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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头叶猴生活在喀斯特石山环境, 以树叶为食。对其进行跟踪观察表明白头叶猴有食物 42

种, 其中乔木占 4218% , 灌木占 2611% , 藤本占 2115% , 草本占 916% , 食物组成中树叶占

63% —95% , 果实占 5% —35% , 花占 0—6%。白头叶猴有两种觅食方式, 每天猴群有觅食高

峰 2 次。白头叶猴觅食的持续时间占日活动时间分配的比例在一年中有季节性变化, 表现为夏

天低冬天高, 分别为 10103% (6 月份) —23121% (12 月份) , 这与食物的丰盛状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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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叶猴 (P resby tis leucocep ha lus)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全世界范围内仅分布在广

西南部的扶绥, 崇左, 宁明, 龙州等 4 县面积不足 200 平方公里的喀斯特石山群中, 以左

江和明江为界与黑叶猴隔江而踞呈不重叠的分布格局 (申兰田等, 1982)。在宁明, 龙州等

地白头叶猴的分布区连成遍, 而在扶绥和崇左, 白头叶猴分布区呈十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

方公里不等的隔离状分布。与其他的叶猴相比, 白头叶猴有如下特点 (1) 数量少, 据统计

白头叶猴野生种群数量约为 1 000 只 (吴名川, 1993) , (2) 分布范围狭窄, (3) 栖息环境

特殊, 据资料介绍全世界共有灵长类种类 200 余种, 分布在全世界除北美洲, 欧洲和两极

以外的地区 (叶智彰等, 1985; F leagle, 1988) , 分布在石灰岩栖息环境的灵长类除广布性

分布的猕猴外, 就只有白头叶猴, 黑叶猴等少数灵长类。由于喀斯特石灰岩独特的气候, 特

殊的植被组成特点, 因而使白头叶猴具有与其它灵长类不同的特点, 直接反映白头叶猴对

栖息环境的适应性。

到目前为止, 对白头叶猴进行了时间分配 (李兆元, 1992) , 种群年龄结构 (卢立仁等,

1993) , 性比与社会结构 (黄乘明等, 1995) , 对夜宿石洞的选择对策 (黄乘明等, 1995) ,

笼养状态下的水分代谢 (黄乘明等, 1997) 和笼养状态下的食物选择和食物量 (黄乘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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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的研究。食物是野生动物生存的重要基础, 白头叶猴在喀斯特环境中生存是需要充

分地利用栖息地的植物资源, 需要形成与喀斯特石山环境相适应的有效觅食行为。

1　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白头叶猴食谱和觅食行为的研究选择在扶绥县的弄廪进行。弄廪位于东经 107°23′—

107°41′43″, 北纬 22°36′20″—22°41′51″。在弄廪栖息地的可麦氏 (壮族语) 小区, 有白头叶

猴 6 群分别命名为 GA , GB , GC, GD , GE 和 GF 生活其四周的石山群。从 1995 年 4 月—

1996 年 12 月, 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对猴群共进行了 8 次跟踪观察, 每次持续时间 10 天, 每

天每人跟踪观察猴群 1 群, 记录不同季节白头叶猴采食的食物种类和采食部位。

对白头叶猴的觅食行为的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通过跟踪焦点猴群, 对其作洞外活动

