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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描食和避免捕食在动物生存和进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报道了我们 自 年 月

至 年元月观察黑长仲粼月加  口 对人类和非人类捕食者的一系列反映 在遇

到人类 观察者 后
,

据离观察者的远近和受惊程度不同
,

它们表现出 种回避方式 而在遇

到非人类捕食者时
,

成年雌雄性一起将捕食者引开
,

以保护其后代个体免遭捕食 文中还对这

些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讨论 成年雄性是群体的主要保护者
,

成年雌性在群体保护中也起到

重要的作用
,

不同个体的遴免捕食行为又有所不同
,

特别是幼体

捕食对许多社群动物的集群习性进化是一种主要的选择力量
, ,

而

避免捕食在非人灵长类社群进化中则起着重要作用  !
,

 

女  
,

 
,

灵长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

对不同捕食者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避免捕食

行为方式
,

如 发出不同惊叫声
,

  
硬

, ,

 ! ∀
、

采取

不同回避和 防御或进攻行为
,

,
,

议
,

盯
,

 
,

、

或 以其本身体形大小
、

生活习性及对捕食者防御能力的差异等形成不同的群体大

小或集群形式 独栖  一 灯
, ,

盯
, 、

或多雄群
,

 加
,

 
、

甚至形成多个物种集群的形式
, ,

 
, ,

 ,  !
。

,

因此研究灵长类避免捕食的行为对于了解群体的社群结构和其它

行为方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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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猿伪砂 通常活动和休息在较高的树冠中
,

很难遇上豹子或虎等猫科动物
,

同时 由于 供休息 的树很多
 ,

 
,

除人类是主要天敌以外汀  !  ,

,

长臂猿的 自然天敌很少  ! ∀
,

 
,

 由于捕

食者和被捕食者都惧怕人类
,

至今尚未有非人类天敌捕食长臂猿的报道 本文报道了我们

在 年 月至 年 月在无量山和哀牢山 自然保护区观察研究黑长臂猿的结果

一
、

研究地点和方法

年 月至 月
、

月至 月
、

年 月
、

年 月至 年元月在无量

山南段小坝河地区
,

年 至 月
、

年 月 至 月在哀牢山东侧十八寨地区和香

草蓬河地区进行黑长臂猿的生态行为的观察研究 这两自然保护区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林中果实有一定的季节性 近年来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

半山以下多开垦为农田和牧

场
,

半山以上虽保留有原始阔叶林
,

但多处已沦为块状分布

黑长臂猿生活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
,

本文的重点是无量山小坝河地区的 群
、

群
、

群和 群 在观察研究其生态行为时
,

记录了它们对观察者的反应及

遇到捕食者时的行为 研究方法即 据晨鸣定位
、

树枝摇动等迹象或在其可能出现的地方

寻找和发现黑长臂猿并慢慢潜近观察 当发现一群体时
,

记录如下数据 时间
、

地点
、

个

体数量
、

年龄组成
、

与观察者的距离
、

各个体在树冠中的位置及该群在领域范围内的位

置
、

在未发现和发现捕食者时群体中各个体乃至整个群体的反映和行为状态 (诸如: 叫声

或惊叫声
、

逃跑
、

潜伏
、

窥探等)
、

个休或群体的移动方向
.

二
、

结 果

长 臂猿是典型 的树栖类型
,

黑长 臂猿也不例外
,

作为长 臂猿的可能天敌—蟒蛇

(T en aza and T ilson
,

1 9 8 5 ) 和 可从 空 中捕食灵长类幼仔的鹰 (F erra
ri and F e

rra
ri

,

19 90 )

,

在哀牢山区和无量山区均较少见
,

而在这两保护区可能捕食黑长臂猿的天敌可能

为食肉类
:

云猫 (凡215 , a r , o
ra ta )

、

云豹(Ne of6 lis nebuto sa)
、

豹 (p an thera 脚
r
du

s)
、

金

猫 (p
r
ofe 汤 le m m in ck o

,

但长臂猿的一个更主要的天敌则可能是人类(T enaz a an d Tilso n,

19 85; Lc ig ht on
,

1 9 8 7)

,

也许正 由于长期受到人类捕杀的影响
,

黑长臂猿对观察者特别警

觉
,

常在见到人类后即行逃走
,

这为研究黑长臂猿的行为生态带来一定的困难
.

