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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 5, 6/7叩/86 ) ) 9 : ;/) 8/< 食

性的分析

吴 宝 琦
5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昆明 = > ?<

关链词 滇金丝猴 ≅摄食行为 ≅食物类型 ≅寄生虫

内 容 提 要

由野外大猴群摄食行为观察
、

捕获个体摄食偏好度观察
、

它们粪便的显微鉴定及定量分

析
、

消化能力测定和寄生虫鉴定等五方面证据汇聚的信息表明 Α 滇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被子

植物类型 ≅而曾被误认为是其主食的冷杉等寒带裸子填物叶则几乎不是其食物
。

故滇金丝猴

应更适应热带亚热带被子植物环境而非高山寒温带云冷杉植物群 ≅ 故该种猴现代高山分布成

因需深人研究
。
鉴于研究现状

,

本文特别把方法学间题提到一个不宜忽略的位置上
。

引 言

滇金丝猴 5, 6 /7 ∀
杯86 。‘98 ;8’。 ,

/< 是中国特有灵长类动物 ≅ 已被列人国际濒危动物红

皮书 5ΒΧ Δ&
,

 Ε Ε <
。

然而作为该动物生物学特性的重要方面的食性
,

近百年来国际上

只有这样记载 Α “

食物 Α 花蕾
、

叶子和竹笋等
”

5Φ ##/∀ 8
,

 Γ ≅ ( ##) 7 ,

 Γ Ε ≅ & Η − /) Ι ) , Η ϑ
∃ ,

 = ? <
。

近十年
,

国内一些学者纷纷报道 ,
∃

;/ )8 / 主要吃冷
、

云杉嫩叶
、

花苞和叶芽苞
,

也

食少量松萝
,

主要证据是 Α 在 ,
∃

;/ 。 , / 活动过的冷杉林内地面存在大量
“

食弃的杉枝尖
”

5李致祥等
,

 Ε 玩木文伟等
,  Ε Κ ≅ 白寿昌等

,  Ε ><
。

其中除李致祥等述及 ,
∃

; 汾 , / 边食

冷杉叶边丢外
,

列举的其余实物和行为证据均不支持他们自己的结论
。

例如李致祥等图

片5可视为一抽样 <所示 > 枝
“

食弃的杉枝尖
”

约 Ε 多
“

食用部分
”

完好无损
,

明显违背动物

能量摄人与消耗平衡的原理 ≅ 木文伟等对在白马雪山捕获的一只幼猴
,

当即在该栖息地做

择食观察
,

记录表明它厌恶冷杉而喜食马豆草和松萝 ≅ 白寿昌等的记录表则标明禾本科草

类在 ,
∃

;/ 。, / 粪便中残留量居首位
。

信息论认为对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不可让一条脆弱单一的信息通道来传递 ≅ 排除三类

基本干扰 5控制干扰
、

自然干扰或噪音
、

主观干扰<就必须
“

滤波
” ≅ 用完全不 同通道传递同

一个信息
,

再把各种结果加以对比分析是一条普遍的滤波原理
,

在获取正确而可靠的重要

信息上有良好记录5金国凡
,  Ε Γ <

。

作者依据这一原理构想和实施的 ,
∃

;/ 。, / 食性信息

获取和滤波结论已概括于本文内容提要 ≅ 内容的展开则请见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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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地点和研究对象

除对笼养猴的观察及实验在结果部分详述
,

野外考察时 间分 别是  Ε= 年 >一? 月
,

 Ε ? 年 Γ一= 月
,  Ε Ε 年 Ε一 月

。

野外视觉观察猴群时间
,

Ε= 年 Γ
∃

小时
,

后两年累

计 Κ = 多小时
。

考察区域均是滇西北德钦县白马雪山叶 日区域 5向北约 Γ 公里即是西

藏 <
,

面积约 Κ> 平方公里
,

属金沙江水系
,

地图详见吴宝琦等 5  Ε Ε <
。

逐年尾随的 ,∃

;/ 。 , / 的群大小及它们的家域都明显有异
,

有可能是三个相对独立但有所交流的群
,

分别

为  Ε = 年 Ε Ε 只 ≅  Ε ? 年 Κ =  只 ≅  Ε Ε 年
,

很大的群 5无机会很好计数 <
。  Ε ? 年在历

时 # 个月逐 日尾随那一群过程中
,

在冷杉林内随机抽取了它们的粪粒 ∋ 多粒
,

这代表该

群在冷杉林中食物总体
。

方 法

部分方法难与结果分离故结合结果叙述
。

其余方法叙述如下
。

一
、

,
∃

;/ )8 / 大群林内观察方法

世界上非人灵长类环球分布带中
,

似以滇川藏相交汇的横断山脉区域完全集 中大褶

皱大高差陡峭的地形地貌和寒冷多雪的气候这两类最严苛的栖息条件
,

最难攀援涉越
。

国

外 已报道的灵长类各属野外生态学和行为研究方法 难 直 接 施 于 ,
∃

;/ 28 /。 仰 鼻 猴 属

5, 6 /7 ∀ Λ/8 6 ) 2 9 Α
< 各个种已有野外研究5刘诗峰

,  >  ≅胡锦矗等
,  Ε ≅ 史东仇 等

,  Ε Κ ≅

李贵辉等
,  Ε = ≅ 李致祥等

,  Ε ≅木文伟等
,  Ε Κ ≅ 白寿昌等

,  Ε ? ,  Ε Ε ≅ 陈服官等
,  Ε Γ ≅

解文治等
,  Ε  ≅ 谢家弊等

,  Ε Κ <均又缺乏严谨的生态学和行为研究方法
,

特征是 Α
∃

无

技术步骤及其细节 ≅ Κ
∃

无功能可靠性论证 ≅或 Γ
∃

干脆免述方法
。

其中解文治等所谓
“

隐

蔽深人群 中
” 、“

隐蔽潜人猴群然后现身
” ,

据该文述及的
“

金丝猴是很机警的动物
”

看
,

不可

能做到 ≅ 据行为抽样原则 5详见本文讨论 <
,

它不是科学方法
。

故他们论文主要结果无法重

复
。

通过
“

尝试和错误
”

摸索
,

作者逐年建立对 ,
∃

;/ 。, / 做林内近距行为有效观察的四项

方法
,

规范且易重复
。

现简述如下 Α

∃

后上侧弱粘法 ≅ 保持高于 ,
∃

;/ ∀ / 大群约 > 米高度
、

偏后角度和约 > 一Κ 米

距离
,

借小山晴背和各层树冠遮挡尾随之5不宜 自坡下位尾随之 <
。

不要求做采食
、

运动和

社会关系等行为观察
,

但求不被反查觉
。

故名
。

目的和效果 Α 能连续终 日尾随
,

在大比例

地图放大作业图上绘制漫游路线
、

采食和过夜地点
,

至考察结束时这些线
、

点即包络得猴

群家域或季节性家域并可求其面积 ≅ 能在尾随同时做粪便和已知所食植物抽样 ≅ 能当猴群

自界于两小山峭之间凹沟林内水平移向较远一个且较裸露的小山晴时
,

隔沟持望远镜详

察移动全过程
,

从容地逐个计数全群所含个体
,

得群大小5绝对数字 <
,

有时能做上述不要

求的行为观察并抽样 5吴宝琦等
,  Ε 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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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

