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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古北界在中国及其邻近国家的南部界线 

作者： Robert S. Hoffmann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Smithsonian 研究所, 华盛顿特区， 美国

摘要： 论述了一种客观地划分生物地理区域界线的方法。根据物种分布范围和系统
发生或生态渊源关系等概念，在过去所提出的分界线附近选择一些地点，确
定在这些地区中是否有某个物种分布，从而确定这些物种可能所隶属的生物
地理区。依此方法，作者在46°N，128°E和24°N，76°E之间选择了12个
地点，通过兽类的区系成份分析，并结合植被特征，探讨了中国及其邻近国
家的古北界南界。结果表明，古北界和东洋界兽类区系成份在各地区的分布
（百分率）分别如下：东北部的吉林省(100、0)、东部的山东省（90、
10）、江苏和安徽省（59、41）、浙江（54、46，沿海分别为44、56）、南
部的海南岛（19、81）、四川邛崃山（87、13）、四川大雪山（79、21）、
云南云岭（90、10）、缅甸东北部（52、48）、泰国（7、93）、尼泊尔、
锡金和不丹以及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南麓（45、55）和巴基斯坦（63、37）。
作者认为古北界和东洋界之间存在过渡区，过渡区东段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中
心约在30°N，南缘约在28°N，北缘约在33°N；中段山地的海拔高度在
1500～2500m之间，过渡区中心的海拔高度为2000m；西段的印度河区作为东
洋和古北两界的过渡区比作为东洋界向西的延伸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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