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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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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鉴于当今中国动物地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就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1 在动物地理区
划研究中,加强地理迭合探讨,有助于解决我国境内古北—东洋分界线的争议和关于建立 “西藏界”的建议;
2 在栖息地研究中应加强综合观点,景观动物生态地理学方向值得提倡;3  文化生物地理学研究中,应注意我
国具有十分悠久农业文化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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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point on the study of zoogeography in China
ZHANG Rongzu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Resource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Beijing,100101, China)

Abstract:Viewpoints on the study of zoogeography under the existing status in China are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Three
aspects have been included:1,studies on zoogeographical region and geographical congrue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t
will be help to elucidate the problems of boundary marking between the Palaearctic realm and the Oriental realm in China
and the suggestion of the “Tibetan realm”;2,studes on animal habitat - landscape,based on comprehensive viewpoint of
ecological zoogeography;3,studies in cultural biogeograph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fluence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has existed for gener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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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生物地理学进入了一个
新的时期。在历史生物地理学方面,支序生物地理
学 (Cladistic biogeography)学派形成主流。在生
态生物地理学方面, “岛屿生物地理均衡论 (Dy-
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推
动了这一领域的模型 (Models)研究。近十多年
来,分子系统学的迅速发展和遗传学信息的应用,
出现了分子系统地理学 (Molecular phylogeogra-
phy),形成一个活跃的领域。当今,地球上生物
界物种的分布格局在人类活动,包括经济与社会实
践活动和环境污染及其后果的影响下,以前所未有
的程度和速度在改变,向文化生物地理学 (Cultur-
al biogeography)研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新的形
势,促进了我国原来比较滞后的动物地理学研究。
以笔者的浅识,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抛砖引玉。
1  生物地理区划与地理迭合研究

一切在不同时期形成的自然地理界线,对于不

同的物种,在理论上,都可以看成是不同形式和不
同性质的分布上的 “阻障线”。可以把物种与自然
环境中阻障这两方面的关系归结如下:物种分化的
程度与阻障效应的强弱及时间的长短成正比,与物
种的扩展能力成反比。无论高级分类系统与种的分
化、地理亚种的形成,还是生态地理变异,都是物
种适应环境时空变迁的结果。因此,物种分布格局
(型)及生态地理现象的分化均与一定的地理环境
分异相适应,就应该是一个自然规律 (Udvardy,
1981;张荣祖,2002)。不同生物类群分支图解
(Area cladogram)所表示的分布格局 (Pattern)及
其形成过程 (Process)的一致性,被支序生物地
理学派称为地理迭合 (Geographic congruence),是
生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Darlington;1957;
Savage,1982; Nelson and Platnick, 1984; Hum-
phries and Parenti,1999)。我国已有陆栖脊椎动物
种的分布型 (中尺度分布格局)的分类 (张荣祖,
2004),实质上所依据的就是地理迭合。它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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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历来所寻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动物地理
区划 (Zoogeographical region)系统的基础,反映
动物区系及系统发育与地理环境在时空上的同步演

化。
以陆栖脊椎动物为基础的 “中国动物地理区

划” (1959)自提出后,经过近 20 年的应用,于
1978 年经由集体讨论后,作了修订 (张荣祖和赵
肯堂,1978)。后来,该 “区划”继续得到国内动
物学界及医学界 (自然疫源地研究方面)的认可
或基本上认可,如 “中国农林昆虫地理区划”即
基于该 “区划”而制定 (章士美,1998)。许多动
物学家在应用该 “区划”时,依据自己所研究的
类群和地区,对该 “区划”的有关部分提出肯定、
补充或修改等意见。有些研究,在自己研究的地区
内,增加了第三级 ( “省”)或再加以第四级
( “州”)的区划,如 “中国两栖动物地理区划”
(赵尔宓,1995)。基于这些意见笔者于 1998 对该
区划再作了一次讨论与修订 (张荣祖,1998)。近
10 年来,有关动物区划的工作,不断出现,特别
是爬行动物方面基于各行政省内的三级划分。还有
如 “中国原尾虫区系和分布特点” (尹文英,
2000)、 “中国虫内类区系分布和地理区划” (陈汉
彬,2002)和 “中国狼蛛科蜘蛛地理区划” (陈军
和宋大祥,1998)的研究,均基本上依循该 “区
划”的框架,但后者对区划系统中的个别区间关
系,提出新的见解。显然,旨在反映普遍规律的综
合性动物地理区划,必然因各个门类分布格局与地
理迭合研究的进展而不断地经受检验。