贴近法 Α 基于法
,

当猴群坡上位林下出现较多小山峭分岔和小峰岩群时
,

躬身轻

跑或爬行
,

忌直线式 ≅ 最近可贴至距猴群边缘个体后上方约 = 一 米
。

目的和效果 Α 能

由 Ε 倍望远镜或 Κ 毫米像机镜头分辨 出殿后猴子指
、

鼻等细部及动作细节 ≅ 可做这些个

体行为细节有效抽样
,

并随猴群沿水平方向移远而失效
。

此后恢复法
。

Γ
∃

反迎法 Α 基于法
,

尾随至猴群坡上位地面较连续平缓较少深冲沟且林下灌木阻

力较小时
,

由那里 5有时走出森林上限< 迁回至猴群欲水平移往之方向所指前方约 > 一

Κ 米的小山婿分岔顶面树丛中俯卧 5此小山晴应可由其反侧缘迅速下行上撤<
,

待其移

来
。

主要对前锋个体行为细 节做有效抽样
,

距离以由约 Ε 米渐缩至约 ∋ 米为宜
。

至此

距离难保持时即迅速沿小山靖反侧悄然向上位撤离躲开
,

切忌挡其通道
。

此后恢复法 #。

有时猴群分几小股并进
,

可能会有一小股突然从对面高于观察者的岩背顶上出现
,

则宜立

即升高抽样位置
,

不宜留恋原低位置
。

∋
∃

侧切法 Α 基于反迎法
,

若 ,
∃

;/ )8 / 群取道观察点之突兀巨岩侧下翼呈水平鱼贯 移

行
,

则不必上撤
,

而更临飞崖突岩缝隙中
,

借枝茎曲伸勾斗之小树 5栋
、

杜鹃<遮蔽
,

静息无

声
,

让猴群
“

切
”

过 ≅ 目的和效果 Α 主要对猴群侧缘个体行为细节做有效抽样
,

距离稳定在

约 ∋ 一= 米
。 ,

∃

;/ 时 / 群移动模式见另文5吴宝琦等
,  Ε Ε <

。

之后恢复法
。

除上述 ,
∃

;/ )8 / 群移动情形外
,

对逗留情形另具体处理
。

若逗留地点林下坡势缓

和
,

宜用法 # 圈行测其分散面积
,

间用方法 Κ 贴近做边缘部分个体行为抽样 ≅ 若林下坡势

急陡
,

则不宜测面积而同时兼用法 一Γ ≅ 若逗留地点临渊背崖
,

宜用法 # 做高崖鸟瞰或隔

书
岸

”

遥观
,

忌 自下位贴近之
。

二
、

,
∃

;/ 28 / 粪便显微鉴定和计量方法

所据原理和定量分析方法 已在另文中表述过 5吴宝琦等
,  Ε  < ≅ 此处仅涉及定性方

法 Α

从前述 ,
∃

;/ 。, / 群粪粒大样本中用抽签方法取 > 粒
,

分别浸泡
、

搅散
、

沉淀和潍 水 ≅

重复操作直至水清
。

用滴管打匀
,

每吸残渣液 # 滴制 # 张临时水封片
,

计制 Γ 余张
。

镜鉴记录
。

此法可留住长度约 毫米的寄生线虫幼虫和细小得多的棘 口吸虫卵
。

结 果

一
、

摄食行为和食物类型

5一 < 野外 ,
∃

; /) 8 / 大群

 Ε =一  Ε Ε 年三年观察结果分冷杉林内外两大类场合归纳如下 Α

#
,

林外

大猴群在林外活动的地点可分为五类 ≅ 悬崖
,

草坡
,  冲沟

, !流石滩
, ∀疏林

# 树间距达十几至几十米 ∃
。

与猴群保持 %&∋ 一 (∋∋ 米距离
,

高崖隐蔽鸟瞰
,

猴群全貌常一

览眼底 ) 群分散面无规则
,

约 占地 %一 ∗万平方米
,

似不比林中分散面积# 吴宝琦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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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整群常一次持续滞留活动于这类地点中 一 Κ 小时 ≅ 几乎全天候活动
,

