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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弄岗黑叶猴的栖息地选择与利用

陈　 婷１，２， 黄中豪１，２，∗， 黄乘明１，２， ３，∗， 周岐海１，２， 韦　 华１，２

１ 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２ 广西珍稀濒危动物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３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８

摘要：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对广西弄岗国家自然保护区内一群黑叶猴进行行为观察，采用瞬时扫描法观察并收集猴群的

栖息地利用数据，分析黑叶猴对喀斯特石山栖息地的选择与利用规律。 结果表明，黑叶猴对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有显著性差异

（χ２ ＝ ４３．０６３，ｄｆ＝ ４，Ｐ ＜ ０．００１）。 黑叶猴对崖壁的利用频率最高（占总记录的 ３６．６７％ ± ９．４４％），其次是山坡（３２．３０％±９．５７％），
对山脚（１４．１５％ ± ５．０１％）、山顶（１１．２４％ ± ８．４２％）和平地（５．６３％ ± ２．９２％）的利用较少。 分析发现，黑叶猴对山体部位的利用

没有显著的季节性差异（山顶：Ｚ＝ －０．１６０，Ｐ ＝ ０．８３７；崖壁：Ｚ＝ －０．３２０，Ｐ ＝ ０．７４９；山坡：Ｚ ＝ －０．４８０，Ｐ ＝ ０．６３１；山脚：Ｚ ＝ －１．６０１，
Ｐ＝ ０．１０９；平地：Ｚ＝ ０，Ｐ＝ １）。 黑叶猴将崖壁作为主要的休息场所，山坡和山脚为主要的移动和觅食场所。 黑叶猴对栖息地的

利用受食物可获得性的影响。 当食物中花的可获得性降低时，猴群增加对山脚的利用；当嫩叶可获得性降低时，猴群增加在崖

壁移动的频率；当果实的可获得性升高时，猴群增加在平地觅食的频率。 食物组成与黑叶猴栖息地利用也有关系。 总体来看，
黑叶猴对山顶的利用频率与花的觅食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对山脚的利用频率与果实＋种子的觅食比例呈显著正相关。 猴群在

山顶休息的频率随花和成熟叶的觅食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在山脚休息的频率随果实＋种子的觅食比例的上升而上升。 猴群在

山坡觅食的频率随果实＋种子的觅食比例的下降而上升；在山脚觅食的频率随嫩叶的觅食比例的下降而上升。 另外，平均最低

温度与猴群在平地觅食的频率呈负相关关系。 分析表明食物的分布和数量对黑叶猴栖息地利用有重要影响，黑叶猴对栖息地

的选择是在觅食利益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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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ｌａｎｇｕｒ； 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ｉ；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ｓｅ； ｋａｒｓｔ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ｈｉｌｌｓ

栖息地选择是动物长期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动物总是偏向选择最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场所作为栖息

地［１］。 动物对栖息地的选择与利用受到诸多生态因子的影响，如气候条件、生境特征、食物可获得性、捕食与

竞争等［２］。 其中，食物的空间分布和数量对动物栖息地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３⁃６］。 具体来说，动物偏向选择

食物丰富的地方作为栖息地，表现为动物对特定区域的利用频率与食物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显著相关。 例如

Ｈｕａｎｇ［７］等在比较同域分布的猕猴（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与熊猴（Ｍ． ａｓｓａｍｅｎｓｉｓ）的栖息地利用时发现，两种动物均

偏向选择喜食食物较多的区域。 捕食风险也是动物栖息地利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即避免选择捕食风险高的区

域，尽管这些区域食物分布非常丰富［８， ９］。 如神农架川金丝猴（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倾向于选择原始森林

作为栖息地，因为原始森林的植被高大而密集，更有利于躲避捕食者［４］。 弄岗熊猴更喜欢待在崖壁和山顶等

人类难以接近的地方，即使在食物缺乏时期，它们也不会下到食物相对丰富的低洼地带觅食［１０］。 另外，温度

调节也会对动物的生境选择产生影响，比如太行山的猕猴在冬季倾向待在阳光充足、气温较高的阳坡面，这可

能与动物的体温调节行为有关［１１］。
黑叶猴（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ｉ），又名乌猿、乌叶猴，属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ｓ）、猴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疣猴亚

