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4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8 5年第 2 期

关于生态环境的地学背景的基本认识
劳

包 忠 谈

(西北农学院水利系 )

摘 要

生态系统不是孤立封闭的系统
,

它和外部环境有密切的联系
,

或者说它是存在于一定

的背景条件下的
。

因此
,

生态系统既有其 内在的
、

自身的发展过程
,

也有其受外部环境

制约的一面
。

要认识生态系统的特征
,

只从系统本身着眼是不够的
,

还需要对其存在背

景有一定的了解
。

本文概括地说明了生态环境地学背景的诸方面
: ( 1 ) 生态特征的地

貌背景
,

分别从地形在现代气候形成中的作用
; 地形及其演化与气候及地表水旱环境演

化的关系
,

对生物分布区形成的影响
,

对生物种群演化及对土壤形成发育的影 响等方面

作了论述
。

( 2 ) 生态特征的地质背景
,

主要包括母质和母岩
、

地下水
、

地磁及地质史

等几方面
,

本文着重介绍了地磁倒转 与生态演化及物种灭绝的关系
、

地质史 与土壤生态

的关系
。

谈 浓 裘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作用
,

并把生物体与生活环境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
—

生态系统来研究的学科
。

所以生态学高度重视对生物体生活环境的研究
。

但

在这里
, “

环境
” 只是指那些对生物体生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

、

被称之为生态 因素的诸

类 因素所构成的总体
,

通常称作生态环境
。

生态因素一般只 包括大气
、

土壤
、

生 物 因

子和人为因子
。

诚然
,

生物体主要是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演化的
,

但这种相

互作用的过程绝不是一种孤立的过程
,

而是一种还要受到其它因素影响的过程
。

这些对

生 物体的发展
、

对生态系统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的其它因素
,

主要是地貌
、

岩性
、

地下

水
、

地磁及地质发展史等一类地质地理因素 (简称地学因素)
。

实际上
,

我们可以把这

些地学因素看成是生态系统发展演化的外部环境或背景
。

在这类地学 因素中
,

有些对生

态系统的发展演化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如地貌 因素)
,

所以地貌因素常被某些研究

者称为间接生态因子
。

这样
,

就可以说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
,

既是系统内部过程引起的自身发展
,

也是系

统的地学背景对系统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作者认为对地区生态特征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对

其地学背景的必要了解
。

.

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 9 8 4年 4 月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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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特征的地貌背景

在前面提到的各地学因素中
,

对生态系统发展演化影响最大的是地貌因素
,

尤其是

地貌形态对气候形成的重大影 响
。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 某条重要的地貌界线

,

也

正是重要的气候界线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态地理界线
。

除此以外分 地形及其演化
,

对气候

和地表水早环境的演化
,

对生物种群的分布
、

迁徒和演替
,

对土壤的形成和发育等许多

方面
,

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1
.