据我们

1990 年 3 月至 1992 年 1月的观察
,

黑长臂猿是否注意到观察者的潜近和受惊程度的不同

及是否受到捕食者对它们的追踪
,

它们所表现的行为也有所不同
.

1
.
对观案者(潜在捕食者)的回避行为

人类是长臂猿的天敌
,

T
en

a z a 和 T ilso n (1955)及 w at anabe (1981)已作T 详细的报

道
.

由于人类对它们的长期捕杀
,

长臂猿对人类的接近特别敏感(Ti lso n ,

1 9 7 9 ;
Bl

ei
sh an

d

Ch
cn

,

1
99 0)

,

常在发现人类即行离开
,

特别是 在初始阶段
.

我们在观察研究黑长臂猿过

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

它们对人类这一潜在捕食者的接近和受惊程度不同的反映表现

为下列一系列行为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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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1: 对观察者无任何惧怕反应
,

在树上 自由活动
.

这在观察初期
,

是由于黑长臂

猿未注意到观察者的潜近
,

而在观察后期
,

则是由于黑长臂猿对观察者长期跟踪观察的适

应
.
这一状态是我们收集黑长臂猿行为生态资料的最佳时候

,

因它们未受任何干扰
,

无任

何警觉行为 (包括惊叫声)
,

且与观察者的距离可在 50 米以内
,

能很清楚地观察到黑长臂

猿的活动状态
.

另一方面
,

在未受保护之前亦是它们极易遭受猎捕的时候
.

在它们从取食

处或休息处向另处移动过程中
,

多是成年雄性在前
,

较大后代个体次之
,

成年雌性随后跟

着前进
,

而较小幼年个体则紧随成年雌性
.

状态 2: 见到观察者后
,

缓慢离开而未发出任何叫声
.

即使是这样
,

但已 中止 了其正

常活动
‘

这是它们在首先发现观察者的情况下发生
,

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多在 50 米以外

或更远的地方
.

这一距离对于使用较原始的火药枪或弩弓的当地猎人来说
,

其捕杀力已大

为减小
.

群体移动时
,

在仅有一成年雌性的群体中
,

多为成年雄性在前
,

较小的幼年个体

随着母体; 而在具两成年雌性的 G c l 群中
,

常是一对成年雌雄性在前
,

两较大的后代个

体随之
,

再有另一成年雌性
,

后跟较小的后代个体
.

这是它们主动避开捕食者的一种行

为
,

与其有高度警觉性有关
.

这一状态很不易被捕杀
.

状态 3: 发现观察者后
,

发 出一声低沉的叫声
‘

h
u 。’ ,

随即整个群体停止其它活动而

离其活动现场
,

其移动方式在仅有一成年雌性的 G BI 和 G B Z 群中
,

多为成年雌性在前
,

较大后代个体随之
,

最小幼年个体在听到 叫声后先在树冠中潜伏不动
,

在前述个体离开后

才慢慢移动
,

且多在树冠上层
.

而在这整个期间
.

成年雄性一直在树冠下层潜伏观望
,

在

群体中所有其它个体离开后
,

才又开始活动并离开
,

在移动过程中
,

时而又停下观望
,

最

后迅速向其它个体靠近
.

而在具两成年雌性的 G C I群中
.

首先有一成年雌性在前
,

然后

在较大后代个休随之
,

再有一 只成年雌性随着离开
,

在此之后
,

两较小幼年个体沿前述个

体移动路线缓慢离开
,

它们同样也是先潜伏不动
,

最后离开的还是成年雄性
,

它时而也会

停下观望
.

这种状态多发生在偶然与其相遇且距离多在 30 一50 米
,

有时甚至直至其休息

和活动的树下才发现它们或为它们所发现
,

但在叫到一声
‘

h
u 。 ’

后
,

观察者立即蹲下停止

不动
,

则群休出现上述状态而离开
,

若观察者仍有所移动
,

或虽停止不动
,

但仍站着
,

则

可使群体进一步受惊而 出现下一状态
,

首先是在树冠下层观望的成年雄性跳出来
,

并发出

惊叫声
.
这一状态也是它们易遭捕杀的时候

.

状态 4: 在受惊后
,

不断发出惊叫声
“

w u w a
、

w u w
a

、

一
一

’ ,

雌雄两性均发 出惊叫

声
,

时而亚成年个体亦加人
,

它们 (特别是雄性) 不停在树上下来回跳动
,

以 吸引观察

者
,

而较小的后代个体 (幼体) 则在整个惊叫过程中隐于树冠上层静止不动
.