时期的观察, 记录白头叶猴的觅食方式, 同时定量记录白头叶猴觅食行为发生高峰的主要

时间段和持续时间, 研究不同觅食行为出现的意义。定量研究白头叶猴的觅食方式采用焦

点观察法和连续记录法记录。观察时, 以一个白头叶猴猴群为焦点单位进行跟踪观察, 为

了便于记录, 将白头叶猴洞外活动时间接 15 分钟为一个间隔划分, 把白头叶猴的活动类型

联系在一起制成表。记录时, 把每 15 分钟内观察到的猴群各种觅食行为的持续时间记录在

表的相应栏目中, 从而计算出各种觅食时间分配在日活动时间分配中所占的时间比例, 对

焦点猴群进行全年的跟踪统计, 获得白头叶猴的觅食时间分配的年度变化规律。

2　研究结果

211　白头叶猴的食物

白头叶猴生活的弄廪栖息地中, 共分布有植物 213 种。统计发现白头叶猴在一年四季

采食的植物部侠有树叶, 嫩枝条, 花和果实等, 种类达 42 种 (表 1) , 采食的种类占栖息地

植物种类的 19171%。在所选择的食物中乔木有 18 种占 4218% , 灌木有 11 种占 2611% , 藤

本有 9 种占 2115% , 草本有 4 种占 916%。

212　白头叶猴食谱的季节性变化

白头叶猴栖息地植物的物候变化明显, 10 月到第二年的 2 月, 许多落叶植物包括白头

叶猴喜食的落叶树种如千层纸、构树、异叶秋等都只留下光秃的树枝, 常绿树种如榕属

(F icus) 的植物叶片成为白头叶猴食物的主要来源; 3—5 月, 落叶树种开始长出绿嫩的小

叶, 有些树种开花; 5—10 月构树 (B roussenetia p apy rif era) , 榕树属的植物和其它植物纷

纷结果, 成为白头叶猴果实最丰盛的季节。统计表明 3—4 月树叶占 80% , 果占 14% , 花

占 6% ; 5—6 月树叶占 7313% , 果占 2617% ; 7—8 月树叶占 65% , 果占 35% ; 10—11 月

树叶占 63% , 果占 3116% , 花占 514% ; 12—2 月树叶占 95% , 果占 5% , 表现出明显的

季节性 (图 1)。从夏季到冬季, 白头叶猴的食谱变化趋势为果实成分由多到少, 叶片成分

由少到多。

213　白头叶猴的觅食方式

在野外, 白头叶猴觅食包括随机觅食和觅食高峰两部分。随机觅食发生在漫游途中, 白

头叶猴个别个体随机地采食食物。觅食高峰是白头叶猴猴群集中觅食的时间, 表现为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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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头叶猴的食物种类及觅食部位

The food spec ies of wh ite-headed langur in L ongl in habita t

食物种名　　
food species　　

觅食部位
part of eating

食物种名　　
food species　　

觅食部位
part of eating

蟋蟀草 E leusine ind ica L 缘毛胡椒 P ip er sem iimm ersum FR

菝　契 Sm ilax L 粤蛇葡萄A mp elop sis can ton iensis L

对叶榕 F icus h isp id a L , B , FR 大叶朴树Celtis p h ilipp inensis L , B

朴　树Celtis sineesis p ers L 白面神 F lug g ea v irosa L

山黄皮R and ia coch inch inensis L , B 潺槁树L etsia g lu tinosa L

九龙藤B auh in ia champ ion i L , B 清风藤M eliosm a henry i L , B

榆　树U lm us p um ila L , B 椴　树 T ilia tuan L , FL , FR

牛尾树R ad erm achera sin ica L , B 山合欢A lbiz z ia ka lkora L , B

穿破石Cud ran ia coch inch inensis L 黄鳝藤B erchem ia linea ta L , B

薜　荔 F icus p um ila L , B , FR 千层纸O rxy lon ind icum L , B

斜叶榕 F icus g ibbesa L 木　棉Gosamp inus m a labarica L , B

假鹰爪D esm os ch inensis L , FR 葛　藤 P ueraria loba ta L , B

鸡血藤 P aed eria scand ens L , B 九层皮 P olay lth ia p lag ioneu ra L , FR

无患子 E up horia long an L , B 细叶楷木 P istacia w einm ann if olia FR

大叶榕 F icus lacor L , B , FR 鱼　藤D erris D erristonk inensis L , B

九里香 J asm inum nud if lorun L 钩儿茶B erclem ia linea ta L

牡　荆V itex kw arg siensis L , B 构　树B roussonetia p apy rif era L , B, FL , FR

桑寄生L oran thus p en tap eta lus B 盾翅果U lm us p arv if olia L , FR

茶茱萸M acrocarium of f icina le L , B 淮山C roton tig lium L

硬壳桂 E h retia tsang ii FL , FR 异叶秋 E laeg nus um bella ta L , B, FL , FR

小叶榕 F icus p arrif olia L , B , FR 绞股蓝Gy nostemm a p en tap hy llum L

　　　L : 树叶 ( leave) , B: 嫩枝 (young branch) , FL : 花 (flow er) , FR: 果 (friu t)

图 1　白头叶猴不同季节的食物配置

T he compo sit ion of m ajo r food of w h ite2headed leaf monkey in differen t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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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成员都在采食。白头叶猴在觅食高峰所采用的觅食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隐蔽觅食, 表

现为白头叶猴个体觅食时隐蔽在树冠下, 人们可听到树枝被拉扯的声音, 见到树枝被拉扯

的摇动, 但见不到白头叶猴的个体。另一种觅食方式称为露头觅食, 白头叶猴采用露头觅

食方式觅食表现为白头叶猴坐在树顶上, 头露出在树冠外, 远远望去, 可见一只只白头叶

猴露出的白色头顶。觅食方式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白头叶猴倾向于采用露头觅食方式 (表 2)。

