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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猴是人类的近亲袁通常将猿猴称为灵长类袁
因为它们是动物界中最聪明的动物袁 从外形上可
以看出它们有明显的脸盘袁两眼向前袁产生立体视
觉曰它们前尧后肢的拇指渊趾冤与其余四指渊趾冤对
握袁大多数种类指渊趾冤末端长有指渊趾冤甲曰大脑发
达遥 大多数猿猴是昼行性袁少数夜行性袁森林为其
栖息地袁一旦失去了森林则无家可归遥 猿类包括猩
猩尧大猩猩尧黑猩猩和长臂猿袁其余均属猴类袁两者
最大的区别是猿类无尾袁猴类有尾遥

猿猴是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袁目前袁全世
界猿猴种类共有 19 科 78 属 480 种袁 分别生活在
非洲赤道以南的广大森林和萨瓦纳稀树草原尧非
洲大陆东面的马达加斯加岛尧 南美洲热带雨林和
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北缘等区域袁其中南美洲渊或
称为新热带冤156 种袁非洲大陆 110 种袁马达加斯
加 98 种袁亚洲 116 种咱1暂或 119 种咱2暂遥
在众多猿猴种类中袁 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的

是东南亚的猩猩尧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袁它们与
人类的基因相似度分别达到了 96.4%尧97.7%和
98.6%遥
1 我国的猿猴

很多学者对我国猿猴的分类进行了研究咱3暂袁近
年来袁随着分子系统学和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研究
进展袁其分类系统已多次进行修订袁我国猿猴的分
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遥加上本世纪发现的新种和新
记录种咱4暂袁我国猿猴共有 3科 8属 25 种袁特有种 7

种咱4耀7暂遥 其中包括 2005年在我国西藏墨脱以南范围
发现的猕猴新种要要要藏南猕猴 渊 冤
渊又称达旺猕猴冤咱8暂曰2011年在缅甸和云南怒江交界
区域发现的缅甸金丝猴渊 冤渊又
称怒江金丝猴冤咱9暂 及 2015年在西藏山南地区发现
的猕猴新种白颊猕猴渊 冤咱10袁11暂遥 森
林类型和温度带类型是影响猿猴分布的重要因素遥
在我国袁猿猴主要分布在南方省份袁其中云南和广
西的分布分别排在全国的第 1位和第 2位遥在众多
的猿猴种类中袁猕猴渊 冤是分布纬度最高
的猴类袁20世纪 80年代前曾达到北京以北的河北
兴隆县境内袁遗憾的是后来绝迹了袁因此袁猕猴分布
的最北界现已退缩到河南的太行山咱12暂曰滇金丝猴
渊 冤则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猴类袁活动范围达到
了海拔 4 000 m以上的高度咱2暂遥
1.1 懒猴科 我国有懒猴科猴类 1 属 渊蜂猴属

冤2 种袁蜂猴渊 冤和倭蜂猴渊
冤袁前者分布在云南和广西袁后者只分布在

云南遥 2种蜂猴都为国家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遥
1.2 猴科 我国的猴科动物有 4 属 17 种遥 其中
猕猴属 8 种袁长尾叶猴属 1 种袁仰鼻猴属 4 种袁乌
叶猴属 4种遥
1.2.1 猕猴属 北豚尾猴渊 冤为国
家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袁仅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尧
南部袁西藏东南部遥

猕猴渊 冤为国家域级重点保护野生

白头叶猴对喀斯特石山生境的适应鄢

黄乘明 1 李友邦 2 周岐海 2

渊1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系统进化与分类院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冤

摘要 全世界共有猿猴类 19科 78属 480种袁分布在非洲赤道以南的广大森林和萨瓦纳稀
树草原尧非洲大陆东面的马达加斯加岛尧南美洲热带雨林和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北缘等区域遥
我国拥有猿猴共 3科 8属 25种袁其中特有种 7种遥 在 7种特有种中袁最有特色之一的是生活在
我国广西西南部喀斯特石山地区的白头叶猴遥 适应石山环境的白头叶猴袁进化出了一些特殊的
适应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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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袁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灵长类袁长江以南各省
份都有分布遥
熊猴渊 冤为国家玉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袁主要分布在藏东南尧滇西南尧桂西南袁熊猴
最明显的特征是头顶毛发向四周辐射呈野漩冶状遥
台湾猕猴渊 冤属国家玉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袁仅分布在我国的台湾省遥
藏酋猴渊 冤是我国的特有种袁为国

