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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危动物通常会被隔离成若干小种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遗传多样性的下降
和近交风险。目前，选择性清除作用被认为是清除有害突变，缓解近交衰退的主要因
素之一。但在自然存在的小种群中，有害突变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清除还存在争议。

　　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是中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分类上是独
科独属独种，是珍稀的孓遗物种。中国现存的野生鳄蜥的数量约为1000只，仅分布于
中国东南部的广西、广东两省。越南的种群估计可能不足200只，仅在越南的东北部有
报道。为了研究鳄蜥的演化历史和遗传多样性现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杜卫国研
究团队、周旭明研究团队以及广西师范大学武正军教授团队合作构建了染色体水平的
鳄蜥基因组，并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鳄蜥野生小种群的唾液DNA样本进行遗传分析。结
果发现现存的野生鳄蜥存在4个在遗传上分化明显的种群，其中越南种群与中国的种群
在大约2万至2.5万年前（末次盛冰期）与中国的种群完全分离。

　　对鳄蜥的历史重建发现鳄蜥的有效种群大小在最近的一千年的时间中不断地下
降，使得鳄蜥的遗传多样性降低，有害突变纯合的概率增大。其中，相比于近交程度
相对较低的广东林洲顶种群，广西大桂山和广东罗坑种群具有较小的有害突变频率。
进一步的模拟研究发现有害突变可以在种群大小下降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清除，并且种
群收缩得越小，清除的速度越快。尽管如此，研究还指出如果种群长期处在数量比较
小的状况下，有害突变最终会逐渐地累积。

　　该研究结合了种群遗传分析以及遗传模拟，发现现存鳄蜥的野外种群尽管遗传多
样性较低，但是有害突变得到了有效的清除，说明近交衰退不是影响现存鳄蜥生存的
主要因素。但是现存鳄蜥种群都很小且严重破碎化，应该努力增大种群大小以及在必
要的时候增加种群间的基因交流来减小灭绝的风险。该研究同时发现，种群收缩的程
度以及种群经历瓶颈效应的时间都会影响有害突变的清除效率，因此研究种群历史对
于濒危物种的保护至关重要。

　　研究成果以“Ancient demographics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etic
purging in endangered lizards” 为题于2021年12月17日在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杂志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谢鸿鑫、博士后梁茜茜、
诺禾致源生物信息工程师陈志强以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伟明为论文
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杜卫国研究员、周旭明研究员以及广西师范大
学武正军教授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的支持。

　 　 全 文 链 接 ： https://academic.oup.com/mbe/advance-
article/doi/10.1093/molbev/msab359/6468625
(https://academic.oup.com/mbe/advance-
article/doi/10.1093/molbev/msab359/646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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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鳄蜥现存的4个主要的野生种群；（b）重测序个体的系统进化树，Ophisaurus gracilis为
外群；（c）群体结构分析；（d）越南种群跟中国种群之间的分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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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近交与遗传多样性的下降；（b）近交与有害突变的纯合比例；（c）近交与有害突变频
率；（d）不同种群间的相对有害突变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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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非常强有害突变（a）、强有害突变（b）、中等有害突变（c）和轻微有害突变（d）在种群收
缩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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