科（Ｃｏｌｏｂｉｎａｅ）、乌叶猴属（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濒危

种，ＣＩＴＥＳ 列入附录Ⅱ，被 ＩＵＣＮ 列为濒危种，分布于中国的广西、贵州、重庆及越南北部、老挝等地的石山地

区［１２］。 黑叶猴的栖息地大都存在破碎化的现象。 如扶绥的黑叶猴栖息地受人为活动（开垦、伐薪、放牛羊

等）影响较大，食物种类也因破碎化而变少和分散［１３］。 贵州麻阳河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栖息地被耕地分割，
食物资源减少，黑叶猴盗食农作物的现象时有发生［１４］。 而弄岗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栖息地的植被保护较好，
虽然气候条件与扶绥类似，但大部分地区植被仍保持着原始状态，人为干扰较少［１５］。

近年来，黑叶猴的生态学研究涉及很多方面，主要集中在食物组成与觅食行为［１６⁃１９］、活动节律和活动时

间分配［２０⁃２４］、家域［２０， ２５， ２６］、夜宿地利用［１４， ２０， ２７⁃２９］ 等。 关于弄岗黑叶猴的栖息地利用也有相关报导。 黄中

豪［３０］等发现黑叶猴对坡向的利用可能受温度调节的影响，表现为旱季低温时，黑叶猴会在阳光充足的东向坡

面晒太阳；另外，黑叶猴对山体部位的利用受食物分布的影响，猴群偏向选择喜食食物充足的山脚和山坡。
Ｚｈｏｕ［１３］等还发现黑叶猴对栖息地的利用是在觅食利益和捕食风险间进行权衡的结果，表现为频繁地利用食

物少但风险低的山顶和崖壁，但是在食物贫乏时期，它们也会到食物丰富而风险高的山坡和山脚觅食。 然而，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已有研究尚不能完整解释生态因素对黑叶猴栖息地利用的影响，主要原因如下：Ｚｈｏｕ［１３］等研究期间与本研究

期间黑叶猴的食物组成有较大差异，而且两个时期降雨量也差异显著。 降雨量与嫩叶和果实等食物部位的数

量成正相关关系［３１， ３２］，这说明两个时期的食物可获得性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Ｚｈｏｕ［１３］ 等没有考察温度

等生态因素对栖息地利用的影响。 黄中豪［３０］等仅仅研究了旱季时期猴群的栖息地利用情况。 上述研究对我

们深刻理解该物种对石山生境的适应策略是不足够的。 因此，本文对弄岗黑叶猴栖息地的利用进行研究，探
讨黑叶猴生境利用规律及其与生态因子、食物组成的关系，为深入分析黑叶猴对石山森林的适应策略提供

依据。

１　 研究地点、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与对象

本研究地点在弄岗自然保护区的弄岗片西北部。 弄岗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西南部（１０６°４２′２８″—１０７°４′
５４″Ｅ，２２°１３′５６″—２２°３３′９″Ｎ），由东（陇山）、中（弄岗）、西（陇呼）３ 片组成，总面积约 １００ ｋｍ２。 保护区的地貌

类型为裸露岩溶，以峰丛洼地和峰丛谷地为主，峰丛海拔约 ３００—７００ ｍ。 山体多悬崖峭壁，分布有形态各异

的石洞［３３］。 植被类型主要为石灰岩山地季雨林，多分布热带性较强的高大乔木和藤本植物［３４］。 研究区域面

积约 １００ ｈｍ２，石山海拔为 １９０—４７０ ｍ，碳酸盐岩广布，水热条件较好，除少数山尖和陡壁外，几乎全为植被覆

盖，森林覆盖率达到 ９６％以上［１５］。 研究期间（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借助温度计和量雨筒收集每天的

温度与降雨量数据。 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平均温度为 ２１．６℃；平均最高温度达 ３１．９℃，出现在 ６ 月；平均最低温

度为 ８．１℃，出现在 １２ 月。 总降雨量为 １３７２．８ ｍｍ，具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 雨季为 ４ 月至 ９ 月（月降雨量 ＞
８０ ｍｍ），降雨量占年总降雨量的 ８７．５％；旱季为 １０ 月至 ３ 月（月降雨量 ＜ ８０ ｍｍ），降雨量占 １２．５％。 研究对