家域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袁体粗壮尧毛色黑袁分布
在云尧贵尧川尧甘尧陕尧皖尧赣尧闽等地遥
短尾猴渊 冤是国家域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袁分布在云尧贵尧湘尧桂尧粤尧赣南遥 其最显著
的特征是尾极短袁呈桩柱状遥
藏南猕猴渊 冤和白颊猕猴渊
冤为新近发现的 2 个物种袁分布在西藏墨脱

一带遥
1.2.2 长尾叶猴属 长尾叶猴 渊

冤是国家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袁主要分布
在印度尧尼泊尔尧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等地袁是印
度寺庙中最常见的灵长类动物袁 当地民众将其供
奉为神猴遥 我国只在藏南地区有分布遥
1.2.3 仰鼻猴属 仰鼻猴又称金丝猴袁世界上共
有 5 种袁除了越南金丝猴渊
冤分布在越南之外袁我国有 4 个种袁均为国家玉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袁分别是院川金丝猴渊
冤袁分布在四川尧陕西尧湖北曰滇金丝猴渊
冤分布在云南尧西藏曰黔金丝猴渊 冤

分布在贵州梵净山脉曰缅甸金丝猴渊 冤
是 2010 年初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渊Fauna & Flo鄄
ra International袁FFI冤 组织的缅甸全国灵长类动物
野外调查中发现的新物种袁分布在缅甸北部咱9暂遥我
国云南高黎贡山也有分布遥
1.2.4 乌叶猴属 我国乌叶猴属灵长类有 4 种袁
均为国家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遥
戴帽叶猴 渊 冤主要分布

于印度东北部尧缅甸北部遥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西
北部及藏东南地区遥
菲氏叶猴渊灰叶猴冤渊 冤是典型的东南

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树栖叶猴袁 分布在缅甸尧泰
国尧越南和我国云南遥
白头叶猴 渊 冤是我国的特有

种袁仅分布在广西西南的扶绥尧江州尧龙州和宁明
4 县境内的部分喀斯特石山群遥 全部种群数量不
足 1 000 只遥

黑叶猴渊 冤大部分种群在我国广西尧
贵州和重庆分布袁少部分在越南北部分布咱11暂遥 黑叶
猴也是一种仅分布在喀斯特石山地区的叶猴种类遥
1.3 长臂猿科 我国有长臂猿 3 属 6 种咱2暂袁均为
国家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遥
1.3.1 白眉长臂猿属 东白眉长臂猿渊

冤分布在云南高黎贡山和腾冲等地遥 数
量极为稀少袁不足 200 只咱3暂遥
1.3.2 白掌长臂猿属 白掌长臂猿渊 冤
在我国分布在云南南部孟连尧西盟和沧源等地遥
1.3.3 冠长臂猿属 北白颊长臂猿 渊

冤为中国尧老挝尧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
有种遥主要栖息于热带雨林袁估计野外种群在我国
已经消失咱13暂遥

东黑冠长臂猿渊 冤分布在广西靖西
的迪定保护区遥

西黑冠长臂猿 渊 冤主要分布在云南
的无量山和哀牢山遥 野外种群数量约为 1 000~
1 300只咱3暂遥

海南黑冠长臂猿渊 冤袁是我国特有
的长臂猿袁 仅分布于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遥 野外种群数量不足 30 只, 被列入世界最濒危
的 25种灵长类之一咱3暂遥

