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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面临着生境破碎化的危机C物种保护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C并不是所有的人对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

产生及其关注的海洋岛屿都很熟悉3但是越来越多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都是有目共睹的C岛屿生

物地理学和集合种群理论是目前物种保护的两个基本理论C物种迁入率和绝灭率的动态变化决定岛屿上的物种丰富度

是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3而集合种群理论关注的的是局部种群之间个体迁移的动态以及物种的续存条件C在

概述两个理论形成D发展及其核心内容的基础上3着重比较它们的异同点以及在生态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3并论述物

种保护理论范式从岛屿生物地理学向集合种群理论转变的基本背景和原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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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然环境都可看成是大小D形状和隔离程度不同的岛屿3而且岛屿有许多显著特征3如地理隔离3
生物类群简单C这些特点为岛屿的生物学特征的重复性研究和统计学分析提供了方便C岛屿为发展和检验

自然选择D物种形成及演化3以及生物地理学及生态学等领域的理论和假设提供了重要的天然实验 室5"6C
所以 7b*%%*\5%和 > 1̂)0_5!346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3并被迅速接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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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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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为物种保护和自然保护区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目前许多以前是连续分布的物种"由于生境的

破碎化而以集合种群的方式存在"物种的灭绝也往往经历了集合种群的阶段#$%!因此"近年来集合种群成

为保护生物学所关注的研究热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事实上是从局部灭绝开始的!局部灭绝的

后 果 可 能 导 致 物 种 的 最 后 灭 绝#&%!集 合 种 群 理 论 关 注 的 恰 恰 是 具 有 不 稳 定 局 部 种 群 的 物 种 区 域 续 存 条

件#’"(%!因此"随着人类和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破碎化程度的加剧"有关集合种群的概念和理论将会被

广泛的应用于物种保护研究#)*+,%!
实际上"由于人类的干扰"栖息地的破碎化己成事实!大范围内建立完整的保护区已很困难!在这种情

况下"集合种群理论在物种保护上更具现实意义!

-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兴衰

-.-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很久以前人们就意识到岛屿的面积与物种数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但是本世纪 ’/年代以

前在岛屿生物地理学中基本上没有定量的理论#+("+)%!012342564和789:;<#=",%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定量

阐述了岛屿上物种的丰富度与面积的关系"其关系式通常用>+?式表示@

AB CDE >+?
式中"A代表物种丰富度"D代表岛屿面积"C为与生物地理区域有关的拟合参数"E为与到达岛屿难易程

度有关的拟合参数!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首次从动态方面阐述了物种丰富与面积及隔离程度的关系"认为岛屿上物种的

丰富度取决于新物种的迁入和原来占据岛屿的物种的灭绝!这两个过程的相互消长导致了岛屿上物种丰

富度的动态变化!当迁入率与绝灭率相等时"岛屿物种数达到动态的平衡状态"即物种的数目相对稳定"但

物种的组成却不断变化和更新!这种状态下物种的种类更新的速率在数值上等于当时的迁入率或绝灭率"
通常称为种周转率>FGH28H:I64<;JH441IH?!这就是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图 +?!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提出和迅速发展是生物地理学领域的一次革命#K%!大量资料表明"面积和隔离

程度确实在许多情况下是决定物种丰富度的最主要 因 素#=/%"而 且 生 物 赖 以 生 存 的 环 境"大 至 海 洋 中 的 岛

屿L高山L林地"小到森林中的林窗都可以视为大小和隔离程度不同的岛屿!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简单性

及其适用领域的普遍性使这一理论长期成为物种保护和自然保护区设计的理论基础!

