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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古生代特提斯区热带
、

亚热带

植物群的东西分异

江新胜 潘桂棠 李兴振

(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从早石炭世开始
,

地球出现明显受气候带控制的植物分区现象
,

产生了分别代表

南
、

北温一寒带的冈瓦纳植物区和安加拉植物区以及夹在其间的代表热带
、

亚热带的欧美植物

区 (广义 )
。

随着南
、

北大陆在特提斯西部的汇聚
,

广义的欧美植物区在晚石炭世产生了东西分异
,

形成

了西部狭义的欧美植物区和东部的华夏植物区
。

本文从分析东
、

西两植物区的生态特征
、

演化阶

段
、

古构造格局的重组和古地理环境等因素入手
,

探讨了两植物区之间的区别及其分异的原因
。

可以认为植物区的东西分异是由气候的东西分异造成的
,

而气候的东西分异则是由于特提斯西

部的板块汇聚造成的
,

它促使西部特提斯地区转变为干早的大陆性气候
,

而东部特提斯地区为

裂解阶段
,

保持着潮湿的海洋性气候
。

关键词 晚古生代 欧美植物区 东西分异

长期以来
,

关于晚古生代植物群的南北分带现象及其成因的讨论很多
,

且 已基本得到了

较一致的结论
。

然而关于当时植物群的东西分带现象及其成因的研究甚少
。

本文 旨在将笔

者在研究特提斯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晚古生代特提斯热带
,

亚热带植物群东西分异的粗

浅看法呈献给读者
,

望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

早古生代以来
,

全球古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主要表现在北美劳伦大陆与欧洲波罗

的大陆拼贴形成了原始劳亚大陆
。

劳亚陆块群与冈瓦纳陆块群南北对峙
,

并与它们东部的泛

华夏陆块群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潘桂棠
,
1叩 4) 〔 D 。

介于三大陆块群之间的古特提斯洋 ( D一

)T 向东分为多支的轮廓更加明显
,

而且处于收缩阶段
,

三大陆块群逐渐贴近并处于赤道或

低纬度地区
;
加里东末的海平面下降和北方陆块群间各板块的汇聚造成了陆地面积的扩大

。

这一古构造
、

古地理格局的变化使得气候南北向分带开始明显
,

气候类型增加
。

到了晚古生

代中
、

晚期
,

受气候控制的植物地理分区现象也随之出现
。

在南北向上出现了分别代表温一

寒带和热带
、

亚热带的三大植物区系
:

安加拉植物区
、

冈瓦纳植物 区和欧美植物 区 (广义 )
。

随

着冈瓦纳陆块群和原始劳亚陆块群于晚石炭世早期在中亚和欧洲的汇聚
,

古特提斯的进一

步收缩或消亡
,

气候发生了东西分带
,

使处于热带
、

亚热带的欧美植物区 (广义 )发生了东西

分异犷形成了欧美植物区 (狭义 )和华夏植物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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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热带植物群的东西分异

1 植物的散布和阻隔

生物地理分区主要受温度控制和地理隔离两 因素的制约
,

是长期形成的生物分类
、

生态

类型和演化体系重要因素的具体表现
。

温度控制对陆生生物来说是通过气候带来制约 (有时

也与地形高低所反映的气候垂向分带有关 ) ;海生生物则主要受与纬度高低有关的海水温度

控制
,

有时也受到不规则的海流分布范围的影响
。

地理阻隔对陆生生物来说
,

主要是海洋阻

隔
,

对海生生物来说则有大陆
、

地峡和陆地阻隔等因素
。

温度和地理阻隔因素不是绝对的
,

它们和生物克服阻隔的能力分不开的
。

由于生物对阻

隔的跨越
,

就会造成生物区系的混生和迁移现象
。

生物区系的混生和迁移是通过生物散布来实现的
。

散布可分为三种类型
:

( 1) 生物体散

布 ( o r g a n i。 d is p e r s a l ) ; ( 2 )物种散布 ( s p e e ie s d i s p e r s a l ) ; ( 3 ) 生物群散布 ( b i o t i。 d i s p e r s a l )
。

后两种类型对生物区系混生和迁移起着关键作用
。

散布的途径有三种
:

( l) 走廊式 ( co rr id o r )
,

两区系之间无明显的阻隔
,

物种可 自由地双

向扩散
,

造成混合型的区系混生现象
。

这种现象在两板块汇聚碰撞后极易发生
; ( 2) 滤过式

i(f lt e r )
,

阻 隔较大
,

仅对 部分 物种 无效
,

造成 少量分子 的混 生
; ( 3) 抽彩式 ( s w ee sP t ak

e

or ut e
)

,

阻隔作用最强
,

大多数生物不发生散布
,

仅在偶发事件中可以得到散布机会
,

如植被
“

岛
” 、

风
、

洋流等可携带物种进行远距离散布
。

辛普森 (S im p s o n ,

C
.