在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一直存在一个
未能理想解决的重大争议:中国东部季风地区,早
就被认定是动物在第四纪冰期中的避难所 (卡尔
克和周本雄,1961;Zhang,2002),是动物分布上
的“广泛过渡区”(Zhang,2004;张荣祖,2004)。
在此,哪里是现代两大 “界” —古北和东洋两大
区系合理的分界线?特别是秦岭山脉以东 (淮河
流域)和以西 (横断山区)两侧是讨论的焦点
(Hoffmann, 2001; Zhang, 2002; 陈 领, 2004;
Chen et al . ,2008)。晚古生代以来泛大陆 (Pan-
geana)的解体和重组,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特
别是第三纪 (古近纪和新近纪)以后,青藏高原
的急剧隆升,对我国生物区系的演变产生过重大影
响, “广泛过渡区”的产生与此有关。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队就结合青藏高原的隆起,探讨该高原裂腹鱼类

起源和演化 (曹文宣等,1981)和青藏高原哺乳
动物地理分布特征和区系演变 (张荣祖和郑昌琳,
1985)。其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愈加重视。近期,
在动物系统发育和地理分布格局的研究中,如对中
国大沙鼠 (Rhombomys opimus) (宁恕龙等,
2007)、高原鼢鼠 (Myospalax baileyi) (蔡振媛等,
2007)、鼠兔亚属 (Ochotona) (张荣祖,1998)、
马鸡属 (Crossoptilon) (卢欣等,1998 )、沙蜥
(Phrynocephalus spp. ) (曾晓茂等,1997,金园庭
和刘迺发,2008)、黑斑蛙 (Rana nigromaculata)
(杨玉慧等,2004;)、臭蛙属 (Odorrana)(费梁,
1990;叶昌媛和费梁,2001)、高原鳅属 (Triplo-
physa)和西南地区裂腹鱼类等的研究 (陈毅峰,
1998;陈毅峰和陈宜瑜,1998),均直接联系青藏
高原隆起而产生的不同尺度的地理环境分化与动物

性状分衍进化的关系和可能扩散的途径。这些结
果,均有助于对地理迭合和动物地理区划的探讨。
由于青藏高原隆起对环境影响的范围十分广泛,由
此,还使某些生物学家萌发了一个新的见解:应考
虑把原 “青藏高原” (2 级)区提升为全球动物地
理区划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 (1 级) “界
(Realm)” (陈宜瑜等,1996)。虽然,尚缺乏相应
的在动物区系分化方面的有力论证,但这一见解,
要求对传统动物地理区划分级系统的研究进行检

验。
我国现代地理环境复杂,古地理环境经历多次

三度空间的变迁,地理迭合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十
分丰富的。上述联系青藏高原隆起的研究,就是一
例。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工作,特别是在东部季
风地区,在构建种类分支系统时,往往只在分支图
解上标示出地名,不同程度地缺乏联系相应的地理
学内容;在讨论动物地理区划 (区系分化)时,
多停留在以最高级———古北与东洋两界成分为准的
(大尺度分布格局)水平上,而分区性 (中尺度分
布格局)地理迭合,包括地理亚种水平的分析比
较单薄。显然,难以满足对动物 2 级区划特征的分
析。至于 3 级区划,即 “(自然)省”的划分,更
多的要依据种群的生态分化及相应的栖息环境变

化。这方面的工作必然随中—小尺度动物调查野外
工作的增多而提上日程。
2  栖息地景观生态动物地理学研究

地球表面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地域分异,
表现为地带性分化和景观分异,其空间分布是有规
律的。景观 (Landscape)作为自然地理综合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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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实体,早就受到地理学家的重视。其实,它
就是动物地理学所指的栖息地 (Habitat)。前苏联
生物地理学即依自然地带及景观的分异,研究俄罗
斯领域的动物分布,可谓景观生态动物地理学派
(Кузякин,1962)。近年来,生态学家对景观亦予
以重视,将景观视为生态系统,结合景观的研究开
始增多,还出现景观生态学 (Pickett and Cadanas-
so,1995;李晓文等,1999)。在当今世界人类活
动如此强烈的情况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包括自
然保护区,就象镶嵌在人为生态环境这一汪洋大海
之中的 “岛屿”状景观。 “岛屿生物地理均衡论”
所提出的模型 (Models)研究,亦激励了对此类栖
息地的研究 (陈水华等,2005)。近年来大量出现
的关于保护物种栖息地 (及越冬地等)选择的调
查,均经意或不经意地联系景观的研究。