阴
、

晴
、

浓雾
、

寒风
、

冷雨或小雪皆难影响之 ≅唯骄 日当顶时它们活跃程度降低
。

做行为抽样
。

焦点动物法 5( #8Μ Η 7 7 ,

 ? ∋ ≅ Ν Η Ι 8 /7
, Η 7 Ο Π Η 8 ) : ∀ 7 ,

 Ε = ≅ 0 Δ& −

。 , 。
∃ ,

 Ε < 结果 Α 一成年猴常蹲坐于极小一片草滩中
,

一次拔食草约 Κ 分钟而不挪

位 ≅ 主要为当地原生草被之禾本科和莎草科诸种类 ≅草被高约 Γ 一 > 厘米 ≅ ,
∃

; /。石 在

> 月份草被返青前甚至仅能食到枯草 Θ 或在几丛高约 Κ 米 之 被 子 植 物 灌木 上 辗转 攀

折
,

摘食树叶
、

嫩芽和嫩枝尖
,

约 > 一 Γ 分钟
。

扫描法5引文同焦点动物法 <结果 Α 若大猴

群各个体类似地分散在陡坡各位置
,

如 小沟沿
、

沟底
、

各大小裸岩上下左右前后
,

所食项 目

与焦点法结果一致
。

其它行为此处略述
。

,
、

;/ 。8/ 大群总是倾群造访这类林外地点
,

并每天常有
‘

#一 ∋ 次之多
,

时间长的累计

, 一  小时 Ρ天 ≅进人或移离 此类林外地点
,

作者观察到
, ,

∃

;/ 君8/ 大群有一次性在林外移

行行程超过 , 米表现
。

此间除未见 ,
∃

;/ ∀ 8/ 食用柏类外
,

其余各种灌木均属被子植

物门
,

都矮小稀疏 ≅草被常发达
,

都富含粗蛋白
,

仅单子叶植物纲即逾 ? 种
,

绝大多数为动

物喜食或可食者
,

包含了世界广布成分
、

泛热带区系成分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区系成分

5吴征溢等
,  Ε ? <

。

Κ
∃

林内

,
∃

;/ 。时 大群造访的林型几乎都是 Γ ? 一∋ 米的冷杉林
、

栋林
、

栋
一冷杉混交林和

一些树种相当混杂的树林 ≅ 较少造访 Γ ∋ 一 Γ Ε 米的云杉
、

桦及山杨树林
。

上段林型林

下 优势木为杜鹃树
,

其它种被子植物灌木间杂其间
,

枝条修长
、

叶皆细小
,

每年 Κ 月至次

年 > 月
,

林下视线可远及百米
,

而 = 月至 月
,

视线常受限于 ? 米或更短距离内
。

下段林

型林下灌木颇丰且密
,

藤本和箭竹常可见
。

上段海拔乔木多高 一 Κ 米者 ≅下段海拔乔

木则多高 Γ 一> 米者
。

共同地
,

两段海拔林内都因乔木树冠遮蔽
,

光背景幽暗呈多层次

变化
,

使林内具有灰箱性质
。

,
∃

;/ 。, / 在此间活动时间也许 比在林外长
。

又 因其今 日视野中容不得人类观察者或

走近者
,

它们行为细节的有效抽样甚难
。

故林内 ,
∃

;/ 。, /食性是其食性问题最后关键
。

交

替运用作者建立的上述四项林内有效观察方法
,  Ε ? 和  Ε Ε 年有幸累计约 Κ

∃

= 小时 5计

Γ 余次
,

占视觉观察总时数约 多<完成摄食行为近距离有效抽样
。

分两类情形归纳如下
。

5#< 冷杉树上

幼年以上个体常折断尺余长杉枝并惯将枝的叶背一面 #其条形扁平叶背阳面 ∃ 翻

转朝上
,

用手指择 出枝叉间附生的枝状 #松萝等∃ 和片状 #梅衣等 ∃ 地衣食人
。

几乎未见其

手指主动触向短枝上端呈簇生状的冷杉叶 )其时
,

簇生冷杉叶之嫩叶簇位于枝的下面即背

向猴体
,

比翻转前较不利于被选择
。

偶见其摘下具簇生嫩叶的约 (一 − 厘米长一段枝尖
,

然后啃食断 口端皮部
。

但此

种行为仅 占全部有效 #即可分辨 ∃摄食行为抽样的极低 比例
。

上述采食之后都弃枝于树下
。

每事后至其树下抽样察看
,

冷杉嫩枝上的簇生叶芽和

嫩叶约 ,∋ 一+∋ 多 以上完好无损
,

与李致祥等的抽样结果 #见引言 ∃一致
,

结合其攀折
一

选择

行为模式
,

似可说 .
/

厉“0 几乎不食用冷杉叶
。

但地上的约 (一 − 厘米短小嫩枝尖中
,

断

口 附近约 ∋
/

&一 1 厘米一段无杉树皮者 #确常有啃迹 ∃竟达约 −∋ 一 ,∋ 务
,

却与上述行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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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结果出人甚巨
,

故尚不敢言 ,
∃

;8’。 , / 常啃食冷杉嫩枝皮
。

5Κ < 冷杉树下

食灌木叶模式 2 尚未见食各种大叶杜鹃树叶等
。

对其余各种被子 植 物 灌木
,

.
/

31’ 4 55’ 面对修长但杂乱伸出的枝条坐在坡上位地面
,

一手拉住一条细枝使弯向猴体
,

另

一手随之握此弯枝向枝梢方向一拉
,

脱人掌中一把叶子
,

一次送人 口中
。

或在灌木的坡下

位
,

以后肢立起身体
,

常伸臂拉折或折断枝条后顺势蹲坐摘叶食人
。

食草模式 2 扯下单子叶纲草叶片食人 ) 刨食草根时
,

叉腿坐地或跪爬在地
,

拨开草

丛将手探下
,

把葡伏草茎连根拉起
,

双手扯拉
,

逐段摄人
,

或一手把持逐段咬扯断摄人
。

双

子叶纲草稀少
,

但见食此类草时多取蹲位
,

双手拨弄探择草冠叶子
,

缓慢地逐片摄人
。

#二 ∃ 捕获的 .
/

3 0 6 , 0 个体

其他研究者对在德钦
、

维西两县刚捕获的 .
/

30 4 50 即时投喂原栖息地几类型植物
,

不

给人类粮食或其加工品
,

故其结果真实地反映 .
/

30 4 50 在野外对各类型植物的偏好度
,

见表 1 。 对捕获一年后的笼养个体
,

作者再做类似实验
,

将被别的学者喂了一年的玉米窝

表 % & 只捕获的淇金丝猴对几类新鲜植物的摄食偏好度

7 卜6 866 9 0 : / ; < 6 86 < 6 4 5 0曰 9 6 = < 6 6 > 84 < > 6 ? 6 < ≅ 1 8< 6/ 卜 ; 1厄/ 5 / 3 Α & 0 : 9 0 , 通9 Β 目Χ

4 8 .
/

Δ 0 6 5奋Ε 3 4 Ε 6 < 6 6 ≅ Φ 5 Β < 6 9

 

个体数
】
性别

】
年龄

】
饲喂食物类型

】器!士∀ 原栖息地 ∀ 时间
、

地点 来源

 冷杉 # ∃ 吞‘
% & & ∋

·

( 嫩叶等
幼 )松箩 # ∗ ) ”亡 + (

)马豆草 #学名 ,(

一 一 一 −
− 十 十 一

十 十 − 十

德钦县
, 白

马雪山
, 叶

日区域
。

原栖息地森
林

。

一捕到
该猴即实验

。

木文伟等#  . / 0 (
1

表述形式本文
改为表格

。

,

 
,

2

】
幼

3  占
、

罕 ) 成

冷杉嫩叶等
松萝
竹 # 4 5 6 + 7 , , 8 5 6 + 7 5 + 一

( 叶
桃 # 9

7 : , “ , 9 1 7 , 5 ; + 一

( 叶

 , < = 年初夏
, 从

原栖息地转运往
昆明的 全 过 程
中

。

一捕到即开
始实验

。

据邹汝金
十 − 十 十

− − 十 −

十 − 十 十

维西县 ,

攀
天阁区域

。

#私人通讯 (1

表 0 3 只  , /= 年上半年捕获的滇金丝猴一年后对几类新鲜植物的食物偏好度

人> ? % 7 1 6 % ≅ % + 7 , ? Α %

1 > Β

>% % 8 5 ‘ ∋ 7 % >% 7 % 6 ? 5+ ) 8 % 7 ; % &
>1

7 & % , % 7 ) ∋ )+ 6 ? 1 Χ夕 3 5 6 8 5, 5 8 : 目Δ

石5 % ?『 Ε Α 1 Ε % 7 % % + ∋ ? : 7 % 8 56 ? Α % >5 7 & ? Α +) > 1 >  . / =

个体数 ) 性别 年龄 饲喂植物类型
接受 #十 (
拒绝 #一 (

原栖息地 实验地点
、

时间

冷杉嫩叶
、

叶芽苞

云杉 # 95 ; 1 +
( 嫩叶等

梅衣科 # ∋
+ 7 Φ “)5 + ; % + %

松萝科 #:
& 6 % + % % + %

(
禾本科 # Γ

7 + Φ Φ 5 6 % + %
(

莎草科 # Η ≅ ∋ % 7 + ; % + %
(

首落属 #Ι
1 8 5 ; + ϑ 1

(
三叶草属 # Κ

7苦Λ1 )5 : , (

十 − − 十 十

十 − − 十 十

十 − − 十 十

十 − − −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 十

维西县
,

攀天阁区
域

。

昆明动物研究所
。

 . / /年 Μ 月 Ν  0月
 ./ .年 ) 月

。

成

成

冷杉嫩叶
、

叶芽苞

云杉嫩叶
、

叶芽苞
梅衣科
松萝科

昆明动物园
。

 . / /年 Μ 月
。

十 十 − − 十

十 十 − 十十

Ο全十∗电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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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膨化饲料
、

