 下 
AW, FER TR (7. P. 3irmarer) 一 个 类 似 的 试验 衷 二 年 生 
HTT HEBER 2 一 14 公分 之 间 。 可 见 种 子 中 存在 的 差别 会 引起 幼 
莫 中 的 差别 。 由 太吉 种 植物 原 有 不 同 的 生长 强度 , 原 有 的 差别 就 逐 
渐 地 增长 着 。 最 初 弱小 的 植物 , 以 后 同样 地 将 发 育 较 弱 , ‘EMA 

1) RBA: “MR”, 1930 年 , 第 48 页 。 
2) SCT Rs “KE”, RMI), 1944 oF, 8 11H 



aid EPS HL IA Be Tt 

TT ee 
BEA CLAAEVE. FPR BRI Ee EE Eee WR WE 
St, fp hy ——_ FAB-MS BE, WE 
038 A PEFR EEN SS PSE RE A 
应 特征 。 

因而 , 立木 中 的 分 化 以 及 它 的 自然 稀 朴 一 一 泪 不 是 种 内 生存 辣 
SR Hy HEE, 正如 一 般 所 证 实 , 乃 是 在 环境 条件 下 胸 种 在 进化 过 程 中 所 
形成 的 一 些 特征 底 有 规律 发 展 ， 在 环境 人 条件 中 最 重要 的 地 位 属於 各 
种 生物 因素 , WER WR 

时 所 流 可 见 ， 同 齿 植 物 的 一 致 性 只 是 表面 上 的 一 致 。 在 它 个 中 : 
间 礁 当 分 介 各 种 在 物种 炉 的 生活 中 有 着 不 同意 义 底 个 体 类 型 。 过 种 
Se Ge LAS ge FE BR AE, HIG WE, 白 旺 等 等 之 中 表现 题 著 的 小 已 被 研 
纶 得 最 多 的 现象 相 类 似 。 在 驮 栈 昆 盟 中 胸 种 内 部 特别 可 以 明显 地 区 
分 篇 衍 逢 物种 底 个 体 (例如 蜂 后 , 雄 蜂 ), 保证 物种 的 生命 但 薄 不 直接 
BG HH ARE (PANIES, FEES), FER ERLE 
WHEL PEPE My DLE ash BSS AE. ER 
种 的 繁荣 , FE Pre EME ALIAS PT DL El PRE TG BRE, RE 
BOWIFGAR, FA PRSEEE ++ ES EO EE, do 
R58 PROSE TE HART AS BE ES ERD, PERL RBH 
RBCS WE) BOE, 4, BRAT) WAT DB BE Eo 

VOR EA SE BY DSS fA PE DHE TdT dH 

发 生 外 界 构 造 不 同 底 动 物 。 在 高 等 植物 中 物种 内 部 也 可 以 区 分 篇 衍 
炉 物 种 竺 存 与 保证 物种 传播 底 个 体 以 及 众 与 途 佑 地域 并 保持 地 域 不 
RAR. FERS HY PA Eh HR, 各 种 区 分 并 不 是 咎 对 
的 ; 斌 有 在 过 狂 情 况 干 党 需要 形成 过 种 人 条件 时 它 才 表现 出 来 , 和 有 当 
过 种 区 分 对 有 物种 生存 有 必要 时 它 才 实现 。 在 别 类 情况 下 藤 样 本 的 命 
RAT ARIA 

1) “BABAR”, 第 3S, RAPHE, 1939 年 ,第 332 页 。 



也 _” 关 蕉 物种 与 物 年 形成 问题 的 寻 答 

自然 , 如 同一 名 通话 特征 一 样 ,物种 内 部 的 分 化 在 不 同 玫 的 植 胸 
训 久 及 在 不 同 的 人 条件 下 也 是 表现 得 不 同 的 。 特 别 是 植物 中 的 驳 种 内 
部 分 化 淄 研 完 得 极 少 , 而 过 种 分 化 的 研究 对 从 正确 理解 物种 壹 质 , 种 
间 相 互 关 傈 以 及 种 内 个 体 间 相 互 关 傈 又 是 完全 必要 的 。 

有 关 存 在 着 最 葡 酷 的 种 内 站 等 底 观 念 阻 援 了 党 一 问题 的 正确 解 
决 。 现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已 揭发 了 过 一 见解 的 错 斥 , TT BA TSE 
相互 关 傈 底 广大 可 能 性 。 

在 上 济 的 有 关 个 别 植物 不 同 功能 的 观念 中 , py BY SA 

实 持 上 没有 什 赛 机 常 的 部 份 个 体 底 死亡 来 过 到 的 。 在 自然 界 吉 人 个 
可 以 十 分 经 常 地 看 到 一 些 类 似 的 现象 。 过 钴 现象 不 葵 是 在 动物 中 加 
Tio SALT DLE. Gil LOWE FEE BIRO. GB 
Be is RAO TB Se HE, TH AEB ee — 

种 本 能 底 表 现 。 
有 机 体 各 个 部 份 与 各 个 个 别 狂 胞 的 死亡 是 很 痉 常 可 以 看 到 的 ;， 

过 些 部 份 导 普 胞 对 整个 有 机 体 正 如 个 别 个 笨 对 整个 物种 整体 一 样 有 
着 相似 的 关 傈 。 合 如 在 档 干 上 造成 氛 挤 现象 时 表皮 和 翔 胞 三 柑 皮 就 死 “ 

蕊 ,而 它们 的 死亡 就 往往 阻止 着 树干 及 枝条 死亡 。 树 革 在 秋天 村 死 “ 
是 因 篇 它们 的 铂 续 生存 会 引起 植物 死亡 。 多 年 生 章 本 植物 地 上 上 部 在 “ 
冬季 死亡 也 是 因 篇 同样 的 称 故 。 人 们 逮 可 以 脱出 一 些 植物 生活 中 类 
伺 的 事例 。 在 过 所 有 的 场合 下 部 份 都 服从 整体 的 利 丛 。 部 份 疼 生 与 “ 
Hefei BSS DAS IL. AUER PEE, 茬 物 个 “ 
BM PE PEWIG DALE El PRETEEN. FERS 
EDL FAABN ERE OTIC | ARTI ELAN GI HA EE 
EASA BUTS DEEPER ET a A 
PME, 但 可 惜 的 是 现在 没有 留 下 来 )。 显 然 , DERE RE 
A VOTE ELD RG BS RODE Fits TEA RAS BE 
未 被 研究 出 来 的 自身 的 规律 性 , SE LEDC ED EAE PS 
BY DRIER” CBSE) 

HEAL YRANTLBB Re -AERLPRAR GE Fh RUS EER RE BE 



GARNI EY). PURE UID LE. RT FER 

PRP LBA AEA PSR OE, Fe eee ie Za Bl — AE FF PAS 

汐 特殊 形式 , 过 种 形式 在 动物 界 物种 于 只 有 在 罕见 的 情况 下 才 碰 得 

到 。 我 注意 到 成 长 的 树木 与 它们 年 青 合 代 之 间 底 生存 崩 千 ， 或 者 是 

林学 家 个 所 称 林 冠 与 其 幼 株 之 间 底 生存 门 委 。2) 

INE SEHL, 当 欠 森林 中 的 幼 株 来 褒 建 立 特殊 人 条件 使 它 的 生长 强烈 

地 受到 阻碍 。 汪 种 抑制 每 被 提出 篇 存在 门 等 底 或 明 。 运 种 观念 押 根 

据 的 是 森林 中 植物 的 外 貌 ,站 不 反映 该 状况 底 生 物 学 意义 。 八 卡 切 

夫 把 过 种 抑制 现象 看 成 是 不 同年 上 舱 植物 之 间 有 矛盾 底 猪 果 , 看 成 是 筷 

APSE EI. HOPES BETS Il eS WS Hoe SS SS 

Wp AES FEA EEF BEE HRY BS EP EES 

DE DL PERSIE EAS FEI RE CWS RA RS RFE NG 

Dee HINA RN ARADANIL AR PE BAD is ELSE SE 

REAR HES. 38 NPT A Re Wea SE A APA SP ARS 

SSIBIE KR TEA IE MEN. (mA ae 

AGREE. BIRR EES EE EAE EE Id BH 

RKBARTA W Ave SiS R.A AWARE, “ES RG RE AE 

EAI T ABA, RABE T PREY BR IE’, 就 开始 

TRE. 75RD, BA AD SR, 种 子 的 形 
成 就 失去 了 意义 。 自然 稀疏 一 开始 , 当时 密集 的 立木 就 开始 透 光 , 在 
FMA EEE ARIST HEE 

BE MOWER AE A CHR ES PERL ARE DB, 
PEE MISE PRE. WE ER HL HBL, Fw 
BO BEAE fs BR, FTG VSPA HI. DOMES AE, SPR EEE 

APE FE, EPUSEAM ISAM. PRE 
VEAL IE BA. ASH: 森林 中 的 幼 株 “好 像 是 后备 

1) 八 卡 切 夫 :“ 生 物 双 落 中 的 生存 站 等 问题 ”， 载 “列宁 格 勒 大 单 公报 ，1946 年 ， 
第 2 号 ,第 30 页 。 

2) REA: “森林 单 设 ”，1930 年 ; 第 164 页 。 



SPE, 使 能 随时 随地 消除 葬 治 地 位 个 体 底 工 任 何 偶然 事件 7 1) 
ALES ARNIS PH, ASP FAHY BA BSERE, 只 有 在 

其 他 植物 覆盖 下 才能 生长 。 
有 彰 一 日 幼 株 生长 得 很 弱 。 过 也 是 有 其 必要 性 的 : 要 知道 幼 株 

是 不 糜 当 妨碍 上 面 林 冠 植物 的 。 过 一 矛 后 是 过 赚 来 解决 的 , BS 
碟 尽 性质 上 与 休眠 芽 相 近 的 特殊 休眠 状态 。 体 眠 寿 在 树木 的 干 上 形 
成 ， 是 活 的 。 体 眠 全 或 者 是 有 时 认 树 木 整 个 生命 期 间 都 不 生长 与 梢 

本 一 起 死亡 ; 或 者 是 当 一 定 人 条件 到 来 时 就 迅速 地 长 大 。 体 眠 俐 长 出 
能 侯 代 蔡 落 伍 相 的 新 骨 或 者 是 一 些 枝条 来 代替 受 损伤 的 枝条 。 巧 株 
有 着 狂 似 的 作用 。 机 和 模 幼 株 的 生命 可 以 长 时 期 保存 。 例 如 机 模 下 面 
WOMENS PRE 60 一 80 年 煽 共 才 连 到 1.5 公 尺 高 , BERL 12 公 
Ts 
开始 生长 ,迅速 地 扩 满 空 出 的 地 方 , ARAMA. ROM 

株 的 存在 以 及 它 生 长 的 特性 巍 当 看 作 是 物种 在 与 本 种 站 等 中 保证 用 

利 | HE. FE Ait eB) REESE ee Bs SB 

BUR, HEB, SPB, 38 — BA Sl Tis Eo TSS ALY BLAS 4 

ae DEE AE Ree ea PE BCE A EA AEN. 

题 然 , Ze ARP SEAP TENTS ZEW IRE Ps SEAS eA WS 

植物 都 成 篇 成 年 的 树木 , TE AN MEARE BTS AY RSE A eC Be ME 

— i. (HAAR REY RNR HERS. 

Se. MAR DRAWER A BAS, Ti Me Ae te 

各 个 别 部 份 底 相互 关 傈 , 其 中 plied. KEG aL 

FS AR — AK PSP BE a 2 HI EFA 

SERRA SWS HE BEAK HE, TE an PRIRSE REPRE PE 

EWS A SB SUE AB 0 ETL ASE RRR, 光照 ， 

根 分 泌 抑制 物质 等 等 来 影响 幼 株 。 厌 助 惟 吉 类 因素 进行 着 个 别 部 份 

植物 的 生长 速度 与 生长 特性 底 调 人 节 。 AL | 

1) RBA: “ABR”, 1930 年 ,第 20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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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就 是 谈 花 相关 性 。 有 了 时 分 析 物 种 内 部 的 一 些 类 似 现 象 同样 会 
电 定 到 是 门 等 底 精 果 。 当 人 们 提出 了 植物 是 由 一 些 个 别 的 独立 的 部 
份 狂 成 的 上 时候， 就 已 痉 存 在 了 过 些 部 份 破 此 间 门 等 底 观 念 。 以 目前 

KG, 有 时 物种 至 多 只 被 看 作 是 一 些 个 别 植物 底 炉 和, 而 植物 间 的 相 
开关 傈 则 是 门 等 的 相互 关 傈 。 根 据 过 页 女 , 米 丘 林 , EBL aD, 
伟 改 区 到 种 有 关 物 种 的 机 械 论 底 观 念 以 及 有 关 不 同 种 间 和 与 物种 内 部 
植 哆 间 相 互 关 傈 底 观 念 。 

在 本 女 事 即 企图 从 过 一 态度 出 发 来 重新 审查 早期 积 果 的 芋 些 

(EWE) 
[作者 : T. B. Epmunos. 原 题 ， 0 B3AHMOOTHOWICHMAX PacT6HH 交 BHyTpH Busa} 



KEP SWE NEE HARE 

3. 中 . FAR -HE SER 
(Uk SCAR 1953 年 出 版 的 “ 米 丘 林 生物 学问 题 "第 3 BS) 

Dll tf 

在 过 泵 广 以 前 的 上 时代, EDA, PCS 
作 往昔 所 创造 的 类 型 , 它们 不 构 地 把 自身 特性 从 一 代 伟 表 到 另 一 代 。 

He BS ot, 尤其 是 过 页 文 尖 例 批 评 过 种 形而上学 的 物种 观念 , 焉 且 
WL LRA. (LEACH “ 
的 , LE AS T A ke ET EE 

: EMCI SB RSEENOE RE Ey, PRIN eS 
Wyse BB LEZ. ; ; 

EWE SCAR TEER NY PETERS BR PS BR 
WARE, MOYER RAM PRR. 恩格斯 指 
tH ie We SCRA Se a 

“BIC EASN AERA LICE i WR 
切 (一 切 都 是 互相 战 等 ) Wy RA BSA EEE, 以 
及 把 马尔 茵 斯 人 口 论 简单 的 从 迁 会 上 搬 有 运 到 生物 界 颌 域 中 而 已 。 2 

EMSAM ARS LR, 从 是 把 从 
科学 的 .反动 的 、 马尔 茧 斯 人 口 论 的 “法 则 ”应 用 到 自己 的 理论 圳 , 从 
而 使 唯物 主义 理论 解释 有 机 界 发 展 过 程 的 部 份 虽 到 损害 。 

违 泵 文 错误 地 断言 , 在 有 机体 五 大 的 繁殖 力 下 , 生活 坦 料 威 到 不 ， 

1) 胃 格 斯 : 自然 将 证 法 1952 年 , 第 2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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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PSE ART SREY |e A PSR, Td TE 23 PS he 
AeeSSSEE ALAS PWIA FUSES REE A WE eT ALY TE, “EA 
BUSI. FAIS, HORROR TRESS ARP Sy ee 
TT, pb T 

先 淮 的 后 罗斯 学 者 在 自己 的 时 代 囊 把 注意 力 集中 在 过 页 女 过 一 
部 份 理 茧 和 植物 界 岳 动物 界 惧 正 发 展 之 问 的 抵 角 上 。H.T. 车 泵 尼 雪 
FIFA SL: “PUT EIA, 韦 泵 女 想 追随 着 马 泵 功 斯 来 空谈 哲学 , 就 
如 此 荒 疆 的 杜 扎 了 生存 同等 理论 。”1) 

过 泵 妈 的 错误 在 从 把 种 问 相 互 关 傈 的 规律 性 (人口 过 剩 和 同等 
的 可 能 性 。) 扩 大 到 种 内 相互 关 傈 中 了 。 

FR WIAA GLE, WLS EWS MEA LS AD We AST ELE 
ASLAM ARPS BEER, (Bite Ul EF 9 SEM AS PRE 
(ECE, EE BCH APSE. SSO AEP eh, 但 它们 
DLA SPE TE 。 何 如 , BH CL IE, 其 
至 抑制 着 自卫 的 本 能 ,把 敢 人 吸引 到 自己 身上 来 。 关怀 和 后 代 的 保存 ， 
是 它们 种 的 需要 、 种 的 通 应 。 每 一 个 体 执 行 着 由 种 的 历史 所 狂 成 的 
机 能 , 它 是 拨 照 其 遗传 性 所 需要 的 那样 生活 着 和 作用 着 , 结果 就 形成 
了 种 内 个 体 的 六 一 生活 。 

在 有 炎 内 前 时 候 ， 个 体 的 驮 居 对 种 的 保存 是 有 利 的 。 EP 
”数量 对 保存 种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OER BEE PRA, 也 不 会 
有 闻 种 个 体 间 同等 的 通 应 ， A REE EE A EL i SEP 
闵 竺 的 过 程 中 和 奥 不 利 的 环境 条件 闵 委 中 得 到 保存 。 

PAI, 森林 圳 树木 的 繁殖 过 剩 似 给 成 年 个 体 的 生存 创造 了 人 条件 。 
党 森林 囊 蕉 持 着 立木 的 必需 黎 度 时 , 森林 是 能 人 够 生长 的 , 过时 每 一 层 

| ISBT HEN BEE. 
FEDS BEA TES ERE, “EP AR SE, 

以 后, HE BAe id ARES HEL ST, 但 对 种 的 生活 

1) “车 页 尼 雪 夫 斯 基 全 集 ”, 第 14 Z, 1949 年 , 第 6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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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必需 的 立木 密度 仍 被 长 久保 持 着 。 一 部 份 个 体 ， 在 完成 了 自己 的 
生 驳 学 机 能 后 死去 。 AK ARE OE ES, 假如 每 公 
tH Lise T 400 一 600 FREY, 那 末 不 经 人 们 花费 互 大 精力 奥 材 料 ;, 一 
LSD ETA HERES BERG. : 
EMA Bee, EE AL Ie a 

Ge BEA T FR, (ASSO A SE ES, JERR, 正 
iu T. D. 李 森 科 院 十 所 写 的 ， 也 可 看 到 “种 间 篇 生活 杀 件 而 六 等 的 着 
FD 

Pe Uy PEK RAG BAL, 每 一 个 植物 和 动物 种 都 是 依靠 其 
全 种 和 损 雪 其 他 种 而 生活 的 。”2) 

“但 在 若干 情况 下 , 一 个 种 个 朵 的 发 译 可 能 痊 其 他 种 个 体 的 发 青 
创造 了 条件, 例如 , EE — 7 AE BEE T LIE, 
长 满 在 土壤 上 的 植物 种 底 发 育 创造 出 有 利 人 条 件 ; EE 

给 食 章 动物 和 傅 先 植物 种 及 损 志 植 物种 篇 警 养 的 其 他 有 机 体 底 发 育 
创造 了 有 利 条 件 等 等 。 

种 内 况 皇 通常 是 由 每 殖 过 剩 得 出 的 ， 而 每 植 明 剩 的 存在 则 由 
面 一 点 来 证 明 ， 就 是 所 形成 的 植物 或 动物 吓 胎 的 数量 炉 是 比 活 到 成 

” 苍 的 牙 重 新 产生 新 后 代 的 个 体 数 量 来 得 大 。 
此 态 忽 略 了 过 点 ， 就 是 通常 形成 大 量 胚胎 的 是 在 种 间 同 等 中 候 

乏 充 分 保本 手段 的 那些 萎 的 个 体 ; 对 那 榜 的 种 的 个 体 来 设 , 大 量 的 胚 
胎 是 保存 种 的 通 应 性 。 A. H. BS ESe PHC 5 
tH: SLE AB BNA BREED, 它们 的 繁殖 方法 就 登 多 。 

动物 和 植物 的 一 般 送 应 特性 这 明 种 间 门 等 的 通 巍 和 种 内 个 体 关 
傈 的 通 内 有 着 题 著 的 质 上 的 区 别 。 但 作用 的 和 烙 果 相同 一 -在 该 生存 
条件 下 种 的 保存 。 

，。 同 种 个 体 间 的 相互 关 保 在 蕉 保存 种 和 改进 种 ， 而 种 问 关 傈 在 认 、 
TSR MONA, 如 果 其 他 种 是 排斥 沁 消 耗 它 的 种 底 唯一 食料 的 茵 , BBS 

1) aR. “农业 生物 学 ”第 4 版 ,第 557 Ae 
2， 同 -上 , 第 662 Fi. 

a ee! eo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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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AR AR BEE ERAT Bo 

A ES PPR SRI BS, MEMES SS, (RAR FE DEAR nd 

种 的 混合 种 子 , WDA TEARS BAZAR, HTS LE OE OEY 

种 , KB ARASH D RAW BS KAPHA. 

(NEL, NIN EHR, ARTE SRS, “ME 
WEA ESF 

ETS WO AG TEP Aa PT AS, EAE EAE 
FLA ARPE RLY , WEEE E MAR HO ELT PP As BE 
人 条件 下 生存 。 例 如 , 春季 播种 同 种 的 春小麦 和 冬 小 帮 每 种 的 混合 物 ， 
以 后 又 把 各 榜 的 混合 物 在 秋季 播种 , 那 末 在 第 一 种 情况 下 , 从 混合 播 
种 甲 淘汰 掉 的 是 冬 种 型 , 而 在 第 一 种 情况 下 是 春 种 型 。 显 然 , 植物 的 
淘汰 兹 不 是 由 共 所 播 变 种 间 的 毫 等 所 致 。 假 如 任何 一 个 长 种 在 单独 
播种 下 能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生存 , 那 末 它 在 与 本 种 的 其 他 性 种 混合 播种 
下 也 会 生存 的 。 

在 栽培 条 件 改 敬 下 , BRS LAA A ETS, 过 种 现象 
PRIME WE PEE: AS TE ESS LE BE, “EPS BS 
Yad tk, DAB ARIE ASS be A UR, SS I 
PARLE (ip PH ES (ESS DES REI To Hil 
dn, B. E. PAIL 1913 到 1917 +E PEST MEK A Piety 
SERRE A VS 10 lS eS SHY PR BS A RES iS 化 事实 , 到 
PUBRRL TAR “TEGRIR” 巡 泵 女 主 义 者 (进化论 者 中 的 魏 斯 曼 主 义 者 一 
派 ) 认 和 雹 是 种 内 癌 等 的 经 由 实 例 ， 认 篇 是 在 过 种 闵 竺 基础 Lb — 2s 
种 被 另 一 些 购 种 排斥 的 范例 。 

B. E. 蛙 沙 列 夫 数 授 研究 了 从 西西 伯 利 亚 带 来 的 小 麦 自 然 玫 跨 
FP, BE AB SSE RE “A Be? ES“ 
Flt? 6 
实际 上 , HA PSAETR WE PROBA, Peseta Pa: 从 播种 在 伊 泵 

库 次 克 省 的 西西 伯 利 亚 小 故 重 体 中 形成 了 新 的 震 体 ， 它 的 植物 学 成 
份 与 当时 在 该 省 估 全 部 春 小 故 播种 面积 502% Ly BE Hp A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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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He BBO ACR RE LSP RRS AIS 
数 授 的 材料 ) 载 明 在 表 工 中 。 

#1. 春小麦 爱 体 植物 学 成 份 的 绝 时 
(在 混合 物 中 各 个 变种 所 估 25) 

< 三 份 
植物 学 类 型 

| 1913 | 1914 | 1915 | 1916 | 1917 

SLEDS I | 720 | 388 | 31.0 | 23.2 | 7.6 
PERE TELM | 109 | 5 | 4.0 | 498 | S24) 
ae LTE HOT Py A | 93 | 130 | 184 | J80°) Ba 
米 里 图 路 姆 a cata 96°| 96-1 -43 
BRE / DBE | 4a 00. | oo | 0.0 

S200 HILAR LAY SURI ET EEE TAS. IEP 
ik Ye Bie ELH Aa AR AS TAKS 82.490, 
“TER WYSE PE CAESEK” HEALS PIGE HY SES _L RS A “EE 
小 种 "代替 “ 白 小 征 ” 的 事实 。 然 而 从 米 丘 林 科学 的 立场 来 看 是 很 清 
楚 的 ， 就 是 留 切 胁 斯 人 释 种 的 生理 学 和 生物 学 特性 对 新 地 区 的 条件 不 
WG, REMIT, 而 另 一 个 变种 便 代 之 而 起 。 和 从 西西 伯 利 亚 来 
Cy BYORI, WAPI RE. IG 
外 , HAE WEE IUBES, JF LEK ZR ARAR IG DAG, BARA OA, 
$s, FARIS AAI DAH TY , Pe AE SU A EAGT 
FEBEHAL  TE MARE PLAS LR A Ae IT ER 
Hi EE: PS“ BSE IL ARE TBE ECE, 在 过 种 条 件 下 ; AE 
He HEPES PE AR EES, OA EE. 

