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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要求与考核方法

Ø 考勤：不缺勤、不迟到、不睡觉、不玩手机

Ø 其他：合理化建议会被采纳

Ø 平时成绩：30%（考勤+提问+实习报告）

Ø 期中考试成绩：30%

Ø 期末考试成绩：40%



第一章：犬、猫的起源、进化与特征

o 第一节  犬的起源、进化与特征



知识背景

        生物分类学是研究生物分类的方法和原理的生物学分支。分类就是遵循

分类学原理和方法，对生物的各种类群进行命名和等级划分。对生物进行分

类的意义是便于弄清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瑞典生物学家林

奈将生物命名后，而后的生物学家才用域(Domain)、界(Kingdom)、门

(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加以分

类。种是最基本的分类单位，科是最常用的分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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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层的界，由怀塔克所提出的五界，比较多人接受，

分别为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物界以及动物

界。 从最上层的"界"开始到"种"，愈往下层则被归属的生物

之间特征愈相近。



一、犬的起源与进化

        犬起源于狼，目前已经得到了共识，但围绕着具体的发源地和时间则是众说纷纭。到目前

为止，最早的犬化石证据来自于德国14000年前的一个下颚骨化石，另外一个来源于中东大约

12000年前的一个小型犬科动物骨架化石，这些考古学证据支持犬是起源于西南亚或欧洲，而另

一方面，犬的骨骼学鉴定特征提示犬可能起源于中国的狼，由此提出了犬的东亚起源说。此外，

不同品种的犬在形态上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似乎又倾向于犬起源于不同地理群体的狼的假说。 

        犬是人类驯养最早的动物，已有几万年的历史。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世界范围内

的所有家犬，无论是大、中、小型犬，还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品种，甚至是所谓的地方品

种都是起源于一种狼——灰狼。因地域及人们使用目的的不同，在进化或选育中形成了不同的
品种或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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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灰狼

欧亚狼

印度狼



补充：        

        现存的犬有450种左右。世界名犬里收录的大约有240多种。

        按体型大小分：犬可分为大型犬（体高61厘米以上，体重40公斤以上）、中型犬（体高41

至61厘米，体重11至40公斤）、小型犬（体高25至41厘米，体重4至11公斤）和极小型犬（体高

25厘米以下，体重4公斤以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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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狼的驯化

      （1）犬属动物，由土狼、豺、狐狸和狼组成，当人类开始定居时，狼也紧随其后并逐步改

变其生活方式，形成了选择性进化的环境，并逐渐形成了家犬。

      （2）根据对人类历史文物和犬的骨化石的研究，以及家犬与狼交配后能产生具有繁殖力的

后代以及两者的血液学非常相似，可以证实，狼是家犬的祖先，且起源于约2万年前中型亚洲狼。

      （3）但是人类是如何将狼驯化成家犬的，目前已经无从考证。人们根据狼的群居特点、人

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一些推测，认为狼的驯化可能存在三种过程：权威驯化、自我驯化、

配合选择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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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生殖隔离简单的说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在自然条件下不交配、或交配后没有后代、亦或者

交配后有后代，但后代不具备生育能力。生殖隔离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动物就是狮虎兽和骡子。

狮虎兽是由狮子和老虎杂交产生的后代，而骡子是由驴和马杂交产生的后代，它们就满足“交
配后有后代，但不具备生育能力”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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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家犬的起源学说

        尽管全世界犬的形态千差万别，毛色也各异，但所有的犬都能杂交，基本生物学特征也完

全相同。

        1785年，著名博物学家林奈在他的《自然系统》一书中把犬从狼和其他犬属动物分列出来，

视其为一个驯化了的种，称为家犬。关于家犬的起源问题，主要有3种学说：一源说、多源说、

多起源地单种祖先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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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家犬与狼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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