地形常是决定气候因子的主导因素

地形对气候的影响是巨大的
,

它常与大范围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

就是那种范围

很 巨大的气候变化
,

如海洋性气候
、

大陆性气候
、

季风气候等的形成也与地形 密 切 有

关
,

因为海盆与大陆块的形成和分布作为 巨地形也是地貌学研究的对象
。

至于中小尺度

的地方气侯
、

小气候
、

地形更是其形成的主导因素
。

地形能影响所有的气候要素和气候状 况的各方面
,

如对辐射和气温
、

气流和降水等

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

大地形对气候的影 响
,

高大山地与高原显得十分突出
。

这主要 是高大山地与高原

对大气环流的阻滞屏障作用和加强作用
。

所 以
,

这些高大山 地常成为一些很重要的气

候界线
。

例如我国一系列 东西向山脉
,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绝冬季常有的北方干冷空

气的南侵
,

所 以这些东西向山脉的存在
,

对我国温度带及与其联系的植被
—

自然地理

地带的分布界线起着一定的作用
。

秦岭
—

淮阳山脉就是这样一条十分著名的界线
,

以

这条山脉为界
,

我 国东部地区生物气侯上 和 自然地理 的分野十分明显
。

其北是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植被
,

其南则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世界上最高大的青藏高原
,

其北缘的昆

仑山
、

阿尔金山
、

祁连山等东西向山脉阻挡着冬季北面来的冷空气
,

使高原少受寒潮袭

击
,

因而海拔2 6 0 0米的柴达木盆地内的荒漠植被竟与海拔比它低 1 0 0 0多米而纬度相差并

不大的河西走廊一带相似
。

高原南面则有世界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
,

它将来 自印度洋的

夏季湿热气流阻滞于南侧
,

从而喜马拉雅山 以南形成了冬干暖
、

夏湿热的 气候
,

在 那

里
,

北纬29
。

附近就出现了热带季风雨林
,

成为世界上热带森林分布的北界
。

而 我国的

东南部
,

则因其北部 山脉较低
,

冬季仍受寒潮的影响
,

热带森林就只能达 到 北纬 23
.

5
”

以南
。

高大山脉的气候阻隔与屏障作用
,

必须与它分布的地 理位置和 它与大气环流之间

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
,

不能孤立对待
。

如四川的二郎山和云南的横断山脉
,

同是南北走

向的山地
,

但二者因分布位置不同
,

因而与季风的关系也不同
,

结果二者的气候作用也显

然不同
。

二郎山是大体上正对着东来的太平洋季风
,

所以其东坡是迎风坡
,

雨多 湿 度

大 ; 西坡则背风
,

结果雨量稀 少
,

气温高
,

气候干燥
。

横断山则又是一番情景
。

它与来

自西南的印度洋季风成小角度斜交
,

故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起阻挡印度洋季 风 自趣劣
用

,

出现迎风的西坡气候湿润
,

背风的东坡较为千燥
, 同时

,

印度洋季风又能在一定程

度上顺着山脉中的深大山谷长驱直入
,

使这一地区出现很独特的气候区及与此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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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植被类型和区系特征
。

中
、

小型地貌形态
,

如平原中的小型垄岗
、

大山脉中的次要沟谷等
,

常是中
、

小尺

度的地方气候与小气候形成的主导因素
。

地貌形态特征
,

如海拔
、

坡向
、

坡度
、

沟谷宽

度及切割深度等次要而微小的变化
,

常引起重要的气候 因子 (如光照
、

温度
、

湿度
、

风

和降水等状况 ) 的局部变化
。

地区的 光照特征
,

首先取决于其地理纬度位置及大 区域气候的基本特征
,

但与地区

中
、

小型地形状况也有关系
,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坡向和坡度
。

因为这二者共同决定了地

面的太阳光入射角的大小 , 而且坡向还影响到地面的 日照长度
,

所 以坡向对局 地接受太

阳直接辐射的影响较坡度更大
,

因之
,

常按坡向把坡地分为阳坡 (南坡)
、

阴 坡 (北

坡)
、

半阳坡 (西坡)
、

半阴坡 (东坡)
。

海拔对太阳辐射也有显著影响
。

因为太

阳辐射量与其穿透的大气层厚度成反和关
。

所以
,

海拨愈高
,

太阳辐射所穿过的大气层

愈薄
,

结果到达地面的直接辐射量也就愈大

(图1
,

引自参考文献À 第43 页 )
。

辐射强度

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是很显著的
,

青藏高原海

拔平均为 40 0 。米以上
,

北面的柴达木盆地内

海拔2 40 0 ~ 26 0。米处
,

春小麦亩产为全国之

魁
,

南面雅鲁藏布江谷地海拔40 0 0多米处
,

小麦产量也很高
,

与这些地方的太 阳辐射强

度较高也有一定关系
。

不同地区的太阳辐射在质的方面也有差

别
,

这也和太阳辐射穿越的大气厚度有关
。

所穿越的大气层越厚
,

则为大气所 吸收的短

波辐射越多
,

地面接受的直接辐射 中的长波

部分就越多
,

否则相反
。

自然
,

这就和地区

的海拔有了一定联系
。

海拔越高
,

地面接受

到的太阳直接辐射的短波部分就越高
。

一

与小范围日照长度有关的地形 因素还有

��姚�甲人曰内口才
,

自‘l
‘.1

图1 太阳总辐射 (大卡/ c m 乞 ·

年)

太阳总辐射随海拔高度的分布 ( 根据我国北

纬 2 30 附近资料所作 )

沟谷宽度和切割深度
。

在平坦辽阔的平原上
,

日照取决于纬度
; 而在山区则不然

,

山顶

上的 日照比谷底的 日照要长许多
,

在狭窄而深邃的山谷底部
,

有些地方是终年见不到阳

光的
。

温度的地方性变化与地貌特征有复杂而 多方面的联系
。

例如
,

封闭的盆地或谷地
,

其温度变化就有其独特的规律
。

这种地形有类似于辐射聚焦的作用
,

再加上地形封闭
,

气流不畅
,

热量不易外散
,

可使温度变得很高
。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夏天最热的 地方不在

南方而在地处北国的吐鲁番盆地 (在这里
,

7 月的平均温度为3 3
.