He AP WE PE ELUCE FEN OR & PEEK, To AP BE 
HAE th A ABE VEL 7 
FRI BE OE IE, EL ARATE, WANS, PRES RUPE ARIA 

捷 , 以 及 美国 的 哈 泵 偷 与 马尔 延 , SA HA as Pe BT 
Pe HEG T BARR, MARA DROME BLD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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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进行 的 , 过 方向 则 视 生 活 人 条件 而 转移 。 
我 们 在 莫斯科 列宁 山 所 进行 的 试验 阔 未 甫 明志 和 泵 女 的 过 一 假 

FE > Bi Oh ERE PY we SSE _L., 在 混合 播种 中 有 一 些 侈 种 被 别 的 
司 种 排斥 掉 。 我 们 全 究 了 在 三 个 世代 中 人 工 和 组 成 的 同 种 混合 物 的 司 
PE, SORE FREE FTA 

AR BEY [ei] FLUE Ay 

| PAPELA ERE, TELA REE 具有 不 同 的 种 子 
TIA AB, 0.5% 5 19652953396, 等 等 。 

ii Oe AS AS AS AD ARIA A WH. SLE HE 
SALTS F (一 公顷 52.6 6 ate » 180 Sehr) 研究 ， 或 在 一 公顷 五 
百草 粒 下 全 究 。 

此 外 ,试验 的 每 一 重 覆 都 有 二 个 小 区 留 ZETA AR, DAA PERE RE Ys 
HEF SL EE Fo 

HEE Se EG, 混合 物 的 和 组 成 如 下 ; 莫斯科 ( 格 来 科 姆 ) Ry 
有 路 斯 (62) 在 第 一 个 处 理 中 估 0.53%5， 在 第 一 个 处 理 中 估 196, 在 第 
三 个 处 理 中 佑 2 % 等 等 , 到 最 后 一 个 处 理 训 ; 所 要 研究 的 爸 种 在 混合 . 
Hyrahk 99%， 而 其 另 一 成 员 佑 工 % 

PEA HWS TEE AL A SACI Po URE ALB HE PBS 
W), HELGE IER ACAI WEF, BEAR AH SE-B DRI GORE SE RET > 
BLA Se Ai BES WS EEE, FL oY BYE OQ BE Hy RE-RLIE AR RREISAIE,, 

HE lel LYSATE PEWS EA yh A EAP, BAP LE, 
全 部 处 至 中 的 混合 物产 量 , Mika— he AYER BSE ie pe 
单独 播种 的 (对照 播种 ) RISES. FT, 同 种 混合 物 的 植株 比 时 痢 
播种 的 植株 发 育 较 好 。 

减少 了 播种 量 的 混合 物 播种 试验 惠 (I 公顷 25 到 75 公斤 , 174 
方 米 有 52 Bl 180 粒 种 实 ),， 植株 密度 相当 锥 工 平 方 米 26—85 qs 
HE, ) 

在 吉 种 稀 播 的 条件 下 , DS ARR REE A SE TB ET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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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M RBA= SRI), MELBBBREBAE MBSE, WAV 
PRS KAR. (HEL, SUR PTE RAR. 在 普通 的 
发 育 人 条 件 训 ,一 平方 米 播种 500 粒 种 子 时 (在 1946 年 的 条件 囊 )， 小 
奏 植 株 发 育 中 等 , 但 由 於 本身 的 数量 正常 与 一 定 的 播种 密度 ; 使 它 在 
生长 发 至 的 聊 界 期 间 较 能 忍受 不 利 的 人 条件, 结果 和 与 稀 播 的 芒 理 相 引 ， 
UEFA EK, 产量 就 较 高 。 

在 通常 播种 量 的 处 理 中 ， 植株 较 能 抵抗 杂 章 和 恶劣 的 气候 。 在 
普通 的 小 麦 攻 程 密度 下 ， 杂 章 对 产量 的 影响 较 少 。 杂 章 的 乾 物 质 重 
量 , 在 普通 播种 量 的 小 区 圳 , 一 平方 米 计 有 29 克 到 58 HE, MEADE 
十 杂 草 小 区 的 植株 乾 物 质 炉 重量 的 25% 。 Fe Ty RE, 
订 章 乾 物 贤 重 量 就 超过 小 麦 植株 重量 过 3 一 4 倍 。 过 详 一 平方 米 杂 
草 重量 已 有 81 到 126 克 。 PEARL, (A 
生长 作对 照 的 ) MERLE Wy Ef SES 181 一 185 克 。 

实际 上 , RTE DRA, PAR, EEE A 
ty aia. 

PELL AE BASE Bl CEE LEY @ EL (1948), Yee 
JWR ESR NRE, 1h a baal HR 
HORE PARAM RNS tee. HR Se 
夫 斯 克 试 验 站 的 材料 , 就 是 在 1909 年 计算 不 同 播种 量 驯 小麦 植 栋 死 “ 
UD, 似乎 证 明 在 一 公顷 85 公 斤 的 小 麦 播种 量 圳 , EPR ED EE 
的 死亡 百分率 是 9.0; 同一 时 期 , 在 一 公顷 130 公斤 的 播种 量 说 , 小 奏 
植株 死亡 25%, 而 一 公顷 170 公斤 的 播种 量 驯 , 小 麦 植株 死亡 516, 
AS LW DE, BRE, 幼苗 死亡 率 合 大 。 糙 论 就 是 田间 小 麦 

药 死 亡 似乎 决定 於 莹 程 稠 黎 的 程度 。 沙 比 字数 授 从 小 奏 的 死亡 决定 . 
WSF RESELL BE, 便 断 定 田间 全 部 个 体 所 必需 的 生活 人 条件 
Ab, We AEE RNY “FASE. WL BEES ES 
ay, AG TREE APR RSE TL, BLA SER, Die LAT 
Fahey ERIK | 

1946 年 在 列宁 山 所 做 的 试验 ， REWA /DOS APR HUSE TL AR, 恰好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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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是 随 着 种 子 播种 量 的 减少 而 增加 了 。 在 稀 播 的 田 圳 , 从 播种 到 收 
各 的 期 间 , 小 麦 植株 死亡 502% 一 70%5， 而 同一 期 间 , 在 普通 播种 量 的 
PSE, 种 子 质 植 株 的 死亡 率 没 有 超出 42 的 。 

问题 是 在 稀 播 的 小 区 训 , 校 之 在 普通 播种 量 的 小 区 圳 , 7 BOHR 
不 得 不 页 条 草 效 委 得 更 多 一 “在 过 吉 发 生 了 篇 生存 人 条件 的 种 间 问 
Ae, 小 奏 植 株 与 杂 章 的 同等 , 而 没有 小 麦 植株 个 体 之 问 的 门 等 。 

“ 稳 间 同等 的 存在 和 种 内 癌 等 的 不 存在 也 影 史 到 实践 上 的 方法 。 
ERASE PERU Un TERE REE DF He EY BS 
等 ， MeBai ee eES MAAS. 小 麦 与 其 他 作物 的 种 子 
UE SERRA RR, 保证 它 在 一 定 面积 上 有 必需 的 大 量 个 体 ， 
各 榜 便 欠 个 体 在 搞 厅 章 作 种 间 闵 笋 中 创造 了 准 能 抵抗 杂 章 的 人 条件 。 

同 种 混合 物 的 试验 渤 证 明和 过 一 点 ,在 混合 物 植株 的 生长 发 育 过 

程 中 , 4M ACM ARIAS, 而 彼此 间 花 未 发 现任 何 
不 利 的 影 玫 ; 混合 物 的 每 一 伙 种 都 保持 着 自己 的 特征 : 繁殖 傈 数 的 相 
SSE, 植株 密度 , 产量 , 纸 对 重量 以 及 该 伙 种 所 固有 的 其 他 特征 。 
PAPE (莫斯科 夫 卡 品种 ) 的 稳 对 重量 比 留 切 胁 斯 62 中 

-篇 大 (31.0 VE), PER RHEE FA AH BE LAA 
着 过 个 重量 , MAE ORG 62 号 估 较 大 百分率 的 那些 混合 物 看 理 中 
正好 也 是 如 此 , 留 切 胁 斯 62 号 的 绝对 重量 相近 从 它 在 单独 播种 下 的 
OEE (24.3 克 ) 。 

第 一 代 混 合 物 产量 的 种 实 以 后 又 被 种 了 下 去 , 以 便 得 到 第 二 代 ， 
而 后 者 的 产量 又 含 欧 得 第 三 代 而 被 种 下 。 

”楼 本 东 的 分 析 及 以 后 第 二 代 和 伍 第 三 代 种 实生 产 量 的 比较 都 证 宝 
POMS iam, 就 是 属 欠 同一 种 的 二 个 爸 种 的 品种 , 在 混合 播种 下 正常 
发 育 着 , 彼此 问 具 疫 有 上 经 受 也 没有 表现 出 有 过 任何 的 压迫 ( 表 2) 。 

例如 , 第 62 号 处 理 中 , 两 爸 种 ( 格 来 科 姆 与 留 切 胁 斯 ) 的 起 始 播种 
Fi, DAAC RRA HES, TEC RE Hs, 伍 之 相对 的 留 切 胁 斯 62 
PRB ALBA AA 1 % 增 加 到 2200 (1946 年 与 1947 年 的 比较 )， 但 在 
1948 年 又 重新 减少 到 1.520; 第 70 号 处 理 ， 同 样 的 留 切 胁 斯 在 头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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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 种 混合 物 在 三 代 训 的 董 御 对 比 % 

不 | Mem | cies 
a ee | 第 一 代 (1946 年 ) | 第 二 代 (1947 年 | 第 三 代 (1948 年 ) 

oe (IB one cE ane pita oe joa cae 

: —! 100.0 | es | 100.0 “ | 100.0 | 一 100.0 

a 1.0 | 99.0 2.5 | | 97.5 | 2.2 | 97.8 | 15 98.5 

70, 90.0 | 80.0 | 22.8 | 772 | 292 | 70.8 | 26.2 73.8. 

s1| 95.0, 5.0 | ie 4.0 | ars | 2.2 | 97.8 2.2 

四 | 98.7 sa 209 | 0.1 | 98.0 2.0 

oa 100.0 | — } 100.0 as sono | — | 100.0 ie 

年 囊 代 由 起 始 的 20% 播 种 量 增加 到 1947 年 产量 中 的 29.2 9, FE 1948 
年 的 格 来 科 姆 十 留 切 膛 斯 混合 物产 量 中 又 重新 降 到 26.29% 。 

在 91 号 处 理 中 , 格 来 科 姆 叙 种 在 起 交 的 混合 物 吉 佑 工 %，, 在 第 

URE, 该 侈 种 剧 减 到 0.19%6， 而 在 第 三 代 ， 它 又 重新 增加 到 2 2%; 篇“ 
起 始 播种 量 的 二 倍 。 aes. 
FELIS EEE, RAB We he — ee 

HBB. SARE CERES BACH AE ERIE ACT 
移 , (end FAP I BSE HG, eT IB Bo | 

FLPEWSTL A Poe IC PURER RS UA AL, Be 
ea 

Peas AX Laat RE, te ENP ETE A CIE BATE 
sony zeae ints ae | 
sais. iin, 和 Zeb MAR AE 
HE, DARIN ERE As ESE SS 
斯 片 页 姆 , Ws RE as To AE, (al Bl NARA OK ERR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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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SREBASEK ANH 
| 《由 是 共 奇 斯 卡 杠 和 小麦 品 种 ) 
| a 
= comes | mma | xmas EAM | spars ot 

: 1944 © 97.58 086 | 0.86 0.54 0.16 

i” 4045 98.20 170 | 0.02 | 0.04 0.04 

| 1946 * 98.50 | 1.35 0.07 | 0.06 0.02 

二 1947 97.50 | 2.38 | 0.02 | 0.10 一 

。 由 表 中 可 见 , 最 最 送 座 列宁 格 惑 省 条 件 的 , 花旦 因此 在 当地 品种 
下 最 稳定 的 小 麦 叙 种 是 留 切 胁 斯 。 至 氏 米 里 图 路 姆 , 阿利 别 图 姆 , BE 
bg AN I AAT RE AS TY SE AL 保持 着 不 是 
3 的 数量 。 

当地 品种 中 ， SEM PI ARIE BRR SSE SR Ee me 
WEGNER. 在 竹 体 于, Bh Bee SRR CLL 
PIMA SN, SBA “CER” 的 存在 , RBS 
Fi SRA MHD. KARA, BAM SMS ET 
scare, ay an PAR PA SEPE KA CHEER. «RA Ce 

BORDA Vo SERA YR EA ET 
Be, DCRR) EE GID 2) WA RB, BOR 
RPE RARE A PSE, 相反 的 , AE T A AY 
Pay. 

出 冬 小 秦 的 同 种 混合 物 

BERRA ABU, 我们 也 研究 了 由 阿里 
Te RNA ( 库 西 库 品 种 ) 和 爱 利 股 落 斯 片 泵 姆 绝种 (克拉 布 利 
， 品种 ) 组 成 的 冬小麦 同 种 混合 物 。 过 混合 物 的 三 年 试验 材料 以 及 春 
水 麦 与 冬小麦 同 种 混合 物 的 兰 量 比较 ， 使 我 们 相信 过 些 混合 物 中 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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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侈 种 的 产量 都 比 同一 和 侈 种 在 相同 日 — 播种 下 的 =v Te 

#4). 

#4. 冬小麦 同 种 混合 物 第 二 代 固 量 

上 述 变 种 在 播种 囊 的 百 分 牵 100 平 方 米 的 种 实 产 量 (公斤 ) 

SURE | Wee 1948 年 

100 24.8 
90 10 25.0 
60 40 25.6 
50 | 50 26.2 
40 60 27.5 
5 95 25.9 
3 97 26.1 

2 98 27.5 
1 99 26.1 

ae 100 | 25.6 

RU KAB=ERKWEADER HEAT ROMS. 
MGA B.. BEKELE MRA mR 

PET, YALE eA. YD 
” FERPA LAR TE WS Le _L, PERM AD RITE L, 在 繁殖 傈 数 “ 
LADUE BREA Ds Bb. TRE, 傅 年 份 条 件 “ 
ACW BERRA. Min, 在 起 始 的 混合 物 中 含 。 
有 1 5% 阿 里 波 攻 布 区 姆 的 处 理 台 ,到 了 第 二 代 它 就 增加 到 和 136 (从 
274 8) 4.8%)。 播 种 时 , SAYRE Hy SS A EAA Le 。 
的 混合 物 久 理 训 ,在 第 一 代 收 各 中 , SEA LSB) 2.7 20, 而 在 第 三 代 

”就 减少 到 0.8%。 在 含有 2 % 爱 利 股 落 斯 片 泵 姆 的 不 理 中 ， ‘ERE 
代 产 量 中 增加 到 3.3%, 而 在 第 二 代 中 重新 减少 到 1.8%。  ; 

hy lal ZEAE BIA WSLS AEE, $325 PEGE TELA 7 

RAM AMPLE, RAMBLAS he EA 

1) “SEARS RRA HE SE. 1949 年 ,第 3 期 ,第 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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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E. AiR pL TES AE RE, TE MMSE AES FAY RE 
同 种 混合 物 一 榜 , 保持 着 自己 的 特性 。 RMA TBAB HRA 
的 繁殖 傈 数 ( 收 稳 中 种 实数 对 条 本 植株 数 的 比较 ) , LR REP RE, i 
fe, 元 对 重量 和 与 其 他 特点 。 

” 同 种 的 不 同 爸 种 , FS KA TRA ek, 它 个 的 植株 利用 
HET WEE LEER we A, LEIA Fle BLS ESE, IESE ZS 
GAAS | 

| 大 家 知道 ; BARES Hh HR EH EE, ASE SB 
PUA RAY BREE CHR, EASES), WA TERE 
下 , hf MERE A FS IN EE 
MAMA HLA RES RANSON BAE A, BRK 

的 生活 力 ; 5 BES FT ES ES) SF, SE PETE AEE 
HICH, WAFER MR DD PF, FOR ys Be TR EE 
下 ; SEH re ee SS 

FEMMES H—A)>R+SBPRVHRBE, RMBAEAD - 
ARR. SMALE, 最 高 疼 量 不 是 在 混合 物 中 取得 , 而 是 在 
章 独 播种 一 个 成 员 的 处理 中 得 到 。 

.按照 种 实数 量 用 人 工 组 成 的 种 问 混 合 物 一 一 由 冬 黑 麦 爸 种 甫 利 
AS ( 夫 嘉 卡 品种 ) 和 冬 小 秦 变种 阿里 波 史 布 姆 2761 A wh 
1946 年 人 月 播 下 的 。 在 生长 发 育 期 间 , 每 一 成 员 的 地 位 迅即 刊 别 分 

W), ABA ATES DASE SA BEA, HEAP EE, HAD 
Wate RAESAT, 都 排斥 了 冬小麦 。 TEEDRARRS 

YU Ae Se, Sb EMRE ER, 受 着 压迫 , 分 作 在 下 层 , 多 数 

BE BILE, 穗 上 种 实 不 多 。 吉 样 低劣 的 麦 种 ， 无论 在 同样 小 秦 的 

TERS, MAE AAS EA DR BAB ND ee AD A 

—=«CR AA 

AEM A — ee ES, BTA PD EASES ch BA 

«6, Mem PEPE Ras b, 或 种 实数 量 上 都 剧 减 了 ( 表 5 )。 

在 播种 中 冬 小 秦 起 始 百分率 最 少 的 24 号 处 理 , 其 中 冬 小 奏 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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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与 起 始 数 量 比较 ， 种 问 混合 物 收 稚 中 
冬 黑 麦 含量 百分率 的 党 里 (在 种 子 方面 ) 

混合 物 处 理 炉 忠 

0 

nr en nr os gag 
r | 2 | 2 |. 40 |. 60.) [oo 

2 only HE HY BE (26) 

PIA PAE 

ERD ARAYA, 而 在 冬小麦 估 60% 的 11 号 处 理 , 中 然 它 
的 百分率 也 较 原 先 所 播 的 种 实 减 少 了 22.4, (HAE, ERS 
保持 在 402% 的 范围 内 。 在 冬 黑 秦 数量 较 大 的 处 理 中 , 它 比 较 积 极地 了 
把 冬 小 奏 从 田 寺 排斥 掉 。 甚至 在 混合 物 播种 时 ， 黑 麦 百分率 不 大 的 
$b FLEE, 它 非 但 没有 受到 冬小麦 的 压迫 , 而 且 训 无 阻 矶 地 分 
EE, 站 有 最 大 的 繁殖 傈 数 。 在 第 一 代 训 ,混合物 成 员 在 种 实数 量 上 的 了 
对 上 比 关 傈 也 是 一 样 。 了 

在 先 忆 和 烷 的 混合 物 不 理 中 Gor EAB ILE 
小 秦 的 数量 均 不 大 )， 不 是 用 楼 本 束 来 进行 材料 分 析 的 ， 而 是 计数 全 了 
部 一 百 米 小 区 的 攻 程 , 站 且 也 不 是 用 一 平方 米 的 茎 程 数 来 确定 百 分 ， 
率 的 含量 , 而 是 用 全 部 一 百 米 小 区 面积 上 的 茎 穆 数 来 蕉 定 的 。- 

在 过 些 处 理 中 , 冬 黑 麦 与 冬小麦 的 植株 是 分 别 收割 的 。 “EA 
JHU, SRT RL, PER, 然后 才 把 种 实 混 合 起 来 。 由 大 冬夏 
奏 直 立 著 程 密度 较 小 , 所 以 其 植株 不 如 冬 黑 故 那 楼 经 得 住 与 厅 章 同 。 
等 。 杂 章 重 量 是 从 一 平方 米 上 集 撒 的 (冬小麦 , 冬 黑 麦 挟 厅 章 ) GEM 
质 的 籽 重 量 台 来 确定 的 。 在 单独 播种 冬小麦 的 第 2 号 处 理 中 , B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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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EY BEEP, HER AY He Be, 随 着 小 区 - pinata! = 
BRREBD AMEND TI IMT 

FESR BD AON) a E, BE RAE A, Ee 

BFE RIED JT. FSAI LATS, RAEI 

ARB DAES, TVET VRE, WARE RE, 也 
相当 容易 抑制 订 章 。 

在 单独 播种 圳 ,冬小麦 收 积 是 一 平方 米 96 克 种 实 ， WY ES RE 

在 同样 面积 上 的 产量 等 於 223 克 。 1946—1947 年 秋冬 季 的 条件 对 

“从 冬小麦 的 发 育 是 不 利 的 , REE TERT TE DY Be Bt Lb ARR TE 

本 学 于 王 分 过 一 以 上 。、- 

内 然 冬小麦 受到 黑 麦 的 压迫 , 但 在 混合 物 中 冬 小 礁 的 存在 ， SHS 

Cee ee Meee ae te 
WD, >i Ee In BIA RES TRAP A HE Bk EW 

单独 播种 的 冬 小 奏 植 株 , 在 穗 的 长 度 与 每 穗 种 实数 量 上 , 与 混合 : 

村 奏 播种 的 冬小麦 植株 比较 , TCE SLD ED ARTE MG My ob BH 

FRIGI, 题 示 出 冬 黑 麦 对 小 麦 的 迫 雪 。 在 单独 播种 的 处 理 中 , 冬小麦 

-平均 种 长 是 8.3 HK, HELA 15 粒 人 饱满 的 种 实 。 

冬 小 奏 在 混合 物 圳 和 只 有 2 % 的 处 理 中 , 种 长 是 5.8 厘米 ，E 有 11 

- 粒 种 实 。 

单独 播种 的 小 区 吉 , 冬 黑 秦 穗 长 是 7.7 厘米 ,， 穗 上 有 27 粒 种 实 ; 
WE BAA LE IER ANTE Ab Bh, 它 甚至 发 至 出 更 长 的 
重子 , 有 9.3 一 9.0 厘米 , 上 有 25 一 29 粒 种 实 。 

冬 黑帮 百分率 不 大 的 混合 物 处 理 中 , 冬 黑帮 的 繁殖 傈 数 显著 境 
“长 了 。 因 此 , 冬 黑 秦 只 以 不 多 的 数量 与 冬 小 奏 混合 来 播种 , 冬 黑 麦 不 

但 没有 受到 和 后 者 的 压迫 , 而 且 漫 自 由 分 莫 ， 发 育 良 好 ,小 随 着 黑 秦 数 
量 的 增加, 把 冬小麦 从 混合 植株 中 积极 排斥 掉 。 

1947 年 冬 黑 秦 在 单独 播种 中 的 繁殖 傈 数 是 12, 而 在 黑 奏 仅 估 混 

- 合 物 的 1 %, 2 %, 和 3 9% 的 小 区 误 , 它 的 繁殖 傈 数 是 18 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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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於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诗 论 

冬 小 奏 的 表现 正好 相反 。 冬 小 麦 在 单独 播种 吉 (在 对 照 中 ) 的 每 
殖 傈 数 是 6.0， 而 在 包含 它 不 多 的 (按照 百分率 ) RT, FC 
傈 数 剧 降 到 微不足道 的 地 步 ;2.2 或 1.6。 
作坊 冬 小 秦 的 况 竺 者, 整个 冬 黑 麦 , 视 混 合 物 中 冬小麦 的 数量 多 - 

少 , 以 不 同 的 速度 积极 地 把 它 从 混合 植株 中 排斥 掉 ， 猪 果 ,， 冬 黑 麦 在 : 
全 部 小 区 事 ;, 训 无 例外 地 估 到 了 优 殉 。 

人 篇 了 多 得 第 二 代 混 合 物 ， 也 篇 了 观 窗 以 后 小 麦 与 黑 麦 百 分 引 的 
BE, 我 们 把 所 收 的 第 一 代 种 间 混 合 物 的 产量 , Hee ER ED 
形成 的 比例 , 播种 了 下 去 。 处 理 数 抽 水 区 面积 仍 微 去 年 一 檬 。1947 一 
1948 年 的 冬季 休 件 , 以 及 1948 年 春季 与 夏季 的 生长 发 育 人 条 件 对 冬 小 - 
AGL AA. 1948 年 ,在 单独 播种 的 处 理 中 , 冬小麦 确保 了 一 公顷 
31 公 担 的 产 量 (或 一 平方 米 310 克 ) 但 是 ,观察 症 明 ， 在 混合 物 所 含 - 
冬小麦 百分率 不 大 的 小 区 训 , 它 如 同 第 一 代 的 混合 物 一 榜 , AS 
BMT , AS GEES BRIT, 生长 很 慢 , 泪 且 是 受 着 压迫 的 样 - 
子 ; PEFR MET IB 8 

在 第 二 代 单 独 播种 的 小 区 上 , 冬小麦 的 董 程 高 度 是 L812 J 
米 , 但 以 第 一 代 收 积 中 健 含 1.27 冬小麦 的 混合 物 来 播种 ， 董 程 高 度 
是 96 厘米 。 

冬 黑 麦 在 单独 播种 中 的 革 程 高度 是 150 厘米 , 而 在 过 个 处理 吉 ， 
其 中 冬 黑 麦 在 第 一 代 的 收 稳 中 便 由 3 % 增 长 到 6.79%， 则 其 植株 高 度 
是 158 厘米 。 必 须 指 出 , ICARDA se DEERE, 甚至 
ASSL EE, 其 中 冬小麦 在 混合 物 圳 售 以 不 大 的 数量 被 播种 下 去 ， 

ATLASES EIA TR FWA DPE. 在 第 一 代 播 种 台 ， 
鞭 穆 高 度 的 差别 开始 较 明 显 地 表现 出 来 。 

ES ACFE DE Po VRE I I AS BARBER RE 
£8, HASEMPE RT Ab 3s. : 

Ag BEATE LS ABE, Hor 1—296 fy He ol BLAS TR EI 
的 ; PEAS ACCRA, TAREE TA BY, 题 然 受 压 迫 的 植株 , 它 具有 特 : 
BIS FW Zs AREA, 上 面 有 3 一 4 粒 种 实 。 汉 种 泛 减 是 发 生 在 特别 - 



RR ASBIWA NBER 
ASFA bp FE BS FA RE FP, 正 同 它 在 单独 播种 中 所 题 示 的 

二 | 
. 1948 4, 4A /PIS PETE AEE AG 3 % 的 21 号 小 区 上 ， 43h 100 米 

fs CRE 43 GZ BE AEE, 3S EY ZN BL Ly 
RRS. AE PETE AIG 1 2% 的 23 号 小 区 上 ，, 在 
-100 2K AY HERA IE AILS 9 REE. 