-.M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局限性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把岛屿的几乎所有的生物学特征都归结为一个变量"即物种的数量#=+%!它只关注

岛屿上物种的数目与面积的关系"不考虑同一物种内部个体的大小和数量"而这恰恰是种群生物学最本质

的特征之一"也是物种适应其所处异质环境的结果!物种数目和面积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异质性的

量度"而它作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本身反映了 012342564和 789:;<意识到环境异质性

的重要性!然而"许多环境异质性量度指标不是简单地随面积增加而增加的"因此"物种数量与面积的关系

也就很难准确地反映环境的异质性!这是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用来指导物种保护的一个最大缺憾"因为有

效的物种保护应该包涵物种本身的保护及其栖息地异质生境的保存!然而"反过来"这也可能是该理论得

以提出"进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因为环境异质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将其同物种发生和群

落格局结合起来进行定量化描述就更难!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用来指导物种保护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该理论认为决定岛屿物种平衡的主要

过程是随机的"而且对岛屿上所有物种都是均等的!另外"该理论也没有考虑其它决定岛屿群落结构的重

要生态学因素"如竞争L捕食L互惠共生和进化等#==%!在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中"存在一个永远都不会灭绝

的大陆种群的假定"而实际上"这一假定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环境随机性和各种灾难可能会导致大陆种群

的灭绝!N1<:O8和F8PQH49;RR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特别大的保护区"如像美国最大国家公园的尺度"物种

也可能遭受灭绝!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中存在的局限性告诫人们"在物种保护过程中"要正确地领会岛屿生物地理学理

论的精髓"不要死搬硬套!因为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范畴"它的应用也应该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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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和 )*+,-./!0123!0145岛屿生物地理

学动态模型

该模型表明物种迁入率随距离3绝灭率随面积变化的规

律6模型预测了岛屿上物种数目的变化6在迁入率与绝

灭率相等时3岛屿物种丰富度达到 动 态 平 衡3此 时 物 种

周转率在数值上等于当时的迁入率或绝灭率6每一个岛

屿面积与隔离程度的组合都将产生一个 特 定 的 的 物 种

数量与物种周转率的组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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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 岛屿生物地理学留给物种保护的启示

由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起源于海洋岛屿中的物

种 研 究3将 其 广 泛 应 用 于 陆 地 生 境 岛 屿 研 究 中 有 其 局

限性是自然的6但它为物种保护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理

论财富QRST3如将许多现实的生境喻为岛屿U物种丰富度

与面积关 系 模 式 的 建 立QRVTU试 图 寻 找 小 物 种 灭 绝 的 原

因Q!03R13R4TU避难所设置的原则QRWT6不管这一理论存在着

什 么 不 足3它 使 物 种 保 护 的 研 究 由 仅 仅 通 过 定 性 比 较

来 描 述3转 向 通 过 野 外 模 拟 实 验 来 验 证 物 种 形 成 的 机

制6尽管人们对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进行多方面的批

评 和 修 正3但 这 并 不 否 认 其 应 有 的 应 用 价 值6

"#$%&$’(&F)*+,-.学 说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丰 富 了 生 物 地

理 学 理 论 和 生 态 学 理 论3促 进 了 人 们 对 生 物 种 多 样 性

地理分布和动态格局的认识和理解QR0T6

X 集合种群理论的兴起

集 合 种 群 是 指 在 相 对 独 立 的 地 理 区 域 内3由 空 间

上 相 互 隔 离3但 又 有 功 能 联 系/一 定 程 度 的 个 体 迁 移5
的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局 部 种 群 组 成 的 种 群 镶 嵌 系

统Q2Y32!T6集合种群生物学的概念最初可追溯到 )&*8’B
的遗传漂变理论Q2R322T6早在 !02!年3)&*8’B就指出3存

在 局 域 灭 绝 和 重 新 定 殖 的 种 群 进 化 过 程 可 能 会 快 一

些6但是真正具有生态学内涵的集合种群概念是体现

在 !0VS年的 %.@&;E#&B’#和 Z*&$’[动物生态学\一书

中Q2ST6在基于大量昆虫种群生物学实验的基础上3他们

发 现3长 期 以 来 为 人 们 所 接 受 的 种 群 控 制 理 论 中 密 度

制 约 学 说 是 站 不 住 脚 的3局 域 物 种 的 灭 绝 是 一 种 普 遍

现象6同时3他们也认识到在空白地域物种重建的可能

性6但是3由于人们当时对于种群密度调节制约的无条

件接受3使得这一刚刚萌芽的集合种群概念沉寂了十多年之久6当然3在此期间"#$%&B’(&和)*+,-.的岛

屿生物地理学动态理论在某些方面与集合种群理论概念具有共性6
真正使用集合种群/";B#D-D(+#B*-.5一词是从]*$’#&@ ;̂:*.,Q2Y32VT开始的6尽管在早期的研究中3学术

