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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云南黑长臂猿多年的野外研究, 报道其鸣叫行为的一些特性。黑长臂猿通常在

上午鸣叫, 且大多数发生在9÷30分以前, 鸣叫的起始时间具季节性变化, 有两个较为集中的时

间, 一个在7÷30分左右, 另一个在8÷30分左右, 然而起始时间并不与日出时间一致。黑长臂猿平

均每两天鸣叫一次, 日鸣叫发生频次在50% 左右, 鸣叫的发生也随着季节而变化。鸣叫的持续时

间无群体的差异, 一次鸣叫的平均时间在12分钟左右 (除了 GG 群) , 但群体在不同季节鸣叫时

间长短不一。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时还表明一个群体的鸣叫并未引起邻近其它群体的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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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猿 (H y loba tes) 是典型的树栖和具领域性的小型猿类, 营家族式群体生活, 分布

于东南亚和中国云南及海南, 除了黑长臂猿 (H y loba tes concolor) 外 (H aimoff et a l. , 1986;

蒋学龙等, 1994) , 其它种类均被认为是生活在一夫一妻的群体中, 群体通过鸣叫及与邻近

群体或入侵者之间的冲突来维持其配偶制和领域 (T enaza, 1975; M arshall & M arshall,

1976; Git t in s, 1980; M itan i, 1987, 1988)。长臂猿的一个最显著的行为即是鸣叫, 其功能

被认为有: 领域的防御与展示、配偶的吸引、食物的保护、群体的形成与维持、群体的定

位等 (Carpen ter, 1940; Ch ivers, 1974; E llefson, 1974; T enaza, 1975, 1976; M arshall &

M arshall, 1976; W h it ten, 1980; B rockelm an, et a l. , 1974; Gou stard, 1984; M itan i,

1987, 1988; Cow lishaw , 1992; Sheeran, 1993)。黑长臂猿分布于中国云南的中部、南部和

西部及海南, 越南北部和老挝东北部, 直到本世纪80年代黑长臂猿的一些行为、生态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才真正开始, 作为一夫一妻制长臂猿的例外, 黑长臂猿被认为是一夫多妻

(H aimoff et a l. , 1986, 1987) 或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存 (蒋学龙等, 1994) , 尽管仍有

一些学者认为是一夫一妻 (蓝道英, 1989; Sheeran, 1993)。自从Carpen ter (1940) 对长臂

猿的生态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 有关其它长臂猿鸣叫的研究已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关

于野外黑长臂猿鸣叫研究却很少, 仅L an (1993) 和 Sheeran (1993) 有些报道, 本文即基

于多年来在野外的研究工作, 报道云南黑长臂猿的鸣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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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在1990—1995年野外调查研究期间, 对云南黑长臂猿的鸣叫进行了监测和记录, 研究

地点主要在景东无量山和新平哀牢山, 同时对其它一些地区 (如: 沧源南滚河、永德大雪

山)也作了短期的调查。在这些地区, 黑长臂猿有3个亚种分布 (H . c. concolor, H . c. j ing d on2
g ensis, H . c. f u rvog aster) (马世来等, 1986) , 栖息于海拔2100—2650米的湿性常绿阔叶

林中。栖息地每年有旱、雨季之分, 年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 气温最低可降到零下3至4℃。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全年进行鸣叫监测的GS 群, 位于无量山孟令上场河, 群体由1对

成年个体及3只后代组成。1995年1—12月, 在每月中旬前后对该群进行不少于10天的连续监

测, 每天从黎明时起到11÷30分止。其它资料是来自前几年研究较多栖息于无量山小坝河的

GA 群及与之相毗邻的 GC 群和栖息于哀牢山香蕈蓬河的GG 群 (详见蒋学龙等, 1994)。所

有这些群体分别在能被听得到的地方监测着, 在监测期间记录监测群体每天鸣叫发生与否、

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和结束时间, 将所得数据根据不同群体、季节和时间分别进行处理, 并

利用统计学原理对这些数据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对于栖息于浓密森林中适于树栖和摆荡性生活的长臂猿来说, 鸣叫在长臂猿进行个体

和群体间交流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Gou stard, 1984)。不同于其它长臂猿雄性和ö或者雌性

进行独自鸣叫 (Carpen ter 1940; Ch ivers, 1974; T enaza 1976; W h it ten 1982; B rockelm an

