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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  ! ∀! #∃

关键词 藏猴 % 皮纹 % 花纹类型 % 分类 % 进化

内 容 提 要

四川省峨眉山的 ∀& 只 ∋早 ( ∀!% 古 ( & ∃及凉山雷波县的 ∀) 只 ∋早 ( #% 古( ∀∗ ∃藏猴手足面

上皮纹显示
,

该种的皮纹与其他称猴属动物基本相同 ( 其指趾端上的花纹几乎全是原始花纹 %

掌面上
,

大小鱼际主要为箕形和开放形花纹
,

指间 + 一 +, 区主要为斗形纹 % 拓面上
,

大小鱼际

及趾间 ∀一且区则主要是箕形纹
,

趾间− 一 +, 区主要是斗形纹
.

左右端指间/ 一 +, 区及趾间∀∀∀

一 0 区花纹分布有一定差异
.

性别之间在指间 工区有显著差异
.

两地猴则在掌面大鱼际
、

指及

趾间 + 区具∋极∃显著差异
,

可能与地理和社会隔离相关
,

趾间0 区 的特征性 1 2 花纹及 弓形纹缺

失似可作为藏猴皮纹的一个特征
.

介 绍

与其叶食性和地栖倾向有关 ∋3 42 5 。6 2 7
. ,

一)  ) % 3 4 2 5 。6 2 3
. , ∀) ) ∀% 俞发宏等

, ∀)  ) ∃
,

藏猴 ∋82 9 2 9 2 6 4:; 9 62 / 2 ∃
,

又名藏酋猴
,

是 ∀ 或 ∀) 种称猴属动物中体重最大的种 ∋3 4 2 5

2 / < 1 9 / = ,

∀) & & ; ∃
。

自 ∀) &! 年由 8 :7/ 9 一> <? 2 ≅ < Α 定名发表以来
,

长期与 8
.

2 ≅ Β 6 5 :<9 ,
混

称为 8
.

Α详 9 :5 Α 2伊 5 9 5 9 Χ
, ∀) Δ) % 叶智彰等

,

一)   ∃
。

Ε 5 5 < 9 / ∋∀)  Δ∃主要根据生殖器结构差

异
,

把这一分类学上的混乱澄清后
,

藏猴作为一个种的地位已被广泛接受
.

近年来
,

在黄

山 ∋熊成培
, ∀) & Φ % 熊成培

、

王岐山
,

∀) & & ( 王岐山
、

熊成培
,

∀) & ) ∃和 峨眉 山∋1 9 / = 2 / <

Γ 4 2 5 ,

∀) & #
、

∀) & & 2 、

; 二 9 、

< ( Γ 4 2 5 9 6 2 7
. ,

∀) & ) ( 1 9 / = 2 / < Γ 4 2 5 ,

∀) ) !
、

∀) ) ∀% Γ 4 2 5 9 6

5Η
. ,

∀)) ∀∃ 开展的野外研究显然改变了这个灵长类种生态和行为资料的空白状态
。 Ι

灵长类动物特有的皮纹 ∋ < 9 ≅ − 2 6 5 = 7ϑ Κ 4 : 9 Α ∃曾受到过广泛 的注意 ∋Λ ϑ9 ≅ ,

一) Φ  ( 9 Μ − − : / Α ,

∀) ∀% 8 9 : 9 ≅ , ∀) # Δ( Ν :77
, ∀) # & % 张耀平等

, ∀)  ! ∃
。

一般说来
,

同一个体的左右掌 Ο 拓及

不同个体的掌 Ο 拓花纹很少雷同∋9 Μ − − :/ Α ,

∀) 一% Π4 :Θ7:Κ Α一9 5 / ≅ 5 ϑ 。6 2 3
. ,

∀)  ∃
,

而不同分

类单位之间的花纹差异则暗示了皮纹类型在分类学上的意义 ∋Ν :77
,

∀) # &∃
.

此外
,

花纹强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进化关系或与四肢使用有关的树栖或地栖倾向∋Λ ϑ9≅
, ∀) Φ&∃

.

