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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中生代晚期至今中国大陆淡水鱼类区系的演替 ,将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同时代鱼类区

系进行了比较 ,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分布格局 ,并对某些格局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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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化石是地球沧桑巨变的有益证据。了

解鱼类系统发育和区系的演替 , 有可能预测同期

发生的地质事件 ,或为已知地质事件提出进一步

的佐证。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 并

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1)中国晚中生代以来鱼类区系存在几个明

显的变化阶段 , 即早白垩世 、晚白垩世 、始新世和

中、上新世。

(2)华南早白垩世鱼类区系与巴西、西非的

相似 , 始新世鱼类的跨太平洋分布 ,中 、上新世中

国东部鱼类与日本列岛西部的相近 ,而现代鱼类

则有较大的区别。

(3)中国早白垩世的鱼类中除鲟形目鱼类外

已经没有任何种类在中国生存到现代。始新世

的鱼类中也几乎没有留存到现代的种类 , 但其中

不少却残存在北美 , 使北美成为晚中生代和早第

三纪古老的淡水鱼类的避难所。

(4)晚白垩世鱼类相对的世界性与晚白垩世

早期的全球海侵相吻合。

(5)东亚现代鱼类区系可能自上新世开始形

成。

(6)晚中生代以来的鱼类化石对于确定地层

时代及沉积环境具有重要价值 ,是研究全球变化

的重要材料。

下面分述鱼类区系演替及其分布格局。

地球上已知的最原始的鱼类已有 5 亿多年

的历史。但直到 1亿多年前(中生代晚期)才大

量出现了和现生鱼类比较接近的原始种类。有

些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找出合理的答案[ 1] 。

1　早白垩世南 、北鱼类区系的分异

自侏罗-白垩纪交替时起(大约距今 1.35亿

年), 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已是由大大小小淡水

水域覆盖的陆地。此时的欧亚大陆东部是一个

相对孤立的地区(图 1)。这一与世界其它地区相

对隔离的陆地的北部与南部间又被古秦岭和大

别山阻拦 ,使得当时中国北部的热河生物群具有

相当浓厚的土著色彩 ,不仅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生

物群很不相同 ,而且与华南同时代的生物群也有

明显的区别。例如中国北部骨舌鱼超目中的狼

鳍鱼、昆都仑鱼[ 2]和同心鱼[ 3] ,是世界上任何地区

任何时代地层中都没有发现过的鱼类。再如鲟

形目化石北票鲟、原白鲟等 , 在世界其它地区同

时代的地层中亦未见踪影。东南沿海诸省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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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共有几种鱼类 , 但总的面貌和北方有很大的

不同 , 大部分是真骨鱼类。其中的副鲚鱼[ 4] 和中

鲚鱼是从未见诸于北方的鱼类。副鲚鱼与产于

南美巴西和非洲西部加蓬 、赤道几内亚时代相当

的 Ellimmichthys 和 Ellimma 有很近的亲缘关

系[ 4] 。其它鱼类如中鲚鱼 、副狼鳍鱼等也都能在

巴西找到相应的种类。巴西和西非白垩纪淡水

鱼类的相近是因为当时两地还是相连的陆地 , 但

中国东南部类似鱼群的出现却令人困惑(图 2)。

究竟是因为当时存在一个广布的鱼类区系 , 而其

它地点的化石尚未发现或已被板块的俯冲所吞

没? 还是中国东南部的鱼类由于某种地质事件

而源于南半球? 或是由于其它未知的原因? 尚

待进一步的研究来作出解释。

图 1　白垩纪初期世界古地理图 ,图中可见与其他陆块隔离的欧亚大陆东部

2　晚白垩世鱼类区系的世界性

到了晚白垩世(距今约 9 500 万年), 西伯利

亚和阿拉斯加之间形成陆地通道 , 北方早白垩世

鱼类的近亲才跨过白令地区扩散到北美。而在

中国境内 , 大部分早白垩世的鱼类已被另一些类

群替代 , 在我国东北部发现的化石 , 大多与世界

其它地区同时代的鱼类属于相同的类群 , 具有较

大程度的广布性[ 5] 。这一情况恰与晚白垩世早期

的全球海侵相吻合。张弥曼和周家健曾据此推

测 , 含这些鱼类化石的地层可能不是纯淡水沉

积 ,而与海水有一定的关系 , 并认为含较多鱼化

石的嫩江组的时代应为晚白垩世。这些观点在

当时未能得到石油部门的认可 , 但 1994年大庆油

田的几位地质学家发表的专著中已明确提出相

同的意见。

3　始新世鱼类的跨太平洋分布

中国始新世(距今约 5 000万年前)的鱼化石

不仅数量和种类多 , 分布也广[ 6 , 7] 。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渤海沿岸地区和太平洋对岸北美绿河页