界已注意到局部种群的频繁灭绝和新的局部种群不断建立的过程Q21324T3但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

了这一问题3为集合种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可以说3̂ ;:*.,的工作标志着近代集合种群生物学理

论的开端6但是3由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在保护生物学中几乎不可动摇的地位3在 !00!年_*+D*.和‘#.F

,a*Q2WT出版[集合种群动态b经验和理论研究\第一本系统介绍集合种群理论的巨著之前3集合种群理论 对

于大多数生物学家还是陌生的6这本书问世之后3有关集合种群研究的文章以指数形式增长3目前集合种

群概念在种群生物学及其它相关领域中已经牢固的建立起来6

P 物种保护理论范式从岛屿生物地理学向集合种群理论的转变

经 过 RY世 纪 4Y年 代 的 一 阵 研 究 热 潮 之 后3岛 屿 生 物 地 理 学 理 论 的 准 确 性 和 可 应 用 范 畴 充 满 争

议QR03203SYT3特别是 RY世纪 WY年代未期以来3越来越多的生态学文章开始怀疑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真实

性3人们开始慢慢将注意力转向被遗忘多年的集合种群理论3而且现实景观破碎化的增加也确实使得许多

物种符合集合种群研究的结构6特别是近几年来3有关集合种群研究的文章以指数形式增长3大有代替岛

屿生物地理学在保护生物学中地位之势QR2T/图 R56

24!!4期 赵淑清等b物种保护的理论基础cc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到集合种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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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期间 ()*+)+数据统计的,岛 屿 生 物

地 理学-和,集合种群-作为关键词被引用的次数.引 自

文献/!012

3456" 789:;<=>?@4ABA4>C=A>AD;E;FG><H=,4=IBCH

:4>5;>5<BJDF-BCH,9;ABJ>J8IBA4>C-4CAD;()*+)+HBK

AB:B=;4C"#$%&"##’.?<>9<;?6!02

事 实 上L仅 仅 简 单 的 统 计 数 字 是 不 足 以 说 明 一 种

范式转变的原因的/M"LM!1N物种保护理论范式由岛屿生

物地理学理论向集合种群动态理论的转变主要是由下

列原因造成的O

."2近 !%B来L生态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变革反映在

研 究 重 点 的 转 移L即 由 强 调 平 衡 性P均 质 性P确 定 性 和

单尺度或小尺度现象到开始重视非平衡P不稳定性P异

质性P不确定性P以及多尺度和等级特征/M0LMM1N当然L岛

屿 生 物 地 理 学 理 论 也 是 动 态 的L但 却 更 强 调 平 衡 状 态

时 物 种 的 丰 富 度L甚 至 在 平 衡 状 态 时 将 岛 屿 的 迁 入 率

与灭绝率视为恒定L因此L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平衡理论

的 范 畴Q而 集 合 种 群 理 论 是 研 究 局 部 种 群 灭 绝 和 重 新

定殖过程的生态学理论L显然已不再是平衡理论N物种

保护理论从岛屿生物地理学到集合种群理论的转变显

然是顺应这种潮流N但事实上即使非平衡理论也不否

认 系 统 平 衡 状 态 的 存 在L只 是 强 调 生 态 学 系 统 很 少 或

根本不停留在平衡态而己N此外L平衡理论的倡导者们

.如 R6STB@U<@D8<LRV;W4C=LR6T TBF2通常假定平

衡 状 态 的 存 在 是 为 了 简 化 数 学 上 的 分 析 处 理 过 程L但

他 们 对 过 渡 态 行 为 同 样 感 兴 趣L并 做 了 不 少 这 方 面 的

工作/M’LMX1N

.!2随着自然生境的加速丧失和破碎化L空间在构

成生态格局和塑造生态过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M$1N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基本上忽略了物种个体的变化而强调物种丰富度的平衡模式L所以这个

