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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地理群落系统分析

的仿古模拟研究

一一洞洲岛
、

西沙群岛
、

北海海滨

生物地理群落比较及其意义

黄 炳 祥

( 中国地质大学 )

摘要
: 本文通过泅 洲岛

、

西沙群岛
、

北海海滨生物地理群落的仿古模拟比较研

究表明
: 用在生物地理群落 系统分析对比方法 ( 包括子 系统选择

、

分异度 , 相似度

计算
,

群 落结构功能与环境分析进行 ) 古生物地理区划研 完将是可行的
,

涸洲 岛海

滨无脊稚动物 区 系属于热带与亚 热带动物 区 系的过度地带
,
是热带动物 区系的最湘

界
, 结合地史考察

, 阐明 了生物地理边界性质和形成机制
。

关键词 涸洲岛 ; 西沙群岛; 北海 , 生物地理群落 , 系统分析 , 仿古模 拟 , 分 异 度 , 相似

度 , 地理区划 , 海流边界
,
古生态地理学

。

引 论

古生物地理学在近一百年来
,
作为系统古生物研究的副产物

,

材料是丰富的 〔 1 〕 ,

业且有

独立的理论体系
。

在地质学界的争论中
,
无论是

“ 固定论者
”
或是

“ 活动论者
”
都把生物地

理学研究作为重要论据之一
,
但其成果是多解性的

。

原因在于
,
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以特有的

生物作典型代表
,

在确定生物地理范围中起支配作用
。

尽管在确定生物地理单位的边界中
,

注意到地理障碍
,

气候特征和环境因素
,
也分析一下生物的环境要求

,
甚至到近代

,
也采用

数理统计方法
,
但它不太强调把生物与环境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系统来考虑

,
并在系统中去

把握事物的种种因果关系及与外系统的联系
。

因此 ,
有必要在古生物地理学研究中引进古生

物地理群落和系统分析等概念和研究方法
。

本文试图通过涸洲岛现代海滨生物地理群落 ( 概念
:
生物群落同它所依赖以生存的环境

所组成的相互制约的综合体
。

通过能量交换而形成
,
处于经常变化

,
发展和演替中

,
是地表

自然条件最单一地段
。

) 的系统分析及仿古模拟研究 ( 包括不能保存为化石的种类 ) ,
从古

群落的整体概念出发
,
采用古生态研究中普通应用的二态聚类分析

,
分异度的经验统计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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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种类名录
, 了解生物生态类型

,
分析组合特征

,
个体形态功能分析

, 进而确定群落系统结

构
,
进仔群落结构

,
功能

,
环境分析与现场观察相比照并结合地史考察

,

阐明生物地理边界

的性质和形成机制
,

为今后的广义的古生物地理学 ( 或者称之为古生态地理学 ) 的研究提供

参考资料
。

一
、

生态系统组成比较

生态系统 ( ec os y s t e m ) 就是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 物质循环 和 能 量 流

转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 3〕
。

表 1 北海
、

涸洲
、

西沙生态系统结构成份 比较

瓜蔽一
~

之牡里不
·

协
一

洲
西沙 ( 晋卿岛 )

岸岸岩岩然工天人德角地高1
.

岩石基底群落 有 ( 有 (
黔舞 …缺

2
.

珊瑚礁群落 有 (
滴水村

有 ( 礁体 )

一

一一
..

一

一
3

.

沙质基底群落 有 ( 白虎头 ) *
,

滴水村西北
旧 、

澜 洲 北 岸

体缘礁泻溯边4
.

珊瑚贝壳碎屑沙基底群落 有 (
滴水村西北
护日 洲 北 岸 有 (

5
.

泥沙基底群落 有 ( 高德 散在

结构成分
比例 图

所占面积 匆下
一

…
_

么
从子系统组成成份看

,
北海是大陆沿岸泥沙碎屑沉积的基底类型

,

而西沙是珊瑚礁类型

的基底
,
而涸洲则是两者兼有之

。

从所占面积比例看
,

极显著倾向于西沙的基底类型
。

不同基底适应着不同类群的生物组合特征
。

因此
,

在进行不同生物地理群落相似度比较

时
,
要选取基底相似或差异较小的生物群落 (或生境 ) 进行比较

。

其 次
,
由于

「

实际调查工作中
,

我们不可能跑遍这三个地区的所有地方采集标本
,

收集资

料
,
古生物化石的采集更为艰难

。

因此 , 只能抽样
,

选取最优子 系统进行比较计算
。

由于种的多样性是群落生态组织水平独特可测定的生物学特征
,

对反映群落功能有重要

意义的结构特征
,

而样本大小是确定指数值的重要函数
,

恃别是生物地理群落的分异度 ( 即

多样性指数 ) 比较是属于绝对多样性 比较
,

更必须在相等大小的群落生境面积的完整调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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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基础上进行
。