214　白头叶猴觅食时间分配的季节性

白头叶猴觅食高峰发生在每天早上猴群出洞后和傍晚猴群入洞前两个时段, 有时在中

午也出现觅食高峰 (表 2)。白头叶猴觅食时间分配在日活动时间分配中所占时间比例最低

为 3188% (GC 群 8 月 25 日) 最高为 32115% (GE 群 12 月 26 日)。从全年来看, 平均日

觅食时间分配占日活动时间的百分比表现为夏季低, 冬季高 (图 2) , 其中 2 月平均为

1615% ; 4 月平均为 14104% ; 6 月平均为 11104% ; 8 月平均为 11182% ; 10 月平均为

13125% ; 12 月平均为 20121%。

表 2　白头叶猴觅食高峰采用的觅食方式

Feeding pattern s adopted by W h ite-headed leaf moneky in feed ing peak

数据号
N o of data

猴群
group

觅食高峰时间
t im e of feeding peak

天气
w eather

觅食方式
feeding type

A p ri426. dat GC 8∶30—9∶30, 13∶45—14∶45, 16∶30—17∶45 阴, 小雨 O öO öO

A p ri429. dat GD 8∶15—9∶00, 16∶15—17∶30 阴, 多云 O öO

A p ri425. dat GD 7∶30—8∶30, 13∶00—14∶00, 17∶15—18∶15 阴天 O öO öU

June5223. dat GA 6∶15—8∶15, 16∶15—19∶00 晴, 太阳 O öU

June5224. dat GA 6∶15—7∶30, 8∶45—10∶00, 17∶30—18∶45 阴转晴 O öU öU

June5226. dat GC 6∶30—9∶15, 17∶30—18∶15 晴 U öO

A ugu7230. dat GC 8∶30—10∶00, 18∶00—19∶15 雨 O öO

A ugu7229. dat GB 7∶30—8∶45, 10∶15—11∶30, 17∶45—19∶15 阴天 O öO öO

O ct1022. dat GA 7∶45—9∶55; 17∶30—18∶50 晴 O öO

O ct1023. dat GB 8∶10—10∶10; 16∶40—18∶10 阴天 O öU

D ec11229. dat GB 7∶50—10∶05; 16∶15—18∶30 晴 O öO

Feb321. dat GD 7∶40—9∶20; 11∶20—13∶15; 17∶10—18∶20 晴 O öO öO

小结 over= 23　under= 6　　　 ( t= 710035> 21048, P= 0105) 差异及显著

　　　O 为露头觅食 (over feeding) , U 为隐蔽觅食 (under feeding)

图 2　白头叶猴觅食时间分配的季节性变化

T he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feeding percen tage in tim e budget of W h ite2headed leaf 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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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1　食性

全世界有灵长类 200 多种, 分布在全世界大部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灵长类根据食性