理 论的空间概念是模糊的Q而集合种群理论则通过空间明确模型.+JBA4BIIFYZJI4@4AT>H;I2将生态过程和

地 理信息系统.[)+2分析工具相联合L系统运用有关空间信息和生态学知识L并将计算结果予以空间直观

表达L从而加强了过程模型的预测能力以及运用 [)+的空间分析功能N

.02保护生物学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考虑遗传学上的信息L尤其是小种群内部遗传漂变和近亲繁

殖的研究/M\1N这样的话L种群层次要比群落层次的研究对于遗传学更为重要N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是岛屿中的物种数量L显然是属于群落水平的研究Q而集合种群强调的是同一种群内部不同局部种群之间

物种个体的交流L种群水平为其研究对象N

.M2集合种群模型拯救了那些被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忽略的小生境L这样的一些特殊生境可能会拥有

数 量惊人的物种以及一系列的地方特有种/M#1L而且局域暂时存在的物种.如逃逸物种和演替早期物种2的

保存对于区域物种长期续存是至关重要的N岛屿生物地理学将重要的生态学数据解释为简单的物种K面积

关系L面积越大L物种绝灭率越低L因而物种的丰富度也就越严重L显然大面积的地域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

论所期望N

.’2除了存在一个永远都不会灭绝的大陆种群L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基本上类似于集合种群理论的一

种模式.在集合种群模型中L任何局部种群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局部种群也有灭绝风险2L所以任何以一而

概全的理论都是不科学的N

.X2当前对于集合种群动态理论具有如此浓厚兴趣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栖息地破碎化程度越来

越高L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许多物种长期续存的威胁/’%L’"1L而集合种群理论关注的恰恰是具有不稳定局部种

群物种的区域续存条件L避免物种的局部灭绝L乃至物种的最后灭绝N显然仅仅关注物种丰富度和面积关

系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力不从心N

M$""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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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种群动态理论

!"# $%&’()模型

$%&’()模型是经典的集合种群概念框架模型*$%&’()首先区别了单种种群动态与一个局部种群的集合动

态之间的不同*$%&’()模型假定有大量的离散生境斑块+并假定它们大小相同+而且相互之间通过个体的迁移+
使各局部种群均等地连接在一起,-.+-/+-01*在$%&’()模型中+生境斑块被分为已定居和未被定居两种+而局部种

群的真实大小则忽略不计*它假定所有种群有恒定的灭绝风险+种群建立的概率与斑块有种群定居的比例23+迁

移源4及当前未被定居斑块比例2/53+迁移目标4成正比*按上述假定+3的变化速率为6

73879: ;32/< 34< =3 2>4
其中 ;?=分别为侵占和灭绝参数*3的平衡值为6

3: /< =8; 2-4
从$%&’()模型可以看出+在平衡状态时被定居的生境斑块比例将随=8;比值的减少而上升*只要=8;

@/+集合种群将能持续生存下去23A.4*$%&’()模型虽然简单+但它抓住了典型集合种群动态的一个关键

属性6集合种群若要持续生存+局部种群的重建速率必须高到足补偿灭绝速率*另外+=8;@/或 ;8=A/表

明 一个被空白斑块包围的局部种群2当 3很小时4在其生存期2/8=4内必须至少建立一个新种群才能使集

合种群持续生存下去*$%&’()模型预言6物种在某一生境定居的比例 3随生境斑块平均大小及密度的下降

而下降*如果斑块太小或相距太远+集合种群都会灭绝23:.4*
正如 BC()D’等,0>1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性的模型+还是作为一个数学的工具+$%&’()模

型在种群生态学中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模型+而且也是为在这一领域中开展进一步的数量研究工作迈出

的最重要的一步*

!"E 关联函数模型

$%&’()模型只是研究种群的灭绝和形成之间的平衡+并不含有斑块质量和空间位置的信息+因而也就

不 能 用 于 预 测 特 定 集 合 种 群 的 动 态*在 这 种 情 况 下 需 用 空 间 现 实 的 集 合 种 群 模 型2FGCH’CIIJK%CI’)H’L

M%HCGNGOICH’N(MN7%I)4*目 前 这 类 模 型 主 要 有 -种 类 型6种 群 模 拟 模 型?状 态 转 移 模 型2FHCH%HKC()’H’N(

