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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代古地理与生物地理》

主编 �
�

�
�

麦克鲁 � �
�

史科提斯

最近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古生物学家麦克鲁教授 ��
�“ �� �

·

�� � �

��
����� 和美国著名古地理学家史

科提斯博士 ��
�

�

�
�

�
�

��� ����� 主编的
《
古生代古地理与生物地理

��
�
����������� ��������������� ���

肠
。 �� �������》

�一书由伦敦地质学会出版
。
这是 ��� �年牛津国际古生代生物地理和古地理学术讨论会的一

本论文集
，
收编了英

、

美
、

澳
、

中
、

法
、

比
、

加等国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 ��篇高水平的最新研究成果
，
文字流畅

、

图文并茂
、

见解新颖
、

内容丰富
。
该书引用了古地磁测量的最新资料

，
探讨了古气候变迁

、

海平面升降与生物

演化辐射及其迁移之间的关系
，
阐述了古生代每个时期动植物各个门类的生物地理分区及亲缘关系

。

是一本

研究古生代生物地理和古地理的重要论著
。
史科提斯博士还根据古地磁

、

古气候和古生物地理的最新资料用

电子计算机重编了 ��幅古生代古地理图�即所谓的
“
第二代

”
古地理图�

，
对他本人从 ����年以来历次发表的

古地理图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
。

该书不仅对古地磁资料
、

全球古气候分带模式和古生物地理分区基本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
而且还

具体阐述了古生代各主要板块漂移的过程
、

对接时间
、

冰川作用
、

海平面升降
、

洋流模式
、

气候梯度
、

陆障阻隔
、

生物分区
、

动物群特征
、

分异度高低及相似系数的大小
。

现将该书的精髓简介如下 �

一
、

古生物地理

化石的地理分布即生物地理区系是判断古生代陆块位置
、

重建古地理的最有力的证据
。
气候梯度的增

加
、

大地构造轮廓
、

陆障的形成和宽阔深海盆地的阻隔
、

冰川的发育和海平面升降等都是生物分区性明显的主

要因素
。
动物地理区 ��

�“ ����
�

�是与一定的地方型分子的比例相联系的
，
它是由陆障分隔开的

。
动物地理

大区 �
������则是受气候控制的

。

��� 寒武纪一奥陶纪时
，
华北地块和掸泰地体�指缅甸

、

泰国
、

马来半岛和云南西部等地�的动物群与澳大

利亚西北部的相似
。
而华南地块的动物群则与巴基斯坦盐岭的关系密切

。
估计印支地体和塔里木地块可能

位于华南地块与掸泰地体之间
。

���奥陶纪时
，
华南

、

华北的动物群不同
，
说明当时彼此是分开的

。
直到三叠纪印支运动时才沿秦岭缝合

线拼合
。

���奥陶纪 �������� 期陆表海的动物群具有强烈的地方型色彩
，
但早志留世陆表海的腕足类却多为世

界性分布的分子
。

���早泥盆世全球可以明显分成 、 个鱼类动物地理区 � 欧美
、

西伯利亚
、

中国和东冈瓦纳
。
华南可能是

许多早期鱼类演化辐射和分异的中心
。

���早石炭世的高分异度区 �� ��� 个属�见于赤道附近南
、
北纬 ��

“

之间的陆块上
。
低分异度区 ����

个属�则见于高纬度地区
。
介于其间的是中等分异度区

。
但到了晚石炭世冰期时

，
除了热带的高分异度区保

持原来的范围外
，
低分异度区变得更加明显

。
但中等分异度区这时却消失了

。

���在早石炭世的动物群中
，
全球性分布的分子比较多

。
但早二叠世 ��

��� ���
��
期的浅海底栖生物则

具有明显的分区性特征
。

二
、
古气候

根据当今地球表面潮湿与干旱气候带相间排列的模式
，
利用某些特征的沉积岩进行

“
将今论古” 来恢复其

、
重建古地理

，
如煤和铝土矿一般形成于赤道雨林带 �南

、

北纬 �。 。
之间�和南

、

北两个潮湿温带内青纬度
、

��”
。

一�。 �，
��

“

一，�“
��

，
碳酸盐鲡粒和石膏

、

岩盐等蒸发岩一般都见于南
、

北两个干旱带内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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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气候因素还相当复杂

，
还要考虑到大气环流

、
海洋底流与海底地形

、

陆障和季风等的影响
。

��� 根据古气候标志
，
确定了欧美大陆奥陶纪一早泥盆世时先是向南漂的

，
后来中泥盆世一二叠纪改为

向北移动
。

���根据某些岩石的气候标志
，
估算了古南极的位置在冈瓦纳大陆 ������

�
���上的移动 � 非洲西北

部 �毛一��

�一亚马逊盆地 �仇�一 阿根廷中南部 ���一从阿根廷南部向非洲南部的海岸缓慢移动 ��一���一

向东横穿南极洲中部 ��
�

一��
。
上述古气候分析意见与古地磁的测量结果基本吻合

，
而且甚至比古地磁测量

的结果更为合理
。

���早古生代时
，
华南

、

华北可能与东冈瓦纳联系在一起
，
只是到了晚古生代才漂移开来

。
证据是东冈瓦

纳大陆的上古生界出现冰川沉积
，
而华南和华北则地处热带气候带

。

�灼 晚奥陶世 �������期的绝灭事件可能是由于冰川作用和海平面升降所引发的
。 ���������

�
期是

冰期的顶峰
。

�力 晚泥盆世早期海平面上升
，
全球气候变冷

，
导致产生 ��� 全球性生物绝灭事件

。

�‘������� 晚期高纬度地区变暖
，
但到了 ��� �����

中期
，
高纬度地区却变冷了

。
板块碰撞和冰川作用

是气侯改变的两大主要原因
，
因为板块碰撞可以引起洋流模式的改变

，
进而影响全球性气候

。

三
、

古地磁

古地磁测量的结果是判断古生代陆块的位置
、

确定古纬度
、
重建古地理的另一个重要依据

。
该书最重要

的古地磁研究成果是 �

��� 确定了古生代古南极性移动轨迹 � 非洲西北 ��
�

�一南美中部 ��
�

�一南美南部 ��
����一非洲中部

��
�

一��

�一非洲西海岸��
�

�一非洲南部 ��
�

�
。

��� 早寒武世一中奥陶世
，
冈瓦纳大陆反时针旋转

。
奥陶纪一早志留世冈瓦纳大陆快速向北漂移

，
然后

与劳伦大陆 ��
�
��

。
爪���对接

。
中泥盆世冈瓦纳大陆亦发生了较大的旋转

。

���古生代西伯利亚大陆的位置与现在的位置正好转了 �� 。 “ ，
南端朝北

。
寒武纪一早石炭世西伯利亚

和哈萨克向北移动
，
中石炭世时顺时针旋转

，
晚石炭世一早二叠世西伯利亚古板块沿乌拉尔与波罗的古板块

发生对接
。

���早寒武时
，
华北的古纬度是 �� 士 ��

“ ，
华南为 �� 士 �

“ 。
早奥陶世时华北可能在赤道附近

。
中泥盆世

时
，
澳大利亚西部为 ��

�
�，
西藏南部为 ����，‘

塔里木地处热带 ��士 �
“

�
，
而伊朗则位于高纬度 ��� 士 �“

�
。

本书可供地层古生物
、

沉积古地理
、

古气候
、

古地磁工作者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参阅
。

�廖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