象是一群由 ９ 个个体组成的黑叶猴，包括 １ 只成年雄性、５ 只成年雌性和 ３ 只婴幼猴。
１．２　 研究方法

把喀斯特石山自上而下划分为山顶（Ｈｉｌｌ⁃ｔｏｐ）、崖壁（Ｃｌｉｆｆ）、山坡（Ｈｉｌｌ ｓｌｏｐｅ）、山脚（Ｈｉｌｌ ｂｏｔｔｏｍ）及平地

（Ｆｌａｔ ｚｏｎｅ）５ 个部分。 山顶部分指石山的最高处，植被稀疏，多为矮小灌木；崖壁部分指山体坡度为 ８０°—９０°
的部分，陡峭，植被稀少，仅有少量灌木；山坡部分指山体中部，崖壁的下部，坡度范围在 ２０°— ６０°左右，土壤

丰富，植被覆盖率较高，多乔木；山脚部分指坡度为 ２０°左右的山体部位，植物种类丰富，多高大乔木、藤本植

物等；平地部分为峰林或峰丛底部，坡度几乎等于零的地带［１５， ３４］。
采用瞬时扫描法（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ｃａ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３５］每隔 ３０ ｍｉｎ 对猴群进行一次扫描取样，记录猴群每个个

体所在山体部位，以多数个体所处的山体部位代表该猴群所处的山体部位；记录每个个体活动类型，以多数个

体发生的活动类型来定义该时段猴群的主要活动类型。 活动类型包括休息（Ｒｅｓｔｉｎｇ）、移动（Ｍｏｖｉｎｇ）和觅食

（Ｆｅｅｄｉｎｇ），定义参照文献［３６， ３７］。 由于理毛等社会行为多发生在休息时，因此本研究中将社会行为归类为休

息。 用食物可获得性指数（Ｆｏｏ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ＡＩ）表示环境中猴群食物的丰富程度，计算公式为 ＦＡＩ ＝
Ｎｉ ／ Ｎ，Ｎｉ为样方内长有嫩叶、成熟叶、花或果实等可食用部位的树木的株数，Ｎ 为样方内树木的总株树。 食物

多样性指样方内所有可食植物种类和部位的总和，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 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Ｓ 为所采食植物的总数，Ｐ ｉ为第 ｉ 种食物的比例。 食物部位组成指猴群所采食的植物部位的数

量占总食物组成的比例。 食物可获得性、食物多样性及食物组成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详见文献［３８］。 研究期间

共跟踪猴群 １４９ｄ，每月观察 ７—２２ｄ 不等。 全天观察从上午 ６：００ 开始至猴群全部进入夜宿地，非全天观察从

接触到猴群开始，直至猴群离开观察范围超过 ３０ｍｉｎ 或全部进入夜宿地。 共收集了 ８４０ ｈ 的行为数据，得到

１６８０ 条山体利用记录。
将每次扫描取样作为一个独立样本，以每月猴群对不同山体部位利用的次数占总记录的比例作为该月对

不同山体利用的比例，再求其平均值来代表全年和不同季节的利用比例。 该方法同样运用于猴群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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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山体的利用。 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来检验多个独立样本间的差异；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来检验两个独立

样本间的差异；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以猴群对不同栖息地部位的利用比例为因变

量，不同生态因子及食物部位组成为自变量，分析影响黑叶猴栖息地利用的关键因子。 所有检验的显著性水

平设定为 ０．０５。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均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上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黑叶猴对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

黑叶猴对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频率差异显著（ χ２ ＝ ４３．０６３，ｄｆ ＝ ４，Ｐ ＜ ０．００１）。 其中，猴群对崖壁的平均

利用频率最高，占总记录的 ３６．６７％ ± ９．４４％；其次是山坡，占 ３２．３０％ ± ９．５７％；山脚和山顶分别占 １４．１５％ ±
５．０１％ 和 １１．２４％ ± ８．４２％；对平地的利用最少，仅占 ５．６３％ ± ２．９２％。