MN7%I)4和关联函数模型2P(L’7%(L%QO(LH’N(MN7%I)4,0-1*在所有这些模型方法中+关联函数模型2PRS4最

简单+并在许多情况下是最有用的*
关联函数模型是一个基于单个生境斑块的一阶线性马尔可夫链模型+其中的生境在定居与未定居状

态间有恒定的转换概率*如果斑块T在当前是空白的+设其单位时间内它被重新定居的概率为2U’4V如果斑

块 T在当前时间是被定居的+设种群在单位时间内灭绝的概率为WT*按以上假设+斑块T被占领的静态概率

2)HCH’N(CKJGKNXCXI’HJ4可称为该种在斑块 T的关联 YT6

YT: UT82UTZ WT4 2[4
为 了 进 一 步 了 解 模 型 的 动 态+首 先 需 要 更 具 体 的 有 关 斑 块 特 性 是 如 何 影 响 斑 块 被 重 新 定 居 的 概 率

2UT4及种群灭绝概率2WT4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基于在特定斑块中种群大小的期望值随面积增加+而灭绝概

率是随种群大小的下降而增加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0[+0016

WT: M’(,=8]^T+/1 204
通常来说+灭绝概率取决于斑块面积2灭绝概率依赖于种群大小+而种群大小依赖于斑块面积+并不特

别依赖于斑块间的隔离程度4*其中+]T是斑块 ]的面积+=+̂ 是两个参数*在这个公式中存在一个最小斑

块面积 ].V当面积小于或等于 ].时斑块内物种的灭绝概率为 /*将灭绝概率与斑块面积联系起来是因为

斑 块面积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定居概率 UT是单位时间内到达斑块 T的迁入者数量 _T的递增函数*为了

方便起见+首先考虑简单的大陆5岛屿型集合种群6

UT: ‘==aT 2b4
其中 aT是斑块2岛屿4T与大陆间的距离+c和 d为两个参数*对常见种来说+它可以立即定居一个几乎没有

隔离的斑块2aT接近零4+因此在方程204中可设 d:/*在现实的集合种群模型中+_T为来自现存种群迁移

个体的总和*将这些种数的大小和距离考虑在内+可以有6

0e//e期 赵淑清等6物种保护的理论基础ff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到集合种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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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在被占领斑块取值为 )4在空白斑块取值为 56."(为斑块 "和 (间的距离478$为两个参数0同方程

926如果在新种群定居过程中迁入者之间无相互作用4:"将随!"指数增长6但通常情况下新种群成功定居

的概率依赖于传播体0;<=>?2的大小@9A491B6在这种情况下4:"随 !"变化4呈CDE形增长F

:"# !G
"H0!G

"I JG2 0K2
其 中4J是一个新参数F当将方程012代入方程0K2只剩下参数组合 JH$4以下用 J表示6将方程092和方程

0K2的 L"8:"代入主程0M24并将拯救效应0NOPQROOSSOQT2考虑在内4也就是将因迁入造成的局部种群灭绝率

下降考虑在内4于是得到F

U"# :"H0:"I L"0), :"22# )H0)I +JG

%G"/V"
2 0W2

模 型中的参数 -8V8+和 J可以通过非线性最大似然回归或 其 它 方 法 估 计0X=YZ[\YO<]?̂\]R][\_O[\‘==a

<Ob<OPP\=Y2@9KB6
关联函数模型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对特定的集合种群动态进行定量预测6能够了解在原始生境斑

块8经过修饰的生境斑块及某些完全不同的生境斑块中4物种变化的瞬时和平衡动态4从而可以回答有关

集合种群动态的许多实际问题@9WB6比如物种在某些特定的生境斑块集合中能否作为集合种群续存下去4生

存于当前斑块网络中的种能否在某些斑块被除去或面积减小时仍然能够续存下去@1B6

c 集合种群理论存在的不足及其在其它领域的应用前景

虽 然 集 合 种 群 空 间 现 实 模 型 可 以 含 有 斑 块 质 量 和 空 间 位 置 的 信 息4可 用 于 预 测 特 定 集 合 种 群 的 动

态@GMB4但是集合种群理论经常是在尚未弄清是否满足其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被使用的6如果保护策略基于的

集合种群动态是不存在的4那么这样的保护行动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d如果集合种群内部局部种群之