在动物分布的条件中,栖息地的食物条件和隐
蔽条件是最主要的。但近年来,有学者强调或选择
纬度条件予以分析,有所谓种分布区大小的纬度
———Rapoport规律 (张文驹和陈家宽,2003)。从
生态地理学综合的观点看,这是值得质疑的。生物
地理学中确经常使用 “纬度”的术语,以表达物
种的分布,甚至被用来推测物种的起源、散布、分
化等规律。然而,对物种多样性随纬度的梯度变
化,找 不到确 切的解 释而感 到神秘 (Pielou,
1979)。对 Rapoport规律的普适性,产生了明显的
意见分歧 (张文驹和陈家宽,2003)。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恰当地将纬度视为
物种生存的重要因素。 “纬度”一词,虽然简明,
但其内涵主要具天文学上的意义,在地理学上,只
能简单地表示地理位置的南北和推知其气候上冷暖

的大概趋势。而在同一纬度上,作为对生存具有直
接意义的地理环境及生态因素的各项数值,如气
温、雨量、土壤和植被等等,均因地面条件的差异
而产生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对上述因子而
言,绝非等质或等值线性质,不适合视为对比基础
或用作统计的单元。选择 “海拔”进行分析,亦
有类似的情况 (Li et al. ,2003)。地理学中,曾有
过采用空白地球,即应用只有经、纬度的地图,作
为理论平台的误区 (Taylor,1984)。生物地理学
中也曾应用空白方格法,但若不联系与栖息地的关
系,只会得出随机的结果,难以解释。

研究表明,物种生存的决定因素是生态系统中
相互关系的一组因素,并非随机的并置 (Lauben-
fels,1970),生命忍耐度则对应于环境条件梯度

(Putman,1984)。因而,生物地理学统计应该依
据地理环境中可测量生态因素的实际变化,而不是
依据只表示地理位置,而缺乏生态学具体内容的人
为指标,包括纬度、经度、海拔、行政区划界线
等。工作中地理信息系统 GIS 的应用,提高了信息
分析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问题,应以综合
的观点,将栖息地作为景观整体,研究其结构、功
能及综合效应对动物分布的影响。
3  人类活动对动物分布影响———文化生物地理的
研究

人类人口的增长,人类与野生动物为争取生存
空间的共享与冲突亦在增长,许多珍稀物种面临濒
危。面对这一现实,人类唯一的选择,应该是在我
国古人 “尊重生命”的理念与必须维持生态系统
平衡的现代理论指导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走向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过去,我国动物地理学研究中,虽对人类活动
的因素有所注意,但具有针对性的工作不多见。近
年来,针对人类活动影响的课题增多,揭示了一些
令人担忧的现象。如曾是各地最常见鸟类 (树)
麻雀和喜鹊,在 20 世纪后期,却在四川东部的农
耕区和城镇消失的事实。调查说明:进入 90 年代,
在四川已形成一个全新的 (树)麻雀和喜鹊分布
格局———盆地为罕见区;盆周山地、川西南山地为
局部分布区;只剩下川西高原才是广泛分布区。调
查指出,引起其地理分布变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大量砍伐林木、滥用农药、人为毁巢和猎杀所造成
的 (郭延蜀和郑慧珍,2001,2004)。又如,苏州
市内一家蛇产品经营公司,仅于 1993 年就收购了
商业生产用活蛇达 150 吨之多。加以当地一直存在
的 “美食野味”之弊,均致使许多蛇 (蛙)类自
然种群,严重丧失 (赵肯堂,2000)。但也有相反
的事例,如城市市区的植被多样性、食源丰富以及
市民保护鸟类的文明行为,对野生鸟类数量增加起
了重要作用 (吴先智等,2005)。一直在许多牧场
发生的家畜与野生动物食物的重叠是人类与野生动

物共享与冲突的一种形式,也受到动物学家的关注
(李俊生等,2005)。因人为传播,外来入侵种对
入迁地区生态系统、环境、经济等方面造成的影
响,亦受到注意 (徐汝梅和叶万辉,2003)。各地
纷纷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从社会经济学来看,实际
上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类型,被它保护的物种的
未来与各地土地利用总体发展前景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在我国十分悠久的农业文化中,有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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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对动物界产生有利的影响,值得发掘。如云南
有些少数民族,实施土地轮歇循环耕作和沿袭传统
宗教文化禁忌,圈建的 “龙山”,为山区资源的永
续利用提供了社会保障,有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重新受到肯定 (王直军等,2001)。凡属此类问
题,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密切交错,均属文化生物
地理学 (Cultural biogeography )的范畴,在研究
中,要求加强与社会和经济科学的联系 (Sim-
mons,1979)。对我国生物地理学工作来说,这是
一个已经进入,但远远落后于形势要求的十分丰富
的研究与实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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