在我国特有的五种灵长类动物中
,

川金丝猴
、

滇金丝猴和 台湾猴的皮纹已有过一些报

收稿 日期 ( ∀) )∗一! Δ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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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7张耀平等
,

 ∀ Α Β盯
5
Χ9

,

 Δ >
2

本文首次描述藏猴皮纹形态并讨论与之有关的生物

学问题
。

材料和方法

Ε 只雌性和 ∀ 只雄性是四川峨眉山  ∀ Δ 年间用于营业的照相猴 Α ? 只雌性和 只雄

性于  ∀  年在四川凉山雷波县捕得
。

本研究采用 印泥印制法
Φ 印制皮纹前

,

先将 印制部位擦洗干净
,

均匀地涂上红色印

泥
,

再展平印制面压在白纸上
,

事后在纸面上进行分析
。

表 列出印制得的皮纹图样数
。

表 藏 猴 皮 纹 印 样 数

& 5 Γ = Η Ι ϑ 0 Κ ∗9 1Γ ϑ 9 4 Λ ∗19 4 :ϑ ∗Ι<4 :Η Λ

峨眉组 凉山组 总 计

舌 早 古 早 舌 早

左 ? Ε ?  ?

ΕΕ
门2且,且,

刃矛

右一左右
掌面

环面

 ! ∀  #  ∃

 ! %  &  %

  ∀  #  ∀

参考 ∋ ( ) ( ∗ + & % , −
、

. / ∗ / 01 +  & ∀ ! −和张耀平等 +  & ∃ 2
、

一& ∃ 一− 的分类法
,

将掌 3 拓

面分为五个指 3 趾端区
,

四个指 3 趾间区
,

大鱼际和小鱼际 4 掌面的小鱼际再分为近侧小

鱼际和远侧小鱼际 +图  − 在各部位观察到的花纹计有六类 +图 !− 5

6 一原始花纹

2 一开放形花纹+7 8 ( 9 :) ( ;< =−

>一箕形花纹 +> 2 2 ?= −

≅ 一双箕形花纹 +≅ 7 / Α Β ( ;7 7 8 =−

Χ 一斗形花纹+Χ Δ 7 ∗ ;= −

Ε 一分类不明花纹+Ε 9 ( ;1 = = ( < −

对各类花纹的说明见张耀平等+; & #2−
。

依各花纹纹路开 口或旋转方向的不同
,

箕形
、

双箕形和斗形花纹有尺 +/− 3 排 +Φ
、

挠

+∗− 3 胫 +Γ− 侧 4 箕形花纹还有近 +?−
、

远 +<− 侧 4 斗形花纹还有封闭+7− 类型 +图 !− 此外
,

双

箕形纹还有一个箕有些 弓形 +1∗ ΗΔ −的类型 +≅
。

图 ,1− 4 半纹线呈长条封闭状
,

内含 ,一 %

条长脊线的类型 +Ι 4
图 ,Α− 等不同形式

。

据 ϑ 0( ∗+  & Κ# −
,

将开放形花纹以数值  代表
,

箕形纹以 ! 代表
,

双箕形纹和斗形纹以

, 代表
,

而分类不明花纹偏向前面何种类型则以相应数代表
,

由此计算出掌 3 拓面不同区

域的平均花纹指数 +花纹强度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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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掌 Ν 拓 花纹部位图
。

Κ,
第一指 Ν 趾

,

几

第二指 Ν 趾
,

几第三指 Ν 趾
,

几第四指 Ν 趾
,

几第五指 Ν 趾
,

−指 Ν 趾间 − 区
,

指 Ν 趾间

区
,

指 Ν 趾间 区
,

−/ 指 Ν 趾间 −/

区
,

% 大鱼际
,

∋ 小鱼际
,

∋ Ο 近侧小鱼 际
,

∋ Λ 远侧小鱼 际
2

7Ο 0 ϑ<:<0 4 ϑ 0 Κ Ο 9 1Γ 9 Ι 9 4 Λ

Ο 19 4 :9 Ι ∗9 ::Η Ι 4 ϑ ,

Κ, :; Η Κ1 Ι ϑ: Κ< 4 6 ΗΙ Ν :0 Η ,

ΚΠ :; Η

ϑΗΗ 0 4 Λ Κ< 4 6 Η Ι Ν :0 Η ,

Κ! :;Η :; <Ι Λ Κ< 4 6 Η Ι Ν :0 Η ,

Κ≅ :; Η Κ0 5 Ι :; Κ< 4 6 Η Ι Ν :0 Η ,

Κϑ :; Η Κ< Κ: ;