5 ℃ ,
绝对最高气温达

4 7
,
8℃ ) 的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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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特征对地方性风 (坡风
、

山谷风
、

布拉风等)
、

积雪 (地形雪线 )
、

水分运动

(地下水
、

地表水的再分配等) 许多生态因子也都有影响
,

本文在此就不多说了
。

2
.

地貌演变常 引起气候和地表水旱环境的变化
,

因而是 导致生 态演变的一个重要

原因

分析地区的生态特征时
,

只注意对现在的地貌形态进行研究是很不够的
。

因为地貌

现象是一种动态现象
,

它的发展变化势必引起许多生态因子的改变
,

进而导致地 区整个

生态特征的变化
。

地貌变化一般较缓慢
,

所以 由此而产生的生态学后果易被人们忽视
。

实际上 地貌变化对地区生态特征的意义
,

并不亚于地貌现状
,

而且往往比后者大
。

生物群落
、

土壤
、

气候
、

地貌及地表水体
,

组成了地区自然景观综合体
,

它们是

彼此密切联系与制约着的景观基本组成部分
。

但是在 地区景观的发展演化中
,

地貌变化

却是其中最活跃
、

最主 动的一个部分
。

地貌的演化
,

固然也要受到景观中其它因素的制

约
,

但更重要的方面
,

则是地貌变化的基本格局是取决于景观综合体以外的因素
,

即取

决于地球的内力作用 (主要是地壳运动 )
。

因此
,

自然景观的重大变化往往要从地貌变

化中寻找根据
。

现代地质学创始人 L y e n认为
,

古地理 (主要是指海陆变迁
、

大陆基本地形状况等 )

的变化具有决定气候变动的重要意义
。

地史 资料表明
:

海陆分布
、

山脉的位置和高度
,

以及其他古地理因素都在不断地改变着气侯
,

其中特别是地球表面轮廓 (实际上就是大

地形) 和气候有密切的关系
。

英国的 R a m s a y曾指出
,

地面强烈起伏产生低温气候
,

而

地面的低起伏则产生温暖气候
。

地表的上升可影响到气候的多种多样的变化
。

气温之下降
,

一方面是 由于地表高度

之增加 ; 另一方面是因为水汽凝结成云
,

云层反射阳光使达到地面的太阳辐射减少
。

至

于间接的影响
,

如浅海的变干
、

大陆性增强
,

同时暖流受到抑制或造山期的火 山 灰 迷

漫
、

遮 天蔽日等
,

都可使地面大气大幅度降温
。

在构造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
,

高大山脉长期受到外力剥蚀而渐渐降低高度
,

以至降

到雪线以下
,

高山冰川便会消失
。

这样
,

又将发生 另一种情形的变化
。

有人推断
,

白令

海峡将由于冰川消融而出现的海面上升变得更宽
,

从而使流入 北极海的暖流量增多
;

与此同时
,

拉布拉多和纽芬兰之间的海峡也会变宽
, 拉布拉多寒流却将增强⋯⋯ 等等

。

地势的起伏变化
,

还可以使影响气候的洋流改变方向
。

有人设想
,

墨西哥湾流之所

以不能到达北极海内
,

可能是由于法劳

—
冰岛海脊

.