为此
,

笔者选择了涸洲滴水村
,

北海白虎头再附加高德人工岩岸 ( 两地相距 3公里 ) ,

西沙晋卿 岛这三个面积相近
,
基底类似的生境的子系统群落进行比较

。

二
、

滴水村 ( 澜洲 )
,

( 一 ) 自然环境简介
:

北海
:
北纬 2 1

0

2 7 ` 一 2 1
0

3 0

晋娜岛 ( 西沙 ) ,
白虎头 ( 北海 ) 生物地理群落系统分析 比较

。

年平均气温 2 2
.

7℃
,

海温缺
。

润洲 ( 晋卿岛 ) :
北 纬 16

。

加 ,

表 2 滴水村
、

晋娜岛
、

白虎头群落的生物种类组成比较

………
·

……
产 地地

皇皇皇皇贷圭睿膏
“ 水村

{
晋卿岛岛

11111 笙 珊 瑚 T u b i p o r aaaaa 犷犷 犷犷

22222 盔形珊瑚 G a t a x e aaaaa 犷犷 犷犷

33333 蜂巢珊瑚 F a vi aaaaa 斌斌 了了

44444 菊花珊瑚 G o n i a s t r e aaaaa 犷犷 扩扩

55555 牡丹珊瑚 P a y o n aaaaa 矿矿 扩扩

66666 扁脑珊瑚 P l a t y g y r aaaaa 矿矿 扩扩

77777 滨 珊 瑚 P o r i t e sssss 犷犷 衬衬

88888 枝状蔷薇珊瑚 M o n t i p o r aaaaa 扩扩 甲甲

99999 石 芝 F u n g i aaaaa 矿矿 了了

111000 杯形珊瑚 p o e i l l o p o r aaaaaaa 甲甲

111111 葡甸鹿角珊瑚 A e r o p o r a p a l e h r aaaaa 衬衬 犷犷

JJJ222 直佳丽鹿角珊瑚 A e r o p o r a p u l c五r a s t r i e t aaaaaaa 甲甲

111 333 鳞 碎 碟 T r i d a c n a s g u a m aaaaaaa 扩扩

111444 碎 石豪 H i p p o p u s h i p p o p u sssssss 扩扩

111 SSS 斑马蹄螺 T r o e h认 5 m a c u l a t u sssss 扩扩 矿矿

111666 锚 海 参 S y n a p t aaaaaaa 犷犷

111777 蜘 蛛 螺 L a m b i s L a m b i sssssss 犷犷

111888 梭 螺 A m p h i p e r a s o v u血血血血 扩扩

111999 条 延 螺 N e r i t a s t r i a t aaaaa 扩扩 扩扩

222。

{{{
锦 延 螺 N e r i t a p o l i t aaa @ 矿矿 扩扩 扩扩

222111 篱 凤 螺 S t r o m b u S L u h u a n u sssss 矿矿 扩扩

JJJ一

2222 灰呆足贝 B l a s i e r u r a bi r “ 。 d o o e g l e c t aaaaaaa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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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生生生 物 种 类类
1 _