葵花籽
、

饼干撤掉
,

换喂裸子植物叶 5冷
、

云杉<
、

被子植物叶 5禾草和莎草

等 <
、

和地衣5松萝
、

梅衣<
,

结果是 Α 其择食被子植物的偏好稳定不变 ≅地 衣次之 ≅ 拒食冷
、

云杉叶的行为同样稳定不变
,

见表 Κ 。

作者的实验结果同时显示
,

本所的 ,
∃

;/ “/ 经喂昆

明几类草后
,

其粪即恢复为与野外 ,∃ ;/ 口‘/ 粪一样的粒形 5小板栗状<或条形 5分节清晰
,

易断离为上述粒形 <和色泽5黑色或墨绿色且表面润泽光亮 <
,

一次根治因喂上述不 当食物

5高淀粉
、

高油脂和植物纤维缺如 <所致的连续数月泄肚
、

形容枯搞
、

全臀毛粘结成块
、

臀部

皮肤裸露和粪便稀糊灰白病状
。

二
、

粪便显微鉴定和食物类型

5一 < 野外 ,
∃

;/ ∀ 8/ 大群的主要食物类型

对由方法一节所述野外 ,
∃

;/ 。 , Σ 粪粒定性组样本鉴定结果
,

其食物含八个类型
,

见

表 Γ 。

其中粪残留量居前者无疑是其主要食物类型
Α

∃

单子叶植物纲 主要为禾本科和莎草科
。

残留组织显微结构见图版 Β 之
。

Κ
∃

地衣植物门 在临时水封片中展开得很好的绝大多数是片状地衣残留形态
。

残留

组织显微结构见图版 Β 之 Κ 。

Γ
∃

被子植物门 树皮
、

嫩枝
、

残叶和叶芽等
。

其中小茎梗残留组织显微形态 见 图

版 Β 之 Γ 。

表 Γ 叶日区域冷杉林内滇金丝猴冬季粪的食物显微鉴定

∗ 6 ) ∃ /) Ι ∀ ∃
/Ο ) 7 8 /Σ/) Η 8 /∀ ∀ Ο /) 8 ∀ Σ ,

∃

; /) 8/ ΣΙ ∀ 口 /8 : ) 盆衍
) Μ ) 7 8 : /。

人; /) , Α −
∃

Τ ∀ ∀ Ο 。 ∀ Σ Υ ) Ι / Η Ι ) Η /7 , /∀ 8 ) Ι

残残留食物类型型 组织形态学特征征 >。号样品中的残留度度

火火火 , 丫 ∋ ,,,

单单子叶纲纲 残叶呈条状 ≅叶脉平行
。

在叶细胞和维管表 面
,, 十 十 十 十 十十

555Ν ∀ 7 ∀ 2 ∀ 8ς #)Ο ∀ 7 ) Η )
<<< 具几类硅质棘刺突

。

见图版 Β 之 ∀∀∀ 十 十 Ω 十 十十

地地衣门 5. /) #/ ) 7 ) :
<<< 具显著菌丝

, 多相缠绕成菌丝团
。

见图版 Β之 Κ
。。

十 Ω 一 一一一

蔗蔗类或菊科 ΞΞΞ 形为小尖片
, 细胞细密

,

边缘伸出数根长于小尖尖尖
片片片之细丝

。。。

丫丫丫 Κ , 丫 ∋ , 火 = ,,,

树树木碎块块
∃

薄 ≅ 约
∃

> Ψ # Μ Μ ≅ 具 密集细孔
。

甚似木栓组 织
。。

十 十 Ω 十一一

华华山松松 Κ
∃

厚 ≅ 约 Ψ ∋ Μ Μ ≅ 有的为小茎或根须半残形态 ≅ 有有 Ω 一 一 一 一一

555− /7 , > Η Ι ∃ Η 7 Ο Σ/<<< 的 则似半残之栋树果皮
。

均易辨认
。

见图版 # 之 Γ∀∀∀ 十 一 一 一 一一

555硬 种皮<<< 此残留硬 种皮
,

几可拼接 出完整松子外形
。

此为俗称称 十 一一 一 一一

冷冷杉 5( ; /) : :Λ
∃

<<< 松 子
“

壳
” 。。

Ω 一 一 一 一一

叶叶叶 半残叶完好度较高
,

叶宽约 Κ Ψ Γ Μ Μ
,

长约 Κ Ψ Μ Μ ≅≅≅≅≅

落落叶松 〔. Η Ι /1

<<< 尖钝园 ≅叶背两条气孔带不时可辨
。。。

叶叶叶 半残叶呈线形
, 细 , 长约近 > Μ Μ

。。。

碎碎石子子 坚硬 , 形状不规则
,

为椭球形者直径约 Ψ Γ Μ Μ
。。。

5二 < ,
∃

;/ 。 , / 消化能力测定和主次食物排序

对表 Γ 所示结果
,

赵其昆猜
“,

∃

;/ “ / 可能完全消化吸收了 ( ;/ 。 Α :−
∃

和 Λ/ ‘。 :Λ



吴宝琦 Α 滇金丝猴 5, 6 ‘。 ∀ 户若8 6 ∀ 2 9 : ; /。 Α /< 食性的分析

叶
” 。

故作者复到 ,
∃

;/ 。, / 原栖息地采集单子叶纲
、

地衣门和这两属裸子植物所谓食用

部位叶新鲜样品
,

冰筒携回 ≅ 对上述本所 ,
∃

;/ )8 / 个体做消化能力测定
。

混合分批投放

人食盒
。

已述各 ,
∃

;/ ∀ 8/ 个体摄食偏好行为在它身上再度重演 Α 每次迅速食净前两 类

样品而始终坚拒冷
、

云杉 ≅每当它食完草和地衣后均不再添加
,

故可充分观察到其在长时

#司内一方面置未食的冷
、

云杉叶样品于不顾
,

另一方面一直在套间笼舍内外间饥饿哀鸣
,

辗转反侧不 已 ≅至次日晨计时逾 = 小时
,

前视之
,

食盒已扑地
,

云
、

冷杉叶芽嫩尖 已脏兮兮

抛撒满地
,

捡聚再称
,

几与投放时等重 Θ 裨其吻以塞人
,

遇其舌强烈抵吐
,

挤人之少许可见

其痛苦地快嚼环转于 口中 ≅ 时视己手背
,

已齿印累累
。

此强烈的行为反应无疑表明这是

,
∃

;/ 。行 根深蒂固的本性
,

非人强为能改之
。

各测定值均取干重值记录
,

见表 ∋ 。

表 ∋ 只滇金丝猴消化熊力的测定5平均值
,

毫克<

∗ 6 ) Ο ) 8) Ι Μ /7 Η 8 /∀ 7 ∀ Σ Ο /Ζ ) : 8 /, ) Η ; /#/8 ς ∀ 7 Η 7 /7 Ο /, /Ο 9 Η # ∀ Σ 左
∃

;/ ) 8/

) , ) Ι Η Ζ ) , Η #9 ) ,

二  
∃

<

禾本科和莎草科 梅衣科和松萝科 [ 冷杉
、

云杉的嫩叶和芽苞

混合饲喂量

摄人量

粪中植物组织残留量

残留量 Ρ摄人量

5∴<

消化和吸收能力

5 一 ∴<

Γ

= Κ

? >

∃

Κ

∋ Ε

>

心
。

∋

> ?

Κ ?