上升造成的
。

由地貌变化引起生态变化的最突出而生动的例子
,

莫过于青藏高原近数百万年的巨

大变动了
。

在扣。一 5 00 万年前 (地质历史中的上新世后期 )
,

青藏高原平均高程还不及

1 0 0 0米
,

唐
‘

占拉山以南还是半湿润的热带气候
,

山间盆地里生长着棕桐和袖木等热带和

南亚热带植被
。

但由于强烈的地壳抬升作用
,

这块面积 巨大的地块竟在随后的3 00 多 万

年的短暂时间里上升了 4 0 0 。多米
。

伴随着地貌的 巨变
,

气候也发生了巨变
,

估 计 和 3 00

一切。万年前相比
,

年均温下降了约 20 多度
,

年降水减少了 7 00 多毫米
,

广大高原呈现出

一派高原寒漠和草甸
、

草原景观
。

地势起伏的变化可以改变地球气候
,

大陆块位置的巨变也一样可 以引起陆地气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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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
。

板块学说 〔注〕,

认为大陆地块不是僵死不动的
,

在漫长的 地质发展史中有 过 长距

离的位置迁移
。

大陆块的这利
‘

大位移
,

必然使大陆块土蛇气侯发生 巨变
。

勘探发现南极

大陆的下古生代寒武一奥陶纪 (距今约 4 ~ 5 亿多年) 有含煤地层
,

有沼泽堆积物
。

这

说明南极洲在那时的气候是较湿热的
。

这是当时地球气候的特殊异常吗 ? 不是
,

而是因

为南极洲过去的位置是远离现在阴极地位置
,

在靠近低纬度地带的地方
。

由地貌巨变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巨变
,

不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

但也不要忽略了

日常较易见到的微小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
。

地表水
、

旱环境的变化
,

就值得注意
,

例如

湖泊生态的演变
,

就常受地貌发育的控制
。

在构造稳定或构造沉降条件下
,

湖泊堆积作

用强烈
,

因而湖泊生境的演化多半是由水生逐渐地经沼泽而旱生
; 在构造上升条件下

,

就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

即出现湖盆边缘高地的被切割
,

进而造成湖水的迅速泄空
。

这

样
,

湖泊的水生环境就会很快地转变为旱生环境
。

地貌的变化对地下水位的变化也有很

大影响
。

如1 9 2 0年宁夏海源大地震
,

使西吉县一条流域面积近百平方公里的河沟
,

顿时

变成了封闭的堰 塞湖群区
,

沟侧的地下水亦很快随之上升
; 而黄土高原的冲沟切割

,

强

烈地渲泄着高原地区的地下水
,

这是造 成高原地区地下水埋藏很深 的重要原 因
。

3
.

地貌形态及其演化与生物分布区的形成

地貌形态及其演变对生物分布区户〕形成也有很大影响
。

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

个方面实现的
:

( 1 ) 高大地形对生物传播与侵移广{尹J阻绝作用

生物物种的发育需要一定的生境条件
。

如生物种群的适宜生境是连续 分布 的
,

那

么
,

在这种生境中形成发育起来的物种可以在这个连续分布的生境区域内广泛传播
;
如

适宜生境为其它生境所隔断成不连续分布
,

那么
,

在这种分隔生境中形成发育起来的物

种就不可能在这些彼此分开的所有适宜生境区中广为传播
。

生境的这种隔离也常常是 出

于地貌的原因
。

如辽阔的海洋
,

对陆生生物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 超过了雪 线 高

度
,

高山上有终年积雪
,

这对大多数植物来说也是难以超越的
。

所以
,

海洋
、

山脉等 自

然屏障常成为分布区的天然界线
。

地球上的气候是常发生变化的
。

当气候发 生长期的巨大改变时
,

地球上的生物就

要发生 大规模的侵移
。

这时候
,

高大山脉对植物侵移的阻隔作用是很大的
,

尤其是一

些东西向山脉
,

此种作用更是明显
; 而南北向的山脉中的深大山谷倒往往成了植物侵移

的通道
,

有时还可成为植物的避难所
。

如我国西南的横断山脉
,

在第四纪大冰期时
,

就

成了许多植物的避难所
,

从而造成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特有生物区系
,

在这里有许多古老

的植物
,

且有不少的特有种
。

又如欧洲和北美洲
,

由于其山脉走向明显的不同
,

欧洲的

阿尔卑斯山是东西向的
,

北美洲的大山则多是南北向的
,

结果
,

在第四纪冰期前后
,

欧

洲植物变化很大
,

而北美的变化就很小
。

〔注〕板块学说
:

是起源于本世纪20 年代的魏格纳
“

大陆漂移” 说
,

而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创立的

大地构造学说
。

它认为地球表层的坚硬岩石圈
,

分裂成几大块
,

被位于其下的软流圈物质带动着
,

不

断地运动
,

从而决定了地表大构造的基本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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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海陆变迁及大陆漂移与生物间断分布 区的形成

连续分布区与间断分布区是生物分布区的两个基本类型
。

连续分布区是在正常条件

下形成的生物常规分布
,

而后者则多半有较复杂的历史原 因
。

海陆变迁等地貌变化就是造

成间断分布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

包括台湾和海南 岛在 内的我 国大陆周围的众多岛屿
,

皆

属座落于大陆架上的大 陆岛
。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
,

台湾和海南岛都 曾和大陆联为

一体
,

直到 3沉一 4的万年前才因地壳运动造成了台湾海峡和凉州海峡的陷落而和大陆分

离
。

但又 因近 2佣多万 年来第四纪冰期 内冰川的大规模发育与消融
,

也引起了海面相应的

升降
,

海面降落剧烈时
,

大陆架可露出海面
,

这些 岛屿又可和大陆有短暂的连接
,

结果

异致了这些 岛屿和大陆
.

上植物区系既有密切联系
,

又有各自灼特色
。

除了上述这种距离不太远的间断分布 区外
,

还有远隔重洋
,

距离长达数干
、

上万公

里就洲际间断分布区
。

化石研究发现
,

在距今 2
。

3一 2
。

8亿年 间的二迭纪有一种叫舌羊齿

的植物
,

在非洲
、

澳大利亚
、

印度
、

马达加斯加和南美洲
、

南极洲都有分布
,

其它大陆

则无分布
; 在同一时代

,

还有一种称为 中龙 目的爬虫
,

只在南非和 巴西才能找到
·

一 等

等
,

类似例子还有不少
。

对这类现象如何解释呢 ? 有些学者提出了
“

陆桥说
” 。

该假说

设想在这些大洲陆地之间
,

曾有一个狭长的
“
堤

” ,

这个堤像桥一样把大陆彼此连接起

来
,

生物就通过这个
“
桥

”
传播开来

。

长期以来
,

由于科学发展的限制
,

人们不得不暂

时 “接受” 这令人费解的答案
。

较为令人
.

满意的答案
,

也在板块学说中找到了
。

板块学

说不仅确立 了大陆地块随着岩石圈板块 (大陆地块只是其上部异常突起的部分 ) 不断运

动的观点
,

而且具体地分析和论证了地史的近 6 亿多年
,

尤其是近 2
.

5亿年来板 块 运动

的历史
。

这种分析表明
,

在 2
.

5亿年前
,

有较长一段时间
,

上述那几块共同具 有 舌羊齿

植物的大陆本是一个被叫做
“冈瓦纳大陆

” 的巨大陆块
。

待到地质历史的中生代 (距今

约2
.

3亿年 )
,

这块大陆才渐发生分裂
。

到了大约。
.

65 亿年前
,

它们才几乎 完全 分隔开

来了
。

这样
,

上述舌羊齿分布间断的现象就很易理解了
。

板块的运动
,

使各大陆块有分

也有合
,

所 以大陆的移动不仅能形成一些远距离的间断分布区
,

而且对生物区系的形成

还有一些其它的影响
。

例如
,

近千万年来
,

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发生了汇聚碰撞 (喜马

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就是
一

由此挤压抬升的)
,

导致二者生物区系的交汇
,

大大丰富了我国

西南
、

华南或东亚的生物区系
,

并使现代的地中海区系和东亚的生物区系密切相连
,

高耸的喜马拉 雅山脉成为南 北生物区系的分 界线和许多植物的分化中心
;
板 块 的 移

动
,

甚至也提供了我 国植物区系和南美洲植物区系联系的途径
,

固然这种联系只是很微

弱的
。

4
.