声

上一 -一一
-

竺
___

暴暴暴暴贷圭鼻膏
滴水村

}
晋卿岛岛

222333珠 母 贝 P ie n ta da扭 a rga rit i fe aaaaaaa r扩扩

222444牡 蜘 o s t rca
·

S P
··

⑥扩扩 甲甲 甲甲

222SSS 猿 头 蛤 c五 a n taaaaa寸寸 袱袱
lllllllllllll

222 666眼形隐板石鳖 G yp to o lao ne u la taaaaa斌斌 甲甲

222,, 兔昌 螺 U m b o n i u mmm 了了了了

222 888 奥莱彩螺 e l i t h o n o u a l a n i e n s i s l e s s o nnn 丫丫 矿矿矿

222 999 带 嵘 螺 T u r b o p e t h o l a t u sssssss 扩扩

333000 马来 ,J’ 滕壶 C h t五 a m a l u s m a l a v e n s i s P i l s b r yyy 。 扩扩扩扩

333 111 拟蟹守螺属 C e r i t h i d e aaa 斌斌 扩扩扩

333 222 蟹守螺属 C e r i t h i u m v e r t a g u ’’ 了了 了了 甲甲

333 333 梨形乳玉螺 P o l y n i e e s p y r i f o r m i sssss 扩扩 扩扩

333 444 格纹玉螺 N a t i e a t e s s l l a t aaaaaaa 了了

333 555 浇菊萄贝 s t a p h y l a e a n u c
l e u sssssss 扩扩

333666 拟 枣 贝 E r r o n e aaaaa 矿矿 了了

333 777 虎斑宝贝 C v p r a e a t i g r i sssssss 召召

333888 阿文缓贝 M a u r i t i a a r a b i c aaaaa 犷犷 了了

333999 褐 棘 螺 C h i r o r e u s b r u n n e u sssss 矿矿 了了

444000 笔 螺 M i t r aaaaa 汀汀 甲甲

444111 芋 螺 C o n u sssss 扩扩 研研

444 222 棒 锥 螺 T u r r i t e l l a b a e i l l u m k i e n e ::: 了了 扩扩 犷犷

444333 毛 始 A r e a S u b
e r e n a t aaa 犷犷 寸寸寸

444444 布 纹 蜡 A r e a d e c u s s a t aaa 犷犷犷犷

444555 皱璧扇贝 p e c t e n P l i c aaa 扩扩 矿矿矿

444 666 长肋日月贝 A m u s s i u瓜 p l e u r o n e c t e sss 甲甲 甲甲甲

444777 海 菊 蛤 S p o n d y l u sssss 犷犷 丫丫

444888 索氏锉蛤 L i m a S o w e r b y iiiii 甲甲甲

444999 黄边鸟蛤 e a r d i u m f l a v u mmmmm 甲甲甲

555000 美 女 蛤 C i r o e s o r i n t aaa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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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下一一
;

里
一 `

一
” 、

一

、
’

、
’

{菇
弃

迄井
一

二运二 }
l ! }曰界大 勺 向 }磁十抖 i 皿翩友 l

}一止一
一` 一一一— 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二速玉工宣鱼` 竺翌生止竺兰兰匕 }

}州一卫王…11生坐业望竺燮尘

—
一 {一匕

一

…
—

}

—
!

J竺卜兰i二生些三望i兰三竺全些竺兰

一
卜三一 }— }— }

}州一巴些三
~

坐兰 {竺竺竺竺

一
一

一卜兰-
-

{

—
}— }

目一皇
- -

竺卫日竺兰一
一

一

—
{二乞卜一

一

}

—
}

}月一矍一
一

兰卫望竺一

一

— — {

—
{一兰一!

—
}

}竺卜
-

生里兰…兰三i竺竺望生竺竺呈竺1 一一一一一一卜二
一

}— {— }
}竺…一三一兰 夕竺些 - 一一

一

一
-

— J

—
!一兰一阵兰一 }

}竺
一

阵二生兰旦尘竺1

— 一一一

—
}一兰一!— 仁

~一

二一 }
}川

-

色一兰竺坐竺竺一
一

一

—
}— 仁止

-
一

}一兰一!
}竺

一

L一 _一
- - -

一一 匕一
}一

~ ~一

{一 ~
曰

一 }
O代表高德人工岩石岸的种类

,

甲表示有分布
。

1 6
0

2 5 `
面积 。

。

廷平方公里
,

年平均气温 2 6
.

4℃ , 海 表温 24 一 29 ℃
。

( 二 ) 群落的生物种类组成

( 三 ) 分异度 ( 多祥性指数 ) :

考虑到化石保存的特殊性以及晋卿岛没有个体统计数
,
由于限定了面积相似的前提

, 已

存在可比的基数
。

因此 ,
物种数可代表分异度

。

结果
:
北海 ( 白虎头 ) D = 0

.

1 9 , 澜洲 (滴水村 ) D
= 0

.

3 5 , 西沙 ( 晋 卿 岛 ) D = 0
.