在上述 25 种猿猴中袁 我国特有的猿猴 7 种袁
分别是藏酋猴尧台湾猕猴尧川金丝猴尧滇金丝猴尧
黔金丝猴尧白头叶猴和海南长臂猿遥

其中大部分种类多有过介绍遥 本文重点介绍
数量稀少尧分布狭窄尧栖息地特殊的白头叶猴遥
2 白头叶猴对喀斯特石山的适应

白头叶猴的种群数量不超过 1 000只袁仅分布
在广西西南部的扶绥尧崇左尧龙州和宁明 4 县境内
的 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袁即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袁因为它们
栖息在喀斯特石山环境袁又称为野石山叶猴冶遥
2.1 白头叶猴的发现尧命名与分类地位 白头叶

猴顾名思义取自于野白头冶+野叶猴冶袁白头是因其
头部毛发呈白色尧上翘渊图 1袁见插页 2冤袁叶猴是
因为它们专食树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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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白头叶猴体重 8 kg左右袁体长 50~70 cm袁

尾长 60~80 cm袁四肢细长袁尾长超过身体长度袁长长
的尾巴帮助它们在攀岩和跳跃中保持身体平衡遥
白头叶猴成体的毛色为黑尧白两色袁与喀斯特

石山悬崖峭壁的黑尧 白色相似袁 成为很好的隐蔽
色遥 但白头叶猴的幼体毛发呈金黄色袁半岁之后袁
金黄色开始逐渐退去袁1 岁半后的毛色与成体相
同袁但体型尚小遥
白头叶猴于 1955年由我国学者谭邦杰发现并

命名咱14暂遥 自发现以来袁白头叶猴的分类地位有 2种
观点院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种咱14暂袁或是黑叶猴的一个
亚种 咱15暂袁2000 年也曾被划分为越南金头叶猴渊

冤的一个亚种咱16暂遥随着 DNA 技术的发
展袁证明白头叶猴是一个独立的种遥 DNA 分析表
明袁白头叶猴和金头叶猴都起源于黑叶猴袁它们分
别是距今 46 万要27 万年前和 50 万要25 万年前
从黑叶猴分离出来咱17暂遥
2.2 社会结构 白头叶猴为集群生活袁每群猴少
则 4~5 只袁最多 30 只袁占据一定面积的领地遥 猴
群分为繁殖群和全雄群 2 类遥
繁殖群为一雄多雌袁由一只雄猴尧若干只雌猴

和小猴组成渊图 2袁见封面袁梁霁鹏摄冤袁一雄来自
外来群袁通过打败原来的雄猴袁将其驱赶出猴群袁
取代了它的位置遥 被赶出繁殖群的老雄猴成为独
猴袁最后终老而死遥

雌猴是猴群的核心袁 猴群中不变的成员袁它
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母女或姐妹关系遥 当猴群中
的小猴长大至性成熟后袁 小雌猴留在了出生群袁
与母亲和姐妹一同参与繁殖后代遥 小雄猴则会被
赶出出生群遥

全雄群就是由多只被赶出出生群的小雄猴聚

集在一起构成的临时群袁 随着一只只小雄猴战胜
了繁殖群里的雄猴并成功加入繁殖群遥 全雄群随
之逐渐解体遥
2.3 白头叶猴如何适应喀斯特石山 白头叶猴

栖息地的喀斯特石山是生存条件十分严酷的环

境遥 石山平地拔起袁山体上密布悬崖峭壁袁峭壁上
分布有形态各异尧大小不等的石洞咱18袁19暂遥白头叶猴
巧妙地选择了部分天然石洞作为过夜的场所渊图 3袁
图 3耀图 6 见插页 2冤遥
白头叶猴栖息的石山群由一座座石山通过山

脚的坡积裙连在一起袁将平地围在中间袁构成一个
个野盆冶的结构袁盆的中央是平地袁当地群众称之
为野山弄冶袁盆缘是一座座石山渊图 4冤遥大片的山弄
被当地群众开垦袁种植经济作物甘蔗尧花生等袁导
致白头叶猴的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尧人为干扰频繁袁
犹如甘蔗海洋中的一个个孤岛上咱20暂遥

