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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人灵长类是动物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类群。我国现有非人灵长类 25 种，分属于 3 科 8 属，所有

非人灵长类均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非人灵长类野外生态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猕猴属的藏酋

猴 ( Macaca thibetana) 、猕猴 ( M. mulatta) ，仰鼻猴属的 4 种金丝猴 ( Ｒhinopithecus spp) ，乌叶猴属的白头叶猴

( Traychypithecus luecocephalus) 和黑叶猴 ( T. francoisis) ，以及冠长臂猿属的东黑冠长臂猿 ( Nomascus nasutus)

和西黑冠长臂猿 ( N. concolor) 。本文综述了国内非人灵长类野生动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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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human primates are the closest relatives of human beings. We have 25 species of primates
in China，which belong to 8 genes of 4 families. All primate species are listed into national key protection
animals. Ecological study of wild primate species in China focuses on Macaca thibetana and M. mulatta of
Macaca genes，4 species of Ｒhinopithecus spp. ，Traychypithecus luecocephalus and T. francoisis of Traychy-
pithecus genes，Nomascus nasutus and N. concolor of Nomascus gen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non-human primates in China and hopes to provide relevant objectiv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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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灵长类是人类亲缘关系最密切的动物，其

中分布在东南亚的猩猩，分布在非洲的大猩猩和黑

猩猩 与 人 类 的 基 因 相 似 度 分 别 达 到 了 96. 4%，

97. 7% 和 98. 6%。目前，全世界非人灵长类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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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78 属 480 种，分布在非洲赤道以南的广大森林和

萨瓦纳稀树草原，非洲大陆东面的马达加斯加岛，

南美洲热带雨林和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北缘，其中

南美洲( 或称为新热带) 156 种，非洲大陆 110 种，马

达加斯加 98 种，亚洲 116 种［1］或 119 种［2］。

1 我国非人灵长类的分类与分布

关于我国非人灵长类的分类，很多学者对其进

行了研究［3 － 5］。近年来，随着分子系统学研究的发

展和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形成，世界非人灵长类的

分类系统进行了多次修订，我国非人灵长类的分类

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手段

在野外调查工作中的推广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分

类鉴定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在新世纪又发现了一批

我国非人灵长类新种和新记录种［6］。到 2015 年 3
月底，我国非人灵长类共有 3 科 8 属 25 种，特有种 6
种［6 － 9］。最近 10 年新发现的物种分别是: 2005 年

在西藏墨脱以南印占我国领土范围发现的猕猴新

种藏南猕猴( Macaca munzala) ( 又称达旺猕猴) ［10］;

2011 年在缅甸和云南怒江交界区域发现的缅甸金

丝 猴 ( Ｒhinopithecus strykeri ) ( 又 称 为 怒 江 金 丝

猴) ［11］; 2015 年在西藏山南地区发现的猕猴新种白

颊猕猴( M. leucogenys) ［12］。
森林类型和温度带类型是影响非人灵长类分布

的重要因素。在我国，非人灵长类主要分布在热带

和亚热带北缘地区，云南和广西的非人灵长类种类

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猕猴( M. mulatta) 是我国分布

最北的非人灵长类，也是世界分布纬度最高的非人

灵长类之一。滇金丝猴( Ｒ. bieti) 则是分布海拔最高

的非人灵长类，活动达到了海拔 4 000m 以上的高

度［2］。由于除猕猴以外的我国非人灵长类生态上

与森林环境有密切联系，而森林被破坏直接对非人

灵长 类 在 我 国 分 布 区 的 缩 小 与 岛 状 断 裂 影 响

最大［13］。

2 研究现状

2. 1 懒猴科

懒猴科在我国有 1 属( 蜂猴属 Nycticebus) 2 种，

蜂猴( N. coucang) 和倭蜂猴 ( N. pygmaeus ) ，前者分

布在云南和广西，后者只分布在云南，两种蜂猴都

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内已开展了利用红

外相机进行峰猴数量调查等研究与保护工作［14 － 15］。
2. 2 猴科

猴科在我国有 4 属 17 种。其中猕猴属 8 种，长

尾叶猴属 1 种，仰鼻猴属 4 种，乌叶猴属 4 种。
2. 2. 1 猕猴属

北豚尾猴( M. leonina) 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仅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南部，西藏东南部。除了

分布以外，我国学者目前还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

研究。
猕猴( M. mulatta) 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灵长类，

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0 世纪 70 年代，猕猴

曾在河北省兴隆县境内发现。兴隆种群灭绝后，猕

猴的自然分布种群就退缩到河南的太行山［16］。我

国猕猴的野外研究工作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区域，

北方区域工作早期由河南师范大学瞿文元开展［17］，

目前由郑州大学路纪琪进行［18］; 南方区域工作主要

由袁喜才等人在广东和海南进行［19 － 20］，之后江海声

等参与了部分研究［21 － 22］。目前，中山大学的张鹏在

开展猕猴的野外研究工作。
熊猴 ( M. assamensis ) 为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主要分布在藏东南、滇西南、桂西南，熊猴最明