4 2
。

从多样性指数可以看出两个间题
:

第一
,

纬度越低
,
物种的多样性指数越高

,
这与现代生态学观察很早就发现的

,
小岛或

远离大陆的岛比大陆的或离大陆近的岛种类要少 ( M c A r t h u r a n d w il s o n 1 9 6 7 ) 的认识

相矛盾
。

为此 , 笔者把白虎头沙滩生境 附加高德人工岩岸生境改为高德泥沙滩兼人工岩石岸

的生境进行计算
, 分异度 D = 0

.

2 4
。

结果仍 然没有改变物种 ( 多样性指数 ) 分异度随纬度降

低而增高的规律
。

第二
,

润洲滴水村分异度接近西沙晋卿岛而与北海白虎头相差甚远
,
显 然不能用纬度差

解释
, 墓底又不是决定因子

,

准道是海流?

( 四 ) 相似 度计算

根据杰加德 ( 1 9 0 3 ) 公式计算

】ac 系数 二
C

N I + N
: 一 C

涸洲滴水村与西沙晋卿岛比较

J a 。 系数
二 2 7

3 5 + 4 2一 2 7

= 0
。

5 4 ( 仅以珊瑚目比较 J a c
系数达 O

。
8 3 )

。

表明两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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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

润洲岛滴水村与北海白虎头比较

Jc a系数 二
9

1 9+ 3 5一 7
二 。

.

19表明两地有较大差别
,

但有一定联系
。

北海白虎头与西沙晋卿岛比较

J a 。系数
二 5

1 9 + 4 2 一 3

二 0
.

0 85 表明 两地是绝然不同的群落生境
。

然而上述涸洲岛滴水村与西沙晋卿 岛生物地理 群落的较密切相关关系是通过什 么环境要

素与物质循环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呢 ? 而与北海 白虎头显著无关
,
但又有联票

,

它又是以

什么环境要素把它们和对隔离的呢 ? 即地理边界是什么?

( 五 ) 环境分析 ( 结构
、

功能与外界环境的统一 )

1
,

环境的仿古模拟分析

下面是涸洲岛滴水村群落系统仿古模拟分析图
,
通过采集的标本

,
进行生物组合分析

,

结合现场底质资料对照基本上区分了原地或异地成你 勾画出群落系统的组成及空间结构轮

廓
,
是以鹿角珊瑚

,
蜂巢珊瑚为优势的珊瑚礁生物群落系统

。

并根据螺类的形态功能分析
,

找到与外系统联系的线索
。

2
.

环境的现代观察分析

把涸洲岛滴水村潮间带生物地理群落画一素描示意图
。

如 图所示
,
滴水村位于涸州岛西

南方
,

为一宽阔海沙滩 ( 生物碎屑沉积 ) 和火山喷发岩堆积的海蚀平台
,
接近低潮处开始进

入珊瑚礁坪带
。

高潮带为沙质基底和散在岩石岸
,

这一带生物贫乏
,

在沙基底 上只有死贝壳牛

积的贝壳滩线
。

在中潮带
,
基底为沙砾生物碎屑滩

,
同样有一条沿潮线分布的贝了

: 滩 , 在火

山喷发岩海蚀平台上
,
聚集着成群的蟹守螺和拟蟹守螺

, 以摄食沉积的藻类 而 占有 自己的

生态位
。

吸附在岩缝壁上的褐棘螺
,
不时在挪动位置

,
似乎在摄食固着的苔鲜和藻类

。

在一

些小水坑生境里
,

有块状的珊瑚
,
树枝媳

,
海藻

,
小鱼

,
小虾等共生在一起

,

在岩缝或散在

有泥沙砾石的岩沟里分布着以足丝固着的贻贝类和来此避阳的各种螺类
。

在低潮带可以看到

拟枣贝
, 阿文授贝在寻找有水的岩洞

,
作为避敌和呼吸之所

。

岩石上
,

岩壁上有海菊蛤
,

猿

头蛤固着
。

在低潮线可以捡到活的马蹄螺
,
芋螺

,
蛛螺等类群的螺类

。

从以上群落水平结构

情况看
,
多生境是该生物地理群落一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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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涸洲
、

西沙群落系统分析图

联系形式 生态类型 典型种形 态 功 能 环 境 空间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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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洲岛滴水村群落系统仿古模拟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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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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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为数字为种类名录序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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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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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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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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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团
.
匹习

; }巫卜 l弓勿
,

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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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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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例
: 1

,

砂 屑 2
,

砂砾屑 3
.