黑叶猴在各行为发生时对不同山体的利用有差异（图 １）（休息：χ２ ＝ ４４．１９６，ｄｆ ＝ ４，Ｐ ＜ ０．００１；移动：χ２ ＝
３３．２９２，ｄｆ ＝ ４，Ｐ ＜ ０．００１；觅食：χ２ ＝ ２５．３８３，ｄｆ ＝ ４，Ｐ ＜ ０．００１）。 猴群休息时对崖壁的利用频率最高（４３．５６％ ±
１５．１７％），依次是山坡（３２．３９％ ± １０．３１％）、山顶（１４．０６％ ± ９．９４％）、山脚（８．１１％ ± ８．１１％）和平地（１．８８％ ±
１．６４％）。 猴群移动时对山坡的利用频率最高（３８．６５％ ± １７．０２％），依次是崖壁（３２．０５％ ± １２．４７％）、山脚

（１８．０３％ ± ９．０５％）、山顶（８．３％ ± １３．５３％）和平地（２．９７％ ± ３．７２％）。 猴群觅食时对山脚的利用频率最高

（３０．３３％ ± １１．２９％），依次是山坡（２７．４８％ ± １０．９８％）、平地（１９．０７％ ± ９．７４％）、崖壁（１８％ ± ９．２３％）和山顶

（５．１２％ ± ７．９２％）。

图 １　 黑叶猴在各行为模式中对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

Ｆｉｇ．１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ｈｉ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ｌａｎｇｕ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２．２　 黑叶猴对不同山体部位利用的季节性变化

黑叶猴对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无显著季节性变化（表 １）。 无论雨季还是旱季，黑叶猴对崖壁的利用频率

均最高，依次是山坡、山脚、山顶和平地。 黑叶猴在各行为模式下对山体部位的利用均无显著季节性变化（表
１）。 休息时对崖壁的利用频率最高，其次是山坡和山顶，对山脚和平地的利用最少。 移动时对山坡的利用频

率最高，其次是崖壁和山脚，对山顶和平地的利用最少。 觅食时，雨季多利用山坡，其次是山脚；旱季多利用山

脚，其次是山坡；在平地、崖壁和山顶觅食的比例均较少。
２．３　 生态因子对山体部位利用的影响

食物可获得性和气候条件对黑叶猴栖息地利用有重要影响。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花的可获得性对山脚的

选择有重要影响，表现为当花的可获得性降低时，黑叶猴增加对山脚的利用（ ｒ＝ －０．６６２，Ｐ＝ ０．０１９）。 黑叶猴休

息时生态因子对山体利用没有显著影响。 移动时，嫩叶的可获得性对崖壁的选择起重要作用，表现为当嫩叶

可获得性降低时，黑叶猴增加对崖壁的利用（ ｒ＝ －０．６０６，Ｐ＝ ０．０３７）。 觅食时，果实的可获得性和平均最低温度

是影响平地利用的关键生态因子；当果实的可获得性提高、月平均气温降低时，黑叶猴会增加对平地的利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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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果实可获得性：ｒ＝ １．１０３，Ｐ＝ ０．００３；平均最低温度：ｒ＝ －０．７０５，Ｐ＝ ０．０２９）。

表 １　 黑叶猴在不同季节对山体部位的利用（％）及其统计分析（ｎ＝ 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ｈｉ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ｌａｎｇｕ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 （％）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 １２）

山体部位 Ｈｉｌｌ ｐａｒｔ

山顶
Ｈｉｌｌ⁃ｔｏｐ

崖壁
Ｃｌｉｆｆ

山坡
Ｈｉｌｌ ｓｌｏｐｅ

山脚
Ｈｉｌｌ ｂｏｔｔｏｍ

平地
Ｆｌａｔ ｚｏｎｅ

总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雨季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１．５１ ± ９．１３ ３６．９７ ± ７．５６ ３４．３６ ± １０．７３ １１．６４ ± ５．６７ ５．５１ ± ２．４６

旱季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０．９６ ± ７．６３ ３６．３７ ± １１ ３０．２４ ± ７．７２ １６．６７ ± ２．３３ ５．７６ ± ３．３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Ｚ＝－０．１６０ Ｚ＝－０．３２０ Ｚ＝－０．４８０ Ｚ＝－１．６０１ Ｚ＝ ０