BERRA, NBS EL BETA HOVER AY HE ESE RET FS. 
1947 年 在 23 号 不 理 中 He 6 yp Bs eS AR A 1 20), 在 全 
-部 100 2 yb ee _L, A) BE ERE 70, 而 在 1948 年 只 有 9 BE, 到 
了 1949 年 ， 在 浑 个 处 理惠 已 经 连 一 个 冬小麦 的 样本 都 找 不 到 了 ; 第 
22 号 外 理 中 〈 在 第 一 次 播种 时 ,冬小麦 有 2 20), HS 1947 年 在 100 米 
上 上代 收集 到 212 BE, 在 1948 年 , 有 QT RE, 而 在 1949 年 币 有 2 Ts 
在 21 号 外 理 中 (播种 时 的 起 始 百分率 是 3 ) HE 1947 年 便 收 集 到 410 
HE, Fe 1948 年 有 43 HE, 在 1949 年 窒 找 到 2 AR AREF 

在 19 号 小 区 上 , 其 中 第 一 代 播 种 时 的 冬小麦 在 混合 物 计 有 4 20, 
i FESR, 它 的 个 体 数 已 降低 到 0.1%% 。 在 13 HED, 种 
: 因 湿 合 物 的 冬小麦 在 第 一 代 的 播种 中 个 50% ,而 在 第 二 代 的 收 蕉 中 ， 
BRD Bl 8.1, (AL BAPE, 从 工夫 加 到 8.870, HE 2 Hn 

到 20.6%，, 以 及 从 10 境 加 到 48.52, 
在 营 些 处理 中 , FREE LAR Kb 
在 全 部 混合 物 不 理 中 , 产量 依 冬小麦 的 比重 而 转移 , PEE HE 

在 日 独 播 种 下 的 兰 晤 水平 接 近 。 上 外 理 中 没有 一 个 种 问 混 合 物 (小麦 

十 暴 麦 ) 超 过 冬 小 变 在 单独 播种 下 的 生产 量 。 必 须 指出 , 1948 年 的 条 
- 件 对 冬小麦 和 冬 黑 变 都 是 同样 有利 的 。 但 是 , 由 其 倾 俭 大雨 的 缘故 ， 
‘Mg fe 1948 年 开花 期 间 倒 伏 , 过 赚 在 与 单独 播种 的 冬 小 磷 比较 起 
Ai, BOWS TEE AWD J 0 PER PBA ETI BE tt, 
FRR ADAEAY EL DIVE, HE AER T AAS ES I, Pvt, vese2e pe 
WER, LOE Fs BARGER, 或 在 它 估 有 较 大 比重 的 处理 
TETERISKCE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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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 麦 与 黑 麦 混合 物 的 第 二 代 产 量 
(100 平 无 米 的 公斤 数 ,1948 年 ) 

混合 物 外 理 小 区 与 对 照 小 区 

oe ee te is | "28 eae 

小  & 晤 

| 290 | 26 | 25 | 24 |) Beh oe 

小 区 - 

= fi 1s 证 tw 95% 

ESB AC HBS BR SHR) Hint ZS 7) DARLEY SBE: 8.0 厘 米 ; 、 
fil 25 粒 种 实 。 随 着 冬小麦 在 混合 物 中 的 减少 , BMPHRE, 

以 及 其 中 的 种 实数 也 降低 了 。 各 小麦 於 第 一 代 播 种 中 俊 估 1036 的 
HEA, 秦 德 长 度 是 3.5 厘米 , 上 有 12 粒 种 实 ， 过 就 是 说 种 长 与 种 ” 

~ 

实数 减少 了 一 全 。 

AOKI, 恰好 是 第 一 代 黑 变 售 以 少量 播 下 的 那些 处理 
|B, 在 穗 的 大 小 扯 种 实数 上 表现 不 同 。 例 如 , PER IAG 2% 的 七 
理 吉 , 冬 黑帮 平均 穗 长 在 1948 年 是 10.0 厘米 , 上 有 55 RARE TORR. 
秦 在 单独 播种 下 , ZEW ZEB IS REE 7.4 EDK, 上 有 47 粒 种 实 。 

冬 黑 奏 繁 殖 傈 数 增加 得 最 多 的 是 LIRA BBCI 

不 多 的 那些 处 理 。 

Fess LS plese, 其 中 冬小麦 最 初中 以 少量 ere er Ts 

By FASE, ADB AL ye At soem fe BE 

佑 优 歼 的 混合 物 中 , 它 增加 得 很 正常 ， 

BAW) RSE, REGIED MAE, A cain niok, Ve ELA SBE 

HOPEIRA DAE, PEERS, AF WBE BENE SEI EL 
FEO, SSCA LOWER, J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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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 过 程 。 
SMEARS SCRA EL, KOS 1948 年 秋季 ， 把 在 共同 播种 过 

程 审 所 形成 的 第 一 代 种 问 混合 物 播种 了 下 去 。 在 播种 下 , 混合 物 不 
PLAYA DAF TANS MY 190, AEBS ICM, SSE 
Wik: CARA BATHE : 
«PBA AERA HE 3 与 4 的 过 些 处 理 中 , 全 部 100 

米 小 区 面积 上 收 到 了 个 别 的 小 麦 植株 。 在 第 一 代 播种 中 , 冬 小 奏 最 
As 5, 10,20 及 30% 的 地 方 ; SSCA MBA MIE 
草 分 之 玫 的 光景 。 仅 有 一 个 不 理 , HE vs ZO) EEE LA 
Ai 10%, 在 第 三 代 台 保持 了 1% 。 因 之 , HER NY 4090 冬小麦 ,到 了 
第 三 代 药 混合 物 中 y 科 留 下 1%。 可 是 ,在 混合 物 中 开始 是 126 的 入 
BIE, 在 第 三 代 训 有 了 33.2% 。 而 在 过 个 外 理 中 , 其 中 冬 黑 麦 在 第 一 
-次 播种 中 估 有 50%, 它 到 了 第 三 代 有 98.4%, 

种 间 混 合 物 的 三 年 试验 材料 , 特别 在 繁殖 傈 数 方面 , 扰 可 反 腊 的 
FEU Hite RS, ii SEE REE 
DIVE), ee 

FAME RBA WE, MEA Diy SARE, BRA 
DES Zk rb Be RE BD, “EB APR AE TE AO 3S ES 

45,75 AN FSO AC FERL, WE 1949 年 秋季 , YEW NEB Ey BSE 
PRA 7 IRAE Y FS. 

必须 指出 , 秋冬 季 的 人 条件 对 冬小麦 的 生长 与 发 育 是 极端 不 利 的 ， 
AZ, FEAR ASD, AA INK TA BREMEN EAE 

，” 斥 。 种 间 混 合 物 在 三 代 的 播种 期 间 , 26 lp BS GRE HA ERAS BS 
全 部 排斥 掉 。 
“在 第 四 代 吉 ,十 三 个 混合 处 理 中 的 冬小麦 全 都 消逝 , 而 在 其 父 不 
理 中 , 它 保 持 了 非常 少 的 数量 , 在 0.4 一 2.396 之 间 。 

由 此 可 见 , 冬 小 奏 与 冬 黑 秦 在 共同 生长 的 四 年 内 , RAMEE SES 
BERRY 2472. 

Ze HE BAS IS RAE F 6p BoD, 以 后 站 从 田间 消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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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 不 仅 是 因 篇 饭 比 较 不 通 订 莫斯科 省 的 条件 , 而 且 是 因 篇 , “EB TE 

靠 一 般 的 扼 候 条件 外 , 它 的 诗 等 者 一 一 冬 黑 奏 与 冬小麦 共同 居住 下 ， 

BREA. Da EAS > Bee 1948 年 单独 播种 中 改 育 得 多 三 良 

好 ， 本 甚至 在 后 者 的 个 体 数 很 少 的 处 理 中 ， 也 不 - 

Te EAE ep YF a BE 
和 发 育 所 需 的 一 般 有 利 人 条 件 , Se BB 

FER WIE}, KE SCR, (AEM AAA, SERA 

FE, 而 被 黑 麦 逐 潮 排 斥 掉 。 划 至 在 混合 物 组 成 中 的 时 秦 个 体 篇 数 不 : 

多 时 , 对 冬 小 奏 仍然 发 生 恶 劣 影 

我 们 在 同 种 小 麦 的 混合 播种 中 ， 没有 看 到 任何 _ 个 过 种 下 降 的 

情况 。 观 察 证 明 , 同 种 个 体 在 共同 生长 下 , 发 育 是 相 多 一 致 的 , SEL, 

它 个 本 身 的 需要 由 然 相似 , 内 然 生 活 在 相同 人 条件 下 , 还 摄取 同样 的 警 

养 , 可 是 它们 在 繁殖 上 彼此 间 未 发 生 任 何 影 澳 。 
CBR 7K Be ee ) 

(作者 ; 3. ©. Llenux-Tomauiesuy. FRR, SkcnepuMeHTanbuaa MpOBepKa BHYT— 

PHBUAOBLIX HU M@KBUAOBUX OTHOWIGHMM y Xe66HPIX 372KOB.) 

a 

ean ; oe , 

SEEPS St ke a ee ao Sa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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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A. 西 EK 
CRSCUARR “pee” sae 1953 年 第 4 期) 

植物 界 种 间 及 种 内 相互 关 傈 的 正确 认 茂 , 在 理论 上 及 实践 上 均 
ARK EE, 

DY T. A.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著作 “科学 中 关於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2 出 
Bakes lk, 植物 学 家 没有 怪 强 的 科学 基础 来 确定 种 

因此 , 不 同 的 植物 学 家 常 将 同一 植物 关乎 在 同一 上 时候， 外 不 不 
Wty ff, : 
AGT ANH, He RA IEE er aE 

TEX, REM KDA. FEA RE. EFF TESK, TF EE, 
色 等 )， 也 考虑 个 别 的 生物 学 上 的 特征 一 生命 的 长 短 。 但 是 ,很 多 
在 镍 的 分 类 -上 佑 着 主要 地 位 的 特征 , 是 随 着 生活 条 件 的 影 玫 而 改 委 
1, 它们 不 可 能 作乱 确定 种 的 可 靠 基础 ， 

在 人 能 定 种 的 时 候 , 个 幅 的 质 的 特性 以 及 它们 之 问 的 相互 关 傈 , 4 
APE BI, = 

Pit, FE BRET LE F(R PD HEME Oe ASHE ae By DL AS 
“EMA BRAY Oy Se dE eS, 

。 在 目 然 人 条件 下 , LA HER FL ETE IE BEY BR, BET 
ARTE s FLAS HE MESS ASHE TZ BE IE HE ETCH AR, 表示 在 植物 系 翘 改 
WLP, 

”在 二 常生 活 休 件 下 ， 个 苯 的 能 杂交 或 不 能 杂交 及 是 否 形成 正常 
WaT BAR, 是 确定 种 的 界限 的 可 jth 

BOR T. 0. 2A, 0ST WAL A, Ho Bete 



之 一 ， 就 是 种 内 外 种 问 相 互 关 傈 的 质 的 不 同 。 ae BRR A 
ARS IRS, REIMER, BRR 
FEAL IERESENY, GE MARAE SE Tee GL ARB). 
AAA REE MBS: RA eR 
RENVZEA WEE, SE PRRERELAAORRE AT AY. ERR, 有 什 和 三 因素 : 
能 够 促进 种 的 发 展 与 繁荣 呢 9 如 果 在 新 种 开始 产生 及 发 育 的 上 时候， 
Ec Ty TTS DDE VERE SE, 那 就 不 会 有 使 种 发 展 和 每 莹 的 人 条件 了 。 
或 谓 由 有 从 同 种 各 个 体 对 生存 条 件 的 要 求 很 相似 , A he BR 

FEA BES LL EF! Ge ERE. ARMY ARS 

种 的 发 育 观 念 , 认 人 篇 种 是 隔 雍 的 、 与 周围 动 植 物 界 没有 关 傈 的 、 不 考 - 
虑 有 楼 体 间 相 互联 餐 、 相 互 依 末 的 看 法 是 不 正确 的 。 公 从 必需 的 外 - 
穷人 条 件 , 如 和 营养、 水 分 .温度 、 光 嫁 的 存在 过 个 观 串 ， 来 看 植物 有 机 体 

的 发 展 , 就 是 使 有 机 体 和 和 它 周围 的 夸 物 社会 觅 记 。 

hin RNA, 党 植 物 有 机 体 生 存 所 必需 的 和 烷 合 外 界 因子 存在 了 时, FE 

培 单纯 一 种 植物 , 它 的 生长 发 育 都 很 好 , 收 量 也 高 ; 但 如 在 同一 条 件 : 

下 将 同一 植物 侦 另 一 种 植物 混合 播种 , 旭 人 它 的 生长 发 育 都 很 弱 ， 收 量 - 

也 低 , 痊 且 在 以 后 数 年 中 要 被 排挤 掉 。 

试验 症 明 : 如 果 在 非 黑土 地 带 混 合 播种 冬 黑 麦 及 冬小麦， 而 用 高 : 

度 的 涯 业 技 术 栽 培 吉 混合 欧 作 物 ， 则 潜 秦 发 育 很 好 ， 而 小 秦 受 压制 ，。 

结果 在 以 后 帮 代 中 , RE ILD AGE T 

Fe ES PSE AIS FMR a EAS SD EF, Gr HE ed, mae. 

的 缘故 , RES TRIE ERMA. Alt, 甚至 在 警 养 物质 

由 富 、 水 分 充足 、 农 业 技 术 优 和 良 的 情况 下 ,小麦 仍 不 能 在 最 低 限 度 琴 

利用 融 些 生长 发 育 廊 必需 的 条件 。 在 另 一 种 情况 下 ,和 植 胸针 所 锭 - 

条件 通 巍 性 一 致 时 (如同 种 各 个 体 )， 那 览 饭 们 对 外 分 环境 条件 的 反 

赚 也 是 一 致 的 ， 过时 过 些 植物 的 发 展 便 比 较 均衡 ， 它 们 之 中 就 没有 
《或 者 很 少 ) 具 有 显著 不 同 通 应 能 力 的 个 体 足以 导 和 致 相互 的 喜 律 。 

EAL, MARS DEH RAAB. 
对 外 界 休 件 要 求 的 不 同 , 一 般 也 是 有 的 , (EER BE EL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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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 因此 党 植物 生长 发 育 所 必需 的 条 PRP ET A RTE AS 

会 彼此 况 殷 ,它们 自由 地 发 展 , 抵抗 不 和 良 的 外 界 人 条件。 由 锥 过 个 原 

«A, 冬 性 软 小 麦 在 同一 条件 下 单独 播种 比 在 混合 播种 时 发 育 得 好 些 ， 

“ 收 量 也 高 些 。 

把 生长 快 的 和 生长 re ee ee EA eA NL 

《假使 所 有 的 种 闫 均 属 喜 光 性 )， 其 中 之 一 (生长 慢 的 ) 必 在 生长 快 的 
种 类 的 蔬 竺 影 玫 下 受到 压制 而 表 落 ， 仅 管 它 的 生长 所 必需 的 条件 是 
FPA MEA PRAY, 

在 草原 地 带 , FS LA Be IS Ha AE BI KAR 

A, AS RET EY SEI, 经 不 住 生长 快 的 种 狂 
AYRES. LACT EE FR RA, 则 其 生长 和 发 存 就 都 
很 好 。 由 此 可 见 , 种 内 个 体 的 同 楼 要 求 , 保证 了 种 的 止 在 与 繁荣 。 但 

趣 有 过 样 的 树木 , 如 标 、 锦 妇 昂 、 女 真 及 一 系列 的 其 他 灌木 , 筷 们 不 是 

在 单 芳 播种 或 芒 种 时 生长 得 好 ， 却 是 在 和 其 他 林木 一 一 其 他 科 的 代 

表 一 一 混合 成 林 下 灌木 层 时 生长 发 育 好 些 。 运 改 明 和 运 些 种 类 的 通 应 

竹 是 在 它 何 发 育 的 历史 过 程 中 形成 了 。 
FR a AREA TB = AER A ATE DE 

的 原因 , ARTE EN, HH. 0. praise 4s ll DS — Be I PSE 

AY 4F AG, A.D. Page RL. “PNR BS RR ae, BEE TBS HY 2 

玻 ， 当 生存 人 条件 的 要 求 就 登 不 同 ， 因 而 乞 们 之 间 的 态 等 也 合 少 。 厌 

APIA PE CER LSE.” LEBER TLRS 
he BETA EFS TAAL, 不 可 能 是 种 内 头等 的 原因 ， 相 反 的 ， 是 

PACH A, 也 就 是 种 根据 分 作对 外 界 休 件 有 共同 庆 内 性 的 原因 。 

RIE BY, 过 些 同 种 有 机 体 对 上 活 条件 要 求 的 相似, 保证 了 种 的 发 展 与 
SPE, ER AT CANS SS Ls A AS AS SHEP BAST IE 

| 蛙 才 有 可 能 。 过 时 就 超出 了 种 的 范围 了 。 照 例 , A 
| 程度 上 较 另 一 个 相近 的 种 的 个 体 更 富 共 通 哈 性 , 有 更 大 的 生长 发 育 

1) “hile SE”, 1952 年 ,第 6 期 , 第 8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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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 SERRA ATR hE | ke TSE 同时 也 引起 较 不 “ 
通 应 的 种 的 圳 洲 和 较 通 巍 的 种 的 发 展 。 

如 果 属 同 种 的 个 体 间 的 歼 委 是 很 强烈 的 ， HES 8 人 相近 的 属 ) 

个 体 间 的 欧 皇 就 赚 常 小 些 。 在 过 楼 情形 下 ， 吹 读 希望 得 到 种 的 混 饥 
及 相近 的 贾 种 个 体 混合 ( 徘 落 形式 ) 共同 居住 的 现象 。 然 而 ;在 自然 
Fs Es AZANIA 

实际 上 , HEH I SE A Eo A . 同 种 q 
NSBR MRE, HRY, AMSA, MABE T 。 
种 的 Ee 定 PE, , . 

2 ere BORED RY 

有 ick 的 意见 ， 在 过 页 文 时 代 就 已 被 广泛 地 散 伤 了 。 现 在 且 不 诗 澄 
ie LAE A AE, 只 检查 一 下 最 近 H. B. pecan A. 区 Greg 

cc 和 过 个 半 题 的 主张 。 

H. B. cha Be: “A BASE 和 入 全国 从 原 有 的 种 中 启 童 

生 的 互 大 里 侈 ,能 够 引起 新 种 的 出现 ， 可 是 各 种 爸 化 不 是 突然 产生 

HY, 而 是 逐渐 的 。 Fa AN HH HY SHI, 一 代 一 代 地 聚集 ， 开始 引起 种 内 

SNE, 再 进一步 形成 了 独立 的 、 独 特 的 种 。 根 据 吉 种 情 况 , BT 
调 侈 种 和 亚 种 在 本 质 上 是 原 有 种 的 内 部 新 种 的 萌 攻 。 加 

H. 0. (Bg SSS Be Bs UB: “FRR BY BE RAR, 种 型 的 求生， 

Dye Si PE HR (paca), 性 种 、 亚 种 等 阶梯 , AHEM Se Pe 

Ay Be” 4 ESSE: “PERE REE, FROME Pee, BY 

SERRE MART CRONE, ‘EN AD eB iy Se 

界 。”2) BARIERLET: 中 间 型 网 种 的 死亡 以 及 由 从 极端 变种 的 ， 

Frame, 产生 了 独 LAY FE. 

22 i EEE SA RISE: TEGO A IE AS A, 

1) “ipo UHETE”, 1952 年 ,第 6 期 ,第 801 页 。 
2) 同上 , 第 801-802 页 。 
3) 同上 , 第 8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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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ms fa AER A PM, SR, BA 

Wet Seo ee Cee ee 
”区 形式 。 
上 AA, FAN AC, 及 因 分 化 而 形成 变种 ， Zé HEAR [Al 

RRA PEA i, MFR EARS IE BC A AEA I 

PEPE FADER s BEETS HET EER, Bh EET HE He Ee 

TS TA. 李 森 科 的 卓越 的 意见 : RTE, SOMMER . 

| 完 在 新 条 件 下 , 促进 了 种 的 保存 与 发 展 。 
| ie MERE TE ok hs I, 否认 种 的 界限 的 存在 , 18 AS 

PEI B RBA RR HE. BERK BARR AS HE, ARE 

”年 怀疑 ， 有 没有 任何 原则 性 的 基础 来 否认 作乱 分 类 的 基本 单位 的 种 

0 .种 的 发 生 巍 该 座 仿 是 克 牛 的 炉 一 。 网 种 是 种 的 存在 形式 ， 同 时 

ARAN He, ARENA, SERRE WAL SHE BARI, SE 
— USERRA, (FS, HSL ER, MAN 

一 -过 是 种 在 进化 过 程 中 所 引起 的 量 的 差别 , (A AR 

， 化。 当 种 内 爸 种 分 化 时 , 如 果 没 有 有 机 体形 成 的 飞 蹊 过 程 ， 就 不 会 看 

BB AAS SE DY AY PER, TR SSL TEER, AOSTA 

«TAREE BO BS EH GS Ea SAE PAVE SLID. AIR MRTF 

A PEAT DE RN AS BT A 

RST, BBLS HE LET eA, FT Be CR 
We? EARP, HMA EAB IE HEN A, 从 一 些 植物 学 家 

J Aap 3s BUSES EY AS SAS TE FRE) FEV Ss ER 

例如 , 193742 ¢E ARES Een BSE, B. JL. PER MESS 
«RAS HYAR RSET RAC SL. esitatissmum L., 1940 46 E. B. Jt 

FN TG be mH HE L. usitatissmum Sep HW LD. angustifoliuys ASF 

篇 一 种 , FS L. indehiscens, WFR RETA MEPIS Vulgare”, 

1) EB. WEB. “Ti”, MRR ies”, 1940 年 ,第 5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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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牢 冬 性 亚 藤 ; (2) L. usttatissimum———fz Hew jes (3) DL. hum- 

六 生 亚 蕨 ;3 (4) L. ‘erepitans 具有 开裂 性 站 FR. 

ke? 按照 各 榜 的 分 类 ， 就 不 知道 中 间 型 亚 茧 应 该 属 锥 那 一 种 。 中 间 

型 亚 基 是 从 长 粽 亚 蕨 到 六 生 亚 茧 的 过 小 型 。 假 使 承认 种 是 patie 

的 , FB BE ME TR. ZEB TALS A IV Ee RR, 3B 

“种 "的 任何 个 体 , FE BPR TE PSS nea 

38 EPR REE FR, DROS HESR Re TE 1 PRA BN 

的 不 同 ; (BH ASHEME Ee PRR, ES eR eS AE 

许多 中 间 类 型 , FGA PE” Be TEA. 

全 蕉 植物 院 多 年 来 从 亚 蕨 发 育 史 的 观 点 来 全 究 世 界 上 栽培 垩 藤 

的 不 同 , 倒 明 了 自然 界 疫 有 四 种 栽培 亚 项 , 而 上 只 有 一 种 。 由 俊和 它们 诗 

泛 地 分 作 和 长 期 地 生长 在 不 同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件 下 ， 种 的 内 部 童生 了 

ZLe 

6G, BAe WT, 在 不 同 生 活 人 条 件 影 叶 下 ， 和 从 一 发 种 可 以 发 育 ， 

成 另 一 爸 种 。 只 有 训 篇 栽培 亚 蕨 只 有 一 种 ,， 才 可 以 发 现 它 熏 其 他 亚 . 

藤 的 质 的 区 别 。 
， 除 了 栽培 亚 蕨 己 usttatissimum 之 外 ,其 他 国家 的 自然 条件 下 ， 

SEMA, AMAT UR IE, pilin 五 6xg= 
ustifoliune, 按照 植物 学 家 的 假定 , 38 TE CH tc TL Ey AE 

一 定时 期 内 , ERT ER RWRMER., BEHAGRTA 李 ” 

森 科 的 种 的 狂 定 的 。 还 有 另 一 种 开 红 花 的 亚 蕨 grandejlorum, $e 

FETE HWS EER BA BB, 也 同时 生长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于 个 种 在 一 定 阶段 中 也 很 好 地 保存 了 它 的 种 的 性 质 。 Beare ASE _ 

HHH PALS Be ap AE, FT SAS PE TO 

EM Z MERZ AY, Ge AEA eh NEL 

1) C.B. Cee ASE: “EI”, BOM AEse”. 55 14, 1949 年 。 

C. B. BES ae Hs ae AT PAAR, GL) LZ. dienne 

: 
了 
| 

的 差别 , 过 种 差别 在 质 的 方面 独特 地 决定 了 该 生物 的 性 质 。 正 确 地 决 
定 和 明确 种 的 看 法 时 ， 就 可 以 很 顺利 地 发 现 种 的 界限 及 种 内 与 种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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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互 天保 。 
BTR (Canam) 的 不 同 种 的 亚 节 个体 , 无 芥 种 的 质 的 差 

别 如 何 ， 怨 不 及 不 同属 中 个 体 的 质 的 差别 来 得 大 。 唯 有 和 从 这 榜 的 机 
点 ; 竹 可 以 发 觉 植物 界 的 昼 系 、 它 的 起 源 的 共同 性 ,以 及 发 展 的 历史 。 

ABER, 也 不 见得 是 完全 确定 了 。1935 年 REIS AEE, 
Be a Mee 14 ADA, 到 现在 共计 已 有 20 种 。 小 秦 种 的 划分 ,， 仅 
(EEG EIR A 

例如 : 第 一 组 软 小 麦 ( 具 有 42 染 色 体 的 ), 按 1935 年 的 分 类 旗 有 5 
fh, 而 搂 最 近 的 分 类 共有 7 种 。 所 有 滨 些 “种 "都 很 容易 在 普通 的 生 : 
活 休 件 下 彼此 杂交 , 花 且 能 够 产生 正常 烙 实 的 后 代 。 各 一 组 中 , 分 作 
BIEL AD HEC Tr. ond gare), HATER AL’ AR BE, 它们 
BLL) BEE A ETEK SLE, PORTE 状 及 其 他 外 
FW, THAW AR”, 如 Tr. compactum, HH RSE—AL BAY 

”其 他 的 种 相 混 。 吉 样 的 小 麦 分 类 不 见得 正确 , SRR GK 
“ 融 一 种 中 包括 着 许多 伙 种 ,到 些 叙 种 是 长 期 地 在 不 同 生活 条 件 的 影 
“ 辉 下 生成 的 。 但 是 爸 种 的 质 的 差别 不 超出 种 的 和 范围 。 常 确定 其 他 入 
培 作物 的 种 时 , 也 有 相似 的 情况 。 

- 厅 培 缠 豆 1937 年 被 现 篇 是 一 个 种 已 satcvum, 而 1948 年 了. 工 . 波 

布 吹 夫 确 定 驶 豆 篇 两 个 种 ， 以 不 同 的 花色 作 仿 不 同 种 的 基本 特征 ?2。 
DM. 波 波 娃 将 栽培 曹 茧 属 分 成 三 种 ??。 药 和 果实 的 形式 页 大 小 

被 定 雹 不同 种 的 基本 特征 。 所 有 肖 些 种 的 个 体 在 自然 生活 条 件 下 彼 
”此 下 交 站 产生 正常 的 结实 的 后 代 。 吉 三 个 “种 "的 个 体 , FERRIS, 可 
以 混合 着 一 同 生 长 。 认 是 在 生产 上 就 有 必要 系 葬 地 浊 行 清除 。 在 其 
全 的 作业 作物 中 ; 膛 可 以 举 出 类 似 的 例子 。 

假使 跟随 某 些 植物 学 家 , 府 持 着 确定 种 的 不 正确 的 观念 , 那 就 短 
” 克 不 能 确定 任何 关 欠 种 的 质 的 特征 ; 也 不 可 能 区 别 种 内 和 种 间 的 相 

1) meeps, 第 4 K. 