珊瑚礁4
.

火山喷发岩 5
.

双壳类6
.

螺类7
.

槐抉瑚珊 8
.

枝状姗瑚9
.

固粉 海藻

10
.

潮流水 1 1
.

南海暖水

图 2
、

油洲岛滴水村海滨群落系统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岩礁岸段

,

一般风平浪静
,
海水清澈透明

,
依靠固着在强风浪拍击

的岩石上来避敌
,

并靠波浪的进退来摄食浮游生物的藤壶
、

牡蜘几乎绝迹
。

因而
,

以它为食

的荔枝螺
、

核果螺也找不到
。

使得岩石岸通常存在的浮游生物 (生产者与一级消费者并存 ) ,

藤壶
,

牡砺 (二级消费者 ) ” 荔枝螺 ,
核果螺 ( 三级消费者 ) 等所组成的能量流转

,
养分循环

网络通道所组成的生物食物链在这里都消失无存
。

西沙晋卿岛的情况也是如此
,
这显然是枝

状珊瑚繁盛的海区的珊瑚礁相生物群落种类组成结构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

在群落垂直分层结构上
,

不同程度暴露于空气中的种类
,
如 蟹守螺

、

拟蟹守螺
、

以及钻

蚀的石蜓
,
石缝中的贻贝类等则 与大陆沿岸岩石基底

,
砂质基底的类群特性基本相似

。

它们

都要受气候 ( 气温
:
涸洲年平均 23 ℃ ,

北海 22 ℃ ) ,
降雨量

、

波浪和潮流的影响
,
这是造成

涸洲与邻近的北海大陆沿岸潮间带生物组合中
, 相似部分的根源

。

是它们相互联系的环境因

子
。

在低潮带至潮下带
, 则是由透明清澈的高温高盐水的接岸

,
上升时带来丰富的营养元

,

由火山喷发岩提供良好的固着基底
,

适于珊瑚和海藻生长
,

并以它 们 为 中 心
, 组成了稳定

的
,

包括许多热带种
,
大量的暖水种的多功能通道的

,

为这一动物群提供多种多样的栖息地和庇护所
,

多种营养结构的珊瑚礁动物群
。

珊瑚

潮带的螺类亦爬行寻食于此间
。

高温高盐水究竟来白何方 ?

藻类为它们提供丰富的饵料
。

因此
,
许多低

死亡的贝壳则大部分被搬运到沙滩潮线上
,
形成贝壳滩线

。

水文资料 (3 )表明 ( 见图 3 , 4 )
,

它是在北部湾 终 年存在的

逆时针环流带动下
,
由湾 口东侧进入

, 一直延仲到涸洲岛或在环流的北端潜向润洲
。

夏半年

是南海暖流沿马来亚半岛东侧北上的一个分支
,
冬半年是黑潮暖流由菲律宾的巴士海峡进入

南海的分 支到达北部湾日
一

与环流棍合 北上
。

这两支暖流既流向西沙又达润洲
,

把西 沙与涸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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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岛低潮带和潮下带联系在一起
,
构成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一即更大范 围的生物地理群落