# Κ

。

∋ ∋

。

 Ε ?  
∃

 Ε  =
∃

  > =

进一步检查的各类型粪残留植物组织大小形态均与野外 ,
∃

;/ 。, ‘ 的粪样本一致
。

这否定了完全消化吸收猜想
。

并揭示任何类型植物都消化吸收不完全
。

因此作者定义一

类型植物在粪中残留系数为 ∴
,

消化吸收能力系数为 5# 一 ∴ < ≅ 再设平均残留量为 又
,

平均消化吸收量为 乞
,

平均食人量为 至
。

则动物的摄入
、

消化吸收
、

残留量之间对各类型

植物有如下比例关系

乎∀2 5一Ρ ∴ <
·

又 5 <

乎二 ] Ρ 5 一 ∴ <⊥
·

乞 5Κ <

野外猴群的 ∴ 值实际不能测得
。

故表 ∋ 中各∴ 值是否代表野外猴
,

需考虑有否变异

性或变异性对代表性的容许性
。 , 6/ 。 口

Λ/
, 6) ‘。 :Λ

∃

胃底皆有分隔
,

胃底 胃体存在大量杆菌

和球菌
,

是对特殊食物的适应
,

体内环境行为调节是摄食行为首要因素 5彭燕章等
,  Ε Γ <

。

对该对照猴粪粒抽样分析
,

以冷
、

云杉残留叶重量 Ρ粪粒重量值
,

同野外猴群粪粒同类项平

均值比较
,

被测猴粪比值为
∃

=≅ 野外猴群粪比值的众数为 ∀ ,

中位数为
∃

 ,

算术平均

数为
∃

,

全距为
∃

∋ 一 ∀ 一
∃

∋ 。

由此知道
∃

= 属于野外 ,
∃

; /) 8 / 冷杉叶粪残

留比率较常见情况之一
。

由其摄食偏好度无变异5前文<
,

知道该被测猴对各大类型植物

摄取的重量比例与野外猴群平均情况一致
。

据此知该被测猴的 ∴冷
、

云杉 叶 Ψ
∃

∋ ∋ 脸略低

于野外猴群平均值
,

但属于野外猴群中一些个体的 ∴ 值
。

因为高的 ∴ 值导致 亨低估
,

低的

∴ 值导致 牙高估
,

鉴于以前国内研究者全部倾向于 ,
∃

;/ )8 / 主食 ( ;‘。Α :Λ
∃

和 Λ/ ‘)Η :Λ∃

看法
,

故幸而将此对照猴的低 ∴冷
、

云杉叶
值用于估算野外猴群 至柳

, 只会高估
,

从而具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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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代表性
。

另外
,

极缺纤维的冷
、

云杉叶的 ∴ 值易比其它富含纤维的被子植物叶的 ∴
’

值更

不真实地侧低从而占 乎高估的便宜
。

故下列野外 ,
∃

; /) , / 大群平均食人量估算方程

至冷杉叶 Ψ 5Ρ ∃ ∋∋ <
·

又冷杉叶 5Γ <

乎单子叶草 Ψ 5 Ρ
∃

Κ <
·

又单子叶 草 5∋ <

乎脱
类 一 5#Ρ

∃

∋ <
·

又地 衣,
5><

成立
。

由野外 ,
∃

; /∀ 8/ 粪 又
,

作计算和统计检验5吴宝琦等
,

 Ε  <
,

结果是
,

含 Κ=  个体

的 ,
∃

;/ )8 / 群下雪季节在 白马雪山冷杉林内食人的冷杉叶平均为单子叶草的 ? Ψ  外
,

地衣类的 ∋ Ψ >务
,

5草 Ω 地衣< 的 Κ
∃

? Ψ Γ
∃

∋ 多 ≅ 故如与其余七类型食物平均摄人量之和相

比
,

则必定低于 务
。

综合林内外情况
, ,

∃

;/ ∀ 8/ 主次食物类型排序为 Α

∃

雪季5头年 Ψ 月份至次年 > Ψ =月 <

单子叶纲草 < 地衣门< 被子植物门嫩树皮茎芽和千坚果实籽之双子叶纲草 5高山分

布很少 <》华山松籽5一般仅分布到海拔 Κ  米<》冷杉属叶 5四季常绿
、

蓄量遥居首位
、

唾手可得<
、

落叶松针叶
、

碎石子 5这三类应被视为随别的食物带人 口中 <
。

Κ
∃

雨季5? 月至 月<

单子叶纲草 < 地衣门< 被子植物门嫩树皮茎芽和浆果水果 < 双子叶纲草 5分布如上

述<》华山松籽 5分布如上述 <劲冷杉属叶 5分布蓄量如上述 <
、

碎石子 5摄人情况如上述 <
。

三
、

,
∃

;#’)8 / 的寄生虫和它的摄食空间层次

∃

寄生蚤 5! ∀ Ι Μ /户:夕##Η ΛΗ Ι Η ##Η Ι 6 /∀ ∀ Λ/8 6 ∀ 2 Η ,

李贵真
,  Ε > <

该种蚤是 ,
∃

;/ “/ 自己的且是整个灵长 目有自己跳蚤的首次记录
,

同属蚤其它种和

亚种寄生有蹄类动物 5李贵真
,  Ε兄柳支英

,  Ε = <
。

跳蚤是在地面有较固定窝穴动物的寄

生虫
,

其卵仅产在宿主 窝穴堆积屑中且其蛆形幼虫仅以有机残物为生度过生活史头 Κ Ψ Γ

周
,

蛹期常 #Ψ Κ 周 5李贵真
,  , = ≅柳支英

,  Ε = <
。

故能使其物种延续的有效寄附周期约

为一个月
。

以往有学者 5Ν ∀Ι Ι/ : ,

 = ? < 认为非人灵长类营游荡生活而不定居
,

故无真正

是 自己的 5同它相伴演化的 < 跳蚤
。

作者对 ,
∃

; /∀ 8/ 大群慢游的研究结果 5吴宝琦等
,

 Ε Ε ≅ 另文
,

准备中<却表明
, ,

∃

;/ )8 / 群对大多数过夜地点和觅食地点重访频率为几 次

至十几次 Ρ #月
,

多次落在有效寄附周期内
。

故 !
∃

ΛΗ Ι Η ##Η Ι 6 /, ∀ Λ/8 6 ) 2 Η
证明 ,

∃

; /) , /地

栖性 已有一段历史5地质历史<
,

其频繁利用较固定的地面过夜地点和觅食地点也是有一

段地质年代的习性
。

Κ
∃

寄生线虫和吸虫

野外 ,
∃

;/ ∀ 8/ 几乎每粒粪都有大量寄生线虫幼虫
,

见图版 Β之 ∋ 。

应作者请求
,

左仰贤

进一步鉴定
,

另发现相对少的棘 口吸虫卵
。

左仰贤据寄生虫学判断
, ,

∃

; /)8 / 必常食人

地面食物
、

生水或螺类等
,

线虫还可由地面活动的 ,
∃

;/ ∀ 8/ 皮肤钻人
。

故此鉴定结果也

证明 ,
∃

;/ ∀ 8/ 在冷杉林中常在地面活动和觅食
。

维西县野外 ,
∃

; /) Ι / 尸体胃内存在大量毛首线虫成虫 5∗
Ι 2 6 ∀ 2 )户人Η ϑ9 : ≅ 7 /, ∀ 户/

_

8 6) 2 9 了 :−
∃

7 ∀ 4
∃

< 5侯意谛等
,  >  <

,

证明维西县的 ,
∃

占/) , / 与其北邻德钦县的 尺
∃

占/∀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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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致的地面觅食和活动习性
。

