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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时期植物群》之书评
《中国地质时期植物群》是近年根据从前一世纪中叶以来,中外学者,特别是近 40多年中国学者逾千篇论文(包括

专著和资料)进行的综合性的、系统的总结,是一部可与国际本学科学术著作接轨的专著。本书不但以大量出自我国学

者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我国是研究地质时期全球性植物群及其区划与历史演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地区,也

证明了我国是最早陆生植物的故乡之一。其材料对研究陆生维管植物早期分化、演变有极重要的价值,证明了我国是

石炭纪、二叠纪华夏植物群的摇篮和故乡,是当时四大植物群交汇的唯一地区。侏罗纪、白垩纪化石不但提供苏铁、银

杏等起源演化的重要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和其一脉相承的新生代植物群,而为解决被子植物起源和大发展这一“不解

之谜”提供重要线索。凡此诸端,本书都做了系统的叙述、重点的论证,并尽量和国外同期植物群进行对比,以图文并茂

的有关表格、插图和大量标本精照来表达。由于本书各章节具自己的特色,如第

一、二章第五节,有关陆生维管植物的多元起源问题和南北半球不同地理分区的

问题;第三章第三、四节,有关前华夏植物群的提出和何时形成问题以及许多欧

美区植物分子的超前出现现象;第四章第四节,我国兼有华夏、安加拉、欧美和岗

瓦纳四大植物地理区的提出;第五章和第六章,安加拉、华夏两植物群的关系,华

夏植物群的起源、演替和衰亡、大羽羊齿的演化,煤核植物群与华夏植物群的关

系等的论述;第七章第四节, 关于古植物地理分区的三原则;第八章第二节,五、

有关侏罗纪苔纲、卷柏科、麻黄目和银杏科的研究,以及关于被子植物的报道;第

九章第三节,早白垩世被子植物事件;第十章第七节,三、关于中国晚白垩世至早

第三纪植物区系与北半球孢粉植物区系的关系;第十一章第四、五节, 植物群区

系的划分和古气候特征;第十二章第二、三节,更新世和全新世植被与环境(或气

候)的研究等等,这些特色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常

有精细论述和精辟见解,对有关学科都有着启发和指导作用,因此本书具有既全

面概括而又重点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古植物学的划时代的巨著。正如本书序言和

内容简介所指出,它反映“我国在古植物学领域的主要成就”。它“以地质时代为

纵线,分别详述了志留纪至第四纪各地质时期植物群的总体面貌与演化历史,侧

重系统分析总结各纪植物群(以植物大化石为主,结合孢粉化石)的组成、性质、

特征与对比,植物地理区的划分与演替,以及具我国特色的若干古植物学论题”,

诚然是“了解我国古植物群发展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它“提供了丰富而较准确的资料,并有助相关学科⋯⋯对

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当然,像这样多人执笔的系统巨著,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小疵,如名词的统一问题(如劳亚大

陆和劳俄大陆) ,或限于资料的体例问题,但已是绝无仅有或已有言在先,不足为病。但中国也是研究生命起源的重要

基地,古生代的寒武纪及寒武纪以前的海相植物群未有涉及,不免令生物学出身的读者略有遗憾,且亦觉书题应有“中

国陆相”字样才更符合内容。另觉如果综合各章,以图表示各纪主要植物纲目科及植物群的消长情况,或许使相关学科

读者更能掌握和运用如此丰富的资料。有关各古植物的形态解剖研究,特别是新生代古植物的果实、种子、木材等实物

的深入研究,似亦为今后继续深入工作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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