大陆漂移对生物种群演化的影响

生物学研究表明
,

陆地面积的大小
,

是影响生物种群动态及演替的一个重要因素
。

许多生态学家 (生物学派 )认为
,

受生物种间关系制约
,

没有一个种群能无限制地增长
,

当种群数量增长到与环境的负荷能力相当的时侯
,

种群就不可 能再增长了
,

种群的数量

就大体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图 2 一引自参考文献¿ 第181 页)
。

这个与环境负荷 能 力相

适应的稳定的种群分布密度叫平衡密度
。

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又发现
,

物种平衡密度不是

固定一
,

‘

之和环境面积成反相关
,

环境面积较小时
,

平衡密度较高
,

随着环境面积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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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平衡密度却渐减小了 (图 3 一引自参考文献¿ 第18 1页 )
。

物种平衡密度的 这 种变

l卜�L娜禽辱曰溅
娜衡母

, 0 0 如0 3 0 0 呼如 如。

时间肠南

一图2 关千物种繁衍平衡模式的设想

鸟两面叔 r枷 z)

图3 根据大岛屿在平衡状态下生存的物

种数作 出的面积一物种数曲线图

化
,

在生物种群动态及演替中有重要意义
。

因为通过这个规律
,

独立大陆面积的巨大调

整必然引起平衡密度的改变
,

进而影响生物种群的动态与演替
、

影响生态系统的变化
。

根据板块学说
,

地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各大陆的分与合的巨变
,

将板块学说分析确定的

士陆分合历史与世界生物种群动态进行对比
,

就可发现二者有较显著的相关性
。

大陆彼

此拼合为巨大陆块之后
,

也就接着出现生物物种的显著减少 ; 而大陆分裂为一些较小陆

块时
,

物种就有明显地增加
。

下面我们以无脊椎动物的某些种属的演化为例
,

,

来说明这

种现象 ( 图 4 一引自参考文献¾ 第 133 页 )
。

图中标绘了 9 个 无 脊椎动物种属 以时间为

函数的曲线
。

大陆破裂和重新聚合的模式在 曲线之下用 图解法表示
。

该资料十分清楚地

反映了无脊椎动物物种的增减与大陆分合的相关性
,

其实整个生物界物种数量的增减也

和这类似
。

5
.

地貌对土壤生态的影响

地貌是土壤形成的五大因素之一
,

很多土壤书刊对这方面的问题都有论述
,

故本文从

略
。

地貌对土壤生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区域气候的影响表现出来的
。

此外还有如下两

方面的作用 : 一是地貌对控制地表水土的运移方式
、

方 向和强度都有很大作用
,

如在 山

顶上主要是水的渗透淋失
,

在山坡上一般则是水土冲刷流失
,

而坡麓和洼地则多是土壤

纂积和水的停滞地段
,

地形高低差异越大
,

水土运移的这种差异越大
;
二是地貌还制约

着性质不同的母质的堆积部位
,

如山顶多是残积物的分布
,

在山麓地带多有坡积物
,

冲

沟口则常见洪积物
,

而河谷底与谷坡阶地上则主要是冲积物的分布等等
。

所 以在对区域

进行土壤调研时
,

总是把对当地的地貌研究放在较重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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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鲁 奢留奋诊噜赢
图 4 无脊椎动物的多样性与时间及大陆破裂和集合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奋

据 (Y a le o t王n e和M o o r e s ,

1 9 70) 事件 , (A ) 泛大陆 , (B ) 形成于前加里东泛大陆

的破裂块 ( 1 ) 前阿巴拉契亚期 ( 2 ) 前海西期 ( 3 ) 前乌拉尔期 ( 4 ) 大洋, (C )

加里东—
阿卡德造山系的缝合 ; (D ) 阿巴拉契亚期和海西期体系的缝合 ; (E ) 马拉

尔缝合一泛大陆的再次集合 , (F ) 特提斯海的开裂 ; (G ) 特提斯海闭合
,

大西洋再

次张开
,

冈瓦纳大陆破裂
·

大陆
:

(a) 二 冈瓦纳大陆 , (b ) = 劳亚大陆 , (c) 北美洲 ,

(d ) = 南美洲 ; (e ) = 欧洲大陆 , (f) 二非洲 , (g ) 二 南极洲 , (五) = 印度 ,

(i ) = 澳洲
。

二
、

生态特征的地磁
、

地史等地质背景

次于地貌因素
,

对地区生态特征有较大影响的地质因素还可列举出母质和母岩
、

地

下水
、

地磁倒转和地质发展史等几个方面
。

母质和母岩被称作土壤形成 的 五 大因素之

一
,

因为它是土壤 发育的物质基础
,

是土壤形成的基本材料
,

也是植物矿质营养的最初

来源和基本来源之一
,

所以母质和母岩的性质对土壤性质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

有

时它甚至是土壤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

所以对土壤的研究也是离不开对母质和母岩的研究

的
。

地下水包括着土壤水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地下水本身就是生态因子之一
,

应是生态

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

另外
,

土壤水还和地下水的其它类型—
潜水和层间水也有很密

.