小 结 和 讨 论

一
、

林栖胆怯灵长类行为抽样和检验问题

国际灵长类行为学界普遍头痛此类灵长类行为抽样和检验 ≅它们善闪避难接近
,

甚碍

正确行为信息获取
。

为阐明应有批判性观点
,

应先简述国外珍视国内鲜知之观察性的行

为测量或记录八法 5( #8 Μ Η 7 7 ,

 ? ∋ Α Ν Η Ι 8/7 Η 7 Ο Π Η 8) : ∀ 7 ,

 Ε = < 之最基本点如下
。

∃

( Ο . /; 行, Μ 抽样 Α 对于记录什么和何时记录无系统性约束
。

此法用于初步观察
,

或者对不常见但重要的事件的记录
。

Κ
·

0∀ 2 /∀ Μ ) 8 Ι /2 Ν Η 8 Ι /1 Δ ∀ Μ − #) 8 /∀ 7
抽样

Α 用于对社会关系基底事件结算
。

设计一

些行为元素如
‘

梳理5整饰 <
, 、 ‘

被梳理5被整饰<
, 、 ‘

胜
, 、 ‘

负
’ 、

⋯等等
,

配成元素对5二单元

组 <Α ‘

梳理
一

被梳理
, 、 ‘

胜
一

负
’

⋯等等
。

此法用于对选定的一对个体在每一元素对上不

对等关系评价 ≅通常认为对等往来是不可能结局
。

如
,

在自发的许多次争斗中
,

个体 ( 胜

Π 的次数不太可能与 Π 胜 ( 的次数持平
。

Γ
∃

α∀ 2 Η# ( 7/ Μ Η# 抽样
Α 汉语谓焦点动物法

。

观察一个体或一个体对或一很小社会

单位在一段持续时间内的所有行为事件或状态并记录之
。

∋
·

( ## ∀ 2 2 9 Ι Ι ) 7 2 ) : ∀ Σ 0 ∀ Μ ) Π “6 Η 4 /∀ Ι
抽样

Α
记录各行为模式出现频率 5次数 Ρ时

间 <
、

每次出现持续时间长度5如同脉冲宽度 <
、

和每次出现的起止时刻
。

>
,

0) β9
) 72 )

抽样Α 一个抽样 :) : : /∀ 7 开始于一相互作用之始
,

如实记录各不同行

为模式 5ΛΗ 88 ) Μ < 及它们依次出现顺序
,

每一抽样 0 ) : :/∀7 一直持续到该相互作用序列

终结或被打断为止 ≅下一个抽样 :) ::/∀ 7
再从一相互作用出现开始

。

例如猴个体 ( 侵犯

Π ” Π 迁怒于 Δ 一 Δ 去勾结 χ ” ⋯5实际记录尽可能全用符号
,

否则既跟不上其发展
,

也不利于后来统计 <
。

又例如如果一只雄鸟求偶夸耀5有特定姿态<移动含有几种不同行

为 ΛΗ 88 )Ι 7 “
5如 (

,

Π 和 Δ <
,

其中每一种与别种互为不相容事件5一次只出现一种<
,

其相

互作用序列即可简单记为 ( Π( ( ( Δ Π( Π( ( (ΔΠ∃ 二 ≅ 等等
。

=
,

δ 7) 一 ε )Ι∀ 抽样 Α 每一抽样 0) : :/∀ 7
等分为许多小区间

,

在每一小区间终了的刻度

上 5∀7
Η

;) )Λ <
,

用
‘
’或

‘
’ 记录刚过去这个小区间内

‘

是
,

或
‘

否
,

出现了某项行为

− Η 8 8) Ι 7 。

用于测量某行为 − Η 88 ) Ι 7
所落人的那些小区间占该

: ) : :/∀ 7
全部小区间数的 比

例
。

例如
,

有一个 Γ 分钟记录 :) :: /∀7
,

等分为 Κ 个区间 5每个 巧 秒 <
,

测得某行为

− Η 8 8) Ι 7
落人5跨越<其中 > 个

,

则其比数为 > Ρ Κ 一
∃

∋ Κ 。

?
·

Β7 :8 Η7 8Η 7) ∀9
:
抽样 Α 把一观察

: ) : :/∀7 等分为许多短区间
,

在每个短区间终了刻

度上 5∀7
Η ; 2 )Λ

,

也叫做取样点<
,

记录某行为 ΛΗ 88 ) Ι7 是否正进行或发生
。

例如把一

Γ 分钟长度的记录
: ) : :/∀ 7

等分为 Κ 份5 > 秒 Ρ份 <
,

有 Κ 个取样点 ≅如果在该
: ) : : /∀ 7

中欲记录的某行为 − Η8 8 )Ι7 碰在 ∋ 个取样点上
,

则其被取样的比数在该 :) :: /∀7 中为

∋ Ρ Κ Ψ
∃

Γ Γ

Ε
∃

02Η 7
抽样 Α 汉语谓扫描抽样

。

每隔一定时间就迅速扫描一次一组行为
:
9; φ)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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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一类特别活动或睡眠 <并立即记录
。