2) BR Mss, S138. 
3) BRR ss. 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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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SRE, EHR HE RTE AT EN, 
MEE PLN EI TE CR PR PER, 种 形成 的 飞 由 性 乃 是 合 
PHAN. 

Hie He LTTE WS: TREATY we A AE 
HARE, BRR RE DS aR eA 
Re, 可 以 发 现 种 的 界限 的 存在 及 种 形成 的 飞 路 性 。 例 如 , KPA 
价 区 色 体 数 是 42, 硬 小 麦 的 是 28, 渤 有 一 组 小 麦 的 是 14。 但 没有 介 麻 
头 型 或 种 有 任何 介 乎 上 述 数 目 之 间 的 桨 色 体 数 。 不 用 怀疑 ， 所 有 上 
述 具 有 不 同 桨 色 体 数 的 小 麦 的 共同 租 先 ,进行 了 科 路 的 不 是 逐渐 的 
Yu fo FEU A SAL, 

bits Ab AAS eB CWA MAW HE, FEB 然 生活 条件 下 ， 

世 个 闪 欢 或 完全 不 能 彼此 杂交 ; 或 者 杂交 而 不 产生 正常 车 实 的 后 代 。 

LP Nb 2, 从 不 会 包括 许多 不 同 的 种 型 , 而 上 只“ 
是 由 上 述 的 叙 个 种 型 之 一 组 成 ， 但 过 种 型 在 植物 分 类 上 有 时 却 被 视 “。 
和 坊 作 个 不 同 的 种 。 

可 知 从 春 性 硬 小 麦 (28 桨 色 体 的 ) 改造 成 冬 性 软 小 麦 时 ， 染色 数 “ 
FRE WHE 28 Henk 42, AE 

SMBS: 某 一 数目 的 染色 体 在 性 组 胞 中 与 有 机 体 的 质 的 情况 
”存在 着 直接 的 关 傈 。 有 机 盯 的 质 的 情况 决定 公 性 尊 胞 一 该 种 植物 
的 繁殖 器 官 一 的 形成 与 发 青 。 

植物 界 种 的 形成 是 飞 中 性 的 侈 化 。 SLRS TLL ee. 
EA I EE, 便 是 不 正确 的 。H. B. fhe HO. 
APY BG BE Fe EAP a 3 A Ae I | 
CRNA RAE, RMR, Bok ST 

SUT, LAR, PALE RR ASMA: RE 
WE ALAS PEA BE SORE EO RR, ATS eS AL 
NZ, Tee PERE, GER 4 
Fil) See Fa YY LL BAS ERB, 

引用 庄 夫 果 史 德 省 不 同年 份 冬小麦 地 方 品种 各 党 种 问 比 例 的 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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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on 

st ff 成 分 (%) 

= 份 TIOTec- | amb6H- | MIHTIP-~ | 中 eppy- | sparpo- |nexonep- 
eHC nyM | TypyM| ruveym |cnepmym | cuKyM 

1943 67.0 10.2 18.2 3.1 1.0 0.5 

1944 36.5 3.2 48.5 8.2 3.0 0.5 ] 

1945 下 42.5 SL ri aS tA 2.1 一 

“有 尔 科 夫 省 春 小 奏 地 方 品种 有 下 列 人 性 种 : mioTecxueHc 一 53-8295b， 
MUbTypyM—20-33 %, anbOunymM—#}] anb6opy6pym—U-15%, 

HAG bp BG ne Pe 41S A JE AR, LBM EE, 包括 了 一 系列 

HSA, He M.M. 雅 库 布 契 交 尔 的 碍 料 , 卡 查 赫 共和 国 克 兹 泵 奥 泵 违 ， 
的 地 方 品 种 Curp-Bunan 包括 茹 种 3pHTpocHepMyM， 中 eppyrHHeyM，ro- 

”craaayw 竺 ;十 尔 克明 尼 亚 共 和 国 品 种 Ak-Bynaii 包括 七 个 爸 种 : Meprr- 
mMoHane, TypuuKym, Oapbapocca, rpekym, SpuTpocnepmyM, rocTHaHym, 

中 eppyrHHeM。 

”长 棕 亚 茧 的 品种 中 , 常常 混杂 着 中 间 型 亚 项 , 过 去 篇 了 挽救 吉 样 

的 混 厅 ， 盟 民 们 系 糙 地 进行 两 炊 亚 蕨 收 种 。 首 先 愤 取 那些 从 束 顶 上 

多 沙 的 种 子 作 播种 材料 ， 因 篇 从 束 顶 落下 的 是 高 董 的 长 炎 亚 蕨 的 种 

子 ， 而 中 间 型 亚 项 的 鞭 较 短 ， 它 的 种 子 在 第 一 次 收 种 时 是 不 会 觅 落 

的 。 然 后 再 进行 全 东 的 一 般 的 收 种 , 各 些 种 子 就 作 经 济 上 的 利用 。 现 

在 长 夭 亚 蕨 的 良种 繁育 工作 上 已 经 系统 地 掌握 了 对 中 间 型 亚 莽 的 控 

制 和 排除 。 
在 豆 科 植物 方面 , 也 同样 地 包括 了 类 个 殉 种 , He HD. By HAY 

At, SIT RA WAH inf K-1646 FRSA, WBA 

的 地 方 品 种 K-4893 IRN, CHETEK AW ih K-1609 

包括 三 属 种 。 荣 豆 的 地 方 品种 也 有 同 榜 情 形 。 微 尔 尼 果 夫 省 的 地 方 

品种 包括 三 爸 种 , 坡 尔 塔 夫 省 的 地 方 品种 包括 了 三 给 种 , 过 格 斯 坦 自 

治 共 和 国 的 包括 五 发 种 ， 所 有 栽培 植物 无 论 是 自 花 授粉 的 或 他 花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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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AA OLN DR 

RSE PERE DARPA ZS REE, Si kf oh ARIEL, 它 

保证 了 品种 和 种 的 生物 学 的 稳定 性 。 SRST = 

” 李 森 科 的 种 的 观念 ) 的 吉 一 事实 , 征明 了 和 从 不 本 和 的 人生 

落 的 不 可 能 了 性。 党 变 明 了 T. 几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不 同 的 相近 的 种 间 有 

PANEER. 
a (Sew) : 

| [作者 : U.A. Cusos. JR 38; Mexsugonpie u BHYTPHBHAOBLIC BSAMMOOTHOWIOHHS oe. 

pacTenui | i sae St 
全 和 

‘ 
Fee Me 

ae 



天 于 自然 界 中 种 的 形成 过 程 的 研究 
E.M. 7 AR F 

CER Sa RR “hie SS tas” 1953 年 第 6 期 ) 

在 最 近 , FER ETE C B T. 0. AEF RABE FE 195 4b RS 

PUSH ANSE Ae HE | TSE, 
FEATETE S, 篇 1.0. ERA RRH BS LAATHHRAS 

Hei Se Nal ts, TIA se BALE Pe ELA Typoun, 

1952) , aA BeHEDS Gi REA A) SA (A ] Mineun, 1953; 巴 甫 洛 夫 ， 

Masnos, 1953; 托 泵 姆 切 夫 Tonmayes, 1953) , ts <p 2832 (iE HL Aye 

Kynuxos, 1953) , FRE 2252 (PUAr#e Bapanos, 1953) 以 及 其 他 请 考 

an Rk, 1.0. BRA RIT IEA BBE LEA IB 
RH RAE AMES, LCM Me: Bade A AEE 
任何 地 方 也 不 能 见 到 的 。 落 者 同意 HBA (1962) 的 意见 : 假使 
在 栽培 植物 中 有 狂 似 的 种 的 质 莹 而 且 存 在 着 ， 则 巍 解 释 篇 在 过 去 所 
BEA WHE SE EE. 

大 家 知道 , 某 些 学 者 ( 科 马 者 夫 Koxapos，1931) FeeF Aa 
起 源 上 强调 杂交 的 重大 作用 。H.B. 米 丘 林 利用 了 种 间 甚 至 属 间 玉生 
杂交 的 方法 创造 出 许多 著名 的 果 权 。 在 最 近年 份 圳 , H. B. 车 正 用 小 
RAGE BRS, 培育 出 一 系列 非常 贵重 的 了 禾 盐 类 植物 新 
fi, SE-B WIFE (包括 束 系 杂交 在 内 ) 在 栽培 植物 的 起 源 上 有 
很 大 的 作用 。 

ST BRM TEE, IE PE RD Ah 
PERS HEE, LAE HE fii Wes RR A ERI, A DEAR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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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工区 李 森 科 否 认 繁 殖 的 种 间 杂 种 和 种 问 中 间 类 型 的 存在 , 然而 

全 的 吉 些 断言 不 能 篇 事实 所 证 明 ， 而 且 带 来 了 先 欢 论 的 特性 。 关 有 锥 - 

FRI HERG, T.O. 李 森 科 写 道 : 过 榜 有 机 体 类 型 在 普通 的 .对 它们 正常 

的 生活 人 条件 下 站 不 相互 杂交 ,或 者 在 杂交 和 后 不 能 产生 正常 生 青 的 后 

AX, 各 样 生理 上 不 相 容 的 有 机 体 类 型 就 是 种 ” (1951 年 ,第 14 页 )。 

我 们 来 看 一 看 事实 : 

FE BEALE” BO TE CE, JH FS 
afi. Sparganium, Potamogeton, Setaria, Alopecurus, Catamag— 

rositis, Poa, Puccinellia( = Atropis), Roegneria, Elytrigia, Erio- 

phorum, Heleocharis, Carex, Juncus, Eremuzus, Allium, Tulipa, 

Iris, Orchis, Salix, Populus, Carpinus, Betula, Alnus, Quercus, 

Rumex, Polygonum, Chenopodium, Stellaria, Dianthus, Nymphaea, 

Nuphar, Trollius, Helleborus, Anemone, Pulsatilla, Malcoluua, 

Draba, Drosera, Sedum, lihes, Spiraea, Cotoneaster, Pyrus, Ma- 

lus, Sorbus, Cratazgus, Rubus, Potentilla, Geum, Dryas, Sanguis— 

orba, Rosa, Hiulthemia, Amygdalus, Cerasus, 

FET SL, PERRI AML” SME AS ae AL 
不 足 的 , (HRB Wee PR BS Bok, BATA ERE, 

Ar 

这 是 信人 感动 的 。 吉 些 杂种 的 一 部 分 可 能 有 失掉 生殖 机 能 的 ， 但 大 ， 
部 分 毫 无 疑义 的 在 生育 和 繁殖 。 在 上 述 属 中 的 者 于 杂种 党 然 村 有 诈 

ZEBRA, Tite Sela 属 中 的 许多 种 ， 可 看 出 兹 卑 没有 在 此 属 毕 

APE AAA we GEAR AY HE TE EES, TH als APS, HE Salis 

1) Ze -Me RS ext iam, REE 5 1 RASS Bas 

Stl. Babs rian Seip BS ES ae, 请 参阅 HA. Tpon- 
ukoro (1928), M.B. Kynsruacosa (1940) 和 E.H..Cuxncxow (1948) 的 

著作 。 
2) CB. IOsendy3(“ 蒜 联 植物 让 ,第 1 父 , 193442, $5217) Bie: “Spanganium 属 

的 一 些 种 ， 形 成 许多 闫 本 类 型 不 同 租 合 特征 的 杂种 ;同时 他 指出 《〈 同 上 , 第 
231 页 ) 眠 子 荣 (Potamogeton) fe EVIS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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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BE HER (= ZEHY, PO ZS Hy A HEED 

ARM LAT BA AS, TBST Res BPS 
PA F(Z AY), SES BS EE HA Jey PREY A ES 1) 

其 他 的 种 , 其 问 发 生 亲 交 。 在 许多 情况 下 , HESS i AREY Ae BE Be Be He 

矛盾 ( 医 至 近亲 的 种 当 到 移 分 作 区 时 也 常常 看 到 ) : 开花 期 不 同 , 在 革 

些 情况 下 党 受精 时 生理 上 的 不 相 容 , 但 近 朵 的 种 通常 是 易 双 杂交 的 。 

在 许多 情况 下 , 看 到 的 种 间 杂 种 是 个 别 的 , 但 其 数量 常常 是 很 多 

的 。 例 如 : BJT. 科 马 必 夫 在 其 著名 的 著作 论 植 物种 的 学 说 ”(1940) 
及 “ 毕 种 凋 期 ”中 叙述 的 下 列 各 属 : Alchimilla, Hieracium, Taraxa- 

cum, Corydalis (ei y HA), Adenophora (地 点 同上 ) ，Cypzzpe- 

dium FEVB AML), MEARS BT HEE ZS DARREN EEL, 

MI. FLW (Monos, 1927 年 及 其 他 的 著作 ) Il eb ac T EAA 
及 Eremostochys, Zygophyllum SE tyyBekE , 

大 家 知道 , TERED IN GIES AWAD RE AP RNG A 
Gt42( Picea ewcelsa Link 和 已 obovata Ldb.) 之 间 的 发 生 的 杂种 
通 期 的 中 间 类 型 ( 见 “说 联 植 物 苇 光 第 1 AR, 193448, 14 页 B. A. 科 
马 用 夫 的 著作 ; “BRIAR RANE AR CAR’, 第 1 答 , 1949 年 , 第 133 页 ， 
AA. AUG WERE), 同样 地 可 看 到 : 生长 在 欧洲 西北 的 Pic- 
ca fennica Rgi FERAL) hy HEP 

Ye FE PS BE EDR BY 3 Fs AA YY, 而 且 是 在 Z- 
via sibirica Ldb Fil L. dahurica Turcz tky4y ii ene, 4 

Fee FA in Ts ee Hi Uae Fs A Zp ti lk PE AS — 1B BY ff 

—L. Czehanowskii Szat, 

B.D. ATH ( Bobpos) (1944) 竺 别 注 意 到 : BAL BY HB Pe CA 

间 的 ?常常 在 伏尔加 河 芒 域 中 部 地 区 发 现 。 他 举例 叙述 栅 草 npocTpe- 

na, FRE EEK EAA PES wie, hi, 在 上 述 地 区 遭 过 

到 新 的 逐 移 波动 ， 早 期 是 单一 的 〈 在 锌 冰 覆 向 前 ), DBA HE CR 

BE CBE ACTS A Ok Sd AOE HL ATER) Pl ria 5 | 2 Y er HE 
PATI ATE, MR E. 工 . Be RY: 38 A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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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广大 的 地 区 。 

er Te eee HY, {0 ee ;在 自然 界 中 也 

存在 着 (同样 地 峪 看 M.I. 巴 波 夫 (Tonos) 1927 年 的 著作 )。 

著者 在 东 帕 米尔 观察 了 大 量 的 种 间 杂 种 一 一 Coxraezoxa turkesta- 
nicum Nevski x Clinelymus nutans (Griseb.) Nevski?, | 

最 近 JILK. ye oe Fa Fe HE BLE (103 quakos ) #195246 ese TT Ay A.V. 

波 亚 页 科 娃 (Tlospkopa ) 在 1953 ze Kast J UB ERR x Sorbocotoneas— 

ter Pozdujakovit Pojark (=Cotoneaster melanocarpa Lodd. x 

Sorbus sibirica Hedl.) , 38 ExERE LARA WIZ Hille: 在 阿尔 丹 河 ( 东 

西伯 利 亚 ) HES A3508N BASE BE E, AM. 波 亚 尔 科 娃 〈ITioapkoaa) — 

写 道 ; 在 其 分 做 的 地 区 常常 可 看 到 用 种 子 繁殖 的 大 量 个 体 。 

SSA SE 杂种 是 种 形成 的 主要 因素 , 但 它 在 种 形成 的 - 

欢 程 中 有 若 于 的 意义 。 因 此 必须 研究 在 自然 状态 下 的 订 种 类 型 ， 特 ， 

别 是 或 多 或 少 常见 的 类 型 。 
现在 转 人 研究 种 间 初 生 的 中 间 关 型 。 

T. 2. ae 例如 , 他 断言 “有 生命 物质 质 上 

不 同 岂 

型 ， sein racket ranean a ee 而 

是 因 篇 在 自然 界 中 不 存在 , 也 不 可 能 存在 过 种 不 间断 性 ” (1951, 第 
16 页 )。 

种 分 歧 的 未 完成 过 程 证 明 着 种 间 有 大 量 的 中 间 类 型 。 汉 可 用 许 

BBA WH, 例如 : Papaver “RU EE”, FS 7 AR, 1937 年 , 巴 波 夫 
IIonoB- 的 著作 ), Camelina (Hits if DrHrep 在 1909 Wyse ff), Dentarza 

( 塔 里 耶 夫 Tamres 在 1915 年 的 著作 )，HMeazcago，Ozaop7JcNts (学 斯 

卡 娅 Cunckas 在 1948 年 及 其 比较 早期 的 著作 ),Coxszatz& ( 库 尼 捷 阿 
ese KynpTracoB 在 1940 年 的 著作 )，4zztexzazzozi( 克 拉 塞 尼 可 夫 攻 pa- 

IIeEHHHHHKOB 在 1946 年 的 著作 ) ，vzz7ztei (伊里 因 HnbpHH 在 1955 4h AY ， 

一 -一 一 

Be 

1) VA. 拉 莫 可 夫 (Pakxos) HiLwm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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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著作) 等 。 
例如 ; 著名 的 植物 地 理学 家 、 分 类 学 家 和 Artemisia 属 植 物 专家 

MM. APSE FE APSE (KpameHHHHHKOB) (1946 年 ,第 185 页 ) 在 论述 

zacziatctUlaus WBA RIE: “see 在 欧 亚 大 陆 波 来 阿尔 洛 森 

PAS ye FE it AY SE BE a, Paleodraunculz, Campestres, Boreoles 

Bhs OSES WRASSE BRB, Dracuncalus 亚 属 植物 个 
HU See hi SE ZS Hs FD YH PS aE DT SESE SEK 

PR SSeEE (1) 3h Fee — i EF See, 8 | kT RAR A ER, 
蓄 很 殉 外 伴 普 的 加 以 区 分 ,通常 不 得 不 认 仿 是 大 的 种 的 综合 体 。 而 

他 论述 Banaxxemzzsze 其 他 亚 属 的 三 个 种 组 时 旋 道 (1946 年 134 页 ): 
“=H (Tanacetifoliae Kraochen, Latitoliae Kraschen. 和 Ziz- 

cniatae Kraschen.*—E JI.) fy 4) ZAMIR LL ME Ze 
密切 相关 的 ,在 亚洲 东部 的 革 些 地 区 可 看 到 一 直 保 留 到 现在 。 许 
多 有 轻 骏 的 分 类 学 家 过 去 合 儒 过 个 组 中 一 切 的 种 成 一 个 共同 的 
<Conspecies), If ALAR ALAS.” 

EE RFR wha OG SSE ay ELA ty oh PR DD A HE: AE 

再 生 的 (种 问 杂 种 ) ANAS BEE AH I AE, 
由 此 ，T, 下 李 森 科 艳 对 否认 在 自然 界 中 存在 着 种 的 中 间 类 型 

和 种 间 杂 种 是 毫 扰 根 据 的 站 和 与 许多 事实 相 矛 盾 。 
党 % % 

现在 我 们 进行 研究 天 有 从 在 自然 界 中 物种 形成 的 问题 。 
植物 的 种 不 仅 是 描述 形态 生理 特征 颌 一 定 的 生活 人 条件 相 联系 及 

其 生存 的 分 作 区 的 植物 分 类 学 的 基本 单位 ,而 且 是 对 地 融 表 面 的 生 
命 起 着 某 些 作用 的 物理 一 地 理 的 因素 。 

我 们 对 上 壕 访 明 作 某 些 解释 。 
大 多 数 分 类 学 家 在 实际 上 观察 作乱 形态 单位 的 种 是 具有 一 定 不 

网 的 特征 和 一 定 的 分 作 区 的 。 在 B:A. BERG AES 1927 年 所 著 :“ 勘 赛 
加 牢 饥 植物 庄 ” 序 车 中 可 找到 过 样 著名 的 格言 :“ 种 一 -过 是 繁殖 
在 一 定 地 区 的 形态 体系 "。 在 分 类 学 家 实际 械 作 中 甚至 道 常 半 向 研究 



加 关於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时 葵 

过 楼 两 个 箱 哮 一 形态 的 特征 和 地 理 的 分 念 。 就 实际 言 ,上 迹 很 多 
种 的 单位 (包括 种 、 属 组 , 亚 属 ; 属 等 ) 是 建筑 在 过 两 个 范 哮 上 , 首先 是 - 
在 形态 上 。 
ACEI A SRE: 种 的 特征 站 不 是 不 党 的 , 而 是 种 对 环境 

的 爸 化 反映 至 植物 外 部 形 态 上 来 的 。 由 此 可 网 ， 在 过 个 意义 上 必须 
理解 T oO. 李 森 科 的 原理 :各 种 不 同 的 爸 种 一 -过 是 种 的 生存 类 型 。 
植物 分 类 学 家 通常 仅 限 共 某 些 不 伙 的 形态 特征 ,而 不 对 其 机 能 

加 以 分 析 ， 和 与 此 相 联系 的 伙 乎 常常 不 去 深 和 大 地 研究 某 些 物种 生活 的 
环 卉 人 条件。 

B.H. 威 尔 拉 特 斯 基 (Bepaanckmi) (在 1926 年 及 其 他 著作 中 ) 多 
次 指出 : 地 融 表 面 (或 合 儒 称 仿生 物 圈 ) 和 居住 其 上 的 有 机 界 的 不 可 分 

ele, 而 且 地 地 表 面 和 有 机 体 的 进化 及 形成 也 有 联系 性 的 , 过 莫不 是 
BM. 威 尔 拉 特 斯 基 独 自 的 意见 , 而 B.P. 威 廉 斯 对 此 发 展 到 的 最 高 形 
式 [ 参 看 他 最 初 20 年 的 著作 ,如 ;“ 自 然 科 学 牧场 经 营 学 原理 "(1932 年 ) 
以 及 生前 最 后 出 版 的 “土壤 学 数 程 ”(1936) ]。 在 世 维 埃 生 胸 学 中 广 . 
泛 利 用 的 现代 公式 一 “有机体 和 环 寺 的 葬 一 ”也 是 他 如 的 。 

PREMERA TERE: 在 自然 界 中 种 形成 的 研究 不 可 仅 限 共和 种 形成 过 
程 GARE) 的 研究 , 因 篇 每 一 个 种 , 如 上 所 述 对 具有 某 些 生 克 特 性 的 
一 定 的 生活 人 条件, 像 某 些 生 访 学 家 所 属 的 有 其 自己 的 适应 性 (自然 园 
FERGIE), a 

$j-—~y FES} YP HP A CG, A KD 
Hef TMV, REAM. BEADREARY 
295) , 作用 非常 显著 ; 有 些 个 别 的 植物 , 作用 常常 是 微弱 的 。 

不 研究 植物 的 体系 一 环境， 要 解决 物种 及 其 形成 问题 是 不 可 
gen, 

Wy fire RL ee LASER, 特别 是 植物 地 理学 研究 的 植物 
分 做, 除了 通常 能 或 多 或 少 的 报导 革 些 物种 的 生活 条 件 (环境 ) 外 ,在 
任何 情况 下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比分 类 学 家 描述 物种 不 是 建筑 在 研究 自 
然 界 中 的 植物 基础 上 , 而 是 在 分 析 植物 腊 革 标本 的 基础 上 要 多 得 多 。 



—— 

由 此 可 见 , 篇 了 更 深 太 的 研究 物种 必须 研究 下 列 问题 ; 
1. 在 其 个 体 发 育 中 和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生活 条件 下 〈 然 论 在 自然 界 

或 试验 的 条 件 下 ) 的 物种 形态 ; 
2. 胸 种 的 生活 条 件 ( 气 候 、 土 壤 、 奥 其 他 有 机 体 的 互相 关 傈 ), 根 

据 可 能 性 、 研 究 其 整个 分 作 区 (当然 是 重点 的 ) 的 环境 ; 

3. 物种 在 植物 分 估 中 ( 某 些 植物 联合 组 成 的 地 区 上 ) 的 作用 ; 

手下 少 亿 村 本 和 性 的 机 能 意义 ， 因 此 必需 

研究 物 逢 的 生理 学 
5 Hn A SUSE AIR TC, 
RAAMUSE REWER FE iy ER, 
1. yf RE ee ey AL Ek PPS a 
2, 物种 在 地 理 -物理 过 程 中 (植物 体 物 质 的 积聚 ; 光 幅 射 的 利 

“ 用; 对 大 气 和 土壤 粗 成 的 影响 以 及 对 土壤 温度 和 化 学 组 成 的 作用 等 ) 

的 作用 。 
”解决 一 切 过 些 复 订 的 开题 使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易 於 说明 。 
分 类 学 家 、 地 理 植物 学 家 生态 -形态 学 家 和 生 访 -生理 学 

家 共同 工作 的 和 烙 果 提 和 欠 我 们 研究 关 有 於 自然 界 物种 形成 过 程 规律 并 
题 : 
现在 我 们 希望 研究 在 自然 界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 

”因此 必须 谈 融 多 类 型 的 物种 好 IR) (Series), 在 此 范 转 内 可 推 想 
”现时 物种 形成 过 程 的 强度 。 

在 最 近 ,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 在 大 多 数 分 类 学 的 组 中 有 其 地 位 , 但 
它 个 是 以 各 种 不 同 的 强度 ,各 种 不 同 的 速度 进行 着 。 可 以 看 到 ;过 些 
过 程 中 有 炎 卑 停留 在 溃 古 遗留 的 植物 旭 中 的 , 如 ; Ginkgoales RIB 
在 唯一 的 代表 Gzzpgo 52oiu L 。 相 反 地 , HRN PEA 
很 大 强度 的 , 如 : 菊 科 植物 , 或 更 具体 一 些 如 ，Serzpjpzcdixms 亚 属 和 
Artemisia 属 。 