Ｐ＝ ０．８３７ Ｐ＝ ０．７４９ Ｐ＝ ０．６３１ Ｐ＝ ０．１０９ Ｐ＝ １

休息 Ｒｅｓｔｉｎｇ 雨季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３．０９ ± ９．７６ ４２．６４ ± ８．５５ ３５．５２ ± １０．５３ ７．２７ ± ５．１５ １．４８ ± １．２３

旱季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５．０４ ± １０．０２ ４４．４８ ± １９．６３ ２９．２５ ± ９．０５ ８．９５ ± ４．３９ ２．２８ ± １．８８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Ｚ＝－０．１６０ Ｚ＝－０．４８０ Ｚ＝－０．８０１ Ｚ＝－０．４８０ Ｚ＝－０．３２７

Ｐ＝ ０．８７３ Ｐ＝ ０．６３１ Ｐ＝ ０．４２３ Ｐ＝ ０．６３１ Ｐ＝ ０．７４４

移动 Ｍｏｖｉｎｇ 雨季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１．８１ ± １７．７１ ２９．８８ ± １２．９９ ３６．４４ ± １９．９１ １７．６５ ± ８．４９ ４．２３ ± ４．６３

旱季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４．７９ ± １７．１７ ３４．２３ ± １１．０３ ４０．８７ ± ２０．１３ １８．４ ± ９．１ １．７１ ± １．４６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Ｚ＝－０．１６６ Ｚ＝－０．８０１ Ｚ＝－０．１６１ Ｚ＝－０．４８９ Ｚ＝－０．７６９

Ｐ＝ ０．８６８ Ｐ＝ ０．４２３ Ｐ＝ ０．８７２ Ｐ＝ ０．６２５ Ｐ＝ ０．４４２

觅食 Ｆｅｅｄｉｎｇ 雨季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５．１６ ± ７．３３ １９．１９ ± １１．４４ ２８．１７ ± １２．０２ ２４．９ ± ９．０２ ２１．８２ ± ８．２２

旱季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５．０８ ± ９．０６ １６．０５ ± ６．１７ ２６．７９ ± ９．９６ ３５．７５ ± １１．４４ １６．３２ ± ９．７７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Ｚ＝－０．３５７ Ｚ＝－０．６４１ Ｚ＝－０．４８０ Ｚ＝－１．４４１ Ｚ＝ －０．５６１

Ｐ＝ ０．７２１ Ｐ＝ ０．５２２ Ｐ＝ ０．６３１ Ｐ＝ ０．１５０ Ｐ＝ ０．５７５

２．４　 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与食物部位组成的关系

黑叶猴对不同山体部位的利用与食物组成有密切关系。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猴群对不同山体的利用与食

物部位组成及食物多样性的关系时发现，花是影响山顶利用的关键因子，表现为当猴群利用山顶的频率提高，
采食花的比例也提高（ ｒ＝ ０．６９７，Ｐ＝ ０．０１２）；果实＋种子是影响山脚利用的关键因子，表现为当猴群利用山脚的

频率提高，会采食较多的果实和种子等高质量食物（ ｒ ＝ ０．６４８，Ｐ ＝ ０．０２３）。 各行为模式下，影响不同山体利用

的关键因子也不同。 休息时，花和成熟叶是影响山顶利用的关键因子，表现为当猴群在山顶休息的频率增加，
对花和成熟叶的觅食比例也增加（花：ｒ＝ ０．８７９，Ｐ＝ ０．００６；成熟叶：ｒ＝ ０．５５９，Ｐ ＝ ０．０５０）；果实＋种子是影响山脚

利用的关键因子，当猴群提高在山脚休息的频率时，会提高采食果实＋种子的比例（ ｒ＝ ０．６０８，Ｐ＝ ０．０３６）。 移动

时对山体部位的利用与食物部位组成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觅食时，果实＋种子是影响山坡利用的关键因子，
表现为当猴群在山坡觅食的频率提高，会降低对果实＋种子的觅食比例（ ｒ ＝ －０．６６４，Ｐ ＝ ０．０１８）；嫩叶是影响山

脚利用的关键因子，表现为当猴群利用山脚的频率提高，嫩叶的觅食比例降低（ ｒ＝ －０．６１４，Ｐ＝ ０．０３４）。

３　 讨论

３．１　 黑叶猴对山体的选择与利用

黑叶猴对崖壁和山坡的利用频率较高，并将崖壁作为主要休息场所，山坡和山脚为主要移动和觅食场所，
对山顶、平地的利用较少。 崖壁地势较高，视野开阔，有利于在休息时及时发现潜在危险；而山坡和山脚植物