Κ< 4 6 Η Ι Ν : 0 Η ,

:;Η Κ< Ι ϑ: <4 :Η ΙΛ <6 <:9 1 ∗9 : :Η Ι 4 ,

:; Η ϑΗΘ 0 4 Λ <4 :Η Ι Λ <6 <:9 1 ∗9 :: Η Ι 4 ,
:; Η :; <ΙΛ

<4 :Η ΙΛ <6 <: 9 1 ∗9 ::Η Ι 4 ,

−/ :;Η Κ0 5 Ι :; <4 :Η Ι Λ <6 <:9 1

∗9 ::Η Ι 4 ,

% :; Η4 9 Ι ,

∋ ; Χ∗0 :; Η 4 9 Ι ,

∋ ∗

∗ Ι 0 3 <Γ 9 1; Χ∗ 0 :; Η4 9 Ι ,

∋ Λ Λ <ϑ:9 1; Χ∗0 :; Η4 9 Ι
2

>

一牙畏

Ι 9 Λ<日ΡΝ 飞
,

> Α9 Σ

挠Ν 胫侧

5】4 9Ι Ν Κ <=5 Σ 9 Ι <ϑ

尺Ν 胖侧

颧
。

Λ <ϑ :
2

9 1

远侧

,

夔 鬓娜 臀
+
。 Ν :

+
。Ν Κ

匕一一
一

2

—
目

」
2

一 +

自2 ,

耀 酬
Τ
。 Ν ,

Τ
:Υ Ν Ι

匕一
一

Τ 一一习

入卜1ςςς

<
ς

⋯
ΩΗΩΗ1ςςς8

2 2 2 2 、噢 癫酬
叽1讨切

Ι、

Ν :

匕
Ξ Ξ Ξ Ξ

Ξ
Ξ

讨
。 Ν Κ

】

匕 图 花纹分类图7∃ 19 ϑϑ<Κ< Θ 9 : Θ <115 ϑ:Ι 9 :<0 4 0 Κ Ο 9 : :Η Ι 4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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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窿
、

图 ! 两种特殊花纹一Τ 9 和 Ψ
Σ
7% Ω 0 ϑΟ Η Θ <9 1Ο 9 ::Η Ι4 ϑ一 Τ

2 9 4 Λ Ψ
,
>

结 果

+指 Ν 趾端花纹

指 Ν 趾端花纹较单纯
,

除了一只雌性左掌第一指具有分类不明的花纹外
,

其余 ! ≅ ≅ 个

7  
2

? Ζ >指端和 妙Ε 个7 ΕΕ Ζ >趾端的花纹全为原始花纹
。

2 掌面花纹

在掌面的七个花纹区上7图 19>
,

共观察到五种花纹类型 Α 开放
、

箕形
、

双箕形
、

斗形

和分类不明花纹
。

其中箕形纹有 +
5 、

+ Λ 和 + 。三种形式Α 双箕形纹只有 Τ
Ι

形式 Α 斗形纹

有 Ω
。 、

Ω
。

和 Ω
Ι

形式
。

还有些斗形纹由于纹线的不连续性
,

同一个图样中
,

纹线既有向

尺侧又有向挠侧旋转的
,

还有纹线方向难于判别的
,

统作为 Ψ
[

形式
。

峨眉山和凉 山藏

猴掌面花纹类型的
一

百分 比值分别见表 一 1
,

一
。

掌面大小鱼际上以箕形纹和开放形花纹为主
,

而指间 −一 Ψ 区斗形纹居多
。

拓面花纹

拓面的六个花纹区 7图 1=> 上有四类花纹 Α 开放形
、

箕形
、

双箕形和斗形
。

拓面花纹定

形类型虽不及掌面多
,

但花纹路走向较复杂
,

细微变化形式比掌面多
。

拓面上箕形纹有向

胫
、

膝
、

远
、

近侧等全部四个方向开 口 的情况
。

双箕形纹有 Τ : 、 Τ Κ和 Τ
。

三种形式
。

斗

形纹有 Ω
。 、

Ω
5 、

Ω
Ι

和 Ω
Α 四种形式

。

两组藏猴拓面花纹分布百分 比见表 !一
,

!一
。

拓面上
,

大小鱼际及趾间 −一 区多为箕形纹
,

而趾间Γ 一 Ψ 区多为斗形纹
。

Ω
Φ 花纹只

见于峨眉山雄性的趾间 区
。

Τ
。

花纹则分布在两组和两性 中的趾间Ψ 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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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1 峨眉山组藏猴掌面皮纹类型分布百分比