G
.

, 195 3) 〔幻
认为

,

物种的散布是一个随机过程
,

一旦越过阻隔
,

就

会在新的生态领域扩充范围
,

直到被新的阻隔确定了它们的边界
。

随后
,

它们可以克服另一

个阻隔
,

到达另一个新地点
。

所以散布迁移是跳跃式的
,

也就是说
,

散布的物种 多数具随机

性
,

一旦
“

抢渡
”

成功
,

只要
“

新大陆
”
适于它们生存

,

就能迅速地发展起来
。

长期以来
,

海洋被认为是植物迁移的最大阻隔
,

然而植物是可以适应长距离散布 ( lon g

d i s t a n e e d i s p e r s a l )的
。

大部分藏类和低等植物的抱子非常细小 ( 0
.

0 1一 0
.

l m m )
,

容易被风

携带相当距离
。

有些植物种子甚至在鸟胃中停留两周后仍能萌发
。

有些植物种子可在海水

中远漂
。

植物界在早古生代末才完成从水生到陆生的进化过程
,

因此依水性依然存在
,

主要

生长在近海环境
。

植物的
“

种子
”

除了可在空气中作长距离漂移
,

也可在水中随波逐流
,

一旦

气候条件适宜便大量繁殖起来
。

晚古生代华夏植物群为例
,

在石炭一二叠纪期间
,

华夏植物

群的产地— 泛华夏陆块群并非一个统一大陆
,

而是一群陆块
,

之间出现了许多海洋
,

因此

华夏植物群就必须克服这些阻隔才能分布到各个陆块上去
。

另外
,

据研究 (殷鸿福等
,

1 9 8 8 ) 〔 , ,
个别冈瓦纳舌羊齿植物群分子亦可出现于特提斯洋彼岸的北方安加拉植物区中 (前

苏联滨海区和吉林开山屯有 lG os s
oP et isr 等 )

,

这也是一个植物散布的实例
。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
,

四面环海
,

是研究生物隔离和散布的最理想的场所
。

推测

晚古生代东特提斯域各陆块之间的距离及其和其他两大陆块群之间的距离莫过于此
,

但其

生物界和外界仍然存在着物种交流
。

从表 1 可见植物类迁入率最高
,

达 5
.

4 种 0/
.

I M a 。

据

C o x ,
C

.

B
.

和 M o o r e ,
P

.

D
.

( 1 9 7 6 ) `令 ,
研究

,

夏威夷种子植物 1 7 2 9 个种和变种中
, 4 0 %来自马

来西亚
,

18 %来自美洲
。

同样
,

旅类植物 1 68 种中
,

近一半来自马来西亚
,

12 %来 自美洲
。

植

物迁入的营力主要为风
、

鸟类和洋流
。

显然
,

水体阻隔对植物的迁移影响不大
,

区系之间的区别的形成除与植物迁入的概率大

小有关外
,

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对新环境适应程度的差异性
。

笔者认为
,

植物分区现象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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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因素
:

首先是物种的能动性
;
其次是环境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

在研究植物分 区时
,

应同

时考虑其 内因和外因
。

大区的形成主要受控于气候差异
,

地理阻隔为第二位因素
。

也就是说

板块分离不一定造成大的分区现象
,

而统一的植物分区不一定表示板块曾经连接
。

表 1 夏威夷群岛不同生物门类的人侵 (中彩 )率 (据殷鸿福等
,

1 9 88)
〔 , ,

T a班 e 1 nI v as io n ( l ot et r y ) r a te s o f 山 f f e er n t b盖0 5
伴 e i绍 o n H

a

wa ii I s la n d s

( af t e r
Y i n H o n g f u 以 al

. ,
1 9 8 8 )

1525025270

类 群

陆地哺乳类

陆地岛类

昆 虫

陆地螺类

种子植物

本地种

0

7 0

3 7 2 2

1 0 6 1

1 6 3 3

入侵祖先种估计数 } 第十万年的入侵移植种数
’

0
.

5

5
.

