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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两岸生物地理学现状与展望

陈毅峰 陈宜瑜 何德奎 隋晓云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

摘要：对生物地理学的内涵、研究领域以及进展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近期海峡两岸生物地理学研究的

目标应当集中在：末次冰期以来的海陆变迁对海峡两岸生物分布格局的影响、海峡两岸现代动植物区系

的渊源、台湾最后与大陆保持陆地连接的时间与范围、东亚岛弧对台湾生物分布格局的影响以及海峡两

岸生物的物种分化与生态适应性五个方面。同时认为海峡两岸现代生物分布格局关系的一种历史生物

地理学解释，应当是一个在末次冰期期间存在于长江以南的大区系片断化后对海峡两岸各自不同环境

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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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理学（C4A86A8N@LKI）是研究地球上各

种生物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的科学。由于人类

具有对与我们共享同一世界的生物感兴趣的天

性，因此很自然地去推测它们从哪里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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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哪里出现的迫切愿望，这一生物学主题就



是生物地理学［!］。它是在生物分类的资料积累

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的，因此，生物地理学的真

正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 世纪的

全球性探险活动及其伴随着的大量生物类群的

发现。汉 博 德（#$%&’() *+( ,-./+$)0，!12" 3
!45"）是首先使用这个词汇的一位早期自然探

险家，他认为生物地理学是一门新学科，是随着

许多生活在未曾被考察过的地区新的生命形式

的发现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生物地理学并未

能按照其想像的那样，依赖于自身的发展成为

一门与物理学或生理学一样的具有提出问题和

解释问题能力的科学，而只是占据着地球科学

和生物科学之间的一个空白领域［6］。直到 67
世纪中叶，生物地理学才日趋成熟为一门对动

植物的分布具有真正理论和预见性的科学［8，9］。

在 67 世纪 47 年代初，生物地理学被描绘成“应

当是最令人兴奋的，然而也是至今最少明确提

出派生的当代生物学学科”，并将新的古地理

学、隔 离 分 化（ *:;’<:’(;%）与 分 支 系 统 学

（;$’):=.）、动物和植物的分布区理论以及动态

平衡理论作为现代生物地理学中充满活力的 9
个领域［5］。

! 生物地理学的内涵

作为研究过去和现存的所有生物地理分布

格局的一门科学，生物地理学试图描述全球物

种及 物 种 以 上 分 类 单 元 的 无 数 分 布 格 局

（>’00%<(= +? ):=0<:/-0:+(）并推断其过程（><+;%==）。

而任何一个生物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都应当包

括地理因素（如板块构造运动、海平面升降、气

候变化、海洋洋流变化，简称为 @ABC 事件）及

生物因素（如扩散、适应、物种形成、绝灭以及生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兼而有之；因此，生物地

理学又是渗透了生物学、古生物学、地理学、地

学、系统学、气候学、地貌学等一系列科学内容

在内的综合性学科。生物地理学要解释的不仅

仅是生物学问题，而且还有可能通过对生物分

布规律的研究，进一步解释地球的发展历史。

生物地理学家提出了一些涉及生物与其环

境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2］，这也是生态学家感

兴趣的。物种为什么被限制在其目前的区域分

布？是什么因子使它能够在现有的区域内生

活？阻止它向另一个地区扩展的因子又是什

么？气候、地形以及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

限制物种分布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怎样解释从山脚到山顶或从一个多岩石的

海滨走向邻近的沙滩时所看到的那些物种更替

现象？为什么热带有比温带或北极地区多得多

的物种？岛屿是如何被生物拓植（;+$+(:D%)）的？

岛屿上的物种为什么又总是比与之具有相同栖

息地类型的相邻大陆上的物种少？

如此种种，生物地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可以

说是没完没了，但最根本的是生物的种类和数

量从地球表面上的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是如

何变化的？我们怎样才能够解释这个变化？

" 生物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生物地理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一些生物

地理 学 家 专 门 研 究 历 史 生 物 地 理 学（E:=0+<:;
/:+F%+F<’>EG），并试图重建起源、扩散以及已绝

灭的分类单元和生物区系［1］。与历史生物地理

学相比较，生 态 生 物 地 理 学（%;+$+F:;’$ /:+F%+H
F<’>EG）则试图用生物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与生物、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生