图 4 上的
“
石灰纪

”
应为

“
石炭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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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联系
,

要了解土壤水也需要研究这些类型的地下水才行
。

地下水还和地表水
、

近地

表低层夫气水有密切联系
, 通过这种联系地下水又影响到地区生态的其它方面

。

所有这

些都说明对地下水的研究也应是认识地区生态特征的不可少的一环
。

‘

下面着重谈谈地球磁场倒转与地质史
、

生态特征的联系
:

( 1 ) 地球磁场倒转和生态变化及生物物种的灭绝

地球磁场保护着绝大部分地表
,

使它免受宇宙射线太阳风〔注〕和空间其它 带 电粒子

的伤害
。

因此地球磁场对生物的生存是有重要意义的
。

但现在查明
,

在整个地质 发展时

期里
,

地球磁场曾多次发生极性反转 (即地球南北磁极短期内对调位置 )
。

在极性反转

时
,

磁场明显减弱
,

在每次极性反转期间
,

地球磁场在近 2 万年蛇一段时间内低于正常

值
。

地球磁场很弱时
,

可能会发生什么 ? 有许多推测
。

如¹ 太阳风的带 电粒子与更多的

其它宇宙射线可以穿透磁层到达地表
; º在大气层上部

,

上述宇宙射线可能促使放射性

元素的形成 ; » 太阳风能使更多的氧转变为矣氧
。

上述这些都可使地面的太阳辐射能的

吸收作用加强
,

使气候发生较重大的变化
,

引起生态特征的变化
。

此外
,

辐射增强可能

使生物的基因产生永久性改变
,

这种肯定是有害的变异
,

可通过千百万年的 繁 殖 而加

剧
,

使生物不适合于生存
,

直到最终灭绝
。

也有一些学者否认磁性倒转对生物演化的影响
。

但更有不少学者认为从地质勘探了

解到的古生物演化的一些情况和地球磁性倒转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

以致不可能排斥

磁性倒转的影响
。

例如勘探发现在过去艺50 万年间
,

有 8 个物种在整个地理范围 内 同时

灭绝了
。

在沉积物中记录的极性倒转之后
,

有 6 个物种立即消失了
。

有人提出
,

在极性稳定的几百万年内
,

许多进化了的物种蕴含着对于极性反转的敏

感性
,

当极性反 转活动出现时
,

这些物种就灭绝了
。

反转着的磁场可能对物种进化起着

一种淘汰作用
。

作者认为
,

在今后的生态学研究中
,

地磁场的这种变化与生态的关系是

值得探讨的一个方面
。

( 3 ) 地史研究也是了解土壤性状的重要一环

土壤的五大成土因素之一是时间
。

时间在成土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

面是
,

土壤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发展过程
,

因此它的发展状况 自然要受时间的限制
。

土壤

形成的时间长
,

过程就可能进行得完全些
,

土壤剖面的地带性特征就明显些
,

就愈接近

形成在 当地条件下是稳定的
、

成熟的土壤
。

一般讲
,

发育一个较完整
、

成熟的土壤剖面

(厚 1 米以上 ) ,

大约要一万多年的时间
。

那么一个地区土壤究竟 已吮有了多少年 的 发

育时间 ? 这个问题取决于什么因素? 它要取决于地质发展史
,

主要是地貌发展史
。

如果

一个地 区地壳变动剧烈
,

地表常处于被改造状态 (强烈的侵蚀或堆积 ) ,

不可能出现一

个 良好的成壤环境
,

那 么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成熟的土壤剖面发育
。

试想
,

刚从水底露

出的地面或刚刚由沟谷侵蚀而 出露的坡面
,

怎么能有成土作用的痕迹呢 ? 这实际 就 是

说
,

土壤形成的绝对年令和相对年令都和地质史有关
,

而且绝对年令唯一地和地质史有

〔注〕太阳风
:
因高温膨胀而不断从日冕中抛射出的粒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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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另一方面
,

常说土壤剖面特征是地区自然环境的一面
“镜子

” ,

但这是一面较迟钝

的镜子
,

环境特征的变化不是立即而总是要经过一个滞后时间之后
,

才能在它上面反映

出来
。

地区的环境如果长期稳定
,

那么就可以形成反映该地区环境的典型土壤剖面
;
如

果环境有较复杂而频繁的变动
,

那么形成的土壤剖面就 可能出现与现代环境不
.