除了 上 述 的 人 条件 外 ,人潮 必 须 在 种 组 中 更 广 泛 地 仅 可 能 的 利用 植 
胸 姑 落 形成 结构 以 及 对 平原 和 高 山 的 植物 分 作 区 作 淮 一 步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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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最 希望 知道 的 是 : AS 1 TSA 
的 胁 利 者 "， 而 其 他 物种 或 多 或 少 有 一 定 的 数量 ， 和 后 者 立刻 入 减 的 条 
件 应 仅 可 能 是 研究 的 对 象 。 | 

Fl REE HLS I A A HE HE BA 个 条件 的 要 
H. FEAR AAA Es ER BE Stipa (许多 一 系列 的 物种 如 : Pen- 

natae, Barbatae Capillatae), %%%&— Poa, int 2 JB Festuca (ovi- 

nae 3f HH) , OecKUNBHULUEI Puccinellia, 4233 EB 

RF Sti pitoliae Trichophorae) ,WKuTuaku— A gropyrum, BonocHe- 

ubi-—— Azeurolepidum (—XBFI\\ty Ramosae 等 ); FES APL PARA 

属 一 -Ceaxeo; TERZFL BA: Conanxu, —Sal sola, 6uiopryHpt— Anabasts; 

在 豆 科 中 有 : Medicago,Onobrychts 等 ;在 菊 科 中 有 : 艾 属 

ista (Seriphidiumis JB), Cousina 等 。 在 各 圳 所 列举 的 仅仅 是 草本 

和 全 灌木 植物 , 因 念 乔木 和 灌木 种 类 植物 的 工作 由 帮 生 活期 较 长 ; 进 - 
大 生殖 隧 段 较 运 是 比较 困 厅 的 。 但 是 同时 必须 对 某 些 需 木 种 类 “《 特 
别 是 针 杉 和 落 革 松 属 的 近 坷 种 等 ) 种 间 的 中 间 类 型 加 以 分 类 的 研究 。 

DLR WEA, AGAR TE FER AFR PE aH 

SWI: Trihopharae 组 , Elytrigia 属 。 在 其 中 有 运 样 多 形态 的 物 
fi, 如 Elytregia (Agropyrum) ttermedia s.\. Fj E. trichophora 

sb. LASERS LB Re, A 
SET WL DA Bb OK A LA SY BB A RAE 

Kf 4; H.B. HETE Fl FAS Le RS eB Pa PA A 2p 8—— 45 

LEB MEA, | | 
我 们 简 述 在 自然 界 中 物种 形成 研究 有 关 傈 的 研究 次 序 。 

最 初 篇 了 详细 和 综合 的 研究 来 屠 择 物种 ， 用 分 类 学 家 普通 的 方法 

AES AM EEE SEARLE BAM, FBTR 

Sey GEE ETE SH, FEBS SCR SE _b BS Ae TY 

生 巧 学 上 的 特性 。 

第 二 隧 段 的 于 作 对 选择 的 物种 娠 , 在 自然 条件 中 , 在 气 定 的 

物种 分 作 区 中 作 全 面 形态 学 的 ; 地 理 植 物 学 的 以 及 生理 学 的 研究 。 

El ytrigza(— 

Artem- 



BARS A ASR A REA Ge RAPT SE 53 

SMV AER ES LAE AE (FED ES (IARI ED AI 
FEAR NETS EEE, Fa EES TR Ef ELA, 物 
种 在 一 定 组 合 区 域 大 量 生 长 (地 上 的 和 地 下 的 )， 新 陈 代 谢 (光合 作 
用 ,呼吸 ,含水 的 情况 ) 和 在 各 种 不 同 休 件 中 个体 发 育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BREE) 中 形 访 爸 园 的 全 部 特性 。 当 在 田园 研究 时 要 特别 注意 的 是 : 
应 研究 近 赤 种 之 间 和 种 问 杂 种 的 中 间 关 型 。 
”第 三 阶 委 的 工作 一 物种 形态 学 和 生理 学 的 研究 。 在 试验 的 情 
况 下 篇 了 明 趴 在 人 工人 条 件 下 物种 形态 和 生理 特性 的 伙 野 ， 从 过 种 观 
点 中 提出 的 任务 是 最 有 和 丛 的 。 

巍 亦 强调 在 过 些 研究 中 最 后 试验 阶段 的 重要 性 。 分 类 学 家 常常 
忽视 研究 物种 试 骏 的 意义 。 同 时 比较 研究 在 相似 环 志 中 许多 近 条 物 
种 形态 和 生理 的 特征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在 苗 围 中 研究 在 自然 界 情况 下 
所 过 到 的 种 间 和 种 问 杂 种 的 中 间 类 型 像 研究 人 工 所 得 到 的 杂种 一 样 
是 非常 有 利 丛 的 。 只 有 在 试 台 的 情况 下 才能 完全 探求 物种 的 个 朵 发 
育 : 即 从 种 子 萌发 至 精 果 篇 止 。 同 时 , 如 不 研究 物种 的 个 体 发 育 , 则 
我 们 对 物种 的 认 埠 将 不 是 完全 的 。 

在 全 部 收集 的 材料 分 析 过 程 中 肉 作 出 关 有 从 被 选 物种 生 的 系 葬 发 
育 和 在 具体 的 自然 条件 下 物种 形成 过 程 规律 的 结论 。 同 样 地 内 误 明 
各 个 物种 在 植物 分 作 和 胸 理 一 地理 过 程 中 各 种 不 同 的 作用 的 诛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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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完善 站 最 能 令 人 信服 地 研究 过 物种 和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是 天 才 
的 自然 科学 家 巡 泵 女 〈Uapera qd.)。 大 家 知道 ， 马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罗 
典 作 家 们 对 过 页 女 学 说 是 欠 予 了 何等 高 度 的 评价 , 特别 是 @. 恩格斯 
对 巡 泵 文 主义 的 评价 是 很 高 的 HERE, 他 也 对 过 一 学 说 提出 了 许多 批 
评 。 

”由 扒 科 学 社会 主义 创始 者 对 过 泵 女 主 义 的 批评 , IEE RE BEM 
竺 物价 的 发 展 , 发 现 了 巡 秤 女 学 说 中 的 很 多 弱点 。 
最 近 , BAA (JIztcerxo T. 几 ) 院士 对 过 泵 女 主义 上 的 “物种 "” 

和 “ 匠 种 形成 ”问题 提出 了 批评 。 芝 我们 来 探讨 一 下 , 过 个 批评 倒 底 
有 多 少 依据 ? 它 在 科学 上 合 底 产生 多 少 良好 效果 ? 也 就 是 屋 它 个 度 
推动 科学 前 进 了 多 少 ? 

巡 泵 娘 把 伙 种 当 作 是 孕育 中 的 种 , 而 种 则 是 题 著 表现 的 .固定 下 
AGM, HEEB, LW ARABS MAR LS 
区 别 和 界线 , 因此 , PEAR HEB EE BRC, EARP 
篇 过 泵 女 的 过 种 说 法 是 不 正确 的 。 

«TL. 地 森 科 指出 区 分 种 的 主要 标准 之 一 就 是 它们 之 问 在 一 般 
条件 下 的 不 可 杂交 性 ; 即使 杂交 了 ,也 不 可 能 产生 具有 每 殖 力 的 后 
代 。 时 在 18 世纪 的 时 候 , AM (Bobor) -就 第 一 个 (在 他 以 后 渤 有 

1) 1953469 7A 18 ARRAN RAS EDL RAN Me + PAAR 
C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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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一 些 生 物 学 家 ) 企图 运用 过 个 标准 来 区 分 种 ( 科 马 才 夫 Kowapoa， 
1944 年 , 第 29 页 ) 。 但 是 , 过 泵 女 早 就 根据 他 所 所 有 的 大 量 材料 的 分 
析 , 不 得 不 承认 :;“ 不 能 断言 种 间 杂 交 一 定 疼 生 无 繁殖 力 的 后 代 , 而 区 
种 间 厅 交 则 一 定 疼 生 具有 繁殖 力 的 后 代 "”(1926 年 , 第 454 页 )。 而 我 
国 的 生理 学 家 腿 过 页 女 主 义 者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Tummpases K. A.) 在 
讨论 到 过 个 问题 时 ,得 出 烙 论 ， 认 乱 过 个 标准 恐怕 是 根本 没有 用 不 
Ay, AEE: “AS ARRAS RAL TAY, RRP Ae yf 
SU AE, 实际 上 , SECRETE I Ab PERC Le Hh BY” (1949 
年 , 第 450 页 )。 相 反 , 农业 实践 证 明 , 不 少 杂 种 都 表现 出 具有 繁殖 能 
力 。 何 如 : ARATE, EBA A Bh aE Ze 
径 济 上 有 相当 价值 , 因而 , EL OME ROLE ee, PERE AH 
物 间 , 种 间 杂 种 亦 广泛 存在 , BEUPL. BP. 桔梗 科 、 菊 科 以 及 其 他 
等 科 内 , 常 能 看 到 种 问 厅 种 。 比 如 , 帮 联 已 记载 有 175 个 柳 柑 种 和 90 
个 左右 的 柳树 杂种 ( 布 拉 夫 琴 Dipaamam 1951 年 ,第 121 页 )。 题 然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相近 的 种 是 能 杂交 的 , 而 在 分 类 上 渤 系 的 种 则 不 能 杂交 。 

米 丘 林 (Mraypra H.B.) 售 广泛 而 有 效 地 汉 用 允 (种 间或 属 间 的 ) 
GME, LSE eT ARB, BSE BS, HB. 
KLE SM: “DLA WH BR US A 
能 杂交 , 断言 过 些 厅 种 永 误 不 能 烙 实 , 各 就 使 我 在 长 时 期 工作 中 未 能 
更 加 广泛 地 运 用 杂交 ”(1948 年 , 第 180 页 ) ALARA TES 
Hi iti, WAL, ARMA, HWE T A CHE. OK 
CLS MHHE Re TR RAL, ABE. 
“BASRA Ahi BRB Mh BA 
PME 2S HY AT HEE, 
“前 面 提 到 的 那些 “科学 家 ' 在 回答 获得 种 间 杂 种 是 否 可 能 的 问 

题 时 , 显然 是 忽略 了 一 点 , BY, 要 知道 自然 界 新 的 植物 类型 的 形成 , 主 
要 是 依 先 外 界 环 卉 强 有 力 因 素 作 用 下 的 种 间 和 属 间 的 杂交 , SS 
程 补 可 能 发 生 认 过 去 作 百 万 年 的 长 时 间 内 ”(1948 年 ,第 228 页 )。 过 “ 
一 性 法 中 包含 着 无 可 怀疑 的 一 份 其 理 ， 因 篇 ， 要 知道 ;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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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来 在 昆 强大 军 的 玫 助 下 , 一 直 在 进行 着 不 同 种 问 花 粉 的 混合 授粉 。 
题 然 可 见 , 米 丘 林 关 有 於 物 种 形成 问题 的 见解 (也 漫 不 能 完全 同意 
他 的 见解 ) 辩 症 唯物 地 推 莽 了 李 森 科 的 观点 。 李 森 科 的 见解 是 将 科 
学 回复 到 布 丰 和 他 竹 承 者 的 观点 ; 但 是 , ARS AE AE PEEK 

林 上 生物 科学 的 成 就 。 
在 李 森 科 看 来 , 区别 种 的 第 二 个 标准 是 : MNBL, 

也 没有 互助 。 但 是 ; HEE TAS SAT BEADS TV SEA SC TREY “AE 
存 同等 2 小 不 是 像 杜 林 (nioprar ) JF SE 02 Ey TEE FF aN SESS 
的 东西 来 进行 的 问 等 (过 一 点 由 . 恩格斯 早 就 给 予 过 朋 正 的 批 币 ) ,而 
SEAS PREPS A EME PEN RE BR, SRT, 李 森 科 仍 然 认 篇 前 
HLA, 而 对 和 后 者 则 仍然 否认 是 问 等 。 他 忽略 了 过 一 种 情况 , 即 在 
植物 分 类 学 裹 有 许多 “ 谷 ” 的 大 的 种 不 断 地 分 割 篇 许多 较 小 的 种 。 
Bil hn. HAS BW 7ASE RE (Kostin meprcreti), 车 泵 那 耶 夫 (qepaaeB) 
把 它 划 分 篇 许多 在 形态 上 、 上 生态 上 以 及 经 济 价值 上 很 易 区 别 的 小 种 。 
同样 在 样 档 、 沙 华 松 、 欧 洲 松 以 及 其 它 一 些 档 种 方面 也 有 肖 种 情况 。 
ANS AAR, AVS, 它 不 断 地 篇 科 学 和 实践 的 
需求 所 促成 。 

李 森 科 汉 样 认 篇: DUE AAAS OAT, PPS 
关 傈 不 是 对 抗 竹 的 ,而 到 分 裂 以 后 ,就 该 开始 生存 同等 。 要 知道 由 玖 茅 
草 所 分 裂 出 来 的 现代 羽 荡 属 的 种 [普通 羽 幕 (Kosbtmb o6rtkoper- 
HbIM), Ze PEASE (Stipa Lessingiana Trin.) , #RIEASE (S. dasyphylla 

Czern.) , #2 G AF (S. zalesskii Wilensk ) 以 及 其 它 等 等 ] , FER 

原 区 一 起 产生 , 共同 繁殖 。 
在 分 类 学 上 ， 同 样 一 些 植物 类 型 常 篇 某 一 些 分 类 学 家 镭 定 篇 性 

种 ， 而 塌 另 一 些 分 类 学 家 党 作 是 种 的 阶梯 。 过 些 种 型 之 间 的 相互 关 
REECE NIVEL? 到 什 科 样 的 阶段 才 开 始 对 抗 性 的 相互 关 傈 
WE? 过 一 过 程 又 如 何 实 现 的 呢 ? 但 是 , 不 知 仿 什 秘 在 过 方面 他 们 葛 
忘 公 了 植物 和 动物 的 复杂 的 相互 关 傈 , 最 后 , 贡 然 忘 彻 了 所 有 有 机 体 
与 扰 机 环境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吉 种 关 傈 即 过 泵 女 所 称 之 仿生 存 站 等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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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 李 森 科 认 篇: 如 果 一 个 种 发生 自 另 一 个 种 “ 那 未 ， ete 
的 种 就 迅速 繁殖 , DEE Ze A ROT DEAE SR 
《1851 年 , 第 18 页 )。 但 是 , HERES AS MASE hl ASAE YE A EI 

” 到 种 情况 。 我 们 最 大 的 分 类 学 家 条 植物 地 理学 家 B.JL. 科 马 者 夫 指 出 ， 
正 不 从 种 形成 过 程 中 的 殉 衣 草 (Alchemilla vulgaris) 的 小 种 能 共同 
生长 在 同一 志 草 地 上 (1944 年 ,第 148 页 ) 。 过 一 现象 时 就 篇 许多 植物 
PARR HS. PASH. 伯 契 斯 基 (IIasoctri) 早 在 30 多 年 前 和 其 他 一 些 
人 共同 划分 了 许多 不 可 分 割 的 、 芋 一 的 (共同 的 ) 自然 分 念 区 (1921 
年 ,第 209 页 )。 

去 同 起 源 的 相近 的 种 之 所 以 能 生长 在 一 起 , 显然 可 以 过 样 来 解 
Be: 它们 零星 地 生长 在 植物 者 体 中 , ICOM RVR EY ee, 
AMR ABBA. Ib, 相近 的 种 之 所 以 常常 生长 在 一 起 ,是 ， 
因 筷 它们 在 一 定时 间 以 前 能 满足 於 某 些 “I, Sep, 
何如 : BR OM 242 AG 1 Fl AZ, PB AC BS RD ere 
们 搂 角 的 地 方 ( 云 杉 ) BESET WY PRA RLS CB AC) (08 FEE we SDE aE 
Bo WR GHEE NTE T SEE SCH a AR, SE SCR AS 
AE SH HH LH RATE, 
是 , EE HC BB. 一 定 的 条件 决定 了 一 省 构 征 的 存在 " 
(1926 年 ,第 65 =) 

CDE T Ob FESS ACT AE HA RE RAD, 
想 ， 即 忘掉 了 正 是 外 界 休 件 于 决定 了 植物 的 相互 并 人 观察 章 原 和 
森林 中 的 野生 植物 冲 明 :任何 2 -3 个 种 [例如 : BIE FASE CS. steno 
phylla Czern.) 36 WA. AERA. UWA A AR) BES EY 

PORT, Ee LAR REED RIESE ORT BRIA 
HH BN ER. FBS UCEOL RME PE (如 灌 法 、 施 肥 等 等 ), 就 能 使 
作物 的 相互 天 傈 朝向 我 们 所 需要 的 方向 而 改 敬 。 显 然 ,T. 瑟 地 森 科 
是 没有 考虑 到 过 一 点 。 他 断言 , 被 有 属 人 不 同属 的 种 才能 共同 生存 ， 
而 同 种 的 个 苯 好 像 被 能 成 堆 成 做 地 生长 (1951 年 , 第 GET), SABER 
法 是 没有 依据 的 。 例 如 , 在 橡树 林 圳 能 同时 生长 央 革 枫 和 欧洲 枫 、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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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 j 薄 、 各 个 不 同 种 的 赤 杨 、 董 荣 、 天 杜 蛾 以 及 其 它 ; Me 

(CB, 它们 是 分 散 生长 的 , 而 不 是 成 敌 生 长 的 。 在 浸水 章 旬 子 上 也 长 有 

PRE, SEM, MSS. MR eR 

Bi. FETS A PSE, WE, EL REL ARK SK 
BL 石竹 以 及 许多 其 它 的 植物 都 能 共同 成 分 散 状 地 生长 在 一 起 。 大 
”家 都 知道 , 在 草原 驯 每 一 平方 米 土 地 上 能 有 好 八 十 个 种 ( 电 动 页 Ker- 
mep，1931 年 ; 阿 列 内 Arexra，1934 年 ]。 大 家 也 漫 知道 , AeA 
PER, 在 一 样 的 生存 人 条件 下 , 生长 着 大 革 眼 子 菜 属 的 许多 种 (办 
HARA, IIR, SHIRTS), WH, 也 能 看 到 某 些 种 的 
PARE RHE i ERAGE, HO, EE, EE RRS); 
| (ASE, EES EER, A, 就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AIFS IE 
| NH RAE, EEE 

TD. FARR ss: “SEW SCER A T FS a a aN Pan EBD 

”的 、 虑 从 的 理论 …… 在 过 个 基础 上 ， SE RESON T TERE, BORE 
PRBS ++ PIRI CARE AK, HEATHER, 间断 是 类 
AA ARDENT LUE Ee” (L954, 第 15 页 ) 。 顺 便 可 以 ， 
”指出 , MM ATG, 至少 也 仍然 是 不 明确 , 因 篇 ,在 同一 页 上 的 
| LEER UT 种 内 门 等 ， 而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则 双 
BEES IRE BIS TS Ts 

(HE, HEIRS SUG yA AARC WC LEP 
AIS aS “FE — BE He REAR LE, ite 

性格 上 和 看 惯 上 各 不 相同 的 后代 ,， 则 它们 在 自然 界 就 合 加 容易 估 有 

“更 多 更 复杂 的 地 方 "(1926 年 ; 第 147,151 页 ) 。 换 而 车 之 ,相互 区 别 的 个 

| 体 在 不 同 的 条 件 下 死亡 Se EL tin EA I ET Es PEAR BOR 

止 和 性 状 上 的 相互 分 玻 也 就 合 来 合 加 深 。 第 一 个 个 体 死 慌 未 旱 ， 另 

一 个 个 体 死 慌 湿润; 第 三 个 个 体 死 众 日 光 ; 第 四 个 个 体 死 伏 林 冠 向 

TEs 第 五 个 个 体 死 蕉 沙 地 ; SSAA RS SES EM TS EE s 如 此 等 等 。 个 

体 的 差 巡 与 多 种 多 样 环境 相 一 至 地 进行 着 积累 和 和 加强， 按照 个 体 对 

相 朵 居住 人 条件 的 通 应 而 发 生 着 差 虹 的 分 歧 , TE A, EA PA E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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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和 形态 上 发 生平 行 的 分 化 。. 

和 过 种 分 歧 圣 性 就 能 使 相近 的 植物 类 型 在 te 中 的 无 性 

通 期 的 不 同时 间 内 通 朵 地 发 育 ( 季 和 节 代 换 性 )。 

B.A. SLB RE (193848, 第 4 页 ); “多 楼 化 的 外 界 人 条件 能 促使 植 
移 深 列 分 化 , 薄 创 造 出 极 不 相同 的 生活 钴 型 ,”B.A. SLT 
谓 比 苏 种 的 例子 ， 特 别 是 那些 能 在 不 同 土 壤 上 通 应 人 共生 活 的 比 阵 种 

[例如 : 白粉 柳 穿 龟 (Linaria cretacea Fisch.)、 染 料 木 状 柳 穿 鱼 〈 乙 . 

genislacfolia Mill.)、 白 粉 百 里 香 (Thymus cretaceus), HB BR 

《qda6pel myIICTE 首 )] 。 特 别 是 有 许多 正在 更 替 中 的 种 , 能 在 章 中 、 甚 

BPE AB Bl, Fete OR HT, EEE, RIES SS 

33 BREE A RAW RE. 

TEE HRSA SEA ae eB HE SL MEER BS 

RAWAL, B.A. 凯 勤 尔 时 在 1938 4B EBS TRE “GE 

Als i 79 ae ES” (1938 年 ,第 2 A), see HIAEG HK 

(V5 PRE BR MEER As ESE WS SCE SS HY Hh EE 

K.A. 23k HE THe BICEP, ATR 
SAGE, HER LAWRIE, ERIE 
EH. Wiss, SBE TE EE, 过 种 多 样 性 似 卑 也 是 有 机 界 的 一 
根本 方面 。 生 胸 一 一 植物 和 动物 党 一 旦 上 了 陆地 ,扩展 在 空气 台 之 “ 

和 后 ,也 就 使 它 个 从 原先 组 成 地 球 上 原始 特殊 居民 的 那些 海洋 生 驳 的 “ 
散 健 中 解 胶 了 出 来 。 有 机 体 不 算 使 自身 的 环境 多 榜 化 , 泪 且 , REAR 
身 对 环 场 的 关 傈 多 赚 化 , 提出 与 其 它 类 型 不 同 的 需要 , 或 者 是 循 照 不 “ 
同 的 途径 而 使 本 身 得 到 满足 。 它 们 好像 是 在 自然 界 找到 了 一 个 新 的 。 
场所 , 或 者 是 在 谷 的 场所 获得 了 更 好 的 保证 。”(1949 年 ,第 490 页 ) 下 
此 可 见 ， 巡 泵 女 和 过 硝 女 主义 者 将 性 状 分 歧 理 解 坊 有 机 体 因 散居 落 
HARE RIA ESB DTT 在 生态 上 和 形态 上 所 发 生 的 分 化 , 理解 得 
SRR, MARE “EP” WAR. Teh 
Seb Es {IJ SEA oe AE ot BIBRA A Te ETL. 