物的现有分布。而古生物学则被认为是联系这

两个相对隔离的领域之间的纽带［!］。

早期的生物地理学家们实际上已经注意到

了 8 种基本格局（/’=:; >’00%<(）：（!）在某一地区

中特有的（%()%.:;）或限制性的分类单元；（6）

某些生物种类有一起出现的倾向，这为全球生

物地理分区或分省提供了依据；（8）动物或植

物的一些相似性种类有时出现在几个广泛分离

的地区。这些格局的特殊性在于暗示了它们主

要是受过去历史事件的影响；如同科学家们开

始意识到的那样，对这些格局的解释揭示了地

球本身或者居住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变化过程，若要推断其

起源则需追溯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5］。

随着生物进化与地球演化同步的思想被广

泛认同与接受，现代生物地理学强调生物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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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发育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地区扩散和栖息

地孑遗的含义。在 !" 世纪 #" 年代末期，哈钦

森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有关生物多样性和在局

部地区（$%&’$ ’()’*）或栖息地共存（&%)+,*-）过程

等问题上［.］。生态动物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竞

争、适应和互惠共生在影响物种的分布，以及为

形成生态群落而出现的生物共存等生物相互作

用的重要性。在生态生物地理学的所有工作

中，最有影响力的应当是麦克阿瑟和威尔逊

（/’&0(-12( ’34 5,$*%3）6789 年及 678: 年对岛

屿生物地理学的探讨［7，6"］。他们改变了生态生

物地理学的方向，并提出了有关分布格局和生

物多样性的一些问题［6，#］。什么因子决定了一

个环境容纳物种的能力、以及有关物种多样性

和互惠共生等问题，在占据了生态学及理论生

物地理学领域支配地位的同时，也孕育了对其

他一些理论领域的探讨，如扩散的范围、建区

（)*-’;$,*1<)3-），以及相对于另一类群的辐射；

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还是一个可测定的过程。所

有的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激发了对生物地

理学概念开展实验性检验［66］，并提出新的能精

确地确定和分析观察资料的方法［9］。

生物地理学的理论发展与生物分类学的理

论发展密切相关。在本世纪中期，分支系统学、

泛生物地理学和板块学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促

成了隔离分 化 生 物 地 理 学（=,&’(,’3&) ;,%>)%>?
(’@1A）的诞生［B，6!］，使生物地理学在理论上和方

法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原来起源中心、扩

散路径的研究转变为对特殊类群的系统发育进

行研究，进而探讨分布区之间的地质历史关系，

对地球演化的假说进行检验乃至提出新的假

说，如对大陆板块漂移顺序以及有关泛太平洋

生物分布的研究等都是现代生物地理学研究的

突出成果。同时，由于生态学、遗传学以及计算

机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与介入，对生物地

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生物地理

学已从描述走向解释和分析，并从基因、个体到

种群、群落及区系等不同层次；从数年到几亿年

等不同时间尺度；从局部生境到大的板块乃至

全球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全面地研究生物分布

格局的形式、特点、规律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

制［69，6B］。

! 两岸生物地理学研究展望

生物地理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生物地理

分布的研究，但这一简单的定义却蕴藏了该学

科巨大的复杂性。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在超越以

华莱士为代表的传统领域的同时，更包含了一

系列均已取得巨大进步的地理学、地质学和生

物学在内的科学原理。因此，生物地理学对于

不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学科的发展

史上可以看出，生物地理学的研究沿着一个三

维时空阶梯（*@’-,%?-)<@%(’$ >(’4,)3-）的不同分支

点汇集成若干个不同的焦点。在阶梯的一端，

生态生物地理学参与发生在短时间和小空间尺

度上的生态过程；而在阶梯的另一端，历史生物

地理学参与一个几百万年的、经常是全球性的

大尺度。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个参与更

新世冰川作用（@$),*-%&)3) >$’&,’-,%3）如何影响近

代生物分布的第三焦点［6B］。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尺度上的不同［#，:，6#］，历