Κ 4 ϑ −4

) +5∴ +砂+ Ο Τ
Ι

色 早 色 早 名 年生

Ε

近侧小鱼际

远侧小鱼际

大鱼际

右 Ε Ε

左 Ε Ε

右 ΕΕ 2Ε ΕΕ
2

Ε

左 ΕΕ 乃 ΕΕ 2Ε

右 ≅
2

 Μ Ε乃

左 ∀ !
2

! Μ Μ
2

Δ

右 Ε Ε

左 Ε Ε

右 Ε Ε

左 Ε Ε

右 Ε Ε

左 Ε Ε

右 Ε Ε

左 Ε Ε

∀ Μ
2

? ∀ Ε
2

Ε

Ε Ε
2

Ε −Τ )
2

Ε

≅
2

! Ε

Ε Ε

Μ ?
2

Δ刀

Μ Ε刀

≅ ≅ ≅

指间 − 区

指间4 区
Ε Ε Ε

Ε
2

Ε

指间 区

指间Ψ 区
Ε 7>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

Ε ≅ ! Ε ∀ Μ
2

?  Ε
2

Ε Ε Ε Ε

Ε
2

Ε Ε ∀ !
2

! ? ?
2

∀ Δ
,

? Ε Ε

Ε Ε Ε Ε
2

Ε  Ε
2

Ε Ε Ε Ε Ε Ε Ε

!!
2

!
2

Ε ]
2

Δ Δ
2

? Δ Δ
2

? Ε Ε Ε

≅
2

 ≅ Ε
2

Ε ∀
2

Δ ! Ε Ε ∀
2

Δ ! Ε
2

Ε Ε Ε Ε

Ε
2

Ε Ε 峨洲>
2

Ε ∀ ∀
2

 Ε Ε Ε

Μ ?
2

Ε ≅
2

 ?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
2

! Ε Δ
2

? ! ! ! ΜΕ
2

Ε Δ Δ
2

? Ε Ε Ε

注 Φ[ 代码见材料和方法
2

表 一 凉山组藏猴掌面皮纹类型分布百分比

9 ::∃ Ι 4 0 Κ % = Η :9:; Η +

)

Ξ Ξ
2

二
Ξ

右
近侧小鱼际

色 早

Ε Ε

左 Ε Ε

远侧 ΣΥ
、

鱼际右 , ΕΕ
2

。

ΕΕ 2Ε

艰洲>
2

Ε

侧〕
2

Ε

! 月洲>
2

Ε

! 1Ε7>
2

Ε

+5∴ +砂 +Ο

色 早

Ε Ε Ε Ε Ε
一

Ε

 
2

? Ε Ε
一

Ε

Ε Ε

Ε Ε

Δ
2

? Ε

Δ
2

? Ε

Ε Ε

Ε Ε

∀
2

! Ε

Ε Ε

) Ε

∀
2

! Ε

Ε Ε

Τ
Ι

⊥

Ψ
。

三己 忿 早

Ε Ε

早

∀ !

! !
2

!

! !
2

!

∀ !

1> ΜΕ刀

Δ ?

≅ !

Δ
2

?

∀
2

!

≅ !

Ψ

Ψ
。

Ω
,

Ω
’

名 早 名 早 忿 早 名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 Ε Ε
2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Μ ∀
2

! ∀ Μ
2

? Ε ≅
一

! Ε

Ε Ε Μ ∀
2

! 7_>
2

Ε ∀
2

! Ε Ε

 
2

? ∀ Μ
2

? Ε ≅
一

! Ε Ε Ε

Δ
2

? ! ! ! ∀ ! ! Μ Ε
2

Ε Ε Ε Ε

! !
2

! ∀ Δ Δ ? ≅
2

 Ε ≅ ! Ε

Ε Ε  
2

? 仪>
2

Ε Ε Ε Ε

Μ ∀
2

! ≅  Δ
2

? ≅
2

! ∀
,

! ∀ Δ Ε

∀
2

! Δ
2

? ∀ !
2

! ∀ !
,

! Ε Ε Ε

!!ΕΕΕΕΕΕΕ
Λ凡22

左右左

际鱼大

右左右
指间 Μ 区

猫 Ν日Ο  以
才
【

右
指间 价 区

人二

右
指问 ΠΘ 区

左 2 2 2 2 2 Ρ左

注 5 ,

代码见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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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峨眉山组藏猴肠面皮纹类型分布百分比

)
+, ∴ + Ι

∴ + Λ∴ + Ο

Τ Ψ

Τ :∴ Τ Ι Τ
2

古 皇 占 早 古 早 古 早 占 早

Δ Ε
一

Ε

小鱼际
Δ Ε

2

Ε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

大鱼际

趾间 − 区

趾间 4 区

≅
2

 

Ε

Ε

≅
2

!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2

Ε

Μ ?
2

≅ Ε
2

Ε

Ε Ε
2

Ε ≅ Ε
2

Ε

≅
2

 ? Ε
2

Ε

Μ ?
2

! Ε Ε

Μ ?
2

∀ Ε
2

Ε

≅
2

 ? Ε
2

Ε

Ε Ε
2

Ε Ε Ε
2

Ε

Ε Ε
2

Ε Ε Ε
2

Ε

趾间Γ 区

趾间Ψ 区

≅ !