4

每年中彩 (入侵 )率

< 1 / 5 X 1 0 ,

1 / 3 3 X 1 0万

1 / 2又 1 0 5

1 /2 0 X 1 0 5

1 / 1
.

8 汉 1 0`

,
以夏威夷岛年龄为 S M

a ,

有人认为更老
,

则入侵机遇率更低

2 植物群地理分布的分带性

古今植物群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受气候条件控制 (热量
、

水份 )
,

而气候条件基本上又受其

特定的地理位置控制
。

地球上气候条件通常是按三个方向变化的
,

即纬向
、

经向和垂向
。

因

此
,

植物的地理分布也具有三向地带性
。

人们在考虑古代植物地理分 区时
,

往往更多地考虑

其纬向分布特点
,

而对经向方向的影响则有所忽略
,

例如石炭一二叠纪全球按气候类型可将

植物群划为三大 区系
:

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安加拉植物区
,

南半球中高纬度的冈瓦纳植物 区和

位于 中低纬度热带
、

亚热带的欧美植物区 (即特提斯区热带
、

亚热带植物群 )
。

实际上
,

气候的

经向变化也是相当显著的
,

如陆地面积大小
、

离海远近
、

所处的大气环流带的位置
、

地形变化

等均能造成气候 的经向变化
,

从而导致植物 区系的经向分区
。

一般说来
,

大陆内部较干旱
,

沿

海较潮湿
;
东海岸潮湿而西海岸千旱

,

这种现象在低纬度地区最为明显
。

另外
,

与陆地面积大

小也有关系
,

面积越大
,

内陆及西部地区干旱程度越高
,面积越小

,

受海洋影响较大
,

越接近

海洋性气候
。

美州西海岸现代植被带的分布 ( W
a l t e r ,

H
.

和 B r e e k l e ,

1 9 8 5
,

F i g
.

5 ;
孙革

,

1 9 8 7
,

图 1 ) 〔 5 ,
即为现代植物经向分布的典型例子

。

图中表 明
,

代表干旱气候的植被多分布于大陆

西部或大陆内部
,

而代表潮湿气候的植被多分布于大陆东部或海岛和半岛之中
。

在晚石炭世
,

植物也同样具有经 向分布的现象
。

在当时
,

欧亚热带
、

亚热带特提斯区欧美

植物群 (广义 )产生了东西分异
,

形成了西部欧美植物群 (狭义 )和东部华夏植物群两大分区
。

3
.

特提斯区欧美植物群 (广义 ) 的东西分异

该植物群在早石炭世尚无明显的分异
,

整个热带
、

亚热带地区 (西部欧美和东部华夏 )同

属欧美植物区系 (广义 )
。

从晚石炭世早期开始
,

华夏区逐渐从欧美区 (广义 )分离
,

在晚期形

成了华夏植物区
。

欧美 (狭义 )和华夏植物区同样处于热带
、

亚热带气候占优势的赤道附近
,

然而两植物中的植物群无论在生态类型
、

属种构成和演化进程等均有重大区别
。

1
.

欧美植物群 (狭义 )和华夏植物群的组成不同
。

欧美植物群 (狭义 )在石炭纪以 L eP i
-

do de
n d or n ,

aC la m it se 和 SP h en oP 勺 ll u m 等种子旅类最为丰富
。

石炭纪分子有 L eP id o
de

n -

dr on
,

S i g i lla .art
,

SP h en oP 勺 ll u m
,

aC l a m i et s ,

A n n u l a ir a ,

材d r i OP t e r i s ,

N e u r
op t er i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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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et hop et r t’s ,

L e

ba c h l’ a P i n

oC dr
a

t’fo 。
:

it es 等
,

二叠纪出现了针叶型旅类和松柏类 aC “ l’P et ir : 。 。 ”介 rt a ,

w
a lhc ia

,

欧美植物群主要分布于北美
、

北非
、

欧洲
、

高加索
、

小亚细亚的中亚 (图

1 )
。

在中国和东南亚
,

仅早石炭世之前的植物群可归于欧美区
,

晚石炭世早期以后则被华夏

植物群所代替
。

...

洲洲洲

图 1 晚石炭世一二叠纪古植物地理分区图 (据殷鸿福等
,
1 9 88

,

修改 )

1
.

华夏植物区
, 1

.

安加拉植物区
; ,

.

冈瓦纳植物区
; vI

.

欧美植物区 (狭义 )

S
,

西伯利亚
, M

.

蒙古
, K

.