史生物地理学和生态生物地理学常常被认为是

不一致的途径。首先，在方法上，生态生物地理

学家致力于分析目前正在起作用的各种环境因

子对生物分布的影响；而历史生物地理学家强

调的是探讨类群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和格局的

迭合。其次，在时间尺度上，从一个短的生态学

时期（如十几年），研究现存的或近期现存的物

种到一个仅仅受研究类群起源时间限制的长期

进化的时期。第三，在空间尺度上，从大陆的局

部或栖息地之间到全球大陆之间的格局。第

四，在分类学尺度上，从物种居群的分布到物种

及其以上的分类单元。尽管历史生物地理学和

生态生物地理学存在着这些尺度上的不同，但

一些学者又认为生态地理学和扩散生物地理学

之间的区别还存在模糊的一面［68］。例如这两

者都需要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且扩散组成

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此外，扩散和生态途径都能够依据在实验上

进行调查的过程或其他一些过程来解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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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格

局，因为过去的过程是不可重复的，但可以通过

推测来予以认识。而实际上，发生隔离分化事

件以后，在这些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现有生

态过程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台湾岛位于我国大陆架东南边缘的海上，

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南以

巴士海峡及巴林塘海峡与菲律宾的吕宋岛相

邻，东北与日本的琉球群岛相接，北向东海。作

为中生代燕山运动中晚期闽浙岭南隆起的一部

分，台 湾 是 晚 冰 期 脱 离 大 陆 的 陆 桥 岛（ !"#$
%&’$() ’*!"#$）［+, - .+］。近年来，随着两岸学者相

互交流的增加，海峡两岸的生物地理分布资料

的对比研究得以增多并逐渐完善，许多生物类

群的分布格局已为人们所熟知［.. - .,］。在地质

地理等环境背景的轮廓比较清楚、动植物的现

代分布资料也充分揭示海峡两岸有着密切关系

的基础上，引发了海峡两岸的生物地理学研究

如何深入这样一个课题。

通过上述对生物地理学的内涵和研究领域

的分析，我们认为海峡两岸生物地理关系的研

究可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末次冰期以来的海陆变迁如何影响海

峡两岸生物的分布格局。台湾岛自出露海平面

起曾出现多次与大陆陆地相接或间断的过程。

海峡两岸现生淡水鱼类之间存在着下列 / 种分

布格局：

01 大陆2台湾2日本共有格局

31 大陆2日本共有格局

41 大陆2台湾共有格局

（"）台湾、大陆广布格局

（%）台湾与长江特有格局

（5）台湾与福建、浙江共有格局

（$）台湾与广东、广西共有格局

61 大陆特有格局

71 台湾特有格局

但这些格局分别说明的是老第三纪与第四

纪冰期过程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以及发

生联系的区域范围和时间上的相对远近，而过

于久远的联系已难以追寻。因此，在时间尺度

上我们认为，应以末次冰期或末次冰期最盛期

（距今约 +18 万年）为起点，着重探讨在这以后

所发生的海侵与海退对两岸生物以及生物之间

交流的影响。

（.）海峡两岸现代动植物区系的历史渊

源。第四纪环境变迁的研究表明，地球的气候

存在冰期和间冰期的旋回变化特征，特别是约

89 万年以来的古气候变化呈现出明显的 +9 万

年周期。自台湾岛出露海面起，就曾与大陆发

生多次陆地连接。作为一种生物地理学的历史

解释，我们认为在末次冰期海峡两岸通过陆地

连为一体期间，从长江以南至台湾存在着一个

大的动植物区系（可简称为南部区系）；而目前

台湾、大陆东部低地及西南部山地三者之间的

生物分布格局正是这一共同区系片断化后对各

自环境适应的体现。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渊源关

系，那么，如何解释目前存在于台湾岛内和横断

山区（东喜马拉雅）极其相似甚至是完全一致的

高山植物景观带，诸多的同种生物同时存在于

海峡两岸的分布格局，以及台湾分别与大陆西

南部山地和东部低地所共有的特有现象。

（:）台湾最后与大陆保持陆地连接的时间

与范围。我国东部海岸线变迁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末次冰期最盛期以后海峡两岸经历过多

