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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生 物 地 理 学 新 趋 势 
— — 分衍生物地理学 (Vicariance Bi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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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袖地理学在原理和方法上均有较大的发展。当今学者对本学科一些术语的 

函义，在某种程度上亦有了不同认识。为此，我们请置内有关专家撰写-f~B5史生糨堆理学 

新趋势》、翻译 了纳尔逊等所著的《生物地理学》等 文章。 蒋在本刊 1990年 s一6期上陆续 

发裹，以供广大读者参考。——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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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生物地理学是一门 

经验性科学，它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即生物在地 

球上的分布现象，必需依靠生物赖以生存与繁 

衍的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历史(地学研究成果)予 

以佐证，同时垒图以生物分布及其变迁的事实 

为解释环境的桑沧变化作出贡献。但是一百多 

年来，生物地理学尽管积 累了大量的事实，在上 

述两个方面，都不理想，学科的发展，一直处于 

停滞的状态，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原因。 
一

、 大多数生物分类群的系统分类研 究， 

不能令人满意 ； 

二、大多数用以讨论大陆历史与生物分布 

关系的生物类群，其年龄较短，如鸟、兽，不能回 

答大l尺度的地质 史问题； 

三、长期以来，错误的“大陆永恒论”统治 

了过去生物地理学思想体系，“陆桥说”在许多 

情况下又陷人了循环论证的窘境，缺乏地质一地 

理学的支持。 

近 20多年来，生物地理学界出现了一个大 

的骚动，有人把它称为 生物地理学的新生”，这 

个新生的动力来自两个“革命 。 

一
、 沉默了多年的由魏格纳 (A．Wegener 

l880—1 950)创立的 大陆漂移说”，因为板块 

学说 (地球物理学方面)的进展而得到重新肯 

定，被称为地学上的一次革命。这个革命彻底 

否定了一直由达尔文、华莱斯倡导的以“大陆永 

恒论 为基础的北方起源一扩展申心说，使生物 

地理学家得以用 大陆漂移一板块学说 重新检 

验过去已知的生物地理分布现象而获得正确的 

解释并开展新的探讨。 

=、由 w．亨尼格(Henni~g 1 913--1979) 

所创立曲生物系统发育 (Phylogenetic system- 

etic)分枝演化说 (Cladistics) 对生物系统发 

育时空关系的研究，在分类学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亦被称为一次革命。 分枝演化与地理分 

衍 (geographicalⅥicafi譬nce)的相互关系，使 

复杂韵生物分化与地理分布现象，能够以明瞒 

简单的分枝图序 (Cladogram) 予以概括。该 

Vicaritnct曾译为‘替代 ，为彼此分别 占据 之意。 

但从字面上不易领会 ，或误为代替，现译为“分l衙 。接 

萁所述的内容，是措一1、分裂(指地壳板块分裂、大陆漂 
移或其他环境变迁面形成妁生物分布上的阻障)及在此 

分裂过程中对枯种分化 影响(指异蛾成种 Allopatrl 

tpeci~tion)，故为 分裂衍生 之意，简忧为‘分衍 
一 罨者 注 

· ^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学说中的生物地理内涵，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研 