≅
2

!

Ε Ε

Ε Ε

≅
2

 Ε
2

Ε

≅ ⎯! ≅ Ε
一

Ε

Ε Ε
2

Ε

≅
2

! Ε
2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一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
2

! Ε
2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
2

! Ε
2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
2

 Ε

Ε Ε Ε Ε ≅
2

! Ε Ε Ε ∀
2

Δ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2

Ε ≅
2

 ≅ Ε
2

Ε ≅
2

 ΜΕ Ε Ε Ε

Ε Ε ≅
2

! Ε Ε Ε ? ≅  Ε
2

Ε Ε Ε

Ε Ε
2

Ε ≅
2

! Ε ?
2

≅ ΔΕ
2

Ε ≅
2

! ! Ε
2

Ε Ε Ε

≅
2

! Ε
2

Ε ≅
2

! Ε ≅  Ε
2

Ε ∀
2

Δ ? Ε
2

Ε Ε Ε

4Ε

注
Φ [

代码见材料和方法
2

表

∗Η ΙΗ Η 4 :9 Π Η ϑ 0 Κ

!一

19 4 :9 Κ

凉山组藏猴拓面皮纹类型分布百分比

9 ::∃ Ι 4 . :;Η + <9 4 Π 0 Κ % <= ∃:9 11

Σ一
一

一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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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代码见材料和方法

Ξ尹
‘

、了

司Ο工产
护Ψ

Κ 花纹分布的比较

开放形纹 +Φ −
,

箕形纹 +>−
,

双箕形纹的三种形式+≅
/ 3 5 ≅

∗
八 ≅ 1−

,

斗形纹的四种形

式+Ι
。

Ι
/ 3 5 Ι

∗ 3 。 Ι , −和分类不明花纹+Ε −在左右侧
,

两性以及两组间分布的差异检

测 +Ζ [ −显示
5 +; −左右

5
仅指间   一 ;∴ 区和趾间 ] 一 Χ 区存在差异+表 Κ−

。

+!− 雌雄
5
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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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位中
,

仅在指间 − 区两性存在差异 7∗ α Ε2 ΕΜ
,

Τ
2

Β一 !>
2

7!> 组间 Φ 掌肠面十三个花纹

区 中的 三个花纹分布有组 间差异
,

即掌面大鱼际 伊 α Ε2 ΕΜ
,

Τ2 Β
2

β 1>
,

指 间 − 区

伊 α Ε2 ΕΜ
,

Τ
2

Β一 !> 和趾间 − 区7∗ α Ε2 Ε
,

Τ
2

Β一 ≅>
2

#?

表 ≅ 藏猴左右侧掌 Ν 拓面花纹类型频率分布卡方检验

花纹区 性别 卡方值详勺 自由度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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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与所有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一样
,