面对这样的严酷生存环境袁 白头叶猴必须解
决三大困难遥

第 1如何获得水分遥喀斯特石山缺少土壤袁一
旦降雨袁雨水会顺石缝流到地下袁成为地下水袁因
而几乎没有地表水遥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袁白
头叶猴学会了从食物中获得水分的适应方式袁清
晨猴群爬到树梢采食嫩叶尧嫩芽遥除了含有较高的
水分之外袁嫩叶尧嫩芽的表面还带着很多露水渊图
5冤遥 遇到天降暴雨袁石山上的石凹存下一些水袁白
头叶猴会喝到这些水遥到了地干水少的旱季袁山上
没有嫩叶尧嫩芽袁也没有露珠袁白头叶猴只能采食
老叶袁这些老叶的含水量较少遥饥渴难耐的白头叶
猴偶尔也会胆战心惊地下山喝水遥 在笼养状态下
研究表明袁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 80%以上来自于
树叶咱18袁21暂遥

白头叶猴要解决的第 2 个问题是食物遥 树叶
里的纤维很多袁如何消化尧分解是白头叶猴能否在
喀斯特石山生存的关键遥在长期适应环境中袁白头
叶猴的胃发生了改变袁 形成了一个容许分解纤维
素细菌生存的空腔袁 将树叶分解为可吸收的糖类
物质袁因此袁白头叶猴大量地采食树叶袁91.6%的
觅食时间花在采食树叶咱18袁22耀24暂遥 由于栖息地的树
叶相对丰富袁白头叶猴的食物容易获得袁在食物丰
富的夏季袁它们对食物的选择很挑剔袁而在食物匮
乏的冬季袁它们便会放宽对食物的要求袁扩大食物
的选择范围咱22耀24暂遥

与其他猿猴类不同袁 喀斯特石山中的悬崖峭
壁对白头叶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遥 适应了石
山环境的白头叶猴形成了一类特殊的活动方式以

攀爬悬崖袁在悬崖峭壁上活动自如袁尤其是成年雌
猴不仅要自身飞跃悬崖袁 还要带着尚未独立的幼
崽飞跃悬崖 渊图 6冤袁 育有双胞胎的母猴要带着 2
个小猴跨越悬崖遥 晚上入住悬崖上的石洞袁形成了
特有的出洞行为和入洞行为咱18袁25暂遥 野攀岩是需要上
肢巨大的力量的冶袁推测它们的前肢臂力和抓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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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并在视觉和空间判断方面比
其他猿猴类更为进化遥

此外袁 白头叶猴还学会在炎热的夏天躲避太
阳袁寒冷的冬天晒太阳的行为 咱18暂袁通过对白头叶
猴的食物选择尧栖息地利用尧活动时间分配等方面
的研究袁 可以推断白头叶猴是喀斯特石山环境中
陆栖动物最成功的适应者遥
2.4 白头叶猴的保护 栖息地的高度隔离导致

白头叶猴受到来自人类捕猎和干扰的巨大压力遥
20 世纪 80 年代保护区建立之前袁当地盛产野乌猿
酒冶袁乌猿酒是用白头叶猴及其近亲黑叶猴的尸体
加上一些中草药用酒泡制而成遥 在经济利益驱动
下袁 残忍的杀戮使白头叶猴及其近亲黑叶猴资源
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遥 白头叶猴和黑叶猴的数量急
剧下降袁几乎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遥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袁 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袁 在龙州建立了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遥 随
后袁在白头叶猴的其他分布区建立了保护区袁乌猿
酒厂被关闭袁偷捕偷猎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袁当地
群众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袁上山砍柴越来越少袁
石山上的植被也得到了恢复袁 白头叶猴得到了有
效保护遥
白头叶猴十分罕见袁除上海动物园和广州长隆

野生动物园饲养了几只白头叶猴以外袁国内尧外的
其他地方再也看不到白头叶猴的身影遥想要见到白
头叶猴袁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保护区袁观察拍摄野
生的白头叶猴袁而且白头叶猴也是最容易观察到的
国家级珍稀保护动物之一袁越来越多的动物摄影爱
好者慕名而来袁拍摄了大量的白头叶猴照片袁使白
头叶猴的科普宣传教育有了大量的精彩影像资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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