在受惊后
,

如若观察者随即停止活动
,

未使之再度受惊
,

则它们在惊叫 5一10 分钟后 即行停止并离开

该地
.

离开时
,

一般仍是雌性在前
,

雄性在后
,

较大的后代个体也随之离开
,

但幼年个休

多半还隐于树冠中至群体中其它个体均已移动到较远处
,

在似乎无甚威胁时才缓慢循着其

它个体方向移动
,

一旦开始即不停向群体靠拢
,

幼体在整个移动过程中毫无声息
.

幼体在

这一状态和上一状态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 可能与其移动时较 为缓慢和笨拙有 关
,

它

(们) 先躲藏在树冠中可避免被捕食者发现而免遭伤害
,

这可能是黑长臂猿幼体对避免捕

食的一种 自我保护行为方式
.

这一时期亦是黑长臂猿易被猎杀的时候
,

因此时与观察者的

距离多在 30 一50 米或更近的范围内
,

且成年雌雄性等常在这一范围上下来回跳动惊叫
.

状态 5: 严重受惊后
,

成体在发 出
“

w u w
a

、

w u w a
、

一一
’

惊叫声的同时
,

母体携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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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仔逃走
.

这种现象在整个观察期 间中仅见到过一次
.

1990 年 5月 9 日 10 时左右
,

在跟

踪观察中
,

G C Z 群受惊后并向一小山上部移动
,

并不断发出惊叫声
,

此时在这此小山两

侧同时有观察者循声音寻找
,

几乎同时到达山峙黑长臂猿所在处
,

使它们极度受惊
,

雌性

立即用左手怀抱幼仔在树上快速逃走
.

这次观察中
,

未见到该群的成年雄性
,

而不知其行

为状态
,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对受威胁的较小后代个体的直接保护是来自母亲
.

2
.
对非人类捕食者的回避行为

除人类的捕杀 以外
,

在云南无量山区和哀牢山区黑长臂猿的天敌可能只有猫科动物
,

但我们仅在无量山见到黑长臂猿遭追踪的情形
.

据我们对该捕食者的四次直接观察
,

应为

云豹仍飞
ofe 价 ne bule

sa)
,

Li

u
et al

.

(
1 9 8 9) 据对海南黑长臂猿的观察研究

,

也认为云豹是

它们的潜在捕食者
.
其它如云猫也生活于原始林中

,

且常在树上活动
,

金猫虽然主要在夜

间于地面活动
,

但也有它在白天活动甚至进行捕食的报道 (va n sch a议 。t
al.

,

19 8
3)

,

因而

可能成为黑长臂猿的天敌
.

豹子 由于多生活于林缘
,

且多见于攻击牛羊等
,

在我们考察期

间
,

常听说羊被咬伤或咬死
,

但黑长臂猿也常在林缘活动
,

特别是在午后
,

因此也有可能

成为豹子攻击的对象
.

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惧怕人类
,

在野外很难见到直接捕杀的情形
,

我们在整个考察期

间仅见到一次黑长臂猿遭追捕
,

但其逃避行为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

19 91 年 5 月 26 日 9

时 26 分
,

G B 群开始第二次晨鸣
,

在鸣叫约 10 分钟后
,

鸣叫突然停止
,

一对成年个体从

鸣叫处经观察者之一 (蒋学龙) 头顶快速逃走
,

后有一只云豹在追赶
,

在离开鸣叫点 10 0

米外
,

雌雄两性突然又分开继续向前逃跑
,

将此云豹引向更远处
.

在本次鸣叫过程中
,

有

三名观察者在聆听和观察着该群
,

在成年雌雄性遭追赶后
,

未见有该群中任何其它较小个

体在移动
,

可见雌雄成体的快速逃离是为了吸引捕食者保护其后代免遭捕杀
,

而后来又分

开逃跑很可能是黑长臂猿的一种 自身保护
.

三
、

讨 论

动物为了生存而进行觅食
、

取食
,

同时为了生存还必须避免被捕食
,

在觅食和取食过

程中
,

不可避免地将增加其遇到天敌的可能性
,

因此在长期适应进化过程中
,

动物在这两

方面形成了有机的联系
,

而避免被捕食则可能是维持生存的一个更直接的因素
.