藏猴的指端皮纹几乎都是原始花纹
。

这一点是猴与

猿和人类大不相同的地方7−Ω 9 Γ 0 :0
,

一 Δ ≅ >
2

就掌拓其他部位的花纹而言
,

一般称猴属动物在掌面远侧小鱼际上很少形成开放形纹

以外 的定 型 花 纹 7:Ι5 Η Ο 9 ::Η Ι4 >7∃ 5 Γ Γ <4 ϑ ,

 Δ >
,

藏 猴则 Ε Ε Ζ 为开 放 形 纹 Φ 和

−Ω 9 Γ 0 :0 7  Δ ≅ >
、

8 Η <Η Ι7  ? ! >
、

张耀平等7  ΜΕ >一致
,

掌面近侧小鱼 际和大鱼际上 以箕形

纹和开放形花纹为主 Α 指间 − 区上有的作者观察到以箕形纹为主
,

还有部分双箕形纹和斗

形纹
。

本研究的结果和 Β 5Ι 5Χ 97  Δ > 一致
Φ
指间 一 −/ 区以斗形纹为主

。

在拓面上
,

Β5Ι 5
Χ9 7  Δ > 得出大小鱼际上花纹变化复杂

,

而张耀平等7  ∀ Ε> 及本研究

则主要观察到箕形纹 Α 和 Β5Ι 5
Χ9 7  Δ> 的结果一致

,

藏猴趾间 工区以箕形纹为主 Α 趾间

区几乎只见箕形纹 Α 趾间 Γ 一 Υ/ 区主要是斗形纹
。

这与张耀平等7  ∀Ε> 的结果
,

即显示

趾间 Γ 区箕形纹比例较高
,

其次为斗形纹 Α 趾间−/ 区斗形纹较多
,

还有相当数量的箕形纹

有些 出人
。

藏猴指间 一 −/ 区及趾间 一 Ψ 区的纹路方向有显著差异
Φ
左侧挠 Ν 胫侧旋转的 斗形

纹较多
,

而右侧尺 Ν 膝侧旋转的斗形纹较多
2

同样 的情况也见于称猴78 Η< Η Ι ,

 ?! >和 日本

猴仃Ω 9 Γ 0: 。 ,

 Δ ≅>
。

即使在人类也有类似左侧具更多挠侧旋转花纹 的现象
,

只是现在还不

明白这种差异的意义7−Ω 9 Γ 0 :0
,

一 Δ ≅ >
。

总的说来
,

藏猴两性间皮纹差异不大
,

只在指间 − 区 因雄性有一定比例的双箕形纹而

雌性无此类型而测得某种差异
2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猴也有过在该区显示雌雄差 异的报

道 Φ 雄性有
2

∀! Ζ 的斗形纹和 ≅
2

?Ε Ζ 的双箕形纹
,

而雌性这两类花纹分别为 ?
2

≅ Ζ 和

 
2

Μ Ζ 7− Ω 9 Γ 0: 。 ,

 Δ ≅>
。

称猴雄性则在掌面大鱼际观察到较多箕形纹
,

而雌性具较多 开放

形花纹的描述78 Θ <Η Ι ,

 ? !>
,

或者找不到任何差异7张耀平等
,

 ∀ Ε>
。

藏猴拓面有一定比例的
,

在其它灵长类的文献中尚无记述的 Τ
。

和 Ω
,
类型

,

而称猴

属动物趾 间 Ψ 区常有的弓形纹 7Β 盯
5
Χ9

,

 Δ > 却没有在 !? 只藏猴的 ?Ε 个 −χ 区 上看到
2

这

或许是藏猴皮纹的一个特征
2

称猴属动物雄性个体在进人交配系统之前要离开出生群
,

而且不止一次进人新的交配

系统7∗ 5ϑ
0 Χ δ ∗9Θ ε 0 Ι ,

 ∀?>
。

雄猴群间转移在曾受到人为破坏 7捕杀>的峨眉山种群遵从非

随机转移方式
,

即有进人成年性比7雌 Ν 雄 >大的群
、

邻群和已经接受了同群成员 的猴群的

明显趋势
2

与此有关
,

日本猴及食蟹猴邻群基因相似程度较之相隔 ΕΕ 公里以上的种群间

基因相似程度为高7& 0 φ 9 Ω 9 ‘: 9 1
2 ,

 Μ Αγ 9 Ω 9 Γ 0 :0 ‘: 9 φ一 ∀≅ >
。

峨眉山和凉山雷波县相距

在 Ε Ε 公里以上
,

两地藏猴皮纹的差异7掌拓面十三个分区中的三个有显著差异>应归因于

两种群间地理的
、

进而是社会的隔离
。

一般认为
,

同属动物中
,

皮纹花纹强度高者倾向地栖
,

反之倾向树栖
。

藏猴花纹强度

在平顶猴和称猴 之间
,

接近 日本猴 7见 8 Η< ΗΙ
,

 ?! >
。

按理
,

藏猴的地栖倾 向应 比称猴为

弱
。

基于对藏猴食物空间分布7Π ; 9 0 Η : 9 1
2 ,

 ∀  Φ Π ; 9 0 Η Ι 9 1
2 ,

  >和一 般行 为观察的结

果
,

作者曾把该种所创下的大体重 记录与其食性和地栖倾向加以联系
。

看来
,

在缺少可 比

较的位置行 为7Ο 0 ϑ<:<0 4 9 1 = Η; 9 χ <0 Ι>和运动学 7ε <4 Η Γ 9 :、Η ϑ>定 量数据条件 卜
,

讨论称猴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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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树一地栖倾向与皮纹花纹强度的关系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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