显的特征是头顶毛发向四周辐射呈“漩”状。日本

灵长类专家和田雄一长期研究熊猴的分布［23］。黄

乘明、周岐海等在广西的石山地区开展了熊猴的时

间分配、食物选择等方面的研究［24 － 32］。
台湾猕猴( M. cyclopis) 仅分布在我国的台湾省，

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仅开展了亲缘地理及种

群遗传学等研究工作［33］。
藏酋猴 ( M. thibetana ) 是我国的特有种，体粗

壮、毛色黑，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云、
贵、川、甘、陕、皖、赣、闽等地。藏酋猴野外研究工

作最早由王岐山与日本灵长类专家和田雄一合作，

在安徽黄山开展个体识别的研究，后来由李进华等

延续研究工作［34 － 35］，并在黄山建立了长期的野外观

察研究基地。在藏酋猴的另一个分布区峨眉山，赵

其昆等人对不同季节和不同海拔的藏酋猴脂肪储

存进行了比较研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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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在 云、贵、湘、桂、粤、赣 南 的 短 尾 猴

( M. arctoides) 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最显著

的特征是尾极短呈桩柱状。除了分布以外，我国学

者目前还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研究。
藏 南 猕 猴 ( M. munzala ) 和 白 颊 猕 猴

( M. leucogenys) 的研究工作尚未开展。
2. 2. 2 长尾叶猴属

长尾叶猴( Semnopithecus entellus) 是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国外主要分布在印度、尼泊尔、克什米

尔和巴基斯坦等地，是印度寺庙中最常见的灵长类

动物，当地群众把它们供奉为神猴。我国只有藏南

地区有分布，野外工作尚未开展。
2. 2. 3 仰鼻猴属

仰鼻猴又称金丝猴，除我国外，还有一种为越

南金丝猴( Ｒhinopithecus avunculus) 。我国仰鼻猴属

有 4 种，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分别是: 川金

丝猴( Ｒ. roxellanae) ，分布在四川、陕西、湖北; 滇金

丝 猴 ( Ｒ. bieti ) 分 布 在 云 南、西 藏; 黔 金 丝 猴

( Ｒ. brelichi ) 分 布 在 贵 州 梵 净 山; 缅 甸 金 丝 猴

( Ｒ. Strykeri) 是 2010 年 初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国 际

( 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FFI) 组织的缅甸全国

灵长类动物野外调查中发现的新物种，分布在缅甸

北部［11］。2011 年 10 月，在我国云南高黎贡山首次

拍摄到野生缅甸金丝猴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

我国境内也有分布。
川金丝猴的野外研究工作一直都在持续开展。

20 世纪 80 年代，胡锦矗等人在四川开展了种群调

查工作［37］，李保国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分别

在秦岭的南坡和北坡分别建立了长期的野外观察

基地，通过人工投食，完成了个体识别，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其中 2014 在 Nature—Communi-
cation 上发表了“采用卫星定位和社会模型了解灵

长类重层社会”的论文［38］，代表着金丝猴研究的最

高水平。此外，任仁梅和苏彦捷在湖北神农架开展

了金丝猴社会的研究［39］，李义明等在神农架开展了

川金丝猴栖息地利用的研究［40］。
滇金丝猴的野外研究工作早期由龙勇诚等开

展了种群数量调查和分布的研究［41］。之后，Crueter
和李明等开展了食性、栖息地选择的研究［42 － 43］，并

采用 DNA 技术发现了滇金丝猴经历了进化的瓶颈

效应［44 － 45］。李明等在云南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

建立了野外观察研究基地。
黔金丝猴自 1903 年被 Thomas 定名以后，60 年

间国内外对其几乎一无所知。直到 1965 年，彭鸿绶

等首次对黔金丝猴的生态习性作了简略的介绍［46］。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开始对黔金丝猴进行系统

的专题考察。1987 年起，杨业勤等对黔金丝猴进行

了长期野外生态和行为学的研究，并于 2002 年出版

了《梵净山调查: 黔金丝猴的野外生态》一书［47］。
之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黔金丝猴的生态行为学进行研究，已开

展了生境选择、食性、社会结构和行为谱及 PAE 编

码系统等研究［48 － 50］，并对黔金丝猴的保护状况进行

了评估。
缅甸金丝猴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仅有李光

松等关于缅甸怒江金丝猴的种群和社会组织结构

的研究［51］。
李明等通过对几种金丝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解释了金丝猴食叶的适应和进

化的历史，其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Genetics［52］。
2. 2. 4 乌叶猴属

我国乌叶猴属有 4 种，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
戴帽叶猴 ( Trachypithecus pileatus ) 国外主要分