次的海侵与海退过程（对应于间冰阶与冰阶时

期）。因此，确证台湾与大陆之间最后一次陆地

联系的时间、范围和古水系发育是十分必要的。

（;）台湾与其他东亚岛弧之间的关系。台

湾岛及其附近的小岛与菲律宾群岛、硫球群岛、

日本群岛和千岛群岛等共同构成了东亚岛弧，

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台湾现代动植物分布格

局是否受到其他岛弧的影响？从动物的特有种

所占的比例看，台湾的特有成份远较太平洋中

的岛屿低，显然主要受大陆的影响。此外，从淡

水鱼类的区系组成分析，台湾与其他东亚岛弧

之间并没有共有成分；因此，不存在揭示台湾与

其他东亚岛弧之间有过联系的特有现象。但在

植物方面，台湾又表现出与他们有着一定的联

系［.:，.;，.,］。因此，东亚岛弧之间如果发生过生

物物种之间的交流，那么其大致的时间及程度

·+.+·+ 期 陈毅峰等：台湾海峡两岸生物地理学现状与展望



又如何？

（!）海峡两岸生物的物种分化及其生态适

应性。台湾岛与大陆脱离陆地联系后，可以看

成是两地的生物产生地理隔离的开始。就目前

两地的淡水鱼类情况分析，台湾淡水鱼类物种

分化的最高水平不超过属级阶元，但是种及种

下水平的分化却比较普遍。而事实上，整个脊

椎动物类群在海峡两岸的分化都存在着与此类

似的情况。因此，造成这种分化水平低的原因

是地理隔离的时间，还是适应各自环境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生物还将产生什么样的

变化？

上述五个方面内容的核心是地理学迭合

（"#$"%&’()* *$+"%,#+*#），即不同生物类群的研究

结果（如分支图解）在地理学上是否具有一致

性？只有当不同生物类群所揭示的生物地理学

现象是迭合的时候，这种迭合才是一种规律，而

不是来自某一类特殊生物或由于某种方法（如

分子生物地理学）的例外现象。在业已开展的

“海峡两岸生物地理学格局、过程与古地理关

系”的研究中，对海峡两岸动植物的分布、并运

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手段探讨一些淡水鱼类的

生物地理学过程，但正是由于缺乏迭合，还只仅

仅停留在对某一现象的揭示上，没有形成能够

揭示海峡两岸生物地理学关系的规律。

参 考 文 献

［ - ］ .%$/0 1 2，3)45$+ 6 78 .)$"#$"%&’(98 :#/ ;$%<：=(# 7 >
?$549 7$0’&+9，-@AB，- C DA8

［ E ］ :#F5$+ 3，GF&H+)*< :8 .)$"#$F$"98 !"#$%&’" (&$%$)* +,"-,#，

-@AI，!!"：- C EJ8
［ B ］ G)#F$, K 78 7%$55*,%%#+H5 )+ 4)$"#$"%&’(98 ./&,’/,，-@A-，

#!$：BEI C BE!8
［ I ］ 陈宜瑜 8系统动物学和动物分类学的发展趋势及我国

近期的发展战略 8动物学杂志，-@@E，#%（B）：!J C !D8
［ ! ］ G&HH#%5$+ 78 6)05 &+L 0#H($L5 )+ 4)$"#$"%&’(98 M+：N)05 O

