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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重绘全球生物地理区划图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张双虎 发布时间：2012-12-24 【字号： 小  中  大 】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基于全球2万多种动物的数据和最新分析技术，绘制了新的全球生物地理区划

图，重新描绘了地球上生命的分布。该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信息，对未来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在有关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物种会形成现代的全球分布格局。直到今天，1876

年由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发表的全球生物地理区划图一直是人们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基础之一。而当

时人们所掌握的全球哺乳动物分布数据非常有限，基本限于科一级水平。虽然20世纪中期，科学家对华莱士地图的

部分细节进行了更新，但这些更新仅限于局部，且均为非定量的数据分析。 

由哈根大学宏观生态学、进化与气候研究中心的15位研究人员耗时20余年收集整理的新区划图首次整合了全球2

万多种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的进化信息与分布信息，将全球陆地划分为11个生物地理区，并给出了不同生物

地理区之间的相互关系。 

“自华莱士最早的尝试以来，我们第一次能够利用数万种脊椎动物的准确翔实的进化与分布数据来描述我们的

自然世界。”文章共同作者本·霍尔特博士说。文章另一作者，北京大学“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王志恒说：“该

研究是近年来生物学领域快速发展的一个见证，没有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海量物种分布数据的积

累，该研究无法实现。” 

新区划图为每一个动物类群分别绘制了更为详细的生物地理区划。该研究的另一位共同作者让－菲利普·莱萨

德博士认为，“该区划图为将来的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全球环境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危

机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保护生物学意义……我们能够根据亿万年的物种进化历史来确定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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