因此 , P. 恩格斯 早 就 写 过 :“ 用 不 着 戴 上 马 泵 功 斯 的 眼 佬 来 看 自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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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界 的 壬 存 同 竺 , OTE BRIA GES EAE BY JU A 9 He AT EH HE 
583) whe A Ry 2 HB HE PSB a DT 
的 解释 也 能 在 自然 界 发 生 。' PE — J EE (正如 同 K. 
马克 思 和 中 . 恩格斯 所 说 的 ) : 事实 上 , 过 页 文正 是 用 了 自己 的 生存 问 
RSH TY GRRE. HAASE SLR 物 和 动物 在 自然 
界 “ 革 找 "新 的 居住 场所 过 上 面 。 在 过 圳 面 , K. A.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看 到 
了 分 化 现象 的 本 质 , 他 把 党 一 方面 称 之 仿 过 泵 女 主义 的 “出 色 ” 的 一 
面 (1949 年 ;第 487 页 ) 。 而 B. 了 本 科 马 史 夫 认 篇 :“ 和 与 种 的 散 作 和 种 对 
谎 所 有 极 大 多 样 性 的 居住 场所 的 通 座 同 时 兰 生 的 到 种 性 状 分 歧 规 律 
9 是 事实 .……。 巡 泵 女 在 1859 年 所 确定 的 性 状 分 歧 规律 是 揭发 系 
统 发 育 的 有 力 武器 。"(1949 年 ,第 136,233 页 ) 过 就 是 科学 共产 主义 的 
贫 基 考 和 各 个 不 同 生 物 学 部 门 的 过 泵 女 主义 权威 专家 们 对 生存 同等 
和 性 状 分 歧 现 象 底 理解 和 评价 。 有 时, AAS BC, BAS ARS 
种 内 相互 关 傈 好 像 是 进化 的 主导 因素 ; 但 是 , SECS 
的 ; GREASE IEE hh TSE WE SCARE NTN SE SSE 

«SORE TREBIZEAL RELA. SE. “SER, 
PeUE CALSE YEE a ES See 
RETR. Ae, 不 管 怎样 , ECE 
界 的 发 展 。” (1951 年 , 第 15 页 ) 假如 过 种 解释 , 即 进 化 主义 的 理论 岳 
有 机 界 的 发 展 贫 经 站 一 直 处 欠 显 著 矛 后 中 , 那 末 , 过 泵 女 主义 又 如 何 
能 解释 有 机 界 的 发 展 呢 ? AEEL, 又 在 那儿 渤 有 “ 巡 泵 女 理 论 的 不 朽 功 
fit —” WE? , 

T. 0. eR A ERA, 提出 了 一 系列 在 实际 工作 上 
的 意见 特别 是 关 有 从 防 止 杂 章 的 于 题 。 他 认 乱 :有 许多 作 胸 在 低劣 的 
农业 技术 休 件 下 就 会 网 成 杂 章 , 认 是 ， 他 主张 , 何如 黑 故 的 种 子 区 了 风 
分 作 在 地 形 高 的 地 方 (1952 年 , 第 29 页 ); MTS: “HEM PISA, FE 
何 一 个 适应 欠 荡 地 的 植物 种 都 不 能 找到 它 本 身 正 常 发 育 所 必须 的 条 

1) 中 . 恩格斯 :“" 反 杜 林 葵 ”,1948 年 , 第 65 一 66 页 。 
2) 详 见 B.H. ROK (CykadeB) 的 著作 ，195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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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因 此 , 莹 地 上 原 有 的 种 早晚 都 必然 网 成 别 的 种 , BESS 
轮作 所 创造 条件 的 种 ”(1951 年 ,第 18 页 )。 

- 这 个 原理 和 自然 界 所 看 到 的 事实 落 不 一 致 , 何如 : 了 
田 上 现在 也 逮 能 见 到 不 少 草原 植 物 一 一 洋 水 仙 、 元 金 香 、 侮 果 山 获 
BE REBD. BAK MRE, FEMS: TER 
AERBAAM. RG BERAR VRE NAD RKESS, 
A, @A— ASHE Ra Ee re H_: BAR eis eee fal 

的 相同 的 种 之 间 的 差别 。 
wT.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大 多 数 杂 章 薄 不 生长 在 自 pet 

(196248, 第 28 页 ) 。 然 而 ,事实 上 , 属於 草原 区 和 森林 草原 区 的 农田 
SPY PEMERL AY ARIE ARS, Bilin: A. MEARE, FR 

Spiraea wmaria, Reina , BA. BRT. WHR AR 

SAE PY PEMEEL, 部 份 是 古生物 〈apxeobrr)。 大 部 份 过 些 其 它 的 杂 
草 种 也 生长 在 自然 三 落 中 。 八 可 以 吉 榜 性 , 在 中 央 黑 土 区 域 的 土地 
上 930 年 之 内 记载 了 将 近 450 个 农业 播种 时 常见 的 种 ( 卡 米 含 夫 ， 
1940 年 )。 其 中 对 农 业 上 最 有 害 的 是 : PETE. BEAR, 玫瑰 苦 荣 、 黄 
FSR EB ES A ABS aAe, ws fA (Linaria vulgaris Mi- 
lL), BAK (Huphorbia virgata W. et K. M.),. BRR Cumex, ~ 

E)、 列 当 属 的 一 些 种 、 繁 缕 、 列 衣 章 的 一 些 种 以 及 其 它 许 多 也 生长 在 
自然 难 落 中 的 种 。 已 经 确定 ,50% 以 上 的 种 是 起 源 放 党 地 的 , 过 是 章 
(iS RASS RB RR MARA, EAB 
FAAS LRA mi, FE A LER 
ASME NORD E. Mot, LRA ER 
Ny Ae He AS Hy ERE AREAL. PE BSE IL, SEARAEAR SY 
WMG HERE FA SE OAS TEER ESE, 山谷 吉 和 其 它 策 源 地 上 ) 猎 
常 碰 到 的 杂 章 予以 注意 。 基 至 在 杜 诽 丛 耶 夫 嚼 学 院 (石头 草原 ) 的 田 
地 上 , 内 然 已 经 运用 了 晨 业 章 田 耕 作 制 的 全 部 还 节 , 但 也 逮 不 得 不 消 
耗 大批 人 力 和 物资 来 防止 杂 章 。 

HGS ARETE SS 19 eS RENTER ARIE PRAT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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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BSS MARE RIE am eRe AEE Re 
GUAR TAINS) 清理 田地 , 即 清除 章 栋 和 整地 , 1A LER LATE 
连 的 非 盎 业 土 地 上 的 有 害 杂 草 ， 而 不 是 那些 如 像 黑 秦 章 we HES a Ss 

等 的 产物 ， 融 些 东 西 可 能 又 有 另外 的 发 源 地 。 集 中 注意 从 极端 稀少 

的 产物 ， 就 等 蕉 族 使 农业 植物 学 家 们 觅 序 对 我 国 农 田 现 存 炎 害 的 问 

= | | 

REZ PWS AE Be ASE ZR PY NT EE A 3 EY PN AE RE BE 

DORA ine. Ele, 其 中 忽视 了 种 的 形态 .生理 .上 生态、 地理 以 及 

历史 等 方面 的 内 容 , 即 忽视 了 关 雁 种 的 基本 的 \ 现 代 的 和 多 样 性 的 意 

Se. TENS BRE hat Bl, “ 同 榜 在 理 葵 自然 科学 上 也 不 

能 先 改 想 出 一 套 联 系 , 而 后 把 它们 搬 用 共事 实 ; 而 必须 要 和 从 事实 中 来 

得 出 各 种 联系 , 把 它们 找 出 来 , IAL, SERA RE Ae WER a 

fA”. 生 有 物 学 上 的 种 是 一 复杂 的 自然 现象 , 花旦 , 是 历史 发 展 的 
现象 不 能 修 把 它 硬 按 在 普 洛 克 吹 司 特 斯 (Procrustes) 的 织 杨 上 * 

Seb, AHEAD. O. ZEA RHEE. Hoan, 在 他 一 篇 
LIYE PE BE + EHH, 而 是 事实 上 存在 的 单位 ? 

(1946 年 ,第 396 页 )。 但 是 ， 也 不 能 赞同 到 种 讼 法 : 认 篇 种 的 概念 是 

抽象 的 , 而 另 一 方面 ， 单位 也 是 抽象 的 。 在 汉 句 话 驯 ， 前 面 所 否定 的 

那 一 点 , 代 到 和 后 面 给 肯定 了 。 在 过 个 问题 上 , K.A. 季 米 里 亚 捷 快 是 接 

种 一 系列 的 种 , 如 果 拿 它们 来 相互 比较 的 话 , 就 是 然 可 怀疑 的 客观 事 

” 实 。 确 定 种 的 学 发 的 第 一 批 分 类 学 家 们 就 是 从 滨 种 客观 事实 、 而 不 
是 和 从 抽象 的 概念 出 发 的 "(1949 年 ,第 456 一 457 FD, 

BLE, ALAC EAL AIRS. THESE, 按照 中 。 
恩格斯 和 BLM. 列宁 的 见解, 75h MEW RSE, HES — 
RWB BAAR. ©. RUITREAS: CHER Wy ERE 

—_—_———_ 

1) BUR: “ELD”, PRE MAL, 1948 年 ,第 315 页 。 
Er PRAMS SG 7 Be ET BE ES, OS RIC, 

AAP RAS RANE SS, HG GEG GE —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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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的 , 而 正 是 实体 的 粽 合 , HGRA PTR MIS SAC, BUS 
一 点 , TO DLR AS: AJL Ohh RTT As VS, HEMT AEE 
RNS AGS, TGS RRS, 就 能 认 别 出 种 来， 就 能 控制 
它们 站 改 敬 它们。 但 是 ,无论 是 抽象 或 是 概念 , A EER 
学 中 , FS, 没有 它们 , 科学 就 不 能 发 展 :“…… 没 有 种 的 概念 , 全 部 科 
学 就 化 篇 岛 有 2。 

(ANB, “BSS IL, BARAT FE 的 概念 作出 一 
个 令 人 满意 的 科学 定义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 1949 年 , 第 415 页 ), BAR, 38 
可 以 用 种 种 客观 原因 来 解释 : 第 一 , 不 能 断定 那 一 些 性 状 才 是 至 部 
动 、 植物 种 的 一 般 性 状 和 根本 性 状 ; 第 二 , 不 同 的 种 , HE - 
本 性 状 也 是 极 不 相同 的 ; 第 三 ,假如 不 探 用 专门 研究 ,根本 性 状 就 往 
往 不 能 奥 非 根本 性 状 民 别 开 ; 第 四 , 动 植 物性 状 不 断 地 随 外 界 条 件 而 
改变 , 那些 动 插 不 定 的 非 根本 性 状 能 ' 转 爸 ' 篇 根本 的 、 稳 定 的 性 状 。 
虽然 如 此 , 由 从 过 个 使 我 们 感到 内 趣 的 概念 缺乏 一 个 定义 , 在 科 

学 上 以 至 在 实践 上 就 发 生 着 困 订 。 同 时 , BEE —-B SEERA LAK 
PIAS ABU,” ”“ 但 是 , (ES BREA, EER 
便 的 ; 有 时 , A TE EA, See eRe AE ES 
上 也 是 必须 的 。 

正 是 篇 了 过 个 目的 , 假如 不 过 欠 苛 求 科学 的 完善 性 , 种 就 可 以 确 
定 仿 历史 形 成 的 ,最 接近 认 个 体 的 单位 , 即 具 有 共同 起 源 和 共同 自然 
分 作 区 的 、 在 形态 上 、 生 访 上 相似 的 、. 具 有 相当 稳定 的 根本 特征 底 广 
多 个 体 的 炉 一 单位 。 

HR MELE He Uy BARS IS BU ETS LE: 务 使 各 个 不 同 生 物 学 部 门 的 科 
学 家 们 共同 努力 认 研 究 现实 诗 论 的 问题 , RS A DE, 站 发 
展 先进 的 唯物 主义 的 过 泵 女 主 义 思 想 ; 正 是 因 篇 有 了 各 种 思想 ; 芯 维 
埃 生 胸 学 家 才 得 以 在 世界 上 估 有 上 先 进 的 地 位 。 但 是 , 篇 此 就 必须 要 

一 一 -一 一 

1) ©. 胃 格 斯 :< 自然 汐 怀 凑 ”, 国 家 图 叫 联合 出 版 社 。 
2) 同上 ,第 176 页 . 
3) _ 中， 恩格斯; “ 反 杜 林 葵 >, 1948 年 ,第 7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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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创造 性 的 科学 批评 ， 因 和 念 ，“…，… CORLISS, 没有 批评 的 自 
由 , 则 任何 科学 也 不 能 发 展 和 繁荣 ”1)。 Cena > 

[作者 ，，H. C. Kametmes. 原 题 : Mpo6mema sunga u Bunoo6pa3zoBpanua C 60Ta- 

HMKoreorpapuyeckon TOdKH 3peH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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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甜 论 中 的 
做 个 哲学 问题 

I，B.， 普 拉 托 苍天 
CCRT Ba” 1954 年 第 6 期 ) 

近 两 年 来 ,在 生物 学 方面 的 科学 杂 读 上 进行 了 关 
长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兰花 。 由 基 在 讨 蔡 的 问题 中 
发 生 某 些 重要 的 生 和 时 科 学 哲学 问题 ， BRPRACR 
在 我 们 的 刊物 上 进行 这 些 哲 学问 题 的 诗 花 。 

epee EA-XRKET OFA RR 
ee Se, Cl SD) 

Une RIES EAR EEO ERR AKESERE 
im Z—. ic, ARE RUI ERS Hei SURE LG 
HAMAS ERB | 

言论 eee eer ere ay eee TS 
AMF, “植物 学 杂 读 ”以 及 “ 黄 斯 科 自 然 科学 研究 者 协会 公 “ 
报 ”“ 列 宁 格 惑 大 学 通报 ”批评 了 李 森 科 过 篇 女 章 的 一 些 基 本 原理 。 
反之 ; “普通 生物 学 亲 话 "现代 生物 学 的 进展 "、“ 农 作 学 "、“ 泪 种 与 
SLE” PERIL” Ry BU ESE HI REE SCH, 
稚 访 李 森 科 的 观点 。 

HEAR ACH BEATE He HH Ws HA Se SS A= PR, 3 
BULPISE SHERRIE Eh See 

— sites Py FET a 5s Fe BY Dt A FB 

HSE SU, PP Pele BLT we A A, EAS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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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来 是 极端 狄 险 的 和 片面 的 。 他 个 倾向 於 把 过 个 间 题 公公 如 千 篇 由 

Bs ARMM, HAY AA. | 
He hi y SEEE” 1954 年 第 2 期 刊登 的 篇 辑 部 的 “物种 与 物种 形 

成 问题 讨论 的 若干 结论 及 其 今后 的 任 萝 " 一 妇 中 , 也 有 滨 种 缺点 。 在 

| BEM, 提出 了 许多 正确 的 原理 , HH TE SA 
NLR RAMEE. BRAN, 是 许多 作者 以 前 就 已 逃 提 出 

来 的 一 种 思想 , 过 种 思想 认 人 篇 过 个 问题 肉 该 从 香 践 观点 的 角度 来 浊 
SHR, 认 篇 过 个 问题 的 最 后 解决 ， 只 有 根据 专 四 的 、 精 黎 的 实验 才 

有 可 能 。 但 是 , 过 篇 女 章 的 许多 糙 论 , 是 不 能 同意 的 。 

在 我 倍 看 来 , 例如 划 称 “现在 已 经 完全 倒 人 信服 地 证 明 整个 观念 

《 指 李 森 科 关 从 物 种 形成 半 题 的 观念 一 一 作者 广 ) 没有 事实 根据 、 理 

mi LBL ee te LAS SEPT ER LA RAD, SESSLER, “HE 
Wy SMEs Seis eat Bi Ab FY SESS TE PER AM a, BS 

Hi Ae eS ANG LS BS Sk BEAR SS i BA ih FPR il FE DAS 2 3 i 

相 了 矛盾 。 
ABE, 关 题 甚至 不 仅 只 在 过 一 方面 。 在 女 章 台 , 忽略 了 像 物 种 形 

成 过 程 的 源泉 和 动力 问题 演 榜 的 物种 形成 理 葵 问题 。 在 吉 篇 女 章 

He, 正 像 在 MSs LBA hast eZ aE, 物种 形成 闻 

题 明智 到 直 化 种 向 新 种 过 滤 的 形式 的 决定 。 但 是 过 种 提 法 是 完全 没 

有 根据 的 。 有 物种 形成 过 程 的 原因 ,动力 问题 , 因而 也 就 是 有 机 界 整 个 
进化 的 问题 ， 无 可 辩 习 地 是 言论 的 问题 的 中 心 。 改 明 引 起 新 种 形成 

的 有 机 苯 类 型 的 仁 轩 之 特征 和 方向 , 也 是 极其 重要 的 ; BZ, ww 

是 说 明 : 有 机 体 的 先 骨 是 纯粹 偶然 的 和 不 人 雄 定 的 呢 , BEER ES EE 

一 定 的 规律 ?只 有 根据 到 一 点 , THER WRB LMR, Bh ee 
EL HEAT AY, ee 

Feia SUAS A AR — PP ES 

PTE 3 E738 = ASE, PERS A hy SEE A it By 

1) “RE Yo7A HESS”, 1954 年 ,第 3 期 , 第 220 页 。 中 经 广 见 "科学 通报 ”1954 年 ,第 
12 期 , 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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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和 过 尔 妇 的 著作 中 , 都 有 某 种 程度 的 关 明 。 许 多 其 他 的 竺 易学 家 ， 
特别 是 路 里 耶 、 赫 月 黎 、 赫 克 泵 、 别 蜗 托 夫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 梅 奇 尼 科 
KPI, 科 马 区 夫 , SRE LC IF PERE. 
林 及 其 风 承 者 们 对 信物 种 形成 于 题 以 及 租 成 泛 一 问题 的 一 切 因素 的 
AI, 具有 互 大 的 贡献 。 

奥 魏 斯 曼 、 摩 尔 根 主义 者 的 唯心 观念 相反 , 米 丘 林 改 展 了 过 泵 广 
SS, UTTER, 新 有 机 体 类 型 形成 的 决定 因素 ,是 有 机 体 竺 
活 的 环境 条件。 
同时 , 米 丘 林 也 指 山 , 有 机 体 历 史 地 形成 的 遗传 基础 有机体 的 
本 性 ,对 认 有 机 体 某 些 新 狂 型 的 发 生 具 有 极 重 要 的 意义 。 在 授 卉 不 
网 的 情况 下 ,有 机 苯 不 是 同化 一 切 、 不 是 同化 任何 周围 的 环境 条件 ， 
而 只 同化 那些 在 其 祖先 系 芋 发 译 过 程 中 形成 了 需要 的 环境 条 件 ; 在 
SIGE, 对 从新 生活 人 条件 的 同化 , SLES. ARE 
化 的 新 条 件 , 只 是 那些 他 个 以 前 所 同化 的 条 件 最 相近 的 部 分 。 此 和 外， 
有 机 体 的 不 同 种 , 如 果 基 至 它们 同化 相同 的 条 件 , 也 只 所 谓 各 按 各 的 
BR, BHM DME. PEK AR ERE ERIE HH, Heo Sy 
场 休 件 发 生 殉 化 时 ， 是 通过 对 某 些 它 以 前 所 不 习惯 的 条件 的 同化 而 
LH 

2k EK PERL LAE BEBE JURA Je ik EEE AS 
$2, SEA MOE, BESET LAER, RBS SE 
Se MIR EBA AREY, TEA PL SY. Ge 

We ok BE Ay EFT ESA, SREP RET ES ee THE 

7 7A tS ee BRA AAI I, BOK PR ER DOR. Fe Tel 

We (BE OK PEN, ill EE Hl AT RSE Do EY SR 

38 fi AS 1948 26 4 BES eR Ste 8 A eae TA 

YK PKL RE PR, SLES TERA PTE a ee. AG, 

dy Fy SESE” Bae Eh ae ee = FE 森 科 物种 形成 的 整个 观念 是 有 缺陷 ， 

的 , 那 末 , RAN BEA SSUES, SEK 了 米 丘 林学 LES ERLE 

是 有 缺陷 的 , TOK PRB RY A SESE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讨论 中 的 越 个 哲学 问题 69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E) SE PSEA 
in AS BE 6 OT 

hy SARS, Aime BE a, BOAR, Bee 
Bat AHN SE ZA HE TS. A, OF SR TE im 
森 科 天 及 有 物种 的 新 学 说 21) 3c, DR ILD RE S&B is ts ES 
rH, PTE BIER Ags ERENT BOK PE EY 
惜 的 是 , RUBE Le A, 过 一 点 极其 
明显 地 表现 在 他 们 合 写 的 “有 机 体 的 相互 关 傈 和 自然 玩 择 的 理论 的 
研究 22) 一 文 之 上 。 同 时 伊 万 诺 夫 一 再 声称 , 他 不 否认 环境 在 有 机 晒 
发 展 中 的 作用 ， 而 只 否认 环境 所 引起 的 釜 婴 的 通 应 性 。 依 照 伊 万 匡 
夫 的 意见 , RUT AMER, WOLSEY, ADE 
AY, WIENS. DE, AAAS PME SRR 
存 下 来 ,而 有 害 的 爸 黑 就 消失 了 。 伊 万 诗 夫 认 坊 一 切 构 黑 是 完全 不 
定 的 ,纯粹 偶然 的 。 因 此 ,事实 上 甚至 过 泵 女 的 一 定 :( 或 者 类 和 地) 侈 
Sh, 他 也 不 承 现 。 依 照 伊 万 诺 夫 的 意见 ， 环 场 侈 化 是 一 个 简单 的 刺 
激 , 过 种 刺激 棕 毫 不 决定 有 机 体 区 黑 的 特性 。 换 车 之, 正如 下 面 所 表 
明 的 一 样 ， 伊 草 诸 夫 反 对 必然 论 观 念 在 生物 学 中 徽 底 实 现 。 他 认 篇 
FS PSS BH BY, SR A Ay CRE) PRE, 至 
少 是 目的 论 , TG LEREA, 就 是 神学 。 

” ， 伊 万 计 夫 就 是 各 榜 反对 唯物 地 理解 生物 界 发 展 规律 的 最 基本 的 
东西 。 非 常 明 题 , 过 种 观点 只 能 使 生物 学 家 在 建立 新 有 机 体 类 型 中 
解除 武装 。 它 们 剂 奢 了 科学 家 舟 业 实践 家 通过 建立 通 当 的 有 机 体 
竺 活 人 条件 来 控制 有 机 体 本 性 的 可 能 性 。 
eR UA BS REE Al, 很 明显 地 与 农业 

和 实践， 特别 是 现在 广 省 实行 的 动 植物 风土 避 化 的 资料 ,以 及 生物 学 
利明 业 科学 的 许多 事实 相 矛 后。 恩格斯 逮 在 十 九 世 多 10 年 代 报 道 

1) “植物 章 杂 蒜 ”, 1952 年 ,第 6 期 。 中 主妇 见 “ 关 长 物 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言论 ” 
第 工 集 , 科学 出 版 社 , 1954 年 ,第 56 页 。 

2) “普通 生物 章 杂 莫 ”1954 年 ,第 4 期 。 



70 BGS Yn FE BS oy ET a PS RE 

”到 些 事实 时 , BEVEL ABE, He FRY AER, “Er 
eRe ARTS SESE wey")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他 写 道 :“ 哪 说 有 生活 的 
原生 质 存 在 , 哪 训 就 有 原生 质 的 刺激 和 原生 摘 的 反 订 。 因 篇 原生 磋 
由 於 慢 慢 侈 化 着 的 刺激 的 作用 , 发 生 同 样 的 爸 化 (否则 它 就 会 死亡 )， 
那 末 一 急 有 机 尊 必须 具备 同一 的 表现 , BYTE MERE, 2) 
巴 甫 洛 夫 , 米 丘 林 和 其 他 了 唯物 主义 生 有 物 学 家 所 持 的 芋 发 点 是 , 承 

723 RARER, 小 在 自己 的 著作 中 全 面 地 险 证 了 它 。 同 时 , 他 们 都 
与 唯心 主义 生 有 物 学 家 不 同 ,不 是 把 有 机 体 的 通 内 性 看 作 一 开始 就 在 
有 机 体内 打下 基础 的 .向 完善 方面 发 展 的 神秘 意图 ( 伊 万 谐 夫 也 以 过 
RARE, 而 是 看 作 有 机 体 的 网 县 与 某 种 外 部 条件 作用 
WHA. Slim, 巴 甫 洛 夫 着 重 指出 , 有 机 体 通 朵 的 反应 ， 也 正如 在 非 

”生物 体内 在 一 些 通 当 的 人 条件 影 玫 下 所 发 生 的 任何 化 学 和 有 易 理 现象 一 
样 , 是 不 包含 甚 麻 超 自然 的 ,不 可 解释 的 东西 的 。 巴 甫 洛 夫 提出 : “在 
送 订 性 的 事实 中 , 包含 甚 麻 呢 ?” 接 着 答 道 :“…… 除 开 复 杂 系 统 攻 因 
素 之 问 的 精 礁 联 系 和 它们 与 周围 刺 志 联合 起 来 的 整个 煽 体 ee 是 其 
麻 也 没有 。?23) 

AMA, PREAH. BE CRE, WEBRSS, 
说 他 们 是 目的 论 、 甚 至 是 神学 , SE LSE J KE, 
巴 甫 洛 夫 以 及 其 他 反对 实际 的 .而 不 是 虚构 的 目的 论 的 战士 , SSE 
Fe bts oe EES a RE. 7 

= am PRB RE De ES PT a BY he 

SUMiB iS, AHEM BRN SEATS ERY. AUPE FS 

PIM 是 种 进一步 发 展 , EAR BME CA AAS RTE” CARRE)» TE 

AG iB PRA PASE, AEA ae Se 

$67 [EAS RSET EMEC HEF” (OTE). FAR AE ” 

1) “自然 故 怀 法” 人民 出 版 入 1955 年 版 ,第 174 页 。 
2) “Sepa”, 1948 年 ,第 321 页 。 
3) “ERS ARERR”, 1949 年 ,第 137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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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 PIRES ESO RL Ze ROR, 甚至 在 入 
FRIED. MBE, NS MTN RE IEA Set ee a, 
| Shik G7 ie —iit Pr a-seit @ Ase Set — ISA 
效 的 。21) 

| ME, RANE GS BI SER ESET ITE BE 
”的 断言 的 批评 意见 , 而 且 相 反 的 , YER CLS yee 2) Ra A Hy 
永 持 过 种 不 正确 的 断言 。 

HIS ea WAY PR il, PETE HG SCHEMES MAHER PZ BS — ER 
SR AGTARE ENS BS PEI BL AL” FEAT SE RRL, PRL SEL, BF 
73 IGE FAs Sak BS VE SEE BE AP ES ANY i BER eR 
律 的 人 , PAS SSeS PAE BAR OT ED A it, IL Ry Sk eB ae 
BERL ANSE TE EY BYE IRENA, HIRE BA HD 

| MSS LE. 
SEAR RF BS BE FS Se RE ey 
FAA TOME. WAH, BLAST HS TRE Ay 
mils Ihe BER A FBG | 3c, 特别 是 摘自 马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上 的 引 
KX, WARE AE RR. TERE, RAC EEE Ie 
BAAS HI BAT Bs PE BIE “PE EH Tid EF JS BP SBS 
(在 马克 思 和 恩格斯 的 著作 上 , 以 及 书信 和 各 种 手稿 上 可 以 找 出 过 些 
Bim)» HERPES Sit, 那 未 可以“ 证明 "马克思 主 义 的 货 基 人 完 
全 否 屡 自然 界 的 繁殖 过 剩 ， 也 可 以 “ 苹 明 "他 们 相信 繁殖 过 剩 到 处 存 
在 。 但 是 如 果肉 观 地 半 待 吉 些 言论 , 不 去 预先 确定 一 个 目 醒 要 党 些 
fin AEA ILA, BAC, 马克 思 和 恩格斯 不 完全 否认 自然 界 的 每 
殖 过 剩 和 种 内 门人 等, 同时 对 过 泵 女 过 高 地 估价 泛 些 因素 淮 行 了 批评 ， 

1) “RGA ARABAREBAAR, 生物 学 部 ”, 1952 年 , 第 6 期 ,第 11 页 。 
顺便 指出 , Bh 马克 思 列 宁 弯 篇 和 社会 主义 和 共 过 主 义 是 一 种 社会 烃 济 形 廊 

EYP Ta iS Be Eh A I, (PS Eta BS FR AAR BAAS WA SB EP FS 
Wii fs RE. 