P，G%)*# 1 2，P(&FF#9 G K N #L58 KQ$F,H)$+，=)0# &+L N’&*#：

H(# K0#%"#+*# $R H(# .)$5’(#%#8 :#/ ;$%< &+L S$+L$+：

6*&L#0)* G%#55，N95H#0&H)*5 655$*)&H)$+ N’#*)&F >$F,0#，

-@AB，#$：- C EA8
［ D ］ N*($#+#% = P8 K*$F$")*&F )+H#%&*H)$+58 M+：?9#%5 6 6，3)FF#%

G N #L58 6+&F9H)*&F .)$"#$"%&’(98 :#/ ;$%< &+L S$+L$+：

7(&0’0&+ &+L 2&FF，-@AA，E!! C E@T8

［ T ］ 赵铁桥 8 历史生物地理学进展 8昆虫分类学报，-@@E，!&
（-）：B! C IT8

［ A ］ 2,H*()+5$+ 3 K8 2$0&"# H$ N&+H& O$5&F)&，$%‘/(9 &%# H(#%#
5$ 0&+9 <)+L5 $R &+)0&F5 ？’8 01,# 2"3，-@!@，"$：-I! C -!@8

［ @ ］ ?&*6%H(,5 O 2，P)F5$+ K U8 =(# =(#$%9 $R M5F&+L
.)$"#$"%&’(98 G%)+*#H$+：G%)+*#H$+ V+)Q#%5)H9 G%#55，-@DT，-
C EJB 8

［-J］ ?&*6%H(,5 O 2，W)&0$+L 1 ?，X&%% 18 W#+5)H9 *$0’#+5&H)$+ )+
)5F&+L R&,+&58 4/$%$)*，-@TE，’&：EBA C EI!8

［--］ N)04#%F$RR W N8 KY’#%)0#+H&F Z$$"#$"%&’(9 $R )5F&+L5：& 0$L#F
R$% )+5,F&% *$F$+)Z&H)$+8 4/$%$)*，-@D@，’(：E@D C B-I8

［-E］ 周明镇，张弥曼，陈宜瑜 8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 8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D，-J C ETT 8

［-B］ ?9#%5 6 6，3)FF#% G N8 G%$*#55，’&HH#%+ &+L 5*&F# )+
4)$"#$"%&’(98 M+：?9#%5 6 6，3)FF#% G N #L58 6+&F9H)*&F
.)$"#$"%&’(98 :#/ ;$%< &+L S$+L$+：7(&0’0&+ &+L 2&FF，

-@AA，B C -E8
［-I］ 刘焕章，陈宜瑜 8 生物地理学的新进展 8 生物学通报，

-@@D，$(（D）：- C I8
［-!］ O$5#+ . O8 .)$"#$"%&’()* ’&HH#%+5：& ’#%*#%’H,&F $Q#%Q)#/8

M+：?9#%5 6 6，3)FF#% G N #L58 6+&F9H)*&F .)$"#$"%&’(98 :#/
;$%< &+L S$+L$+：7(&0’0&+ &+L 2&FF，-@AA，EB C !!8

［-D］ >,)FF#,0)#% [，N)04#%F$RR W8 K*$F$"9 Q#%5,5 ()5H$%9 &5
L#H#%0)+&+H5 $R ’&H*(9 &+L )+5,F&% L)5H%)4,H)$+ )+ ()"( 6+L#&+
4)%L58 M+： 2#*(H ? X，NH##%# P 7，P&FF&*# . #L58
KQ$F,H)$+&%9 .)$F$"98 :#/ ;$%<：GF#+,0 G%#55，-@AJ，D! C
--T8

［-T］ 黄镇国，张伟强 8台湾板块构造与环境演变 8 北京：海

洋出版社，-@@!，- C -J!8
［-A］ 刘东生，储国强，刘嘉麒等编译 8 第四纪环境 8 北京：科

学出版社，-@@T，! C EB@8
［-@］ 姚伯初，周昌范 8台湾海峡地区新生代的构造演化 8 海

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E，!#（I）：- C -J8
［EJ］ 赵昭炳 8台湾海峡演变的初步研 究 8 台 湾 海 峡，-@AE，

（-）：EJ C EI8
［E-］ 赵希涛 8中国海岸演变研究 8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

社，-@AI，- C -BD8
［EE］ 蔡丽珠 8台湾海峡两岸第四纪生物群特征及古地理演

变 8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I）：IT C !!8
［EB］ 黄威廉 8台湾附属岛屿植被 8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B，（-）：I@ C !I8
［EI］ 黄威廉 8台湾植被 8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B，-

C E-D 8
［E!］ 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 8 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

册）8北京：科学出版社，-@AI，-- C -B!8
［ED］ 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 8 中国植被 8 北京：科学出版社，

-@AJ，- C EJI8
［ET］ 吴征镒，王荷生 8 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上册）8 北

京：科学出版社，-@A!，- C -E!8

·EE-· 动物学杂志 !5&’,6, 7$8#’"% $9 :$$%$)* I-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