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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球生物学、生物地质学和地球生物相的一些探讨 

殷鸿福①, 谢树成②, 秦建中③, 颜佳新①, 罗根明① 

① 中国地质大学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4; 
②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4; 
③ 中国石油化工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无锡 214151 

摘要： 

在简要介绍国内近年来地球生物学研究概况之后, 探讨了地球生物学和生物地质学的定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地球生物学是由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级学科, 而生物地质学则是由生物学和地质学交叉而形成

的二级学科, 因此, 地球生物学所研究的领域包含了生物地质学的研究范围. 列举了这两门学科的分支学科. 地球生

物相是指包含了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全过程的一个地质体的相. 讨论了地球生物相、生物相和有机相之间的区别. 
生境型、生物组成和生产力、古氧相以及埋藏效率是确定一个地球生物相的主要参数. 对上述参数作了详细探讨, 
并据此提出了地球生物相的半定量评估方案. 推荐地球生物相的二维命名法, 每一维分别代表地球生物学全过程中

的生物方面和环境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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