岩的鱼类组合的惊人相似(图 3)。值得提及的

是 , 两岸始新世的陆生脊椎动物也有类似的情

况。研究陆生动物的学者大多倾向于主张当时

北极和白令海峡地区有较大面积的陆地 , 成为当

时众多陆生动物往来于两个大陆之间的通道。

而研究绿河页岩中鱼类的格兰德(Grande L.)则

认为 , 位于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和南极洲相邻的

早期大陆太平洋洲在三迭纪或侏罗纪分裂时 ,漂

移的碎块可以作为生物的载体 ,最终拼贴到太平

洋两岸 ,导致两地始新世的生物区系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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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早白垩世世界古地理图 ,图中可见有近缘关系的鱼群分布于巴西 、

　　　　西非和中国东南部

图 3　渤海沿岸地区和北美绿河地区始新世鱼化石分布略图

我们认为后一种假说的可信度较低。白令海峡

地区的陆地通道除了有可能宽到足以容纳供淡

水鱼类通过的水系外 , 还可能使太平洋两岸的海

岸线相连 ,一部分海生鱼类沿着连续的 、位于较

低纬度的海岸从大洋的一岸游向另一岸是很自

然的。产生这种推测的主要原因有:(1)在一些

归入两岸同属不同种的鱼类(如双棱鲱属和奈氏

鱼属)之间 , 除了很少几个测量数据的些微差异

外 ,几乎找不到实质性的区别。很难想象它们的

祖先经过 1 亿年的漂洋

过海而不发 生变化。

(2)在中国内陆及蒙古、

哈萨克斯坦同时期的大

量鱼类化石中至今没有

发现上面提到的两种鱼

类 , 甚至在北美加拿大

西岸与绿河页岩相当的

地层中也没有这两种鱼

类的踪迹。而加拿大西

部始新世鱼类非常丰

富 , 其组成与绿河页岩

中很相似。(3)属于鲱

超目的现代鱼类大部分生活在海水中。这些情

况表明 ,这两种鱼类很可能与海水有关 , 而且当

时连接亚洲和美洲的海岸线位于纬度较低的地

区 ,以致双棱鲱和奈氏鱼不仅未能深入中国内

陆 ,也未能到达当时可能尚处内陆的现今加拿

大西海岸。所以 , 始新世太平洋两岸鱼群的相

似(即所谓的“跨太平洋格局”), 可能是由于多

种原因产生的。另外 , 前面谈到的早白垩世生

存在华北而后扩散到北美的一些鱼类 , 虽在华

北早已绝灭 ,但却是北美新生代地层中常见的

种类 , 有些种类甚至以孑遗的形式在北美留存

到今天 ,如与狼鳍鱼有亲缘关系的舌齿鱼、鲟形

目鱼类匙吻鲟 、弓鳍鱼目鱼类弓鳍鱼等。这些

古老的种类似乎将现今北美淡水水域作为它们

继续生存的避难场所。值得提出的是 , 70年代

在我们开始研究渤海沿岸的鱼类化石以前 , 胜

利油田沙河阶组下部的时代被确定为渐新世。

正因为其中所含鱼类与北美始新世绿河页岩鱼

类的惊人相似 ,才将这段地层定为始新世。

4　中新世—上新世与日本列岛相近的鱼

类区系

中新世(距今约 2 300万年前)的鱼化石主要

产自山东临朐山旺及黑龙江桦南等地。从已知

的种类可以看出 ,中国东部中新世的鱼类区系在

主要类群方面已和现代鱼类相似 , 以鲤科鱼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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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其中又以鲤亚科 、鲴亚科和雅罗鱼亚科占主

导地位 , 同时 , 还有鳅科和鲈形目鳜类中的一些

种类[ 8 , 9] 。与现代本地区鱼类不同的是 , 几乎没

有发现现生的属 ,更没有现生的种。

最主要的上新世(距今约 500万年前)鱼化石

产地是山西榆社 , 北京附近的周口店 、河北阳原

泥河湾等地也有保存较好的化石。上新世的鱼

类区系仍以鲤科为主 , 兼有鲶亚目 、鲈形目和刺

鱼目鱼类。与中新世鱼类不同的是 ,上新世的鱼

类不仅都是现生属 , 而且几乎都是现生种。 因

此 ,中国东部的现代鱼类区系在上新世时已大致

形成。

十分有趣的是 , 中新世和上新世中国东部和

日本列岛已发现的化石鱼类非常相近(图 4), 均

图 4　中国东部和日本列岛中新世至更新世鲤科鱼类化石分布

以较原始的鲤科鱼类鱼丹亚科和鲤亚科为主 ,而

现代两地的鲤科鱼类组成却有明显的差别。这

是由于晚第三纪这两个地区属于同一个鱼类区

系 , 而在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分离以后 , 中国东

部江河平原区由于受到东亚季风气候的较大影

响 ,鲤科鱼类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种类 ,同时 , 在两

地分离后 , 又有一些种类从世界其它地区迁入。

而日本列岛以 亚科和鲤亚科为主的鲤科鱼类

则在一些古老的水域 , 如琵琶湖等 , 继续留存下

来[ 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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