1974 et a l. ; Git t in s 1984; Kappeler 1984) , 黑长臂猿的鸣叫通常为雌雄两性的二重唱, 已

配对的成年个体从未听到独自鸣叫。据H aimoff 等 (1984) 和R aem aekers 等 (1985) , 长臂

猿一次鸣叫被定义为1个体或群体鸣叫间断不超过10分钟的一段时间内所进行的鸣叫。黑长

臂猿一般一天鸣叫一次, 有时两次, 在鸣叫过程中主要由雄性唱主角, 雌性配合并不时发

出大声激动鸣叫, 在激动鸣叫的高峰时刻, 雌雄两性在树冠中激烈地跳跃、摆荡。作为变化

最小且最易鉴别的长臂猿叫声——激动鸣叫, 在所有长臂猿中均由雌性发出。黑长臂猿激动

鸣叫一般每隔近2分钟重复一次, 群体间无显著性差异 (tGA 2GG= 11794, tGA 2GC= 11291, tGG2GC

= 01677, P> 0105) , GA 群平均210分钟有一次激动鸣叫 (范围 0175—4115, SD = 0171,

n= 64) , GC 群平均1184分钟 (范围110—312, SD = 0165, n= 22) , GG 群平均1179分钟

(范围0148—4143, SD = 0174, n= 108)。因此在每次鸣叫过程中激动鸣叫的次数必与鸣叫时

间的长短有关, GA 群每次鸣叫时间较短 (见下文) , 平均有514次激动鸣叫 (范围2—9,

SD = 118, n= 55) , 而 GG 群每次鸣叫平均有911次激动鸣叫 (范围5—16, SD = 216, n=

16) , 两群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t= 61287, P< 01001)。

黑长臂猿生活于亚高山常绿阔叶林中, 冬季气温低, 1992年1月在营地 (海拔2230米)

即记录到最低温- 4℃, 其生活环境常为霜覆, 在某些年甚至还会有大雪, 气候条件与其它

长臂猿的大不相同, 然而黑长臂猿仍可在这些恶劣气候条件下鸣叫。1991111—199211在无

量山小坝河调查期间, 有19天黎明时 (6÷45) 气温在2℃以下, 但 GA 群的鸣叫并未受到影

响, 相反在19天中有14天发生了鸣叫, 可见气温不会影响黑长臂猿鸣叫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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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叫的起始时间　长臂猿倾向于在每天的特定时间内鸣叫, 黑长臂猿亦如此, 几乎所

有鸣叫都发生在上午 (12÷00以前) , 并且大多数 (89% 的 GS 群鸣叫和93% 的 GA 群鸣叫)

发生在9÷30以前。即使是这样, 在进行全年监测的GS 群鸣叫的起始在年周期中还表现出两

个相对较为集中的时间, 第一时段在7÷15—7÷30, 有2513% 的鸣叫发生在这段时间, 第二

时段在8÷15—8÷45, 在此期间有3313% 的鸣叫发生 (图1) , 而与这两时段相对应的季节分

别处在7—10月和11—6月, 由此可以看出, 如果考虑到日出时间, 基于在具有全年资料的

GS 群中, 鸣叫发生的迟早与日出并不相关, 因日出在6月份前后较早, 但鸣叫较早的鸣叫

是在7—10月之间。研究较多但无全年资料的 GA 群也有类似的情形, 其第一时段在7÷00—

7÷45, 有3419% 的鸣叫发生, 主要发生在3—5月和10—11月, 第二时段在8÷00—8÷30, 有

3317% 的呜叫发生 (图2) , 主要发生在12—1月 (GA 群无2、6、7、8月的资料) , 而9月份

GA 群的呜叫起始时间不集中, 从7÷00—9÷45均有发生。

图1　GS 群鸣叫起始时间分布

D istribu tion of duet start of Group S

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不一致, Ch ivers (1974) 指出长臂猿一天的开始与每天黎明时

间相关, 并且 Git t in s (1984) 认为长臂猿鸣叫的起始时间也与黎明时间呈显著正相关。但我

们研究结果却表明黑长臂猿呜叫的起始时间并不与黎明时间完全相关, 鸣叫时间较早的却

是在秋季 (或是雨季) , 尽管最迟的鸣叫发生在12月和1月份。这一现象可能与黑长臂猿保护

领域内食物免受其它群体取食有关。黑长臂猿在云南栖息于亚热带海拔2 000米以上高山地

区, 栖息地气候具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因此必须忍受冬天寒冷的气候和更为缺乏的食物供