,
产

生了相似的珊瑚礁相生物群特征
,

造成了物种有一半同种属
,

石珊 瑚 目 类 群 的 相 似 度达

0
。

8 3
。

而相距仅 50 公里的北海
,

却由于相对低温
、

低盐的大陆沿岸水把它们隔开
,
使润洲岛

的瑚珊不能继续向北散布到北海
,
并由径流带来的泥沙碎屑沉积

夕

造成 了陆源碎屑泥沙沉积

相生态类型的生物类群
。

由此可见
,

造成北海与通洲两地生物地理群落巨大差异的主要环境

因子是海流和基底性质
,

海流是它们的地理边界
。

海流边界的实质是海水温度和盐度特征
。

因此
,
古海流边界可根据 古 水 温

,
古盐度推

断
。

( 六 ) 润洲 岛珊瑚礁的地史考察

地史资料表明 ( 4 )
,

在泥盆纪时期的地层中
,
在离现代海岸 30 公里的内陆的 公馆的岩

石基底上盛产中国六方珊瑚时
,
涸洲还是泥沙质的海盆

。

显然 ,
当时的暖水与沿岸水的接触

边界是在远离现代海岸线的大陆内
,

只是到了第四纪初
,
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第四幕影响

,
润

洲海区爆发了 3一 5次以上玄武岩等火 山喷发
,
堆积了厚达 1 64 米的基性火山岩建 造

,
并经过

多次浮沉
,
才形成今天的海流格局和提供珊瑚生长的基岩

,

形成今天的涸洲 岛珊 瑚礁
。

据

此
,
证明涸洲岛瑚珊礁是原地体而不是从西沙移来的异地体

,
涸洲与西沙瑚珊礁群落特征的

相似
,
并非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
而是产生于近代海流的联系

。

三
、

讨 论

( 一 ) 众所周知
,
西沙群岛的动物区系是典型的热带区系

,

是属于热带印度一西太平洋

区的印尼一马来亚区
。

而油洲岛生物地理群落的系统分析表明与西 沙较 密 切 相关 ( D分别为
。
3 5和 0

.

4 2 , J a e
系数为。

, .

5 4 ) ,
而与北海有 巨 大 差 异 ( D分别为 0

.

3 5与 0
.

1 5 , J a e
系数为

吕
.

` 7 )
。

, 洲岛
,
西沙 ( 晋卿岛 ) 是珊 ; 礁相为主的生物群落

,
场。海则是陆源碎屑泥沙沉积

相的生物群落
,
它们的地理边界不是气候特征而是海流边界

,
涸洲与西沙通过南海高温高盐

水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

构成更大范围的生物地理群落
。

而北海与润洲通过大陆径流
,
大陆沿

岸水把它们相对隔开
。

由此得出涸洲岛无脊椎动物区系是属于热带
,
亚热带动 物区系的过渡

地带
,

是热带海滨无脊椎动物区系的最北部 边缘的看法
。

这一结论与传统成分分析所得结果相吻合
。

根据 19 8 5年润洲 岛生态调查中采集的标本和

历史调查资料的记录
,
软体动物门 ( 有壳 ) 共有 85 种

。

其中
,
环布典型热带种 13 种 , 环热带

一亚热带种 23 种
, 亚热带广布种 16 种

。

非遍布性种 32 种 ,
其中

,

热带种 11 种 , 温带一亚热带

种 n 种
。

显然
,
大部分种都是环布性种

,
说明涸洲与外界有深远的联系

;
热带种及热带一亚

热带种 占优势说明涸洲岛软体动物区系具有热带一亚热带过渡性质
。

因此
,
本课题研究证明

,
古生物地理区划的研究也可用古生 物地理群落分析对比进行

。

它能追踪地理群落的形成机制及其地理边界特征
。

但必须进行总体的生物地 理群落的子系统

组成比较
,
选择面积相当

,

基底相同或相似的群落进行分析
,

才能使分异度
,

相似度计算等

定量分析
,

建立在可比的基础上
。

在古生物化石采集时
,

基底相同或相似需要根据围岩的资料确定
,

面积相似的确定则需

要围岩资料配合生物组合特征分析 ( 主要 了解环境的物理
,

化学因子
, 群落系 统 的 组 成状

况 ) 后才能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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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古生物地理群落系统分析时
,