虽然长臂

猿没有多少 自然捕食者(c he
ney an d W ra n

gh
am

,

1 9 8 7) 且遭非人类的捕杀 尚未见报道
,

但

人类 被认为 是其 主要 天敌 已 见于 诸多文献 中(T ena
za and 叭一so n ,

1 9 8 5 ;
Ti

l
s o n

,

1 9 7 9 :

w

a
ta

na be

,

1
98 1)

,

我们在哀牢山观察到 的仅剩一成年雌性和一亚成年雄性的孤群即为人

类捕杀的直接结果
.

黑长臂猿除了人类的捕杀外
,

据我们在无量山观察还受到食肉类的袭

击
.

由于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对人类都很惧怕
,

前述已谈到长臂猿在遇到人类时的行为特

点
,

在我们整个研究过程中
,

仅一次见到黑长臂猿遭猫科动物追赶; 两次捕食者在接近黑

长臂猿之前发现了观察者
,

它们即在树上立即逃走
,

而不再向长臂猿靠近
,

尽管观察者当

时并不知道黑长臂猿就在附近; 另有一次大约 6 时20 分左右
,

在寻找黑长臂猿过程中
,

一云豹从观察者侧前方 6米的地方经过
,

并向坡上缓慢移去
.

对人类这一最主要 的潜在捕

食者和食肉类等自然捕食者来说
,

黑长臂猿为避免被捕食在进化过程 中显示 出一系列 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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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5

.

应性行为
.

动物的集群现象是对捕食者的一种适应
,

群体的大小和组成在进化上被认为可提高觅

食和防御食物资源的效率和降低被捕食的危险性(T er bor gh an d Jan so n ,

1 9
86 )

,

群体中个

体数量增加可提高发现捕食者的机会和提前发现捕食者
,

以便即时逃避
,

长臂猿群体一般

较小(L 七ig b to n ,

19 87 )

,

从这一角度来说
,

长臂猿被捕食的可能性很大
,

因较大的群体才

被认为可降低捕食率(C lu tton一a r o e k a n d H a rv e y
,

1 9 7 7 ;
v a n

s
e

h
a

i k
e t a

L

,

1 9 8 3 )

.

但长臂猿

既是典型的树栖类群
,

又是所有猿类中体型最小的一个类群
,

其较小的体型和摆荡式的运

动方式使它们能很轻松自如在树冠中移动汀em eri n an d C an t,

1
98 3)

.

由于体型较小
,

对捕

食者也较脆弱(R ut berg
,

1 9
83 )

,

不足以与捕食者相对抗
,

但它们有在树上敏捷运动的方

丸 能很快摆脱捕食者的追踪而逃离危险区
.

因此对黑长臂猿来说
,

它们对付来 自树上的

自然捕食和人类的捕食所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逃避或回避
,

其逃避方式和次序在不同情形

下和不同个体所表现的行为特征各不相同
.

特别是成体和幼体
.

在黑长臂猿的一个群体中
,

其较年幼的个体移动幅度不及成年个体大
,

且也不及成年

个体敏捷
,

在受到攻击时极易受伤害
,

成体和较大的后代个体在见到观察者 (潜在捕食

者) 时
,

如若受惊
,

即会发出叫声和惊叫声
,

而幼体则无论在何种受惊状态下均未听到类

似的叫声
,

有时尽管它仅在观察者上方 2一3 米的树冠中
,

这可能是幼体自我保护的一种

方式
,

因它 (们) 在树上移动还不够灵活和快速
,

如若发 出叫声则会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

一旦为捕食者所发现
,

即很易遭到伤害
.

因此当群体受到威胁时 (状态 3 和状态 4)
,

较

年幼的个体总是先潜伏不动
,

待危险过去后才又开始活动
,

可见对于较年幼个体对付捕食

者的一个防御策略不是逃离危险区而是潜伏不动
,

通过这种行为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或捕

杀
.

而就在受惊过程中
,

成体的惊叫声和在树上的跳跃行为则会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

必要

时还会将捕食者引向别处或携带幼仔逃走
,

而使其后代得到保护
.

一般情况下
,

幼体都是

在母体附近活动
,

这一方面说明该幼体尚未脱离母体
,

另一方面说明在受到严重威胁时
,

母体即可携带逃走 (状态 5)
,

可见较小幼年个体的另一避免被捕食对策是依赖于母体的

帮助
.