每一个体都应被扫描到
,

如有个体被遗漏
,

用于

解释一群动物的某类活动特征的统计就会出现偏差
。

作者认为
,

上述八抽样5或叫记录或叫测量 <方法除法 外
,

皆要求 Α 5#< 事先设计恰

当抽样方案和相应数理统计方案 ≅ 5Κ <研究对象5也可是人 <在按方案分配的时间地点被看

到足够多回 5即
:) : :/∀7 < 数 ≅5Γ <群5也可是人群 <内个体能识别即个体 (

、

Π
、

Δ
、

⋯ 不可

混淆 ≅ 5∋ <被观察者5也可是人 <许观察者接近至有效抽样距离而不改变其自然的或正常的

行为
。

此四条件缺一不可
,

亦实可谓四原则
。

Ν Η
Ι8/

7 γ ΠΗ 8) :
∀7 5  Ε = < 承认 Α 经验表明

野外行为记录条件极少理想者
,

高度定量行为数据难得
。

勿庸细述
,

干扰性地接近动物偶

满足原则5Κ <
、

5Γ <
,

但致行为数据反常
。

故原则 5∋ <是科学测量行为起码前提
。

作者之

,
,

; /∀ 8 / 观察四法仅仅在作者提出的测量四原则与 ( #8Μ Η 7 7
5  ? ∋ <

、

Ν Η Ι 8 /7 γ Π Η 8 ) : ∀ 7

5  Ε = <测量法之间搭一必不可少桥
。

这只是问题一面
。

在他们测量法与行为统计推断结

果之间还须搭另一必不可少桥即其集大成者为 0/ )
Ζ) #

,
·

5  , = < 的非参数统计之假设检

验
。

这是问题另一面
。

解答行为问题三位一体 Α 接近
、

测量
、

检验
。

只知其一者难逃陷

阱
。

二
、

林栖胆怯灵长类主要食物类型摄人量估算方法问题

国际灵长类行为学者至今主要沿用如下一类野外观察记录法 Α 尽可能近地终 日尾随

只动物5焦点法 <
,

记下其所食植物物种
、

部位
、

回次
、

速率和时间等 ≅ 事后观察 者 模

仿采集称重以求其摄人量 50 8Ι 9 6 : Η ⎯ ) Ι ,

 ? > ≅ + #Η Ο /⎯
,

 ? ? ≅ Δ #9 88 ∀ 7 一 Π Ι ∀ 2 ⎯
,

 ? ? <
。

如此解决摄人量很难逃上节讨论所说陷阱
。

仅对 林 栖个体 言
,
就 受 扰 于 在 一 群

动物中随机分配焦点动物可能并非易事
,

这起码需前 面讨论 指 出 的 条 件 # ( ∃ ) 识 别

的 焦点个 体长时 间 地 或 频 繁地消失在观察者视野以外会造成 统 计偏 畸 )  摄食细

节的低辨识度造成采食种类错误统计项
。

因此弄清几只林栖胆怯个体一段时间摄食量更

难
。

显然此类方法并不象许多西方学者相信的那么好
。

据 Γ0 6= 61
,

# %+& Δ ∃
,

行为总体

参数总是缺乏的
,

如果测量水平低于间隔量表而采用参数统计
,

就会
“

增加信息
” ,

产生畸

变
。

近年 Η Ι0 ? 6< > , 。, 。%
/

# %+ , Δ ∃ 用动物园个体作方法学探索
,

仍似有问 题 #吴 宝 琦

等
, %+ , + ∃

。 2

作者的方法应是全新的
,

它只求逼近一种真实但确易逼近的测量目标即
,

某动物群全

部个体一小段时期#例如 1 个月∃对植物类型而非植物物种的平均食人量 ) 测量的分辨率

放宽到门
、

纲
、

目
、

科
、

属单位而不是种
。

这令 ϑ 值易于测得 ) 从而统计值常数 ϑ奠定此种

逼近的参数基础
。

由作者的 ϑ 和
/

# % 一 ϑ ∃ 定义
,

动物运动量大小
、

个体生命历程中各时

期食谱中物种条 目之波动
,

均不能显著改变 ϑ值
。

现生 .
/

3 0犷55’ 食物地理适应宽度仍可

回归到其至少是地质年龄为 (∗& 7 Κ ΛΦ 的可能祖先
—

富民 # 隶属今昆明∃河上洞金丝猴

#吕Μ ≅ 1≅ Α ≅ : 9 Ν 6 1> 4 : , %+ −+ ∃ 所处的热带亚热带被子植物类型 ) . Ι 04 4 户0 , Ι 4 Η , >
属内物种分

化史时间应该短于 ∗
/

& Ο %∋ ‘年 #叶智彰等
, %+ , − ∃即 Γ Μ ≅ 1≅ Α ≅ : 9 Ν 6 1> 4 : # %夕− + ∃ 绝对年龄

表中的第四纪的 ∗ 倍 ) 如前所述
,

滇
、

黔
、

川三种金丝猴的胃解剖性状和胃内菌群生态学特

征在偌长地质年代中如此保守以至无甚种间变异
。

因此
,

勿庸言同一物种之野外和笼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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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石 的体内消化环境对摄食行为调节 5食物类型及各类型摄取量分配 <
、

及代表该物

种消化能力在一极短演化阶段上的稳定性之 ∴ 值会有什么显著变异
。

实验证明
,

尽管受到

不恰当饲养的人为干扰
,

一年后重新模拟其野外基本食物环境时
,

己被歪曲的体内消化环

境仍能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可靠复原
。

实验表明
,

粪形和色泽对比可做为 ,
∃

;/ )8 / 5乃至

别种动物<之野外食性与饲养下食性变异程度依据 ≅在同样胶片
、

像机
、

光圈和速度下拍摄

并在同样条件下冲印出的彩色照片
,

利于这种鉴定 ≅ 在两者最吻合时
,

即可开始所需 ∴ 值

的测试
。

如果用于测定∴ 值的是一小组符合野外群组成比例的成幼雌雄的几只个体
,

就

能测得更逼真反映野外群的 ∴ 平均值
。

这一点当无疑虑
。

三
、

,
∃

;/ 28 / 的一般栖性
、

食性
、

和与此两者关联的该物种演化现状问题

∃

,
∃

;/ )8 / 的一般栖性问题

在作者第一次指出 ,
∃

;/ )# / 曾在海拔 ∋ ?。米距森林边缘 > 多米远草甸上留有大

量粪便5昊宝琦等
,  Ε Ε <以前

,

从未有过关于 ,
∃

;/ )8 / 在森林外部生活的报道
。

人们普

遍相信 ,
∃

;/ 。妊 是树栖灵长类
,

离不开森林
。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从多方面证明
, ,

∃

;/ 。万

不仅不是所谓典型树栖灵长类
,

且不能算纯粹林栖灵长类 ≅ 它主要是地栖和半林栖的灵

长类 Α 非常适应林带外部的地面生活
,

即使在林内也常见群内全部个体频繁地在地面活

动
。

应特别提到
, “ ,

∃

; /) 8 / 有自己的跳蚤 !
∃

ΛΗ Ι Η ##Η Ι 6 /, ∀ Λ/8 6 ) 2 Η ”

是李贵真对蚤类

学的一重要贡献
,

也是对灵长类学的重要贡献
。

据 ∗ ΙΗ9 ;
,

,
∃

5  Ε ,
 Ε < 的协同演化

论
,

蚤 目系统与宿主系统为平行演化
,

蠕形蚤属 ! 。 ≅ Μ /Λ, ς##Η 是一类寄生于牛科
、

马科和

鹿科三科有蹄类或食草类 5许多野生< 的寄生蚤
,

并与这三科食草类协同演化5柳支英
,

 Ε = <
。

!)
, Μ /Λ

Α ς##Η :Λ
∃

既与寄主的生态学特征相适应
,

又与它们的同属种保持属的解

剖
、

生理和生态学共同属性
。

故该属蚤本质上一直沿着寄生于中大型食草哺乳动物的方

向演化 ≅ !
∃

户Η Ι Η ##Η Ι 6 /, ∀ 户/, 6 ) 2 Η
正具有这一本质 ≅本研究揭示的 ,

∃

; /∀ 8/地栖性
、

草食

性正符合这三科食草类生理和生态学特征
,

故 !
∃

户Η Ι Η ##Η Ι 6/7 ∀ 户/8 6) 2 Η 与 ,
∃

; /∀ 8/ 的

关系汇人 ! )Ι ∀ /ΛΑ ς# #Η 属与其草食类寄主协同演化的主流已经有相当一段地质史
。

反

过来说
, ,

∃

;/ “/ 的地栖性和草食性是两个古生态学特征
,

今仍如故
。

在非人灵长类的

系统发育分枝上
,

蠕形蚤属 ! )Ι Μ /Λ: 刃#Η :Λ
∃

若用于指证灵长 目定居于地面较固定居所

演化的开始阶段
,

应能溯至相当于仰鼻猴属物种分化初期的年代
。

Κ
∃

,
∃

;/ ∀ / 的食性问题

基于作者的方法
,

本研究结果表明 Α 5#< ,
,

;#’ )8/ 主要食物类型是被子植物
,

其中

主要是草类 ≅单子叶纲的叶和茎尤重要
,

嫩树皮次之
。

5ϑ< 地衣是 ,
∃

;/ )8 蔺的另一主要食

物类型
。

随着季节变换
,

地衣的摄人比例可以与被子植物中的草食人比例相上下
。

5Γ<

,
∃

;/ 。石 相当厌恶食用冷杉叶
。

从摄食行为看
, ,

∃

;/ ∀ 8/ 频繁地到林外觅食
,

在林内则频繁地在地面觅食
。

、

从摄食

空间层次看
, ,

∃

;/ )8 / 主要活动于地面和低树层次觅食
。

这既决定于上述食物类型构

成
,

也反映了它保持这种构成的具体方式
。 ,

∃

;/ 28 / 当然有高树觅食行为
,

但这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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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其基本食物类型构成
,