分为昆虫类食性如金熊猴 (A rctocebus ca laba rensis) , 其食物含量中 85% 为昆虫, 14% 为果

实; 胶质类食性如倭狨 (Cebuella py gm aea) , 其食物中 67% 为树胶类物质; 果实类食性如

黑掌蜘蛛猴 (A teles g eof f roy i) , 其食物中果实为 80% ; 叶食性如疣猴和叶猴类, 其食物中

树叶占 60% 以上, 以戴帽叶猴 (P resby tis p ilea te) 为例, 食物组成中, 叶占 6618% , 果实

占 2414% , 种子占 913% , 花占 7% (Stanfo rd, 1991)。灵长类食物的差异直接影响到身体

的结构、活动时间的分配和觅食对策 (R ichard, 1985)。疣猴和叶猴类能有效地利用栖息地

中生物量大的树叶为食物, 这是因为疣猴类和叶猴类的胃在结构上有一个与能分解纤维素

细菌共生的囊, 因而细菌帮助了它们有效的利用树叶。白头叶猴生活在喀斯特石山环境中,

石山中生长的树种给白头叶猴提供了充足而丰富的食物, 由于白头叶猴能充分地利用树叶,

因此白头叶猴只需每天摄入相当于其体重的 3% 的干物质就能满足其正常的生理需要 (黄

乘明等, 1997)。白头叶猴觅食的时间分配占洞外时间的 10103% (6 月份) —23121% (12

月份) , 与戴帽叶猴 (P resby tis p ilea ta) 的平均 3419%、托氏叶猴 (P 1thom asi) 的平均 3214%、

Sund 岛叶猴 (P 1ang u la) 的平均 2913% (Stanfo rd, 1991) 等叶猴类相比, 白头叶猴的觅

食时间分配相对小, 因此白头叶猴有更多时间分配到其它的活动中, 特别是休息时间。而

休息时间分配的比例大这不仅是白叶头猴的特点, 也是其它叶猴的特点。这可能与食叶有

关系。除了身体上的适应性结构外, 受食物的影响, 疣猴类在社会生物学上还有与猕猴类

不同的特点, 疣猴类的雌性间没有明显的序位性, 这可能是因为树叶的资源十分丰富, 食

物来得容易, 雌体间为取食的多寡和先后顺序而竞争变得没有必要 (Sugiyam a, 1964)。

312　觅食行为、觅食时间分配与食物选择

食物行为包括一切获得、处理和摄取固体或液体营养物质的活动。在摄食过程中动物

根据不同的栖息地使用不同的觅食对策 (李世安, 1985)。觅食行为由一组系列行为组成。

首先是寻找食物和发现食物, 找到食物后不一定就马上采食, 还要进行选择最佳食物小区。

此时, 至少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 环境内食物的平均利用值, 其二, 花在两处食物

小区的时间和能量, 其三是目前食物小区的食物下降指标 (Barnard, 1983)。在吃什么的问

题上, 动物也要面临着选择。与其他的叶猴类一样, 在觅食过程中, 白头叶猴喜食树叶的

幼嫩部分, 因此觅食分布在树冠上层的植物幼嫩部分, 露头觅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并可

减速移动达到节约能量的目的。而隐蔽觅食通常是在炎热夏天采用。此时, 白头叶猴既完

成了觅食, 又不会被炎热的太阳照射, 当然隐蔽觅食就不完全能取食到植物的幼嫩部分, 故

在觅食方式的选择上, 白头叶猴更倾向于露头觅食方式。

　　觅食时间分配在日活动时间分配中的比例与灵长类的食性、食谱和栖息地类型及可供

给的食物量有密切的关系。在食性方面, 叶食性的种类因为食物的易得, 因而花在觅食的

时间要比其它的种类少, 但需要大量的时间把摄入体内的低质量的叶片分解为可用的能量,

因而, 叶食性的灵长类的休息时间长 (Stanfo rd, 1991)。与其它食性的灵长类相比, 叶食

性灵长类的日活动时间分配均表现出了觅食时间较短, 休息时间较长的这种共同特点 (表

3)。在食谱方面, 戴帽叶猴的树叶占 6618% , 果实占 2414% , 种子占 913% , 花占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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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 rd, 1991) , 白头叶猴的食谱组成为树叶占 63% —95% 平均为 75126% , 果实占

14% —35% 平均为 22146% , 花占 5% —6% 平均为 515% , 两者食谱的最大差别是白头叶猴

的树叶成分明显的比戴帽叶猴多, 在日活动时间分配上也表现出了不同, 即白头叶猴的休

息时间分配大于戴帽叶猴, 白头叶猴的觅食时间分配小于戴帽叶猴, 白头叶猴的移动时间

分配小于戴帽叶猴 (表 3)。这种活动时间分配上的差异显然与食谱的组成成分不同有密切

表 3　几种灵长类的活动时间分配　　 (Time budget of severa l pr imates)

种类 Species 体息 rest% 觅食 eat% 移动move% 其它 o ther% 来源 source

白头叶猴 P 1leucocep ha lus 64176% 26175% 8145 本研究

戴帽叶猴 P 1P ilea ta 4010% 3419% 1812% 618% Stanfo rd, 1991

托氏叶猴 P 1thom asi 5916% 3214% 810% ? Gurm aya, 1986

Sund 岛叶猴 P 1ang u la 6310% 2913% 417% 310% Ruh iyat, 1983

红疣猴Colobu bad ius 5410% 2510% 810% 815% C lu tton2B rock, 1974

黑白疣猴C1g uerez a 6311% 1919% 515% 619% O ates, 1977

倭黑猩猩 P an p an iscus 43% 40% 13% 13% T akayo sh i, 1992

　　　3 数据来源于 GD 群 8 月。

的关系。在栖息地类型和生物量方面, 白头叶猴生活在栖息地为喀斯特石山地区, 植物生

物量相对低, 但植物的多样性大 (许兆然, 1993)。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白头叶猴所取食