2) “RPA RRA HAAR”. 1953 年 ， 第 1 期 ! PUMA pp Se 
1954 年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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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一 点 就 叙 得 很 明显 了 。 
因此 , 无 葵 如 何不 能 同意 区 卡 切 夫 院 士 的 意见 , (ARS 

Bee! “ 责 稻 过 泵 文 和 看 到 巡 泵 广 的 GES) , 不 是 在 谎 他 发 现 了 1D Bh 
植物 界 的 繁殖 过 剩 以 及 由 此 而 引起 的 生存 闵 等 ， 而 是 在 基因 页 文 无 
条件 地 接受 马尔 萨 斯 关於 人 与 人 的 关 傈 的 学 必 ……22) 
毫 然 疑 冯 ， 马 克 思 主义 经 典 作 家 不 能 鞠 同 巡 泵 女 在 社会 方面 的 

HE BRS, PUTER RSMAS: 人 类 的 发 
展 ; 一 直到 其 道德 品质 的 形成 , 伺 乎 是 生存 头等 在 人 们 之 中 作用 的 车 
果 。 但 是 , 他 个 认 人 篇 过 泵 女 马 尔 茵 斯 式 的 错误 不 仅 如 此 而 已 ; 而 且 在 
PREBLE AAW SARA RRR 。 
的 规律 之 一 。 恩 格 斯 在 反 刁 过 页 女 时 指出 , FERIA PA Se 

完全 没有 发 生 的 情况 下 , SARA LY De. Hiei ee 

经 可 以 看 出 , 繁殖 过 剩 放 及 由 此 而 引起 的 种 内 站 等 , BRE 
生物 界 发 展 的 必 不 可 缺 的 因素 。 
SSS IA EE, FEES CEE Ey BR A RAE, 3 

He Wy 58 fy lial FOIE BH BC ESE ESE ALY BS Ae 

出 来。 我们 认 人 篇 ， 梅 奇 尼 科 夫 当时 在 过 个 问题 上 发 表 了 最 正 克 的 观 

点 , WARES SER, ILE, SRA 
MOHEBAR, BANAL RAR A, BE 
HEB, 在 过 台 他 们 所 持 的 出 发 点 是 , RATERS AU 
是 内 在 对 立 的 问 等 。 但 是 ,驱使 种 内 门 等 的 观念 吉 样 来 次 合 辩 证 唯 “ 
Wye RAGLAN. . 

A DUE GH RE IIE, BSE, 过 种 矛盾 决定 
$e Hy PRLS , WE AO BUDE SEA ESR, 亦 即 决定 生 “ 

1) BYVMAARABA, 还 必须 指出 , KRDARASM CAPA 
Hii), EDTA IEMN. TAMARA, SRM, BPRS Rea al 
Mm RVI. Nie— BCS ERIE bh MWA Be 去 ， 兹 推广 
cua asin BRK MEASS AER —M. 

2) “HEP Hts”, 1953 年 ,第 工期 ,第 89 A. He 3c FA [ee 
题 的 计 论 ”第 2 集 , 科学 出 版 社 , 1955 年 ,第 54 页 。 



MACH LER HEAL, 新 队 代 谢 不 是 在 一 个 种 的 族 有 机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庆 论 中 的 闪 个 名 学 疝 题 73 
— 

RB A RSS HE RTD AS a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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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种 的 个 体 , 而 是 依靠 另 一 种 的 个 体 和 依靠 非 生物 界 的 条件 。 的 确 ， 
不 论 动 物 和 植物 在 其 个 体 发 育 的 最 初 阶 段 , 通常 或 者 是 直接 依靠 母 
体 来 营养 , 或 者 是 依靠 母体 的 储 积 物 (以 卵 、 种 子 等 囊 面 的 营养 物质 
的 形式 ) 来 营养 。 但 是 在 所 有 滨 些 情况 下 , IEA Ay SE el 
具有 某 种 新 陈 代 谢 ( 或 其 相似 的 东西 ) 的 某 些 其 他 情况 一 榜 , 通常 有 
机 体 是 从 其 对 本 多 得 那些 由 从 其 遗传 所 需要 的 物 蛙 。 因 此 , 现在 看 
到 的 同 种 族 个 体 之 间 的 新 陈 代谢 的 情况 , PARE RAR BER, Lida 
固 现 存 的 遗传 性 。 

现在 的 精 葵 不仅 是 天 从 有 机 体 新 陈 代谢 是 生命 本 质 的 唯物 主义 
学 络 必 然 的 还 辑 炉 结 ; 它 也 是 从 农业 实践 综合 中 , 从 特别 进行 的 实 砍 
中 所 几 党 得 出 的 必然 烙 论 。 例 如 大 家 都 知道 , 在 培育 和 胚乳 分 睁 的 
植物 胚 时 , 多 得 大 量 多 样 的 植物 类 型 , 大 大 超过 了 珊 类 作物 的 一 般 伙 
SARE, PERLE ULF, 植物 得 不 到 母体 储藏 在 胚乳 中 的 必需 物质 ;, 在 
它 发 育 的 最 初 阶段 (过 时 人 它 的 可 塑性 特别 大 )， 已 经 开始 受到 不 同 环 
卉 条件 的 影 玫 。 因 此 形成 许多 和 普 本 根本 不 同 的 新 钴 型 。 相 反 地 ， 
在 正常 生长 时 , 植物 胚 获 得 了 它们 必需 的 现成 形式 的 车 养 物质 , 使 得 
它 个 具有 极 大 的 稳定 性 。 

je ASPs, 在 某 些 情况 下 , 种 内 关 傈 仍然 可 以 引起 该 种 的 某 些 个 
体 新 陈 代 谢 型 的 释 化 。 例 如 在 播种 密度 极 高 的 人 条件 下 ,， 由於 植物 必 
需 的 生活 人 条 件 不 足 ， 某 些 个 幅 能 够 开始 适应 新 的 、 它 们 不 驾 惯 的 人 条 
fe, 引起 新 阶 代 谢 型 因而 整个 有 机 体 的 侈 化 。 关 似 的 现象 十 之 八 九 
是 在 密 播 中 被 研究 的 植物 显著 的 个 体 和 丛 黑 的 原因 之 一 。 但 是 不 内 看 

到, 在 过 圳 新 陈 代 谢 型 的 八 化 首先 不 是 直接 由於 该 种 的 不 同 个 体 的 

相互 作用 ， 而 只 是 间接 地 ,由 有 锥 它们 改 针 了 生活 的 环 场 和 休 件 。 因 

此 , 种 站 关 伟 在 新 的 生物 类 型 发 生 过 程 中 跌 然 也 可 以 起 一 定 的 作用 ， 

但 是 筷 不 仅 克 对 不 是 根本 的 . 而 且 它 也 一 点 不 是 过 种 新 的 形成 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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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因 素 。 
在 自然 愤 择 的 那些 因素 (如 生存 性 ) PTE, PEPE 
BEE FASE MIE, 情形 恰好 是 过 榜 。 某 些 个 体 的 生存 或 死亡 、 
消亡 视 过 些 个 体 对 周围 还 卉 顺 认 , 通 应 的 程度 而 定 。 当 和 然 , 种 的 所 有 
个 体 , 就 它 对 过 个 种 的 每 个 个 别 个 体 的 关 傈 说 来 , 也 可 以 看 作 琶 卉 因 
素 。 但 是 , 如 我 们 所 已 经 看 见 的 , 它们 不 是 有 机 体 必需 的 过 种 组 境 的 ， 

主要 因素 , WHS, 它们 不 是 有 机 体 生活 的 决定 条 件 。 所 以 种 内 关 
傈 不 可 以 看 作 是 决定 革 一 个 体 存 活 的 主要 原因 。 渤 种 原因 是 有 机体 - 
对 周围 生活 人 条件 , 同 榜 对 环境 的 某 些 不 良 因素 的 或 大 或 小 的 通 肉 性 。 
种 内 关 傈 在 消亡 过 程 中 可 能 起 一 定 作用 主要 只 是 间接 的 , BRA 
等 以 及 与 不 良 自然 条 件 的 癌 等 进程 起 着 某 种 正 的 或 负 的 影 潮 。 在 题 “ 
dose 
恩格斯 所 写 过 的 、 种 内 问 等 根本 不 是 自然 遐 择 必 不 可 少 的 条 件 。 因 “ 
此 , 僻 卡 切 夫 及 其 他 作者 的 论断 , 似乎 没有 种 内 问 等 种 的 发 展 就 不 可 “ 
能 实现 的 论断 和 现实 没有 任何 共同 性 。 它 拖 着 我 们 后退， 把 我 们 和 从 
米 丘 林学 襄 所 确定 的 对 让 然 选择 的 作用 的 其 正 科学 地 理解 , 拖 向 篇 
生活 所 搂 秦 的 陈腐 观念 。 

我 们 _- 面 指出 了 人 区 卡 切 夫 关 用 种 内 门 季 亿 于 是 淮 化 必需 的 条件 
的 断言 毫 无 根据 ， 同 时 也 不 能 完全 同意 李 森 科 提 出 的 种 内 关 傈 的 解 ， 
释 。 李 森 科 院士 记念 在 自然 界 中 完全 没有 繁殖 过 剩 , 也 没有 种 内 问 
等 和 种 内 互助 )。 和 从 党 一 断言 出 发 ,使 得 他 在 解释 大 量 发 生 着 的 胚 

和 由 胚 所 多 得 的 成 长 个 体 的 量 之 间 一 般 看 到 的 抵触 现象 的 原因 时 ，，” 
便 和 泛 圳 正确 强 调 的 种 间 半 等 的 作用 以 及 和 不 良 自然 条 件 问 等 的 作 “ 
用 一 道 , 被 迫 求助 尽 野 生 植 物 存在 特 丈 性 质 的 假定 一 一 即 所 计 “ 自 然 “ 
Rib”. E 

“El PRA DE LER EA ELS LARA ETE A el, ERASE 
BEV AAAS UAE, FITTS EAE A EY we SST AACA 

1) BRISA RAW”, H 542.572.587.588 等 页 , 195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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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时 ,过 一 名 漳 被 广泛 运用 着 。 然 而 林学 家 在 党 种 情况 下 谈 到 自 
PRG, 不 是 指 有 机 体 具 有 的 茶 种 特殊 性 质 ， 而 只 是 指 ， 随 着 林木 

的 生长 , 在 树木 间 发 生 的 生存 吝 等 (包括 种 间 的 和 种 内 的 问 等 ) 的 糙 
“时 。 李 森 科 谈 到 自然 稀疏 时 ， 是 将 它 作坊 野 生 植 物 具 有 的 一 种 特别 
的 生物 学 上 的 有 签 的 性 质 。 但 是 他 所 引用 的 、 FURR We SE 
事实 和 论据 是 不 大 可 靠 的 。 所 以 许多 诗 论 会 的 参加 者 公正 地 批 利 了 
自然 血 葡 原理 , 指出 它 没 有 发 现 有 机 体 由 此 发 生死 亡 的 物质 原因 。 
在 探 用 “自然 稀 玖 " 构 念 的 同时 , 李 森 科 漫 探 用 了 “相互 抑制 ”的 

概念 以 代替 种 内 装 竺 的 概念 。 李 森 科 认 篇 它们 之 间 的 差别 在 基 , 在 
种 内 问 竺 时 巍 当 发 生 一 植物 对 另 一 植物 的 压抑 , 而 在 相互 抑制 上 时, 似 
卑 只 是 植物 普 台 的 减弱 或 普 吉 死亡。 事实 上 , PETIA SM Ie 
有 任何 原则 性 的 本质 的 差别 : 当 黎 播 的 时 候 , 经 常 发 生 某 种 程度 的 、 
开始 是 植物 的 一 般 的 相互 抑制 , 以 后 随 着 过 种 抑制 的 加 强 , —— i RE 
力 小 的 移送 话 力 大 的 个 体 所 压抑 。 

此 时 也 可 能 有 (中 则 , 显然 是 极 少 的) 过 样 的 情况 : 即 党 相互 的 抑 
人 制 加 强 到 融 种 程度 ,以致 一 株 个 体 也 没有 人 匹 存 , 或 者 , 至 少 , AKER 

Fo 

ART Fis Ag BY FA AYSAR ES SARA . Wee A Dee EE PY 

mse EC Muxpoycnosna ) Pets fiat ics CAL AB AY , FA Pik HE SY 

RIE), “EMAIL PEM, TG LR EA 
24M, BH Seeel 2 hit PER SEES, PERE — AEE 
BB fy Hlien, He PSREES J BR), AEDES A Has ER Hh IER 
Ke 
研究 了 种 内 矛盾 的 情况 , TS, APES RES 

1) K. M. 查 瓦 德 斯 基 进 行 了 研究 种 内 关 侨 的 有 趣 实 验 。 根 据 过 些 实 萄 , 其 中 确 
定 了 , 在 用 大 窟 高 度 密 播 大 田 作物 或 蔬 荣 作物 时 (在 100 平方 厘米 面积 上 执 播 
(RBM 1,000 Fi, 或 者 肉质 植 根 类 作物 重子 达 100 颗 ), 窟 中 所 有 中 心 的 
植物 都 性 性 了 , NEBL. ARERR. FRR 
低 的 好 方 ,中心 植物 内 有 王 存 ,但 发 生 比 移 系 的 要 差 得 多 ( 爸 关 "植物 音 杂 亦 ” 
1954 年 ,第 4 期 , 第 515 一 543 页 )。 



76 关 套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诗 葵 

. 间 薄 没有 原则 性 的 差别 。 所 以 关於 自然 界 是 否 发 生 种 内 葡 等 或 个 体 
相互 压抑 的 等 论 , 充其量 只 是 一 个 名 习 的 等 论 而 已 。 假 如 回 敢 一 下 ， 
李 森 科 在 承认 相互 压抑 的 同时 , 也 承认 了 有 机 有 物 的 那 种 性 质 , 如 生存 
PE, VE EAB AS RR AS, 每 个 有 机 体 都 具有 不 同 程度 的 生存 性 时 ， 
过 一 点 就 使得 特别 明显 了 。 而 相互 压抑 与 个 体 的 不 同 程度 的 生存 性 
的 亿 同 动作 只 是 过 页 女 所 请 种 内 站 和 健 过 种 现象 的 另 一 种 发 法 而 已 。 
必须 说 明 , 李 森 科 在 自己 最 初 的 .反对 将 种 内 问 等 当 作 自然 选择 

的 主要 因素 的 著作 中 ,， 售 霜 循 着 马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的 经 典 作 家 和 革 些 
EERE BR, 如 梅 契 尼 科 夫 ,对 从 种 内 问 等 表示 的 正确 观点 。 例 
如 他 1940 年 的 葵 女 “恩格斯 和 过 页 女 主 义 的 某 些 闫 题 ” 就 是 过 楼 富 
的 。 但 是 , UE, ARE TPE hE A, HTH TS 
RIG RITE A PRR RPE BR ( 1945 年 )， 以 和 后 又 指出 ， 
在 自然 界 中 完全 没有 也 不 可 能 有 繁殖 过 剩 和 种 内 同等 ( 1947 年 )。 
FADIA, 李 森 科 在 谈 到 种 间 和 种 内 关 傈 的 特性 时 , BE 
分 正确 地 引起 生物 学 家 注意 於 后 者 的 质 的 特殊 性 , 过 种 特殊 竹 在 蕉 ， 
种 内 关 傈 是 篇 了 保 叙 种 的 存在 和 繁 柠 的 。 我 们 也 想到 , 巍 当 将 一 个 
种 的 各 个 体 之 间 存 在 的 条 属 的 、 种 族 的 关 傈 作 篇 种 内 关 傈 的 特点 之 
一 。 过 于 谈 到 的 是 生物 种 中 绝 大 多 数 个 体 间 发 生 的 不 断 杂 交 的 意 
义 。 胸 种 所 以 是 某 种 纯粹 的 ,和 其 他 种 有 着 质 的 差 轴 的 东西 , PEA 
程 是 起 着 包 成 作用 的 。 由 大 不 断 的 杂交 ,所 有 个 体 的 和 对 体 的 通 认 
化 化 开始 普及 於 至 部 种 或 者 种 的 稳 大 部 分 。 

李 森 科 关 从 种 内 关 傈 与 种 间 关 傈 的 质 的 差 轴 的 原理 的 正确 性 其 
至 也 篇 他 的 革 些 论 茸 所 承认 。 例 如 僻 卡 切 夫 悦 : “RERB, RA 
意 李 森 科 到 一点: “个体 种 内 相互 关 傈 不 能 像 我 们 平常 对 它 个 理解 的 
AEE, CLARA EPR BAS, ARIE ES. 因 篇 所 有 

过 些 相互 并 傈 都 只 是 售 了 保生 种 的 存在 、 A MA CE 
多: 入) 

1) “SEA A HERE”, 1953 年 ,第 4 期 ,第 323 页 。 重 点 是 我 加 的 一 本 妇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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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D, SUR RAN EY 
ee oe OAS knee 
| UE. 
: fe BE FeU-Ke Pe A SBN ARPS ROE aA BAE HE 
贰 的 。 例 如 ， 他 同意 李 森 科 的 一 切 种 内 关 傈 都 是 篇 了 该 种 的 繁荣 的 

上 发 法 , 同时 他 写 道 , 种 内 获 刍 (他 把 它 看 作 种 内 关 傈 类 型 之 一 ) 对 谎 移 
上 种 的 存在 小 不 是 必需 的 , 但 是 它 却 是 种 的 进一步 发 展 , WT 
的 形成 不 可 使 少 的 条 件 。 此 外 , BRS AEE OB 8 FHL SBE 
Ee EE PTE FESS EB CALA EM, 各 种 “不 

YUEN” ERE ERIE AE. ALPES AS ACH 
SRE AE LAL EAS AERO ALA TY, PAS RE 种 内 
| PRB RID TEE ATI SI A, 在 自然 界 中 “党 
EY AB), MAINA A IC). ARTES EB BB 
RAE ATE. GATS SL, TEAR R SE 
情 。 

ZEAL SAP EPSP GE “RE” (HOE a BETAS 
AUG). AAR ORA, thi, RA CART 
Tes 2B ae “FEA EEE AREAL 
从 的 ,而 相反 地 ， 可 能 是 有 雷 的 ”3) 可 是 我 们 记 不 能 完全 同意 李 森 
Bh, 也 不 能 完全 同意 芍 卡 切 夫 , 由 然 他 们 中 的 每 一 个 评价 种 内 半 等 时 
“有 着 很 装 贵 而 有 答 的 想法 。 

BPE, 篇 了 保证 种 的 繁荣 , 组 成 种 的 各 个 体 都 在 玉 可 能 更 大 量 
的 生殖 后 代 。 澡 榜 做 之 所 以 必需 , 是 因 篇 当 生 殖 不 足 时 , 所 有 和 后 代 将 

在 对 抗 其 他 种 和 不 和 良 自 然 因素 的 问 等 中 会 被 消减 掉 。 生 胸 , Mn BSL 
FE (A. H. Bexetos) 所 确定 的 , 合 是 容易 消减 , 对 它们 的 生殖 供 铃 

资料 合 加 映 富 。 有 机体 的 上 述 性 质 , 也 正如 其 他 任何 能 力 一 榜 , 是 由 

1> 参半“ 林业 研究 所 通报 ”1953 年 ,第 1 期 ,第 35 页 。 
2) 同上 ,第 40 页 。 
3) “ 嚼 业 生 物 章 ”第 4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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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E AE ATE. PEP ERR AED ES TS OC 

RRM AAR BAR SHITERD, 后 代 的 大 量 出 现 使 物种 有 可 能 
有 足 量 的 个 体 微 炉 浊 行 生殖 。 但 是 过 种 适应 是 很 矛盾 的 : RA 
等 和 自然 因素 的 不 和 良 作 用 由 从 某 种 原因 而 沽 弱 的 时 候 , 该 种 的 个 体 
在 某 些 地 方 比 它 个 生存 的 资料 多 些 。 吉 就 引起 求生 存 的 直接 的 种 内 
FASE. FHM, 在 平常 条件 下 “有 利 的 ”高 扰 繁 殖 , 在 相反 的 情况 下 就 
GRE”, (ABE WS Wee, LAREN, 通 
AE A7RHE Be AR BS TS BE, RES AR OF 
PAG AD PSPS FH EY HE EE. 
所 以 , Hin ARN ASHE TRE’, WEE AIRAARAD 

避 名 的 , Ti AZ ATHENS. ASSET RAMS, 才 有 可 能 解 
程 有 机 体 缺 少 某 些 实现 种 内 癌 筷 的 特殊 适应 力 。 所 以 有 机 体 人 缺少 某 
BEER ATED » 移 不 可 如 李 森 科 和 他 的 那些 氛 访 者 所 做 的 那 榜 , 看 
作 反 半 承 认 种 内 站 等 的 论据 。 在 那些 场合 下 , 当 种 六 门 等 发 生 上 时 乞 

不 是 夭 助 代 革 些 特殊 的 适应 力 来 实现 的 , THESE AS 
位 进 行 种 间 站 等 以 及 和 不 良 自然 条件 癌 竺 的 全 部 通 赂 力 。 在 过 训 ， 
BLOM MED MEA SEL. | 

ES IL SUA PS SE TS BOY “RE” EASE Td BE 
ie 史 然 在 种 内 站 等 进程 中 ,个体 也 发 生 了 一定 的 减弱 , 其 中 甚至 也 
包括 那些 成 坊 胁 利 者 的 个 体 ,但 是 汉 种 减 弱 在 种 的 最 后 发 展 中 也 得 
到 茶 种 程度 的 抵消 , 因 乱 种 内 门 委 ， 如 上 面 已 经 指出 过 的 ， 在 新 的 有 

机 关 型 发 生 的 过 程 中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Tin ed A TE 
较 通 座 的 个 体 存活 。 同 时 种 内 门 刍 甚至 在 生物 界 的 淮 步 发 展 中 也 可 
以 起 某 些 作 用 。 

不 仅 由 於 繁殖 过 剩 而 招致 的 那 种 祖 雷 是 相对 的 ， 而 对 繁殖 过 剩 
理解 本 身 也 一 榜 。 峻 所 周知 ， 该 种 个 体 聚 居 的 某 种 稠密 度 在 它们 个 
体 发 育 的 某 一 程度 上 是 多 余 的 , YEA PARE LD. 38 
在 播种 某 些 蔬菜 作物 , 尤其 是 胡 莫 草 的 例子 上 可 以 看 得 特别 清楚 。 
Hea, 胡 幕 敬一 胃 播 种 极 窗 ， 而 以 后 再 耘 除 一 些 幼苗 ， 以 



a 19 
HE. WISE DL A RR RG AG Hh BE 
。” 造 种 情形 。 过 样 似 乎 可 以 减少 种 子 的 消耗 ， 泪 且 不 须要 花 时 间 去 间 

“” 蓝 吧 。 但 是 如 果 种 蔬菜 的 用 吉 种 方法 进行 工作 ; 那 他 个 将 得 不 到 胡 
” 划 荀 。 半 而 柔嫩 的 胡 攻 萄 苗 不 能 单独 地 透 过 土壤 表面 所 形成 的 板 精 
Wt, 因而 在 十 中 死 掉 。 即 邻 其 中 革 些 得 见 天 日 , 它们 也 将 受到 许多 其 
” 相 危 险 的 威 痢 一 野草 ,疾病 、 盘 害 ， 阳 光 直 接 照 射 作 用 等 等 。 因 此 
” 压 中 很 多 刚刚 再现 久 地 面 的 都 死亡 了 。 假 如 播种 很 密 ， 刀 昔 就 像 刷 
” 子 似 的 ,就 能 透 过 土壤 的 板 糙 层 , 站 顺利 地 和 不 良 的 非 生物 的 和 生 胸 

”的 还 进 因 素 对 抗 。 内 然 其 中 很 多 慌 性 认 吉 些 因 素 作 用 下 , 但 是 大 部 

亲本 

分 幼苗 仍然 保留 着 。 随 着 植物 的 进一步 生长 ， 它 们 对 和 营养 面积 的 需 

RRA, 就 可 能 过 到 它们 开始 相互 妨碍 的 上 时候, 换言之 , 在 它们 

之 问 发 生 了 让 接 的 种 内 辣 稳 。 肖 就 正 是 人 类 不 得 不 才 助 植物 的 地 

Gs WA DR ey tt. 

be ie cm chat) > che hee ees 1 eal anes 4 a Bee 

在 自然 还 场 下 , Pilin, MAME, 在 同一 个 种 的 栽培 区 1) Fe 

也 可 以 看 到 , 省 密 的 幼苗 开始 有 利 谎 幼小 个 体 的 生长 ， 而 以 后 ， 随 着 

植 胸针 管 卷 面积 需要 的 增加 , 它们 之 间 可 能 发 生 引 起 站 等 的 矛盾 。 但 ， 

是 吉事 不 会 有 人 篇 的 对 萌发 枝 的 路 伐 , RAIS EE RR, ES bit 

”将 在 种 内 同等 的 影 滁 下 , 以 某 一 部 分 个 体 凋 落 的 方式 发 生 。 

种 内 (如 同 种 间 一 样 ) 植 物 有 俭 的 和 有 宪 的 相互 影响 不 一 定 随 着 
时 间 相 互 转变 。 它 们 道 常 也 同时 发 生 。 例 如 , 假如 森林 中 的 柑 木 互 
ANGI He, SEMANAS TAGE, 那 暑 它们 同时 也 互相 才 助 和 章 本 植 - 

Yn, JAS) Sez (werpowan) PASE, 互相 玫 助 建立 均衡 而 提高 的 混 谋 等 
等 。 因 此 , 没有 任何 根据 完全 反 时 种 内 门 等 以 及 种 内 互助 。 因 此 在 
| SAREE, 可 以 是 有 害 的 相互 影响 起 主要 作用 , 而 在 另 一 些 障 

。 委 ， 则 是 有 利 的 相互 影响 起 主要 作用 。 整 个 就 来 在 森林 植物 的 共同 
Heer, Silty, WEL ea CRSA BIA IS GT SIE BE A HY GEER, 
S26 F280), SHARING, DUG REN SEIR, BORE 

1) RAAB, SA, 只 可 以 相对 地 改 。 和 蔷 种 的 有 机 体 一 道 , 完全 不 
可 避免 地 也 将 生存 很 多 其 他 种 的 有 机 体 一 一 复 菌 、 和 细菌 和 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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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tH. | 
HAN FS RA AAs (其 中 也 包括 和 同 “ 
种 的 各 个 体 ) 的 联系 和 协调 的 全 部 复杂 人 隆 和 矛盾 ， 那 未 就 会 十 分 明 
, 那些 生物 学 家 的 断言 是 多 麻 片 面 。 吉 些 生 物 学 家 有 的 如 , 种 内 似 - 
OOS AE, 也 没有 互助 , 有 的 说 ， 随 时 随地 看 到 的 仅 是 问 等 或 者 
仅 是 互助 。 活 生生 的 生命 , 永 焉 是 得 比 任何 牵强 附会 和 片面 的 公式 

= GARB Rp hie 渡 的 形式 

现在 葬 我 们 转 到 华 种 向 新 种 过 小 的 形式 的 问题 上 来 。 李 森 科 的 
扰 可 年 辩 的 功 续 ， 就 是 首先 他 强调 生物 学 家 们 巍 读 注意 种 是 特殊 的 
质 和 有 上 生命 物质 的 特殊 类 型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过 页 女 本 来 就 把 种 理解 
篇 特殊 的 质 。 但 过 泵 女 在 过 种 情况 下 却 错 误 地 解释 了 种 的 概念 , 全 
认 篇 种 是 篇 了 方便 而 随意 想 出 来 的 对 种 的 了 解 上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的 
肯定 访 法 是 跨 进 了 一 大 步 , 他 让 篇 ， 种 是 自然 界 所 提供 出来 的 ， 而 不 
是 人 虚构 出 来 的 , GRR “Ae FGA GE SEAS FRR, 各 些 间断 , AE 
人 们 带 给 自然 界 的 ， 而 是 自然 界 本 身 强 使 人 们 接受 的 "。D 在 过 一 方 
面 , 李 森 科 也 力求 清楚 地 提供 种 的 概念 的 客观 内 容 , DRI “ 
种 同 另 一 种 的 质 的 差别 , SESE A. BOR, 他 所 列举 的 种 的 定 
闵 漫 溃 不 是 完善 的 。 特 别 是 , 在 汉 一 定义 中 没有 着 重 提 机 种 的 动态 
及 其 经 历 。 和 从 设 明 种 的 性 状 的 一 切 炎 合 中 , 他 仅 注 意 到 种 内 关 傈 的 ， 
PPE, 而 像 该 种 所 固有 的 一 定 新 陈 代 谢 型 各 样 极 重要 的 因素 , 他 却 没 
有 注意 到 。 更 奇怪 的 是 ,经常 强 调 每 一 个 种 都 有 着 自己 的 、 特 殊 的 、 
只 有 它 寺 有 的 新 陈 代谢 型 的 , 却 正 是 李 森 科 。 

除了 给 种 下 的 新 的 定义 的 试 圆 之 外 , 值得 注意 的 是 , SRP 
图 把 过 页 妇 的 理论 从 让 浅 进化论 的 错误 中 解 觅 出 来 。 但 是 , 我们 不 
能 修 承 认 李 森 科 的 下 列 断 言 是 正确 的 ， 他 认 人 篇 “片面 的 、 良 浅 的 进化 

1)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全 集 ”, 第 6 B, 第 .1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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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是 过 泵 文 主义 的 基础 "7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一 作者)。 尤 其 是 不 
能 同意 那些 “深化 ” 吉 一 错误 断 车 的 生 胸 学 家 们 的 意见 ， 他 们 公开 地 
宣称 , SMES pi LBA, KES AE 
32 ff ACESS SE HPSS, TEA A A TB 5 

ESR AP IAS PS Aa a Ss ES gH ne Hh ‘ET 
F208 T ARSE T SEW SCAESS. OKIE. BARRA RE UE 

| RTECS CEE A LS TS, SES. BR 
Ey Re PS Ba CE Ey ESS A I, BERT ES 
别 的 错误 原理 ,过 些 个 别 的 错误 原理 是 由 共 那 一 时 期 生物 界 科学 将 
料 的 了 永 平 以 及 科学 家 们 哲学 观点 的 不 微 底 性 所 决定 的 。 

SEALS TLS EL AS SE BCE SE A, 但 是 , 也 不 
PEA ES EL a AR EL, 他 们 断言 SE SCAESETER 
KE A PIGAMEAEZE NY A, 换 句 话说 , WEEE SCA SET PRE 
Wy FRE JB AERA ME hy ESE NEE? 