由此可以看出
,

黑长臂猿幼体为避免被捕食有几种不同保护形式
,

如果说幼体在受

到威胁时本能地潜伏不动而避免被捕食是一种自我保护
,

和在受到威胁时
,

成年个体旨在

吸引观察者的注意而发 出的惊叫和跳跃使幼体得以保护是对幼体的一种间接保护
,

那母体

在幼体受到严重威胁时携带幼体逃走和群体受到猎物的袭击时成年个体将猎物引向别处使

得后代得以保护则是成体对后代一种直接保护
.

营家族式生活的黑长臂猿
,

成体在保护其后代及 自身保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

一些资

料表明成年雄性是长臂猿类对付人类这一捕食者的主要保护者(C ar pcn ter
,

1 9
40

; T
en az

a
,

1 9 7
6;

L ei g ht
o n

,

1 9 8 7)

,

同时也是对付非人类捕食者的保护者
.

一些长臂猿在群体移动过

程中
,

总是雌性领先(C hi ve rs
,

1 9
74

; T
cn az

a
,

1 9 7 5)

,

而在另一 些类群中则是雄性领先

(C arpenter
,

2 9 4 0 ; L i
u e t a

z

. ,

1 9 5 9 )

,

但一 个群体的移动次序常有很大的变化 (L eighton
,

19 8
7)

.

在我们对黑长臂猿较长时间的观察过程中
,

发现群体移动过程中成年个体谁领先

在不同的情形下 也有不 同
.

在未受惊吓 (状态 1 和状态 2)
,

群体从一地移向另一地时
,

一般是雄性领先
,

这与雄性是群体中的主要保护者有关
,

亦即雄性总是将 自己置于最危险

处
.

在群体移动过程中
,

雄性领先也就最有可能遇到捕食者
,

一旦遇上即会向群体中其它

个体示警
,

而 自己仍留在危险处 (状态 3 和状态 4)
.

在此类移动过程中
,

前后个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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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可达 50 米或更远
,

在较大群体 (G C l群) 中甚至可达 100 米以外
,

这就使群体中其

它个体有足够时间进行逃避
.

而在受到威胁时 (状态 3 和状态 4)
,

一般是雌性领先
,

雄性最后一个离开危险地
,

尽管在刚受到威胁时
,

是雄性先跳动
,

这可能亦与雄性有更高的替觉性和是群体的主要保

护者有关
.

在这种情形下
,

雌雄两性都起到 了保护后代的作用
.

长臂猿是具领域性的动

物
,

它们虽然 不平均利用其领域范围
,

但趋向于到达领域范 围的大部地方(G itti ns an d

R ae m ae ker s,

1 9
80

; L ei g ht
o n

,

1
98 7)

.

对一个群体来说
,

成年雌雄个体比其后代更熟悉领域

范围
,

因此在群体受到威胁时
,

作为群体主要保护者的雄性滞后面对潜在捕食者 (观察

者)
,

时刻准备发出惊叫声并在观察者前上下前后跳跃
,

以 吸引捕食者
、

而对领域范围较

熟悉的雌性则领着群体沿捷径离开危险地
.

若群体严重受威胁时
,

成年雌性则怀抱幼体快

速逃离 (状态 5) 而直接保护无助的年幼个体免遭捕杀
,

不过在整个观察过程中
,

尚未见

到雄性怀抱幼仔的情形
.

在受到来 自树栖的自然捕食者攻击时
,

雌雄亲体为保护其 自身和其未成年后代个体担

负着同样角色
,

两成体同时快速逃离群体活动处以吸引捕食者使其后代个体免遭攻击
,

但

其后的行为则可能是黑长臂猿长期对此类捕食者进化适应的结果
.

成年个体在保护群体特

别是后代免遭捕杀的过程中
,

对后代直接或间接的保护
,

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对其自身的保

护
.

在雌雄成体将捕食者从群体活动处引开后
,

向两不同方向逃走
,

使得追捕者暂时产生

一种迷惑或误解而一时不知追踪那一个体
,

这样长臂猿就可能很快摆脱追踪而使 自身和群

体都得到保护
.

综上所述
,

黑长臂猿为避免被捕杀
,

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逃避
,

在保护群体免遭捕杀

的过程中
,

黑长臂猿雌雄亲体都担负着保护后代的作用
,

但成年雄性起着更大的作用
,

在

受到威胁时
,

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回避行为方式
,

特别是幼体
,

除受到成体的直接和间接保

护外
,

还通过自身保护来免遭伤害
.

致谢: 本工作得到哀牢 山自然保护区新平管理所和无量山 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及当地政

府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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