哈萨克斯坦
, T

.

塔里木 ; N c
.

华北 , s c
.

华南 , k
.

印度支那 ;

1
.

印度
; C

.

羌塘
; G

.

冈底斯
; A

.

澳大利亚
; 1

.

消失了的陆块
; 2

.

分区界线

F i g
.

1 P
a

l
a e o b o t a n i e p r o v

i n e e o d u r
in g t h e

L
a t e

C a r b o n if e r o u s a n d P e r m ia n

( m o d i f ie d fr o m Y in

oH
n g f u et a l

. ,
1 9 8 8 )

I 二 C a t h a y s
i
a n n o r a l p r o v

i n e e , I = A n g a r a f l o r a l p r

叮i n e e , I = 印
n d w

a n a fl o r a l p r o v
i

n c e ;

W = E u r a

me
r ia n f lo r a

l p r o v icn
e ( s e n s u s t r ie t o ) ; S ~ S i be

r i a ; M ~ M o n g o l i
a , K = K

a z a k卜s t a n ; T = T
a r i m ,

N C = N o r t h C h i n a ; S C = S o u t h C h in a ; I= I
n d i

a , cI ~ I n d o e h in a , C = Q ia n g t a n g ; G = G a n g d i
s e ;

A = A u s t r a li a , l = l o s t b lo e k , 2二 b o u n d a r y o f P r o v
in e e s

华夏植物区是在晚石炭世晚期由先前的欧美植物区 (广义 )华夏植物省发展起来的一个

植物大区
。

尽管晚石炭世时许多欧美植物属 乙护 z’d do en d or 。 ,

N eu orP et ir , ,

0 d on t oP t er l’s
,

c -or

da iet
: 和欧美植物区的 SP h en op 勺“ u m

,

A nn
u la ir a ,

尸ec oP t er is 的种继续存在
,

但在很大程度

上 由华夏植物 区地方 属 iT
n ig 。 ,

c at h ay is od en d or 二 ,

和 L eP id od en d or
, ,

B ot h or de
n d or , ,

SP he
n
oP et isr

,

eP
c
oP et isr

,

R ha
`
oP et isr

,

aC l l i P t
ier id “ m 等属的地方性种为特色

。

晚石炭世晚期

正当 乙动 i d o d e n d or ,
在华夏植物群中繁盛时

,

在西部的欧美植物区中则已消失
,

显示了西消

东 长的消长关系
。

到 了二 叠纪
,

华夏植物群更 富特色 的独 立性
,

出现 了 iG ga nt oP t er is
,

aC t h卿
s i op t e r i s ,

P or t ob l e c h n u m
,

E mP le e t oP t e ir s ,

L o b a t a n n u l a r i a ,

L eP i d o d e n d orn
o c u l u

sfe
l i s

等
。

与欧美植物区相 比其主要差异正如 M ey
e
(n l 98 8 ) 〔6 ,

所指出的
,

二叠纪的华夏植物群的主

要特征是缺乏松柏类
,

而欧美植物群 (狭义 )则以松柏类占主导地位
; 另外

,

在华夏植物区中

aC ll t’P et ir : 和科达类罕见
,

并缺乏封印木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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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两植物区系的植物群演化进程是不相同的
。

植物界从古植代到中植代的演变发生于

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
,

其标志是石松
、

节旅
、

真族和种子旅类大大衰退
,

代之而起的是裸子植

物中的银杏类
、

苏铁类
、

本内苏铁类和松柏类
.

应当说明
,

中植代的开始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具

穿时性
。

欧美区 (狭义 )中植代始于晚二叠世
,

华夏区始于早三叠世早期 (刘本培
,

1 98 6) 〔 7 , 。

实

际上欧美区 (狭义 )于石炭纪末就开始初显中植代面貌
,

明显早于华夏区
,

以致于使 M ey en

( 1 98 8 )
`幻认为产于早二叠世华夏含煤地层 中的华夏植物群在外观上更象欧美区 (狭义 )的晚

石炭世植物群而不象其早二叠世植物群
。

3
.