应, 而其它种类长臂猿栖息于热带低海拔地区, 常年都有较为均衡和丰富的食物供应。因此

为适应这些较差的生活环境, 黑长臂猿在进化中食性变得更为复杂, 食物多样, 并随着季

节而变化。在初春, 其食物包括果实 (21% )、花 (7% )、叶芽和嫩尖 (61% ) 及树叶 (11% )

(L an, 1993) , 而其它种类长臂猿 (除了合趾猿) 的食物大半为果实 (Kappel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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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A 群鸣叫起始时间分布

D istribu tion of duet start of Group A

Sriko sam atara, 1984; Ch ivers, 1984) , 可见叶芽、嫩尖和叶构成了黑长臂猿的主要食物。

尽管果实不是黑长臂猿的主要食物, 但由于其生境气候因素的影响, 果实成熟具有季节性,

即秋季有大量果实, 因此在这一季节果实在黑长臂猿的食谱中会占相对较大份额 (虽然目

前尚未有这一方面资料报道) , 由于果实在领域中的分布不是均匀的而是呈块状分布, 是值

得保护的食物资源, 秋季较早进行鸣叫可能即为黑长臂猿食物保护功能的一种反应。

鸣叫发生的频次　类似于其它一些种类长臂猿, 黑长臂猿也不是每天都进行鸣叫, 一

般是每两天发生一次。GS 群日鸣叫发生频次平均为4715% , GA 群平均为5413% , 但鸣叫的

发生具季节性的变化, 在4、5月份, GS 和 GA 群鸣叫的发生分别达到最低点 (10% —30%

和17% —38% ) , 特别是 GS 群在5月份仅在10天的监测期间最后一天发生鸣叫。而 GS 群鸣

叫频次最高的发生在11月达60% , GA 群发生在9和11月, 达79% —80% , 在其它月份, 鸣

叫发生的频次也有波动 (表1、表2)。

尽管黑长臂猿平均两天鸣叫一次, 但不同群体鸣叫发生与否却与前一天是否发生鸣叫

有关, 日鸣叫发生频次表明 GS 群在每隔1天的日子里鸣叫发生的频次较高, 占鸣叫发生天

数的4513% (表1) ; 相反 GA 群在连续的日子里鸣叫发生的频次较高, 占鸣叫发生天数的

6519% (表2)。但总的来说, 黑长臂猿在3天之内一般要鸣叫一次, 亦即在3天内 GS 群有

96%、GA 群有8918% 的可能性发生一次鸣叫。因此, 在利用叫声进行长臂猿群体数量调查

时, 这一事实应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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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S 群日鸣叫发生频次