相适应的

特征
。

这也就是说
,

在这种剖面中可能有历史环境的影子
。

这历史环境究竟是什么样

子 ? 从土壤剖面本身的研究中可 以找到一些答案
。

但是
,

如再结合地史学为研究就一定

能使这种认识更全面
、

更深刻
。

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是非常复杂的
。

这种变化既有其内在的
、

自身的原因
,

也离不

开外在 的环境的影响
。

对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忽视
,

都不可能得到对生态演化 的 全 面认

识
。

由于作者的认识十分有限
,

文中只是挂一漏万地谈了点对于生态特 征 的 地学背景

—
也就是生态系统发展的外在环境的基本认识

,

不到或错误之处
,

恳请专家们批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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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th e E le m e n ta r y k n o w le d g e o f G e o s e ie n e e

B a ek g r o u n d in E e o lo g ie al E n v ir o n m e n t

B a o Z h o n g m o

(W
a te r C o n s e r v a n e y D e p a r tm e n t , th e N o r thw e s te r n C o l! e g e o f A 盆r ie u ltu r e )

S u m m a ry

T h e e e o s y s te m 15 n o t a s e lf
一e o n ta in e d sy s te m ,

b u t i t h a s e lo s e e o n -

ta e t w it h e x te r n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 , o r it e a n b e s a id t h a t e e o s y s t e m e x is ts

。 n d e r a e c r ta in e o n d itio lz o f th e b a e k g r o u n d
.

A n d h e n e e , e e o s了s te m h a s

e 1t h e r in t e r e o n n e e t io n w ith it s d e v e lo P in g Pr o e e s s o r e o n s tr a in t w ith

e x te r n a l in v ir o n m e n t
.

In o r d e r to h a v e a be tt e r u n d e r s ta n d in g o f e e o n o -

9 1e a l fe a t u r e s , it 15 n o t e n o u g h to k n o w e e o s y s t e m it s e lf b u t t o u n d e r -

5 ta n d its b a e k g r o u n d o f i ts e x is te n e e .

T h is p a p e r s u m m a r ily s h o 场 e d

v a r io u s a s Pe e ts o f G e o s e ie n e e b a e k g r o u n d o f e e o lo g ie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 :

( 1 ) 1 t d e a ls w ith e e o lo g ie a l fe a t u r e s o f g e o m o r p h o lo g ie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

fr o m th e fo llo w in g a s p e e ts : 1
. e .

to p o g r a p h ie a l fu n e tio n in fo r m a t io n

o f m o d e r n e lim a t e , r e la tio n s h iPs a m o n g to P o g r a Ph y a n d i ts e v o lu tio n

w 1th e lim a te a n d e n v ir o n m e n ta l e v o lu t io n o f 污u r fa e e r u n o ff a n d d r o u -

g h ts a n d th e ir e ffe e t s u p o n fo r m a t io n o f b io lo g ie a ld is t r ib u tio n 不o n a t io n

e v o lu tio n o f b io lo g ie a l e o m m u n ity a n d 5 0 11 fo r m a ti o n a n d i士5 d e v e lo p
-

m e n t , e te
.

( 2 ) B io lo g ie a l fe a t u r e s m a in ly in e lu d e p a r e n t m a te r ia ls

a n d m o th e r r o c k s
/
s : : r fa c e w a te r

/ te llu r iC m a g n e ti。 fo r c e a n d g e o lo g i。 a l

h is t o r y
.

T h is p a Pe r la y s e m p h a s is o n th e in t r o d u e tio n o f r e la t io n s h ip s

a m o n g th e in v e r s io n o f te llu r ie m a g n e t ie fo r e e a n d b io lo g ie a l e v o lu tio n

a s w o ll a s s p e e ie s e r a d ie a t io n a n d r e la tio n sh ip b e t w e e n g e o lo g ie a l h is t
-

o r y a n d 5 0 11 e e o lo g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