虽然欧美植物区 (狭义 )和华夏植物区同处于热带
、

亚热带之中
,

但在生态类型上却有

极大区别
。

高大石松类 L eP ide
n

dr on 可高达 40 m
,

直径 Zm
,

基本无年轮
,

显然为代表湿热环

境的高大乔木
。

它在华夏植物区盛于晚石炭世到早二叠世
,

而在欧美植物区却盛于早石炭世

到晚石炭世早期
。

而同属于鳞木类的 S咭 “̀ “ ir a
为一种较 L eP id od en d or n 矮小的乔木 ( 25 一

3 0 m 高 )
,

茎杆相对粗短
,

分枝减少
,

中柱较进步
,

输导作用增强
,

盛产于欧美植物区 (狭义 ),

而在华夏植物区中少见
。

杨关秀 ( 1 9 8 0 ) 〔的认为这是由于欧美地区在石炭
、

二叠纪时环境逐渐

变得干旱
,

鳞木目的有些种类发生了相应的生态变异而成
。

另外
,

同属芦木属 ( aC la m it e : )的枝叶化石 A n
un lar t’a 和 L ob at

a 。 : “ la iar 的分布也显示

了两大植物区生态差异
。

A nn
u l ar ia 属于轮生叶类型

,

在两大区均有分布
。

而具明显分瓣叶

的 工刁乙口 at
n n u

la ir a
却仅分布于华夏植物区中

。

据研究
,

这种分瓣现象主要是用于适应潮湿环

境的生态适应现象
。

孙克勤 ( 1 99 2 ) 〔幻
研究发现 泌

。西倪 at 。 “ la iar 的一些种具有明显的滴水叶

尖
,

是热带雨林叶相的主要特征
。

叶相 ( f o l i a r p h y s io g h o m y ) 包括 叶片大小
、

叶缘
、

叶形及叶脉等特征
,

它与气候关系密

切
。

特定的叶相特征反映一定的气候条件
.

郭英廷 ( 1 9 9 1 ) 〔 l0) 总结的贵州西部晚二叠世大羽

齿类植物的共同叶相特征是
:

( 1) 叶形多样
,

有椭圆形
、

披针形
、

卵形
、

心形等
,

基本上为热带
、

亚热带植物的常见叶形
; (2 )大一巨型的羽状复 叶和单叶

; ( 3) 脉序重网或单网
,

网眼细密
。

因此
,

他认为贵州西部大羽羊齿植物群为热带
、

亚热带季雨林
。

孙克勤 ( 1 99 2) ` , ,
在研 究山东淄博地区晚石炭世和早二叠世华夏植物群时

,

在研究植物

组成和叶相特征的基础上
,

澡用形态功能分析和现实主义类比方法
,

论证了华夏植物群所代

表的气候条件
。

现代植物研究表明
,

热带地区的热带雨林具大叶级的植物比例最高
,

可达 70 %以上
。

而

淄博地区华夏植物群大叶级的种占统计数的 78
.

7 %
,

反映了热带雨林的气候条件
。

叶缘类

型与气候关系也十分密切
。

热带雨林中具全缘叶的种大于或等于 75 %
。

而淄博地区华夏植

物群中全缘叶占 77 %
,

反映了热带雨林气候条件
。

另外
,

植物群有些属种具滴水叶尖 (如 L *

ba t改” n u la r ia 5 1” e ” 5 15 ,

几
e n i妙 t e ir s m u e or

,: a t a )
,

能够使叶面积水便于流散
,

是高湿度环境的

一种适应现象
,

为热带雨林的显著特征之一
。

因此它的存在也反映了热带雨林的气候条件
。

一般情况下具复叶和羽状脉序叶的属种在热带区常见
,

淄博地区华夏植物群的叶型统计表

明该植物群的种多为复叶
,

主要为羽状脉序叶
,

同样指示了热带气候条件
。

欧美植物区 (广义 )在早石炭世东西分异之前面貌基本一致
,

同样具高大石松类
,

含煤地

层发育
,

属热
、

亚热带潮湿气候
。

到了晚石炭世东西分异之后
,

欧美植物区 (狭义 )处于干旱环

境
,

发育大量红层
,

煤系地层不发育
,

此时植物群的重要特点是出现大量针叶林
,

如松柏类

eL ab hc ia
,

Wh lc ih a 和种子旅 aC “ iP t er t’s ,

鳞木类大量减少
。

它们和同期华夏植物群的大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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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热带植物群的系西分异

状复叶
,

盛产高大石松
,

煤系地层发育等特征形成了鲜明对照
.