究生物系统发育空间分化的新方向，被称为系 

统生物地理学 (Phylogenedc B{ogeograph~)o 

由于板块分裂一大陆漂移学说的确立，大 

陆问生物物种间断分布所形成的分衍现象得到 

台理的解释，并为系统发育的分枝演化提供了 

地质一地理学依据。 反之，生物系统分枝演化 

也 可以为重建地质一地理历史作出贡献。 因而 

孕育了一个称之为分衍生物地理学(Vicariance 

Biogeography)的新方向。与此同时，L_克罗 

依萨得 (Croizat l952，l958，l960，l 964，据 

Brundin 1 981)编制了世界范围内数以万计的 

动植物地理分衍类型地蛩 ，揭示了各地特有化n 

(endemismL~类群是一种历史残留现象；它们的 

共同弛理_分衍类型，具有相同的历史发展 轨 

迹”；特化类群分异界线与大陆漂移历史有密切 

的关系 这就否定了以jE方为起源中心，迁移 

或偶然散布的先验论。 在迭尔文一华来斯传统 

思想仍有巨大权威的五十年代初期，他首先强 

烈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向传统生物地理学发起挑 

战。他提出一门泛生物地理学 (Pa 铀ge0gra— 

ph ， 研究大陆间断分布与过去连续性的现 

象。这个学派也是以亨尼梏系统分类学原理为 

基础，重建生物自然谱系，揭示种以上亲缘单元 

的时空舟布类型 按克罗萨得的观点，物种谱 

系分枝点与分布上的分衍是相互关联的；是地 

质一地理事件影响的后果。 这与前进分衍生物 

地理擎及系统生物地理学没有实质上的 分剧 。 

目前以舟衍生物地理学的名称比较流符。 

显然，由于地质 地理事件(大陆分裂漂移 

等)引起的分衍分布是普遍的。然而，自然界中 

生物从一 地向男一地扩散 (dispersa1) 的现象 

也不少，因而分衍模式 (Vicariance Mode1)并 

不能用于解释所有的生物地理现象。但是，不 

论分衍生物地理学或是泛生物地理学、最初都 

对生物的扩散，特别是长距离的扩散，不够重 

视。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统浩长达一个世纪的 

北方中心一扩散说掩盖了太多的真实，造成了 

许多谬误，甚至在一开始就打击了虎克<J．Ho一 

ker 1 857)，由他对植物的研究而提出的存在 

一 个南大陆的正确见解。同时，扩散现象又难 

于以地质一地理事件检验。其实，扩散说 (Dis— 

pe~sal hypothesis)与分衍说 (Vlcariant hypo- 

thesis)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  扩散说认为生物可以种种方式越过阻障而 

成功地由原产地向外扩罹。亨尼格进～步认为 

生物的原始类型留在该类群(种)的原发地，特 

化类型 (种)则分布在外缘远方，称为递变律 

(Progression rule)。不过关于扩散的方向，词 
～ 情况可以有不同的推测(见图 1之 I)，而且 

难以得到地质一地理学的检验，而引起很 多 争 

议。 

分衍说认为生物分布区就是它们祖先发源 

的地方，祖先种类的分化是 由于阻障的出现(见 

附图)，阻障有利于异域成种 (．4：llopatfix spe— 

ciation)。生物种类的分化，可以得到地质一地 

理学事实的佐证。同时，由于任何地质一地理事 

件对当地有机体部有普遍影响，因而可以从其 

他姐妹类群的相似分化(包括化石)现象而得到 

槛验。 ， 

分衍生物地理学者也认识到相近类群的同 

域分布以及同域成种 (Sympatrix speciatiot) 

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扩散确实存在。因为地 

质一地理环境的变化，阻障有可能消失，地区的 

分裂有可能再次连接，帮为生物扩散提供了可 

能，而产生了相近种的同域分布(见圈 l之2)． 

④ 目 固 
圈 1 扩教说(1)及分衍说(2)圈解 

1·系统分枝盟解，I，2，3为分斌 序，I，7， 为 

分类特征分技。 扩散说对扩散方向可以有 隔种 

解 释： A峥 B c或 A峥 c峥 日。 

2、系统分技——地区分衍图解，1，2，3为分拄 

序 ，A ， ，c 为分龚分枝序 (与地区因直障生 

生与消失产生的 埘块 平行)．分衍i}{，只有 
一 种解释a当Ⅲ障捎失，扩散可使 B、C 同螭 分 

布．(据 J，H．1alrOW~t及 、̂C．Gibto=1983． 

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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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大量世界广布种的相互关系所反 

映的古统一-六陆解体，也说明生物有一个扩散 

时期，促成了祖群的世界性散布和相近种尉域 

分布，分衍生物地理学者也承认这一点。 

比较而言，分衍说在方法论上，显然优于扩 

散说，它可以成功地解释间断分布。生物类群 

变化速度与孤立分隔的时间是成正比的，闻而， 

生物系统分枝的先后等级，可以反映地区分离 

时间的长 短。 反之 ，可 以从孤立分离时间预测 

分枝的先后等级。 在理论上， 地区分枝序图 

(Area cladogram)与系统分枝序图 (Phyloge． 

netic C1adogram)是平行的，若分枝谱系产生 

缺失，可以依据地区分枝提供的线索去寻找，分 

类学家已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但是，绝灭或 

长距离扩散无疑会模糊分衍或不能以分衍予以 

解，晕。 

扩散说虽有其弱点，但对解释同一大陆的 

生物分布(间断及地方特有化等)现象却是需要 

的。同一大陆古环境变迁的研究有可能为扩散 

方向提供佐证。北半球冰期对生物分布的影响 

就是很好的例子。 

事实上，对脊椎动物中年龄较轻的类群或 

具有长距离扩散能力的种类来说，在近千百万 

年内其迁移的速度相对于大陆的漂移速度，“是 

动物动了，而不是大陆动了”。这是传统生物地 

理学家 (Darlington 1 95 7)以大陆漂移观点重 

新整理一些脊椎动物材料而得出的结论。 

据评论 (L．z．Brundin l981)，亨尼格 

的系统生物地理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对分衍与扩 

散两个假设的处理比较好 ，受到同等的重视，被 

称为地理分布研究的分衍／扩散原则 (Vicaria． 

nee／dispersal paradigm)。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新世以来的地理事 

件，如海平面的升降，陆岛的连接与分开，气候 

带的变动以及避难地的形成等均可视为阻障的 

形成或消失。 假使我们将分衍的含义扩 大 一 

些，不但指由陆块的分裂 (break)而引起分衍， 

而且还包括地理环境中生态条件明显变化而形 

成的阻障或其他限制 (1imitation)所引起的分 

衍，例如地理亚种的异域形成。 那么就将分衍 

生物地理对物 种分化研 究的思想 与方法论引人 

对种下分化的研究。 甚至引人生态生物 地 理 

学。 

总而 言之 ，分衍生物地理 学是生物地理 学 

的一个新趋势，各方面生物分类学家和生物地 

理学家均从自己所研究的类辞出发进行研 究， 

但大家都面临以下三大问题： 

l_特化种(类群)集中区(原始的分化中心) 

的确定。 

2．特化种集中区的区间关系及其与地理一 

古地理学区域变化的联系。 

3．物种(类群)分化区域分异规律，包括大 

尺度(反映大陆位移)与小尺度(反映生态条件) 

的变化。 

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为分衍生物地理学召开 

的研讨会(19r9)上，与会者均希望由分衍生物 

地理学揭开的地球与生命分枝幅台 (Cladistic 

congruence)的秘密，可能推动下一次“地学革 

命”而发展一门地质学与生物系统学的综合性 

科学—— 自然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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