布于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

西北、西藏东南，国内尚无人进行系统的野外研究。
菲氏叶猴( 灰叶猴) ( T. phayrei) ，分布在缅甸、

泰国、越南和我国云南，是典型的东南亚热带和南

亚热带的树栖叶猴，国内尚无人进行系统的野外生

态学研究。
白头叶猴( T. luecocephalus) 是我国的特有种，仅

分布在广西西南的扶绥、江州、龙州和宁明四县境

内的部分喀斯特石山群，是 1955 年由谭邦杰发现并

命名的灵长类物种［53］。自发现以来，白头叶猴的分

类地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一个独立的

种［53］，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黑叶猴的一个亚种［54］，

2000 年也被划分为越南金头叶猴( T. Poliocephalus)
的一个亚种［55］。但是采用 DNA 技术的研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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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叶猴是一个独立的种。DNA 分析表明白头叶

猴和金头叶猴都起源于黑叶猴，但是它们分别是从

距今 0. 46 ～ 0. 27 和 0. 50 ～ 0. 25 百万年前从黑叶猴

分离出来［56］。白头叶猴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食性分

析、栖息 地 选 择 利 用、活 动 时 间 分 配 以 及 保 护 等

方面［57 － 61］。
黑叶猴 ( T. francoisi) 大部分分布在我国广西、

贵州和重庆，少部分在越南北部分布［55］。黑叶猴也

是一种仅分布在喀斯特石山地区的叶猴种类。黄

乘明、周岐海和李友邦等系统地开展了黑叶猴种群

数量调查和栖息地破碎化［62 － 63］、食性和栖息地选择

以及栖息地破碎化对黑叶猴行为和生态影响的研

究［64 － 66］。黄乘明等分别在广西崇左自然保护区和

弄岗自然保护区建立野外观察研究基地。
2. 3 长臂猿科

我国长臂猿科有 3 属 6 种［2］，均为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
2. 3. 1 白眉长臂猿属

东白眉长臂猿( Hoolock leuconedys) 分布在云南

高黎贡山和腾冲等地，数量极为稀少，数量不足 200
只［5］。我国学者开展了种群数量调查［67］、食物和食

谱［68］、栖息地选择［69］等研究工作。
2. 3. 2 白掌长臂猿属

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ar) 分布在云南南部孟

连、西盟和沧源等地。专门研究白掌长臂猿的工作

很少，仅对其叫声进行了研究［70］，野外种群可能已

经消失［71］。
2. 3. 3 冠长臂猿属

北白颊长臂猿 ( Nomascus leucogenys) 为中、老、
越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种，主要栖息于热带雨林，

估计野外种群在我国已经消失［72］。历史上，北白颊

长臂猿曾分布于我国云南的勐腊县、江城县和绿春

县［71］。根据 2008 年 12 月的访问调查，Fan 等估计

尚有不到 10 只北白颊长臂猿生活在勐腊和尚勇保

护区内的 3 个地区［72］。除了种群数量之外，我国学

者还 对 北 白 颊 长 臂 猿 开 展 了 食 性 和 生 态 学 的

研究［73］。
东黑冠长臂猿 ( N. nasutus) 分布在广西靖西的

迪定自然保护区。我国和越南共有 18 群，约 110

只，其中我国分布有 4 群约 23 只。我国学者对其鸣

叫特征及气象因子对鸣叫的影响、鸣叫声谱分析、
日食 性 与 活 动 节 律 的 季 节 性 变 化 等 进 行 了 研

究［74 － 77］。因该物种只有一个种群，故 IUCN 将其列

为极 度 濒 危 物 种，为 世 界 最 濒 危 的 25 种 灵 长 类

之一［5］。
西黑冠长臂猿( N. concolor) 主要分布在云南的

无量山和哀牢山，野外种群数量约为 1 000 ～ 1 300
只［5］，已开展了分布与数量，一夫二妻制的群体结

构及其行为学原因，群体大小及组成，活动分配的

季节性变化，对人类干扰、食物分布和温度反映的

高度漫游，食谱和食物选择等研究工作［78 － 82］。蒋学

龙等在无量山建立了野外工作基地。
海南黑冠长臂猿( N. hainanus) 是我国特有的长

臂猿，仅分布于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

国学者对其生态学和行为特征、主要摄食植物的区

系分布多样性、栖息地群落优势种及采食植物生态

位特性等进行了研究［83 － 85］，野外种群数量不足 30
只，也被列入世界最濒危的 25 种灵长类之一［5］。

3 展望

非人灵长类学科一直是国际社会最活跃的学

科之一，我国非人灵长类同样也是中国兽类学领域

最活跃的学科之一。2006 年开始，我国非人灵长类

的研究、管理机构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分享过去

一年新的研究成果，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各个研

究团队加强了国际合作，使得我国非人灵长类生态

学研究视野提高到了国际水平，一批国际灵长类专

家纷纷加入到我国灵长类的研究队伍中，我国一大

批年青的灵长类学者也纷纷走进国外先进的灵长

类研究实验室学习交流。在这些机制促进下，我国

非人灵长类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2014 年国际灵长类学会同意成立了中国灵长

类学会，作为国际灵长类学会的分支机构，标志着

我国非人灵长类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对我国的非人灵长类研究走向世界，加强国际合作

注入了新的动力，包括金丝猴在内的各个非人灵长

类的研究将会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呈现在世

人面前。长期系统的科学研究将为我国非人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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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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