M ey en ( 1 9 8 8) 〔幻
认为松柏类

和针叶藏类森林的广泛分布的变化是和气候干旱有关的
。

上述欧美植物群 (狭义 )为代表热

带
、

亚热带干旱环境的种群
。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
,

虽同处于热带
、

亚热带
,

但华夏植物区所在陆块群及其东特提斯带

为热带雨林气候
,

而欧美植物区 (狭义 )所在陆块群及其行将消亡的狭窄的西特提斯等为热

带
、

亚热带干旱气候
。

4 东西分异的原因

一般认为植物群的分异除受板块位置和纬度控制外
,

很大程度取决于气候的分异
。

上述

特提斯区气候的东西分异无疑是热带
、

亚热带特提斯植物群东西分异的主要原因
。

然而
,

造成这种气候分异的原因是不能用米兰柯维奇旋回和纬度变化来解释的
.

笔者认

为
,

洋陆变迁和古构造重组伴随古地理环境的变迁应是上述气候分异的重要原因
.

由于冈瓦纳陆块群自晚古生代以来持续北漂
,

西特提斯海越来越窄
,

其气候开始向大陆
.

性气候转变
。

早石炭世末
,

南北两大陆在西部对接后
,

大陆性气候开始明显
.

随着联合大陆

向全盛期发展
,

西部就完全处于大陆性气候条件之下
。

造成此处热带
、

亚热带干旱气候的主

要原因是山地阻挡和大陆效应
。

由板块汇聚碰撞而造成的山脉
,

特别是南北向山脉 (如阿巴

拉契 山 )能有效地阻挡海洋潮湿气流进入大陆腹地
。

热带的风是由东往西吹
,

由于雨影作用
,

大陆内部和西部一般是干旱的
。

同时
,

陆块面积越大
,

大陆效应就越强
。

当时的联合大陆
,

无

疑是一个超级大陆
,

其大陆效应的强度是可想而知的
。

泛华夏陆块群作为华夏植物群的栖息地
,

晚古生代中晚期北部的古亚洲洋尚未消亡
,

西

部和南部有古特提斯洋环绕
,

始终保持着洋
一

陆间列的格局
,

和其西部的欧美植物群 (狭义 )

的栖息地有着本质区别
。

各小陆块由于面积小
,

且四面环海
,

完全是一种热带岛海气候
。

由

于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强烈
,

加之处于低纬度区
,

气候条件无疑是潮湿炎热
,

适合热带雨林生

长
。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三叠纪末 (由于古亚洲洋的消亡 : 众多泛华夏陆块群的成员
,

如塔里

木
、

华北等陆块相继和劳亚大陆板块拼合
,

大陆性气候逐渐明显 )
,

随着大陆性气候出现而消

失
。

因此笔者认为劳亚与冈瓦纳南北两大陆汇聚是欧美植物群 (广义 )东西分异的直接原因
。

从 R o w ley
,

D
.

B 等 ( 19 8 5 ) (川所作的石炭纪全球气候复原图中 (图 2) 可见早石炭世 (汇聚前 )

到晚石炭世 (汇聚后 )干旱区的分布趋势看
,

它和本文的推论是一致的
。

尚需提及的是
,

在北美西部科迪勒拉一带的
“

地体
”
上由于存在大羽洋齿

、

原始鸟毛洋齿

和织羊齿的华夏种
,

但也含有欧美植物群分子 aC ll z’P t er is 和 w d lc hi
a
等

,

有人主张划为华夏

植物区
,

有人则持反对意见
。

笔者认为
,

这些
“

地体
”
应属泛华夏陆块群的成员

,

但有可能是陆

块群东部边缘分子
,

比华夏植物群中心的扬子
、

华北
、

印支等地块更接近美洲大陆
,

因而气候

条件和物种成份均显示了两区的过渡特征
。

这种过渡现象在华夏植物区西部边缘的塔里木

地块上也得到了证实
。

据研究 (吴绍组
,

1 9 93
, a 、

b )
,

塔里木石炭二叠纪植物群的特点是具有

大量欧美植物群 (狭义 )成份
,

也常见华夏植物群的分子
,

应归于欧美和华夏植物区之间的过

渡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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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炭纪全球古气候复原图 (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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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15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t h e f l o r a l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w a s e a u s e d b y t h e e a s t
一

w e s t e l im a t i e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o n w h ie h
, i n t u r n , r e s u l t e d

f r o m t h e p l a t e e o n v e r g e n e e i n w e s t e r n T e t h y s g i v i n g r i s i n g t o t琢 d r y e o n t i n e n t a l e lim a t e s

i n t h e w e s t ,

w h i le t h e e l im a t e s i n t h e e a s t r e m a i n e d t o b e t h e h u m i d m a r i n e e l i m a t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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