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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盐度的演化模式
水生生物生存的水环境分类：

•淡水生物水环境
•咸水生物水环境

水生生物与水环境的关系：

•只适应一种环境
•互换无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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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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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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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最初的状态
•咸的
•比较接近现在的盐度

•淡的
•略带一些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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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的来历
——原始地球的形成

•大约在50亿年前，太
阳星云中分离出一些
大大小小的星云团块。

•它们一边绕太阳旋转，
一边自转。

•在运动过程中，互相
碰撞，有些团块彼此
结合，由小变大，逐
渐成为原始的地球。没有水、也没有任何生命的 初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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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水的形成
• 在重力作用下，重的下沉并
趋向地心集中，形成地核；

轻者上浮，形成地壳和地幔。

• 在高温下，内部的水分汽化
与气体一起冲出来，飞升入

空中。但是由于地心的引力，

它们不会跑掉，只在地球周

围，成为气水合一的圈层。
岩浆中夹带的水汽与冷凝结，
地球表面开始有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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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的改组和定形
•位于地表的一层地壳，
在冷却凝结过程中，不
断地受到地球内部剧烈
运动的冲击和挤压，因
而变得褶皱不平。

•有时还会被挤破，形成
地震与火山爆发，喷出
岩浆与热气。

•这种轻重物质分化，产
生大动荡、大改组的过
程，大概是在45亿年前
完成了。

炽热的岩浆冲出地壳

各种地形一应俱全
高山
平原
河床
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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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海洋
• 天昏地暗，随着地壳逐渐冷
却，大气的温度也慢慢地降
低，水气以尘埃与火山灰为
凝结核，变成水滴，越积越
多。

• 滔滔的洪水，通过千川万壑，
汇集成巨大的水体，预估用
了20亿年的时间，这就是原
始的海洋。

初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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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进化
•生物在环境中：
• 基因突变
• 自然选择
• 生殖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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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造山运动
•加里东运动是古生代
早期地壳运动的总称。

•泛指早古生代志留纪
与泥盆纪之间发生的
地壳运动

•在原来的许多大地槽
中，发生了大规模的
海水后退，形成众多
高山。

水生生物如何应对缺水？
“被迫登陆”

是植物还是动物先登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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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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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藻类
•两个阶段：
•半水生

苔藓

•陆 生

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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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需具备的条件
•具有维管组织
• 木质部：有管胞或导管：
向上运输水分和无机盐，
支撑植物直立生长

• 韧皮部：有筛胞或筛管，
向下运输营员物质

•具有角质层和气孔
• 角质层防蒸发
• 气孔调控水和二氧化碳

•产生孢子和配子：
• 借助风传播

维
管
组
织

角
质
层
和
气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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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蕨类
•石松类
•楔叶类
•真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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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蕨类
•现代生存的蕨类植物大部分为草本，少数为木本，
主要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湿热多雨的地区。

•我国多分布于长江以南各地。如铁线蕨、卷柏、
贯众、肾蕨、满江红、鳞木和桫椤等，属之约
12000种，我国约有2600种。

•多种蕨类植物可供食用（如蕨，紫萁），药用
（如贯众、海金沙）或工业用（如石松）。

卷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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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造山运动
• 晚古生代地壳运动的总称。
• 海西构造期，包括泥盆纪、石
炭纪和二叠纪。

• 当加里东运动因褶皱造山而终
结后，即转入整个地壳比较稳
静的泥盆纪，这时没有褶皱运
动，只有升降运动。

• 泥盆纪末期，海侵现象又为陆
地上升所代替，但到早石炭世
时，在大地槽和地台上，又有
大规模的海侵，一直延到中石
炭世，这一时期为海西运动的
前半期。

• 海西运动的完成，标志着古生
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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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登陆
•在陆地上行走
•在空气中呼吸
•皮肤减少水分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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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动物
•总鳍鱼
•大 鲵
•蛙 类
•蟾 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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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最初的状态
•淡的
•略带一些盐度

海水盐度物质的来源

• 海底

• 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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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热液
• 海底热液反应是海盐的重
要补充的说法，已经为许

多海洋科学家所接受。

• 海水从地壳裂隙渗入地下
遭遇炽热的熔岩成为热液，

将周围岩层中的金、银、

铜、锌、铅等金属溶入其

中后从地下喷出，被携带

出来的金属经化学反应形

成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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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上河流
•流向大海的途中，不
断冲刷泥土和岩石，
把溶解的盐分带到了
大海之中。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
从河流带入海洋的盐
分，至少有3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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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咸度是否会永无止境地变咸
Ø死海

Ø世界上 咸的水域

Ø比海洋平均数高许多倍

Ø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无法在里
面生存

Ø死海形成原因
Ø和海洋不相通

Ø地处炎热环境

Ø水分蒸发速度远远超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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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咸度是否会永无止境地变咸？
•随着陆地可溶性物质不断进
入海洋，达到一定浓度后：

•结合成不溶性化合物，沉入
海洋底部

•本身是可溶的，能与海底的
物质结合

•被各种海洋生物所摄取
•狂风巨浪把海水卷到陆地上，
溶解的盐分也随之上岸 海水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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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咸化的意义
• 1.盐度变化的
宏观时间顺
序帮助完成
了生命登陆
这一伟大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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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咸化的意义
• 1.咸化是创造人类所需的自然环境的一个必要因
素。

厄尔尼诺是一种发生在海洋中的现象，是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不稳定状态下的
结果，其显著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出现异常的增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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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面积对全球的影响
•温度、水循环
•全球性供氧源

浮游生物不仅仅是充当鲸类的
食物。这些生物虽然很微小，但
它们却构成了海洋生命支撑系统
的关键一部分。通过光合作用，
它们每年产生了地球上的一半氧
气。作为食物链的 底端，它们
是其它海洋生命的生存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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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使命
•生命登陆
•风雨的出现
•海水的咸化

•顺序出现
•互相联系
•不可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