The da ily duet-occurrence of GS group

每隔 n 天发生的鸣叫

D uets occurred every n days

0 1 2 3 4 5 6 7 8 9

鸣叫天数

Singing

days

监测天数

M onito ring

days

频　次

F requency

1月　Jan. 2 1 2 5 10 0150

2月　Feb. 3 2 5 12 0142

3月　M ar. 2 2 1 1 6 13 0146

4月　A p r. 3 3 10 0130

5月　M ay 1 1 10 0110

6月　June 4 4 3 11 21 0152

7月　Ju ly 3 7 1 11 20 0155

8月　A ug. 3 5 2 10 19 0153

9月　Sep. 1 2 2 5 11 0145

10月　O ct. 1 5 6 11 0154

11月　N ov. 2 4 6 10 0160

12月　D ec. 4 1 1 6 11 0154

共计　To tal 22 34 16 2 1 75 158 0147

表2　GA 群日鸣叫发生频次

The da ily duet-occurrence of GA group

每隔 n 天发生的鸣叫

D uets occurred every n days

0 1 2 3 4 5 6 7 8

鸣叫天数

Singing

days

监测天数

M onito ring

days

频　次

F requency

1月　Jan. 9 2 2 1 1 15 27 0156

3月　M ar. 2 1 3 5 0160

4月　A p r. 7 1 1 1 1 11 29 0138

5月　M ay 1 1 2 12 0117

9月　Sep. 6 2 8 10 0180

10月　O ct. 15 1 1 1 1 19 31 0161

11月　N ov. 11 4 15 19 0179

12月　D ec. 7 5 1 1 1 15 29 0152

共计　To tal 58 16 5 3 3 1 1 1 88 162 0154

黑长臂猿的食物在春天主要以叶芽、嫩尖和叶为食, 而缺乏果实这一营养丰富的食物,

叶芽、嫩尖和叶是营养价值较低的食物且在其领域中广泛而均衡分布, 鸣叫是一种能量消

耗性行为, 通过鸣叫保护此类广泛分布食物——鸣叫的功能之一——则是一种能量的浪费,

因此黑长臂猿为摄入足够的能量将化费更多的时间来觅食和进食, 本能地减少其鸣叫的动

机而降低鸣叫发生的频次, GS 群和 GA 群在4、5月份鸣叫频次较低即可能与黑长臂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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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有关。

鸣叫持续时间　结果表明正常群体间鸣叫持续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tGS2GA = 01845, tGA 2GC

= 01610, P> 0110) , 一次鸣叫平均在12分钟左右, GS 群1117分钟 (范围210—3510分, SD

= 5135, n= 78) , GA 群1213分钟 (范围218—2210分, SD = 3192, n= 97) , GC 群1118分

钟 (范围710—1810分, SD = 2149, n= 26) , 除此之外的所有其它群1211分钟 (范围310—

2610分, SD = 4126, n= 72) (表3)。结果还表明鸣叫时间长短无 Sheeran (1993) 提出的季

节性 (旱、雨季) 差异 (如: GS 群 t= 11141, P> 0110) , 但月变化却较为明显, GS 群在

2、8、11和12月的鸣叫明显长于其它月份 (图3) , GA 群在1和9月的鸣叫明显长于其它月份。

一个例外是GG 群, 该群受到严重破坏仅由一成年雌性和一亚成年雄性组成, 其鸣叫时间平

均为1818分钟 (范围1015—2510分, SD = 3190, n= 16) , 与 GS、GA 和 GC 群有显著性差

异 ( tGG2GS= 4196, tGG2GA = 61075, P< 01001)。

表3　黑长臂猿鸣叫持续时间 (分钟)

The duration of black-crested g ibbon s′sing ing

最短M inim um 最长M axim um 平均m ean S1D. N

GS 群 Group S 210 3510 1114 5123 82

GA 群 Group A 218 2210 1213 4104 100

GC 群 Group C 710 1810 1119 2159 25

GG 群 Group G 1015 2510 1916 4118 16

其它群A ll o ther Group3 310 2610 1211 4126 72

　　3 all o ther group s are tho se excep t GS、GA、GC、GG

图3　GS 群鸣叫发生频率与持续时间年周期变化

A nnual changes of singing occurrence and duration of Grou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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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叫时间长短在正常群体之间无甚明显差异, 亦无季节性 (旱季和雨季) 之变化, 尽

管 GS 群在雨季鸣叫较旱季稍长一些 (雨季1214±215分, 旱季1110±218分) , 但差异不明

显 ( t= 11141, P> 0110) , 事实上, 较长时间的鸣叫却是分散在全年的不同季节和月份, 如:

在8月和11月 (雨季)、12月和2月 (旱季)。GA 群 (Sheeran 的主要研究群体之一) 也有类似

的趋势, 但无她所报道的无量山黑长臂猿在雨季鸣叫显著长于旱季,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

她缺乏全年的资料, 如果我们缺乏12月和2月的资料, GS 群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即在雨

季鸣叫时间显著长于旱季 (911±310分) ( t= 21081, P< 0105)。由此可以看出进行动物的行

为生态研究年周期的资料是何等重要。

长臂猿鸣叫的功能之一是群体或个体相互间的定位 (E llefson, 1974)。受到严重破坏的

群体 (GG 群) 鸣叫显著长于其它正常群体, 即可能与该群为了标明其所在位置和寻找其它

家庭成员。GG 群本有6或7只个体 (据当地人) , 但由于人为干扰、森林砍伐甚至捕杀, 在被

研究时 (1992年) 仅剩下两只个体, 其较长时间的鸣叫可能是作为定位的功能, 以使其它

群体或个体知道它们所在位置, 期望得到其家庭成员的回答及发现其家庭成员在什么地方。

邻近群体间鸣叫的相互影响　有报道表明一个群体的鸣叫会引起邻近其它群体的鸣叫

(B rockelm an et a l. , 1974; T enaza, 1976; M itan i, 1985; R aem aekers and R aem aekers,