迄今未成为主流
。

从林内 ,
∃

;/ “/ 粪便分析结果看
,

结论

也是一样的
,

且它特别解除了对 ,
∃

;/ “/ 食冷杉叶的最后支持
。

摄食偏好度
、

寄生线虫

结果诸节
,

显示 Α
德钦维西两县 ,

∃

;/ )8 / 食性一致
,

故结果中的 ,
∃

;/ )8 / 食物类型排序

似可反映整个滇西北至藏东南种群
。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

侯意谛等 5  Ε  <的结果能排除

,
∃

;/ 28 / 粪便中寄生线虫幼虫系粪便排出体外后污 染的可能性
。

于是知道 ,
∃

;/ “ /从胃

到肛门的那段消化管均严重受累于体内寄生虫
,

是它地面和灌木食谱最丰富的又一力证
,

/

同时再次证明德钦维西两县 ,
∃

;/ ∀ 8/ 种群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

这里进一步讨论松科植物 5包括冷杉属等<作为 , 6/ 。对
,
6)

‘“ , :Λ
∃

食物的营养学问

题
。 χ Η4 /: ∀ 7 ,

η
∃

Τ
∃

+
∃

5  Ε Κ < 提出松属可能供给贫乏的营养和大量难消化的树脂 5松

香<
,

故不应是川金丝猴 , 6 /, ∀ Λ/8 6 ) 2 9 Α Ι ∀ 1 ) ##Η ∀ Η ) 的基本食物
。

稍与之不同的是 ,
∃

;/ )8 / 栖息的林型中优势树种是冷杉属
,

但作者仍然类似地提出 ,
∃

;/ 。汀 相当厌恶食用

冷杉叶的可能原因
Α 冷杉叶为革质

、

叶表皮细胞壁厚
、

叶表面具厚角质层
、

叶内一对粗大

树脂道 占去叶横切面相当大空间5高信曾
,  ? Ε < ≅ 冷杉属树脂理化性质相似

Α
内含冷杉油

Ε 一 Γ> 多
、

树脂酸 => 一 Ε 务
、

少量果酸
、

丹宁和碱5云南植物研究所
,  ? Γ <

。

冷杉叶组织

内的化学成份应可说明其本身难被 ,
∃

;/ 。妊 利用 ≅化学成份中哪一项最令 ,
∃

;/ ∀ 8/ 避食 Ξ

尚需做诸化学成份分离提取及各对家兔5亦为食草类<生理影响再说
。

至于何原 因致使地

面留下不少冷杉嫩叶簇
,

恐需更多近距有效行为抽样资料 ≅各种树栖小哺乳动物 5如松鼠

和树勉 <未尝不可列人行为观察对象之列
。

Γ
∃

与上述两问题关联的 尺
∃

;/ “ / 演化现状问题

由李致祥等5  Ε <报道并广为引证的 ,
∃

; /∀ 8/ 主食冷杉叶食性和典型树栖性
,

易得

更错误推论 Α ,
∃

;/ )8 / 已高度专化为冷杉叶食性猴
。

众所周知现代云冷杉植物群 5区

系 <只有极局限分布 ≅其宏观地理带中云冷杉林早就经历着植被 自然演替和古人类学会用

火以来的变迁而断裂出比比皆是大至几十公里宽
,

小至几百米宽的旷野
。

因此最易产生
Θ的一种错误思路是

Α ,
∃

;/ )8 / 物种或区域种群的分布 由云冷杉植物群内的一个个有关

森林边缘 来界定
,

仅仅由卫星森林遥感图或大比例航测图
,

就在室内说
,

幸存的现生 ,
∃

∃;/ “/ 分布区总面积就是那么大
,

因为这里连不起来
,

那里跨不过去
,

南边又太热
,

各猴群

必已多互隔离
,

各群间基因交流或 已不可能
,

一派物种衰退景象
。

它最可能在基础科学上

产生的坏影响是
,

在古生物学 5对 ,
∃

;/ ∀ / 亚化石和化石 <及在现生动物区系或区划 5对

,
∃

;/ )8 / 可能幸存种群及其亲
、

近缘种 <两方面放弃对已知现生 ,
∃

; /) 8/ 分布区以西至

中国与尼
、

锡
、

不
、

印
、

缅边界
,

以南至中国与老
、

越边界专门而合乎生态学水准的普查
。

在

正兴起的灵长类保护学科方面最易产生和 已产生的不良影响是
Α
夸大 ,

∃

; /“ / 演化的专

化和分布局限性及隔离性
,

开脱种群普查不足和人类开垦威胁之责
,

更导致消极或错误的

保护对策认识和决策及其实施
。

据方宗熙5  Ε > <
,

动物隐性致死基因甚多
,

且有害基因广泛存在于野生动物 中
,

大部

分突变是有害的
。

裴文中5  ? ∋ <提出
Α
一动物物种 自然衰退有三根本内因即

,

自身食物高

度专化
,

生殖衰退
,

抵抗力低
。

但这两位学者的正确总结显然不能支持上述错误前提产生

的逻辑结论
。

首先
,

本研究表明 ,
∃

;/2 8/ 的食物并不专化
,

其可利用的食物资源非常广泛

地分布至赤道两侧南北纬各约 Γ 度
,

主要属于热带亚热带多雨潮湿的被子植物环 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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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户/8 人。Ι , , ;/ , , /< 食性的分析

型
。

就此言
, ,

∃

;/ ∀ 8/ 对热带亚热带多雨潮湿的被子植物环境应比对寒冷的云冷杉植物

群更适应 ≅ 换言之
, ,

∃

;/ 南 不可能仅分布于云冷杉植物群
。

其次
, ,

∃

;/ )8 / 基因交流

能力应是强的
,

它的地栖性和很强的地面移动能力 5如全群一次性轻易穿越
∃

> 公里无树

木带的能力 <
,

使 ,
∃

;/ )8/ 各群基因交流仍可处在活跃状态下
。

第三
, ,

∃

;/ “/ 上百至近

三百个体组成的群为隐性致死和有害基因的表达提供了大缓冲池
。

第四
,

在体内和体外

寄生虫侵害下
,

看到的是仍在平衡发展的协同演化
。

第五
,

在严寒风雪中 5  Ε ? 年 ∋一 >

月<作者看到和近距离听到降生不久的婴猴及在雨季 5  Ε = 年 ? 月<看到群内一批活泼健

壮的幼猴 5Γ一 =月龄 <
,

表明 Α ,
∃

; /∀ / 在雪季产仔 ≅ 仔能顺利度过酷寒成活
。

彭燕章等

5  Ε > <经功能形态学途径得到的结论是
, , 6/ 7∀ Λ/ ,

6)
。“ , :Λ

∃

是最进化旧大陆猴
,

占据着

叶猴与长臂猿之间中间位置且仍在与类人猿平衡演化中
。

本研究结论与之殊途同归
。

鉴

于此
,

也限于篇幅
,

现生 ,
∃

;/ ∀ 8/ 种群高山分布成因
,

作者拟另文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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