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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地球以每小时近1700千米的速度（大约是波音飞机速度的2倍）自西向东旋转
，这种不间断的旋转已经持续了约46亿年。
位于宇宙之中的地球在太阳系各种能和力的耦合作用下，以其自身旋转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制造出无数
次天翻地覆的地质构造运动，导演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地质历史事件。
众所周知，地幔之上的板块运移导致了火山爆发，引发了强烈地震，改变着沧海桑田，推动了山川巨
变。
巡视所有这些发生在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里的地质历史事件，可以说生命演化是地球上最
富于活力和最经久不衰的一幕。
　　回顾生命发展的大约35亿年的漫长历程，浩瀚无边的海洋不仅是生命诞生的摇篮，更是孕育生物
演化长达31亿年的有声有色的舞台。
地球早期大气中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和低水平的氧气，而海洋中绿藻的诞生和发展从根本上当然也
是逐步地改变了这个状态。
到了距今大约4亿年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降到只比今天高约不到20倍，而氧气含量上升到接近
现今水准。
氧气在太阳紫外线作用下产生了臭氧，而大气臭氧层的形成又有效地减低了紫外线对生物的伤害作用
。
在此宏观背景下，随着海陆变迁，海洋中的藻类成功登上陆地，成为最早的陆地植物——这是一群无
叶、无根、结构简单但是具有光合功能、生命力旺盛的植物。
它们是荒芜大地的垦荒者、绿色世界的缔造者和陆生生物的开拓者，从此谱写了生物演化过程中由水
登陆的辉煌一章。
　　生物演化的本质是生物遗传物质和外部环境的辩证统一。
如果没有生物界所具有的丰富多样的遗传物质，就无从谈起生物演化；但是，如果没有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也就没有了生物演化的驱动力，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彩的生物类群，更不会有今天
的魅力无比的大自然。
最早陆地植物和随后登陆的最早陆地动物，以及微生物构成了地球上的最早陆地生态系统，相对于海
洋稳定的水生环境来说，陆地生态环境更为残酷。
4亿年以来，正是这种复杂而又残酷的自然条件成为陆生生物蓬勃发展的外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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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演化的本质是生物遗传物质和外部环境的辩证统一。
如果没有生物界所具有的丰富多样的遗传物质，就无从谈起生物演化；但是，如果没有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也就没有了生物演化的驱动力，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彩的生物类群，更不会有今天
的魅力无比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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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级分类单位如科、属等的分布也是变化的，因为它们的分布区是建立在所含种的分布区的基础
上的。
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两个相反过程的出现，即居群扩张到新的区域和从其以前全部或部分分布区内消失
，也就是居群繁殖、散布和灭绝两个相反过程。
这是个生态学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包含植物有机体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和机能，但是根本上是
决定于环境条件如何引起地方居群的增加或减少（王荷生，1992）。
　　正是基于植物的地理分布区是其耐受范围的耐受性的良好指示这一假说，Mosbrugger和Utescher
（1997）建立了共存分析法所需要的数据库CLIMBOT，并且指出，很多植物地理分布区的边界与气候
参数的等值线一般是重合的。
在多数情况下，该假说是成立的，而且利用地理分布区内部的6个气象台站数据获得植物耐受范围的
方法，是简单易行的。
　　但是植物种的许多个体在该种分布区范围内的分布并不是在空间上布满整个分布区，而是居住在
适宜它们生存的生境中。
各种植物在其分布区内布满的程度也不相同，这取决于适宜生境重复出现的频度、植物种的生态特征
、形成集群以及与其他种的竞争能力，还有历史因素等（王荷生，1992）。
因此，在自然界中由一个物种全盘布满的分布区是没有的。
连续的分布区仅仅是植物区系地理学为了研究方便，在点图的基础上，把最外围的分布点连接起来，
从而绘出分布区的轮廓，但忽略了分布区内部全部分布地点的详细记载。
这样的做法，用于解释植物类群的起源和演化，使问题简化且直接明显。
然而，我们如要获得在植物地理分布这一自然现象所蕴涵的生态与环境信息，轮廓图的做法是否能够
满足是值得商榷的。
　　在研究某个类群对某一个特定的气候参数的耐受范围时，通常而言，该类群分布区边界点的气象
数据是该类群耐受性极值的可能性较大。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其极值出现在分布区内部的可能性，仅用边缘数值有可能会降低其结果的准确
性。
如果整个地理分布区内所有气象台站的气候数据全部使用，则又有可能包含了分布区内部不适宜该类
群存活的极端环境数据，故而降低共存分析法的精确性。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从基本的植物分布数据开始，即以每个植物类群的实际标本采集情况为依据，
以每一份标本记录所代表的气象记录为基础，这样在所有分布点的所代表的某一气候参数的数据集合
内，找到其最大和最小两个极值，这两个极值之间的范围作为该植物类群对该气候参数的耐受范围。
这种做法是建立在考虑全部分布情况的点图法基础上的。
　　以上探讨的是理想状况，而实际情况是气象台站记录的气象数据和植物标本采集记录之间缺少紧
密的对应关系。
植物标本采集记录是比较详细的，可以到乡镇一级，不过点图法描绘的植物地理分布图是以县级行政
区域为单位的（Ying et a1.，2004）。
一般而言，记录气象数据的气象台站位于县级行政中心，并且还不是所有的县级气象记录数据都可以
获得。
因此，植物分布地点与气象数据记录点的不吻合会影响到共存分析法的精确程度。
我们目前采用的解决方法是，根据每个县的区域内是否有该种植物的标本采集记录来决定是否选用该
县的气象台站，所以获得某个植物类群的耐受性范围所需的气象台站数量，是由该类群分布点的数目
来决定的，这一点与CLIMBOT数据库只选用6个气象台站是不同的。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耐受性是生物有机体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耐受
能力，只受植物本身的生理状况的影响。
植物类群通过其实际的地理分布所表现出来的“耐受性”还受该植物类群与其他生物相互关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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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分布区是植物耐受性的具体表现，但是耐受性理论只能告诉我们某个类群不能在某地分布
，并不能指明该类群将分布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耐受性理论是植物分布的充分条件。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在自然的环境条件下，某地出现了某种植物，则该地气候条件一定是在该植物的
耐受范围之内的。
这也正是共存原理得以实现的基础。
　　第三，植物耐受性资料可以通过对植物分布的调查而获得，尽管这样获得的“耐受性”与植物本
身固有的耐受能力有一定差别，但仍然有实际意义。
　　第四，更高级分类群的耐受性，即为组成该分类单位所有个体耐受性的累加。
　　第五，某个植物类群耐受性的取得，应以该类群所有的标本采集记录为基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植被演替与环境变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