营养结构和物质循环分析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

分
,
尽

管有困难
。

解决办法可通过群落种类组成结构特征
,
借鉴现代生物生态研究积累的成果进行

间接分析
, 以及个体的形态功能分析

。

困难的问题是即使在一个地层层面上所反映的生物面 貌
,
实际上也是一段地质历程中的

综合面貌
,
包含着许多群落演替序列信息

。

好在
,
从多样性指数测定中看到

,
在同一地理边

界内不同小生境基底的多样性指数的差异大大小于地理边界外的同一基底的群落
。

同时平面

上的多生境则相似于古群落的历史演替序列
。

因此
,

总的说来
,

并不影响仿古研究的可行性
。

( 二 ) 就象润洲岛那样
,
由于大洋暖流的侵入

,
而本地又因为当时地史上海陆分布的格

局
,

加上有适于 固着的岩石基底
,
而形成的珊瑚礁生物群落

,
并被包围在陆源碎屑与泥沙生

物碎屑 混 合 沉 积中 ( 它在地史上
,
将表现为灰岩

、

被复理石或混杂堆积所包围 )
。

生物组

合特征又与离它上千公里的西沙群岛相似
,
而与它相邻近的北海显著差异

。

很象是外来地体

的证据
,
但地史考察

,
它又是原地体

。

上述事实说明以往的古生物地理的证据本身是多解性

的
。

它只有在同一群落系统内进行系统分析
,
并结合地史考察和构造特征对照

,
才能得到肯

定解
。

( 三 ) 古生物地理群落与古群落的关系
。

在现代生态学中
,
生物地理群落与生物群落的

概念是明确的
,
关系是清楚的

,
前者是最单一自然条件的生态系统

,
后者是生态系统中有生

命那一部分的组合 加〕
。

但在古生物地理群落与古群落的关 系上
,
有 必 要 明确

。

正在兴

起的古群 落 研 究
、

许多人的理解和限定的内含并不一致
,
但共同点都是以群落为单位进行

生态系统研究 〔 1
、

幻
。

这与古生物地理群落的内含是基本一致的
。

不同的是
,
古 生 物地理

群落是古群落中
,
自然条件最单一的群落 ( 即生态系统 )

,
它的目的在于强调进行古生物地

理研究时的可 比基数
,
相同的底质

,
相似的面积

, 以及只有一个环境因子决定着整个群落生

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
。

而且
,
它只研究地层的水平层面

。

笔者认为
,

古生物群落的系统分析
,
古生物地理群落的分析对比

,
结合地史演变探讨

,

对于客观地确定古生物地理边界
,
提供地史时期古环境

,
古气候

,
古地理的客观论证

,
都将

是十分有益的
,
较为精确的研究方法

。

是值得探讨的一个研究方向—
即 ,

广义的古生物地

理学
,
或称之为古生态地理学

。

本文初稿得到杨森楠教授
,
徐桂荣教授

,
杜宽平副教授的审阅 , 在此一并致谢

。

参 考 文 献

〔 1 〕 陈源仁
,

19 84
,

生态地层学和群落古生态
,

成都地质学院学报
。

V ol
,

6
,

N O
,

〔 2 〕陈源仁
,

1 986 年
,

关于古群落研究中
,

几个间题的讨论
,

成都地质学院学报V ol
,

〔 3 〕 华东师范大学等编
,

19 82
,

动物生态学 ( 下 )
,

人民出版社
。

〔 4 〕 辞海
,

7 9年版
,

P一 1 7 32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幻 黄厚哲
,

19 84
,

生物学概论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 6 〕海洋科学集刊第 10 集 19 75年 8月科学出版社 ( P 94 一 95 )

13
,

N O ,

3



8 6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第 5期

T HS U E T D YO FS YgE TM A T IC A NA L YS IS O F

M E O DR N BE O G IO GR A PHIC C O 入 IM S U E T N I I

O FL LO W INC TE HA NC E INTO NS E

Hu a n g Bi nqi a n g

(C 几云” aN a: fo ” al Go o lo g, U ” fv 。 , s f 君, )

A B S T R A C T

T h e C o m p a r i s i o n s t u d y o f i m i t a t i o n s a n t i q u i t i e s o f b i o l o g i e

e o m m u n i t i e s i n
X i s h a n I s

l
a n d

,

W
e i z h o u I s l a n d a n d N o r t h S e a i n t h i s

·

p a p e r

s h o w s t h a t i t 15 p o s s i b l e t o e a r r y o u t t h e r e s e a r e h o n t h e d i v i s i o n o f

P a
l

e o n t o l o g i e a l g e o g r a p h i e a r e a b y u s i n g t h e s y s t e m a t i e a n a l y s i s o f

P a l e o t o l o g i e a l g e o g r a p h i e e o m m u n i t i e s ( i n e l u d i n g t h e s e l e e t i o n o f s u b s y s t e m
,

t h e i n d e x e a l e u l a t i o n o f d i v e r s i t i e s , t h e s i m i l a r i t y e a l e u l a t i o n a n d t h e a n a 1y s i s

o f e o tn m u n i t v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i t s e n v i r o n m e n t
。

T h e i n t e r t i d a l i n v e r t e b r a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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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s u b t r o P i e a l r e a l m w h i e h 15 t h e u t m o s t n o r t h b o u b o u n d a r y o f t h e

t r o p i e f a u n a r e a 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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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n i s m o f b i o g e o g r a p h i e b o u n d a r y i n e o e n n e t i o n w i t h t h e o

b s e r v a t i o n

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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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O l o g i c h泣s t o r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