的食物有 42 种, 占栖息地植物种类的 19171% , 其中乔木 18 种占 4218% , 灌木 11 种占

2611% , 藤木植物 9 种占 2115% , 草本植物 4 种占 916%。白头叶猴最喜食的 10 种食物的

生物量分别位于栖息地生物量排序的第 12 位、第 39 位、第 17 位、第 35 位、第 36 位、第

38 位、第 50 位、第 33 位、第 3 位和第 1 位, 其中前 3 位还是落叶种类。戴帽叶猴栖息在

孟加拉国等地, 位于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动植物区系过渡地带的土山森林, 植物丰富, 戴

帽叶猴的食物种类有 35 种, 3 种生物量最大的树种占了植株的 2811% , 为戴帽叶猴提供了

1013% 的食物来源, 最重要食物来源的 2 种树只占植株的 711% , 但则是 2917% 的食物来

源 (Stanfo rd, 1991)。两种叶猴相同之处在于进行食物选择时, 栖息地里生物量最多的树

种都不是最喜食的树种, 不同点在于重要食物的生物量不同影响到叶猴对食物的选择, 食

物丰富的环境里叶猴对食物的选择性高; 食物稀少的环境里, 动物对食物的选择性低, 因

而又影响到叶猴的觅食时间分配。此外, 食物组成的季节性变化, 也影响到觅食时间分配。

Stanfo rd (1991) 发现戴帽叶猴的觅食时间分配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变化范围为 27% —

41%。Zhang (1995) 认为花在觅食上的时间在一年里有变化, 如 1 月份占 21% , 5 月分占

3711%。在觅食活动时间分配的季节性变化方面A nw arunddin (1989) 认为觅食时间分配

的变大与动物大量的寻找, 觅食果实和大量的降雨有密切的关系, 觅食时间分配的变小与

灵长类大量的觅食树叶和降雨量小有关。在食物丰富的夏季里, 戴帽叶猴对食物选择要求

高, 专门选择可口果实为食, 因而其觅食时间增加, 而在食物相对少的冬季, 戴帽叶猴对

食物的要求降低了, 因此食物的选择面增加了, 觅食时间减少了, 因而表现出觅食活动时

间分配夏季大, 冬季小的趋势 (Stanfo rd, 1991)。而白头叶猴的觅食活动时间分配呈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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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小, 冬季大的情况, 这是因为在喀斯特栖息地夏季提供的果实少, 据目前统计, 从 4 月

份到 8 月份结果的食物种类有 7 种, 占白头叶猴食物种类的 1616% , 冬季有许多白头叶猴

食物如千层纸等落叶。因而, 白头叶猴在夏季不能象戴帽叶猴那样仅寻找果实就能满足其

食物需求, 而是选择保持树叶为主食的对策, 因此在树叶丰富的夏季, 白头叶猴的觅食时

间分配小, 冬季由于植物的落叶, 引起食物减少, 因此白头叶猴要觅食足够的食物需要增

加其觅食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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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D IETARY AND FEED ING
TIM E BUD GET OF W H ITE-HEAD ED L EAF MONKEY

Hua ng C he ngm ing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Guang x i N orm al U niversity , Gu ilin　541004)

S un Ruyong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B eij 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5)

Xue Yue gui　W e i S uling　L i Youba ng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Guang x i N orm al U niversity , Gu ilin　541004)

Abstract

W h ite2headed leaf monkey lives a t karst h ill and feeds on leaves. A fter mo re than one

years research, it w as found that 42 species w ere included in the food of th is monkey,

among them arbo r, sh rub, vine and grass con st itu te 4218% , 2611% , 2115% and 916%

respect ively. Among the dietary, leave ranged from 63% —95% , fru it, 5% —35% and

flow er varied from 0—6%. T here w ere tw o k inds of feeding pat tern of each socia l group.

T here w ere tw o feeding peak s daily appearing at the t im e ju st af ter leaving the cave in

mo rn ing and ju st befo re retu rn ing and en tering the cave in even ing respect ively. T he

percen tage of feeding t im e in day t im e varied from 10103% in summ er and h igher of

23121% in w in ter w h ich has rela t ion sh ip w ith abundance of food w h ich is rela ted to the

abundance of food supp ly.

Key words　　W h ite2headed leaf monkey (P resby tis leucocep ha lus) , D ietary,

Feeding t im e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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