1985; L an, 1993)。对这一结果本文利用现有资料进行了验证, 我们将相毗邻分布两个群体

(GA 和 GC 群) 的资料进行整理, 即将这两群在同一天的鸣叫都提取出来, 按其鸣叫的起

始、持续和结束时间, 鸣叫的先后次序、是否重叠, 分析群体间鸣叫的相互影响。基于GA

和 GC 群, 鸣叫的相互关系被分成GA 领先于 GC、GC 领先于GA、两群鸣叫时间相互重叠

(大于或小于5分钟) 和不相重叠 (大于或小于10分钟) (表4)。结果表明在两群都发生鸣叫

的24天中有20天两群鸣叫不相重叠, 并且其中有14天两群鸣叫互不重叠时间在10分钟以上,

而且这两群的鸣叫多为 GA 群领先于 GC 群 (15ö9) , 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并不与其它研究相

一致。

表4　邻近群体鸣叫的相互关系

D uet in teraction of ne ighbor ing groups GA and GC

重叠> 5′

overlapp ing> 5′

0< 重叠< 5′

0< overllapp ing< 5′

0< 不重叠< 10′

0< non2overlapp ing< 10′

不重叠> 10′

non2overlapp ing> 10′

总计

to tal

3 1 6 14 24

　　GA 领先 GC 　　GA p rio r to GC

1 0 5 9 15

　　GC 领先 GA 　　GC p rio r to GA

2 1 1 5 9

其它种类长臂猿的鸣叫在群体间有一定的相互影响, 然而本研究结果却揭示黑长臂猿

一个群体的鸣叫并不是引起邻近群体鸣叫的原因, 更多的可能是与各群体自身特点有关特

别是各群体鸣叫起始时间不同, 尽管我们记录到的GA 群和 GC 群都发生鸣叫的天数不多,

但结果却表明 GA 群一般是先于 GC 群发生鸣叫, GS 群和 GA 群鸣叫起始时间表明也是

GA 群领先于 GS 群, 而这两群却是分布在不同的地点, 由此初步可以看出GA 群一般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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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生鸣叫, 而 GC 群较晚, GC 群鸣叫的发生并不是由 GA 群引起, 而是与该群体鸣叫起

始时间较晚有关。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基金号39570118)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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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ING ECOLOGY AND BEHAV IOR

OF BLACK-CRESTED GIBBONS

J ia ng Xue long　W a ng Yingx ia ng

(K unm ing Institu te of Z oology ,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K unm ing　650223)

Abstract

T h is paper repo rted the singing eco logy and behavio r of conco lo r g ibbon in Yunnan,

P. R. Ch ina based on the field studies of a yearly mon itered group GS in 1995 and som e

o ther group s such as GA , GC and GG mon itered and studied from M ar. 1990 to Jan.

1992. M ated gibbon s u sually sing duets in mo rn ing, and mo st of them occu rs befo re 0930

h r. T he start t im e of duet, how ever, show s that there are tw o peak s (around 0730 h r oc2
cu rred from Ju ly to O ct. and 0830 h r from N ov. to June) annually, and also show s no

con sen su s w ith the daw n tim e. Genera lly, conco lo r g ibbon s sing once every tw o days, the

average daily singing occu rrence of GS is 4715% and that of GA is 5413% , and the occu r2
rence changes w ith season s, e1g. , it d rop s to 10% in GS in M ay and rises up to 80% in

GA in Sep t. T he du ra t ion show s no sign if ican t d ifference betw een group s (P> 0110) , the

m edian length of duets is abou t 12 m in. , bu t there is a mon th ly difference in group. A n

excep t ion is GG, w h ich sings an average of 1916 m in. (SD = 412, n = 16) , m uch longer

than all o ther group s. A nd th is paper does no t verify the resu lt tha t singing of a group

w ou ld trigger singing of o ther group s.

Key words　　H y loba tes concolor, Singing, Evco logy and behavi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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