间的运动太过频繁4那事实上所研究的种群是同一个简单的种群4而不是集合种群d甚至可能是将一个由

于内部交流不可能而只可能与其邻近种群相互作用的太大种群视为集合种群@9549)B6
集合种群模型预测只有在局部种群栖息地的生境斑块不是太小而导致过高的物种绝灭率4也不可过

于隔离而阻碍局部种群的重新建立的前提下4物种的长期保存才成为可能6当前栖息地破碎化程度如此之

高4而且物种对生境的破碎化作出反应存在时滞@A5B4因而就不知道目前破碎景观中到底有多少C活着的死

者0e\f\YbaO?a2E6因此4当生境破碎化速度达到或超过集合种群绝灭,定殖的平衡过程时4集合种群将走

向灭绝@A)B6这将向世人敲起警钟F随着生境斑块面积的降低及斑块隔离程度的增加4物种首先会从这些最

小的生境斑块中消失4大的生境斑块中的物种存在的时间可以稍长一些4但是即使是在最大的生境斑块中

的物种4其可存活时间也只能是在可预测的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尺度上6这些物种一个接着一个消失4局部

种群之间的隔离程度又过大4物种的重新定殖不再可能或可能性很小4集合种群理论对物种的保护也将不

再起作用6集合种群产生于破碎化的景观中4但这并不是因为这样的景观结构对于物种的长期续存已经足

够4而只是降低物种绝灭速率的一个补救的办法6
集合种群是从经验和理论上研究具有不同空间特征种群通过扩散8迁移和基因流来维持的生态及进

化动态6这一理论对于许多应用问题4如日益加速的破碎化景观中物种的分化和种化0D>OQ\?T\=Y2及遗传多

样性的保存4乃至一些抽象的机制研究4如利他行为的群体选择4正像 g?YP_\等@9GB的观点4除非有这样一

个模型4它能够描述局部种群的灭绝和新的局部种群的建立之间的平衡4否则要想了解这个过程的遗传学

意义是不可能的6对于捕食与被捕食的平衡@AG4AhB4寄主和寄生物的动态@AMiAAB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工具6

j 结语

事实上4集合种群理论和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物种保护的理论基础6在这

两个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过程4即个体迁入并建立新的局部种群以及局部种群的灭绝过程6十几

年来4岛屿生物地理学关于 DekDD0D\Yb[O[?<bO=<POfO<?[P]?[[2的争论4即物种保护计划到底是应该建立

一个大的生境4还是建立相互联系的小的生境的争论4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集合种群的问题@G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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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个重要的理论体系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岛屿生物地理学中总假

定存在一个所谓的"大陆#!并且在这个大陆上的"大陆种群#不仅不会灭绝!而且所有迁移个体都只能来自

于"大陆种群#$在集合种群中迁移个体可以来自于任何一个现存的局部种群!同时任何一个局部种群都是

有可能灭绝的%显然集合种群模型更具现实意义%
岛屿生物地理学关注的是岛屿上物种的丰富度!是从群落水平上研究物种的变化规律!对物种多样性

的保护可能更具理论意义$而集合种群考虑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以及物种内部个体之间的基

因交流!是从种群水平上研究物种的消亡规律!从生物多样性的层次考虑!应该是侧重遗传多样性!因而对

于濒危物种的保护是更有效的方法论指导%物种数目的变化最终还要取决于单个独立物种的灭绝或再定

居!因此从种群水平上探讨物种灭绝规律对于理解群落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岛屿生

物地理学理论与集合种群理论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补充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时理论模式的转变也受到文化意识的影响%在北美的一次生物地理学研讨会

上交流的 **篇论文中有 +篇论文引用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原著和相关论文&’,)!而时隔一年!在欧洲

的一次类似领域的学术活动中交流的 +篇文章中没有一篇参考有关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论文&’+)%北美

生物地理学家及欧洲生物地理学家对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衷爱程度的悬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大陆

地缘文化的差异!因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产生于北美!而重新认识集合种群科学价值的是欧洲的生态学

家%
总之!在物种保护过程中!应该将注重格局研究的岛屿生物地理学与强调过程研究的集合种群理论相

互补充和结合!从而为物种保护提供更为全面合理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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