SE TH SCHUSEEETT TERE, HERR SE AY SCHEBE TE TE 
LE ATURE ESE HY, TT ERG G Ha SEE T PT HERE, 来 说 明 
32—2E A Oa BRP SODE RS, 但 在 那 时 它 的 某 些 原理 无 
疑 地 是 不 符合 苹 马 克 思 列 塞 主义 的 哲学 的 , 因此 , RBM SRA 
辩证 唯物 主义 性 质 的 烙 论 , 不 能 认 乱 是 正确 的 。 

2 SC BE IT RT Ay RS ASD: RE, AT 
个 别 的 大 法 论 方 面 的 错误 。 关 从 过 一 类 的 错 谈 , 正如 上 面 所 府 的 , 75 
是 不 加 批 和 着地 感染 了 马尔 功 斯 的 反动 的 人 日 花 的 公式 ,以 及 对 种 的 
概念 的 主观 主义 的 解释 。 巡 泵 女 不 止 一 次 地 重复 的 形而上学 的 见 

- 解 一 “自然界 是 没有 科 蹊 的 ">， 也 是 错误 的 。 马 克 思 在 他 自己 同 恩 
格 斯 的 通信 中 对 法 国生 有 物 学 家 特 烈 莫 的 “人 类 及 其 他 生物 的 起 源 和 
发 展 "一 书 欠 予 了 好 证 , 他 把 在 过 韦 中 所 关 发 的 观点 的 其 他 许多 优点 

1) “SRE ee”, Hs 664 页 。 
2) “HEY leas”, 1952 年 ,第 6 期 ,第 805 一 817 FH. esc “RA we 
形成 关 题 的 言论 ?第 1 3, 科学 出 版 社 ，1954 年 。 



. 82 Eid 5 OES ER RE TZ cB Ta 

EM ACB ERBIMT, canton. ene BUS “fe 3 DE 
类 型 Hy SL 
RICA eS LAA, ro i AyD, 

2K EAM. ZRH BEL Smee 
IR APSE TE SE TESS LL @ ESE?” PE MTRRMMA, 

Pot, Seat lel He RE Re BCE SS Hp Ts BE ae 9 = 
BE, DA ERE SEN LAT Ee RE, 过 一 起 ， 
MSA) T RA NE BRA BAM. REE, 

不 得 不 确认 , 他 们 支持 李 森 科 的 完全 有 答 的 首创 精神 的 同时 ; 没有 及 
时 地 对 他 的 意见 中 的 个 别 错误 和 引起 等 葵 的 原理 进行 批评 。 甚 至 某 
些 作 者 作出 了 高 深 莫 测 的 结论 ,让 篇 李 森 科 已 研究 出 了 有 物种 形成 问 
题 的 辩 羡 唯物 主义 的 新 理 葵 。 在 各 种 精神 之 下 , 特别 是 H.B. EBA 、 
(在 1952 年 以 前 ) 、B.C.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和 所 M. 特 洛 申 等 作者 发 表 了 意 
A. RXR WEARERS OEE AE RR 
时 的 特别 的 分 析 ， 还 在 自己 的 某 些 著作 中 不 加 批 逢 地 把 它们 转述 。 

李 森 科 完 全 正确 地 指出 被 达尔 女 所 探 用 的 形而上学 的 断言 
RIL SIRE ESE, 列 振 了 一 系列 的 关 太 改 明 一 种 “着 
生 ” 另 一 种 的 极 激 烈 的 飞 趴 的 许多 事实 。 一 其 中 的 某 些 事实 过去 在 科 
学 和 和 实 路 上 都 是 大 家 所 知道 的 ， 但 在 那 时 得 出 了 另外 一 种 解释 。 现 
ERE PRN BREICEMDAN-RRE. BAAS 
(EAS PEL FER T De CRE 
ANZE AA LAGER AY SES EY SRR MER. O 
. 4k WESe BS LOC TE HEI T GME, PGS LT ABE 
核发 育 , WEEE I ER, PS 
BAK BRIBE TED BEAUTE _L, SEPESEIE DLA /D BFE SEAS SE 
OREM RAK Cline) MRAM. MRSS A 
发 表 了 另外 一 些 观 点 ， 但 , PERMA, PTAs LRA AR BE IESERE 

1) “BRE BRRBR”, 第 23 和 父 , 第 37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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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所 提出 的 那 种 解释 更 合 人 信服 。 
许多 作者 们 毫 无 根据 地 .而 有 时 简直 是 莞 就 地 企图 断言 , 李 森 科 

的 关於 一 种 产生 另 一 种 的 观点 ， 簿 佛 是 恢复 居 炊 革 和 多 密 尼 的 激 爸 
论 或 科 里 格 泵 、 科 泵 仁 斯 基 、 德 - 弗 利兹 和 具 尔 格 等 人 的 突 爸 论 。 例 

B.M. 科 堪 - 坡 梁 斯 基 D5 和 和 I H.B. 巴 甫 治 夫 2 等 人 都 发 表 了 类 似 的 意 
。 “植物 学 厅 读 "的 入 辑 部 的 论文 杰 以 同一 精神 论述 了 过 一 问题 。 
etapa t RASH AGUIE, 107 SDR HE 
MEIC, TOAD LARME te SUTEAL ME LAURE I 9 
UR) BAR ALLL” BORE. (EERE RRR A 
据 的 。 

不 要 忘记 ， 居 灯 华 已 否认 了 死亡 了 的 类 型 和 现存 的 类 型 之 问 的 
PERE. MWS, 在 过 去 生活 过 的 种 由 余震 扰 了 地 球 表面 的 激 欧 的 
PREMOMT. WEP AOE T A AL 
SAE LE A RT A. ESE FE AR I 
#8, HABEAS EARLE. SATE 
至 “如 算出 了 ”在 地 球 上 共有 27 AERO ITN AIRE TT HY. 
个 可 以 看 出 , PEARL A LY TEAL” SUR ESE nh “SB” FY 
BALAI TET | 

BES SPER OL BT He AUB (IIE EY SR A Hs Ha BEI 
AE WROTE LET. RUS, Oreo 
MAAC PUN AEF NYS THEME” 75 ESE CHS By JA 
原理 。 根 据 德 - 弗 利 兹 的 意见 ; FRE (JE) THAT RA SF DL AS 
的 不 傅 环 场 休 件 影响 篇 转移 的 某 种 内 部 衙 动 的 业 果 。 突 爸 花 和 械 代 
生殖 葵 乃 是 唯心 主义 和 形而上学 的 概念 在 生物 学 上 的 反映 。 相 反 
Sih, 李 森 科 在 自己 对 物种 形成 的 观 黑 中 是 以 唯物 主义 的 理解 弄 寺 在 
有 机 体 发 展 中 的 决定 作用 篇 出 发 点 的 。 李 霖 科 同 德 - 弗 利 兹 的 全 别 
AC, 弗 利兹 认 秀 新 种 类 型 的 形成 是 纯粹 的 偶然 现象 , 而 李 森 科 则 

1) “植物 学 杂 甘 ”，1953 年 ,第 有 期 。 
” 2) “植物 章 杂 蒜 ?，1953 年 ,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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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明 具 活 条 件 对 种 的 爸 轩 的 有 规律 的 .相应 的 影 池 。 因 此 ; 在 主要 的 
和 基本 方面 ,也 就 是 襄 在 物种 形成 的 原因 和 方向 的 关 明 中 , = 
德 - 弗 利 兹 是 站 在 正好 相反 的 立场 。 

李 森 科 的 对 有 物种 形成 的 新 纲 念 的 反对 者 个 ， Ge Heme NE Bee 
EBL Ae ll Ve BLE MERE NB aL EB PLE Fe BS i BE 
THF EE EE, 在 我 们 看 求 , LSE EID 
4. seta 

es, SPSS LG A OMAR RGERES DD ” 
MENS. Palin, A SE HERETO | ee A 
AG, 使 得 由 此 形成 的 个 体 , SE ETE EE, BOMBS, 没有 任 
何 可 怀疑 的 。 就 是 过 泵 女 也 不 反对 自然 界 中 到 榜 的 现象 。 内 然 艺 B. 
KERR I “EAE PEF A ARR ESS Te’ GE 
SA ty Sa SSF He HW HSER BS RSE THANG AT AEE), ARTE ER 
下 一 次 的 指出 ,迅速 地 形成 新 的 、 极 能 通 应 周围 环境 的 类 型 的 可 能 
性 。 大 家 都 知道 , 米 丘 林 合 经 猴 得 了 许多 杂种 ， 它们 根本 不 同僚 丙种 
BAR, (NESE AT EP REE a 

在 吉方 面 特别 有 趣 的 是 米 丘 林 所 多 得 的 董 荣 百合 ， 它 和 原来 的 
” 类 型 具有 一 系列 不 同 的 特征 。 关 有 认 过 一 新 的 、 具 有 极 大 适应 性 的 狂 ， 
WA ARTE, Ok ER BIE, “PERE EE, FER 
更 健康 的 发 育 的 相反 性 质 的 条 件 的 站 等 中 的 现象 是 显著 的 。 而 更 加 
值得 注意 的 是 ， 上 述 通 巍 现 象 不 是 还 新 地 、 用 自然 选择 的 方法 获得 
的 , 如 巡 泵 文理 论 中 所 氢 述 的 , 而 是 在 一 世代 中 一 下 子 获 得 的 2 

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所 落 “ 植 物 的 生活 ”一 书 中 的 空白 上 ;， 米 丘 林 记 
FT BSS, ASS, 自然 界 中 的 和 谐 以 爵 史 发 展 的 很 慢 的 “ 
FLEES), “ATE ST BRAS EN PE CHES Sy AR 
PB Ey BE eH) AYE MBS A ES, HES TER ATE. 3 
Fife 2 ES Hy REY, TRE PSH. 

1) ORRDEIR”, 5 3 BH 181 H, 1948 年 。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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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浊 些 事实 又 一 次 证 实 了 ,在 很 多 情况 下 由 一 种 到 另 一 种 的 
和 急剧 过 滤 是 没有 任何 怀疑 而 必须 承认 的 。 
BUR AG SE FT HE, 积 果 的 事实 材料 可 以 确定 不 同 种 有 机 体 的 、 

甚至 同一 榜 的 种 中 的 物种 形成 过 程 , 但 是 在 不 同情 况 下 , 下 不 是 以 同 
”一 种 形式 发 生 的 。 

马克 思 主 义 辩 证 法 数 半 我 们 ,在 不 同 休 件 下 由 华 质 到 新 质 的 过 
小 和 这 不 是 相同 的 。 在 生物 界 中 , Pa PPE ERR BEANS ET WE 
下 的 生物 类 型 的 多 种 多 样 性 , 由 一 种 质 到 另 一 种 贤 ， MILB, 新 种 的 
“形成 一 式 一 样 地 发 生 , 过 是 很 少 可 能 的 。 在 过 吉 也 和 在 物质 现实 的 
其 他 范围 内 一 样题 然 , 欠 可 以 发 生 从 一 种 质 到 另 一 种 质 的 急剧 过 
DE, 也 可 以 发 生 逐 渐 的 质 的 法 化 。 

件 麻 决 定 着 各 种 或 那 种 形式 的 由 蔓 种 到 新 种 的 转 伙 呢 ?首先 应 
当 是 在 种 的 形成 过 程 基础 上 的 那些 矛盾 的 性 质 。 吉 种 矛 后, 如 上 面 
所 已 经 改过 的 , TORS ETRE. CAVE NSPE, 吉 就 是 它 对 生 
活 条 件 的 谷 需 要 ， 和 由 及 环境 伙 化 发 生 的 新 生活 人 条件 之 间 的 矛盾 。 
假如 过 些 生 活 人 条 件 的 药 化 是 微不足道 的 , 假如 它们 不 超出 该 种 有 机 
体 需要 和 范围 以 外 , 它们 就 不 会 导致 有 机 体 簿 传 性 的 爸 化 , 而 只 制 狗 着 
它 的 生活 力 的 区 化 。 假 如 生活 条 件 的 侈 化 是 很 重大 的 ， 那 就 会 发 生 
新 陈 代谢 型 的 爸 化 , 因而 引起 整个 有 机 体 、 它 的 遗传 性 的 叙 化 。 过 是 
不 是 就 标语 着 新 的 侈 种 或 者 新 种 的 形成 呢 ? 过 仍然 要 以 生活 条 件 的 
爸 化 急 齐 和 题 著 的 程度 来 决定 。 更 和 急 庆 的 生活 条件 的 侈 化 , 以 及 由 
Ge HE AY. EAM AE SE By BPR BIB, 将 会 意味 着 有 机 体 
FN ES ASL. BR, 当 上 生活 人 条件 伙 化 时 , Sra ey 
形成 只 有 在 演 种 条件 下 才能 发 生 : 假如 有 机 体能 够 同化 过 些 休 件 当 
化 。 在 相反 的 情况 下 , ARE R BME, 而 且 相 反 的 , @ BIAS, 

许多 近 作 年 来 对 从 物种 形成 问题 发 表 言 论 的 生物 学 家 , 题 露 了 
SUT IEE PH EEE. RR, BS TRE 

2) Slee B.II. SARA OK GR A PRR RR” — 1 99 
页 ,195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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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篇 斯 大 林 所 搂 秦 的 企图 , 吉 种 企图 就 是 马尔 及 其 门徒 倍 的 把 飞 ， 
WARES SR. AG, 在 讨论 过 程 中 , 许多 作者 把 生物 界 飞 路 
sh RNG ELA ORL SOK, 但 是 , 到 榜 的 对 立 是 完 
全 不 合理 的 , 因 坊 依照 马克 思 列 宁 的 哲学 , 飞 趴 一 概念 首先 不 是 与 速 
度 、 而 是 与 发 展 的 性 质 联 系 起 来 的 : 一 种 事物 质 的 方面 的 人 释 化 , 即 从 
蔓 质 向 新 质 的 过 滤 , 不 管 进 行 的 快慢 如 何 , 是 意味 着 飞 中 的, 革命 的 。” 
相反 的 , 事物 量 的 方面 的 叙 化 是 进化 的 。 此 外 ,必须 着 重 指出 , 甚至 
最 慢 的 逐 测 的 质 购 , He AU SS BS EL I, JECT fs 
完成 的 。 因 此 ,， 质 释 在 其 所 有 可 能 逐渐 进行 的 情 襄 下 , PRI, 
BeBe PEAY RE, TRAE IESE A, 

SUCH: iy BR HART EAE hE 
(yet, 至 今 逮 跟随 过 页 妇 之 后 ,否认 生物 界 飞 蹈 的 存在 。 非 常 明 。 
显 , 如 果 没 有 隶 路， 就 是 广 如 果 没 有 相当 的 质 低 ,要 发 竺 新 种 是 完全 
不 可 能 的 , 因 篇 任何 新 种 都 是 完全 一 定 的 新 质 。 

伊 万 诺 夫 欠 物种 形成 过 程 中 飞 蹈 的 问题 , ARAL 他 要 
把 作 仿 一 种 质 向 另 一 种 质 的 过 滤 的 飞 趴 (他 认 人 篇 过 种 飞 趴 是 必要 的 ) j 
SEB LEED AMATI (ARES EAR 
必要 的 ) 区 别 开 来 。 伊 草 诺 夫 杜 把 出 来 的 过 种 糊涂 的 飞 中 的 分 类 ;在 。 
刊物 上 受到 合理 的 批评 。 因 此 , 关於 过 种 分 类 本 来 可 以 不 再 谈 了 ， Z 
是 伊 万 诺 夫 在 不 久 以 前 发 表 的 一 篇 重要 论 女 1) Be, AR Bese 

”党 从 合理 的 意见 的 批评 , MAAK, CECA CORRE saan q 

BOG 15 0 ASE IE TO. CARL, PE EEE 
REL, A MARAT HE ASS RTC RE. HUE SE RE ME EE, TE 
EB) SF FEL OE A SETI, (ESE SE AE, AED. 
25 SLPS BE HDT DRE HE DG AE HT HG TSR CS “SR TE 
VA), BASIE DIR LATER AT REE” TIED) « q 

必须 承认 , BEALE Hy RE RA LOTR TY SPE A SES 

1) “BARR rp HERR”, 195444, OF 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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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ARRAS SES Be EE ERA 
和 仔 竹 , Wid ELA PSHE EE ET IES, 1 
一 种 质 过 滤 到 另 一 种 质 的 形式 ,而 是 经 常 根据 不 爸 的 公式 或 现成 的 
二 般 和 概念 。 例 如 在 我 们 的 女 责 中, 至今 渤 很 少 关 明 巍 该 如 何 来 了 解 
逐渐 的 质 伙 的 问题 , 各 种 质 药 与 逐渐 量 伙 的 原则 性 的 区 别 何 在 的 于 
题 。 莫 至 党 过 种 问题 在 基 一 件 工作 中 提出 来 时 ,问题 的 解决 尝 是 汉 

” 样 一 般 化 和 不 确定 , 以 致 企图 把 它 几 用 到 某 种 具体 发 展 场合 , 就 立 询 

发 现 它 毫 无 根据 。 另 一 个 最 重要 的 、 也 是 在 我 们 哲学 文献 驯 研 究 不 
足 的 问题 是 关 从 发 展 过 程 的 间断 性 和 连续 性 的 问题 。 特 别 是 必须 

专门 来 讨论 : 在 还 渐 质 区 时 发 展 的 间断 性 表现 在 哪 训 ? 以 上 就 是 过 
” 样 一 些 哲学 问题 , 过 些 问 题 哲学 家 、 特 别 是 辩证 唯物 主义 领域 内 的 专 
RHA AMES TDL, 来 在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进一步 研究 中 玫 
助 生 物 学 家 。 

研究 现在 物种 和 有 物种 形成 讨论 过 程 中 等 论 的 某 些 哲 学 问题 ， 使 
我 们 得 出 下 列 烙 论 

1) 米 丘 林 的 败 承 者 们 、 特别 是 李 森 科 在 发 展 米 丘 林学 Las Ay [al 
时 , 完全 正确 地 如 篇, 有 机 和 体 生 活 环 场 ,条件 的 改 绝 , 是 物种 形成 的 最 
BRR. ARE RLY BE, 不 是 纯 偶 然 的 、 不 确定 的 ， 而 是 有 
规律 的 .完全 符合 产生 它们 的 生活 条 件 的 。 因 此 , ROR a 
A> Fi BE 357 br AES LC, 是 生 易 科学 发 展 中 的 退步 , MEE ES BRL 
学 中 的 无 定论 的 表现 之 一 完全 扫 秦 出 去 。 

2 ) 地 森 科 在 其 一 些 著作 中 着 重 指出 , 种 内 关 傈 和 种 问 关 保有 质 
的 差 昱 。 他 正 秦 地 批评 了 某 些 生物 学 家 的 言论 ,过 种 言论 认 乱 繁殖 

RAR AMEE RRB, MOE OE, BL PRE HE AY 
Me FAROE RTT BREN. (ASE, 李 森 科 也 有 错误 , 他 完全 否认 有 上 生 
存 癌 等 存在 , 站 企 图 以 < 自然 稀 朴 "和 腊 !“ 相 互 抑 制 ” 的 概念 来 代替 到 个 
as. “HEAPS 3 ia CER “HER”, “GRIEVE BD) 党 然 是 有 
ie PEE, 不 是 完全 准确 地 确定 出 种 内 关 傈 的 特点 。 但 是 , 使 用 到 个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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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S ARE. ELEAF RRR KG 
HARARE — FEARZE, “ARR? RARE BORE 
WHE, Se IRE LRA MEAS AES PIAS Hy DERE. 
了 更 加 深 太 地 研究 种 内 关 傈 和 种 间 关 傈 的 特点 ,特征 , DE A 
的 试验 和 观察 

3 ) 现 在 进行 的 诗 共 Pa REA (EE BLP EP DE BR TSN 
FURAOYIERERDe. ZSHRMET ANY ER, DRE CREEL 
平凡 进化 论 解 释 的 个 别 错误 。 但 是 , 过 一 问题 的 现状 , RAE 
李 森 科 所 提出 的 一 个 种 由 另 一 个 种 产生 的 观点 , 是 某 种 能 概括 整个 
有 机 界 的 完整 学 说 。 往 了 进 一 步 发 展 物 种 形成 学 属 , We DAES 
精密 的 试验 , 来 研究 一 个 种 由 另 一 个 种 形成 。 生 理学, 生 有 物化 学 和 锈 “ 

胞 学 的 研 完 肉 当 在 过 方面 发 挥 特别 重要 的 作用 , 可 惜 的 是 汉 些 研究 ， 
近 表 年 来 我 们 膛 是 极 少 有 人 照顾 。 

4 ) 莓 联 科 学 院 和 全 莓 列宁 嚼 业 科 学 院 也 许 早 就 肉 党 在 易 种 形 
RAN RAR, 试验 要 有 吉 些 问题 的 不 同 观 点 的 代表 
Bin. WRASSE, RM Hey SHE TE SE-B 
PIES LA SEA, FURS A | HB” HEE a 
“SAGA” (ai AC HERD”) LEH Bae LP 
AZINE: BHR LOR BEA 
行 搂 枝 , BRAG hh Bm EE? 4 

BS He Se EAT SMR AY LE 
HA, 不 怕 “ 家 本 不 可 外 扬 ”, WEA. PEER a 
的 过 程 中 , RRR MAS, EMER, “ 
己 革 些 与 运 些 学 者 的 意见 有 不 同 看 法 的 地 方 保持 颖 默 , 惟 恺 对 “对 
He HMC, KC EAL ICT BS BO, 
WEEE; BME MOET MAT. IR UE, Ante 
中 , TEMES BR, A PEE LTE OE Hh ES 
ABDI HE. ZARA EMER A REAR, HAMS 
祖国 科学 和 社会 主义 国民 经 济 作 了 许多 事情 。 但 是 , I 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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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 ARs Wa SAR SE A AG, THE HAS PE MAY SEER, 
PEMME HESS EAA, 那 未 ; 他 们 将 做 出 更 多 的 事情 。 当 然 ， 考虑 
到 和 过 种 情况 , 不 仅 对 欠 许 多 科学 工作 者 , 而 且 对 过 些 科 学 学 派 的 首领 
本 人 都 是 会 有 极 大 的 好 不 的 。 | 

: (ERE. AER TRE 

【作者 : UT. B. Tinarovos. Fifi: Hexoroprie punocopckue BOHPOC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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