种类丰富，植被葱郁，不但利于觅食还有遮蔽性强的特点。 该结果与 Ｚｈｏｕ［１３］等对同一群黑叶猴的山体利用研

究结果存在差异（表 ２）。 Ｚｈｏｕ［１３］ 等表明，黑叶猴对山顶崖壁的利用显著高于山坡山脚，且很少下到平地觅

食，可能是两个时期的食物资源和气候存在差异。 从降雨量来看，本研究的年降雨量为 １３７２． ８ｍｍ，高于

Ｚｈｏｕ［１３］等研究期间的 ９７７ｍｍ。 降雨量与嫩叶、果实等食物部位的数量呈明显正相关关系［３１， ３２］。 这说明本研

究时期的食物资源总量可能多于 Ｚｈｏｕ［１３］等的研究时期。 从食物组成上看，本研究期间猴群采食的果实较少，
没有显示出对山脚利用频率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食物种类的分布格局不同。 据周岐海［３９］描述，旱季时山坡

５　 １８ 期 　 　 　 陈婷　 等：广西弄岗黑叶猴的栖息地选择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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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叶都变黄或凋落，猴群只能冒险到山脚平地大量采食围涎树（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 ｃｌｙｐｅａｒｉａ）的果实和种子。 围

涎树主要分布在山脚平地，能提供大量的果实和种子，是猴群旱季时期的主要替代食物［３９］。 这种大斑块状分

布格局使黑叶猴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就能采食到果实和种子，随后快速回到崖壁休息，因此尽管猴群对果实

的采食量增加，但是对平地的利用频率却没有显著提高。 Ｚｈｏｕ［１３］等还指出，黑叶猴倾向选择山顶崖壁可能是

以前存在偷猎现象时造成的；虽然后来偷猎现象几乎绝迹，但是依赖山顶崖壁的习性保留了下来。 而本研究

中黑叶猴较于 Ｚｈｏｕ［１３］时期表现出对山体利用的坡位下移，可能与食物资源的分布有关。 与 Ｚｈｏｕ［１３］ 时期相

比，本研究黑叶猴旱季时对成熟叶的采食量显著增加［４０］。 石山森林中，乔木主要分布在山体的中下部［３４］，大
量采食树叶可能会增加猴群对山体中部的利用频率。 生活在扶绥的黑叶猴也表现出偏向利用山顶的现象，但
原因与 Ｚｈｏｕ［１３］等的研究有差异，主要原因是山顶的喜食食物密度要显著高于山坡［４１］。 金佛山的黑叶猴则表

现出与本研究相同的结果［４２］，它们偏向选择山体的中间位置而不喜欢偏上和偏下的位置，可能原因是资源普

遍分布在山体中部。 同样的结果还出现在其他灵长类上，例如生活在云南塔城的滇金丝猴（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ｂｉｅｔｉ）也偏向选择山体的中部，对上、下部表现出明显的回避，主要由于中部既能满足食物需求，又能保证猴群

的安全［５］。 邻近同一类型生境中的白头叶猴（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ｕｃ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也表现出对山体中部利用较多的现

象，对山顶和平地的利用率几乎为零，同样也是因为山体中部植物类型丰富，同时具有遮蔽性强、利于觅食的

特点［１］。

表 ２　 不同地区栖息地特征与黑叶猴的活动坡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ｌｌ ｚｏｎｅ 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ｌａｎｇｕｒｓ

地点 Ｓｉｔｅ
栖息地特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平均温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年降雨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ｍｍ

山体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主要利用山体部位
Ｈｉｌｌ ｚｏｎｅ ｕｓｅｄ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广西弄岗 ２１．６ １３７２．８ ３００—７００ 坡中上位 本研究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广西弄岗 ２２ ９７７ ３００—７００ 坡上位 Ｚｈｏｕ 等［１３］ ；Ｚｈｏｕ 等 ［１８］

广西扶绥 ２２ １０２２ ４００—６００ 坡上位 周岐海等［４１］

重庆金佛山 １２．５ １３９５ ６００—１８００ 坡中位 韩宗先等［４２］

贵州麻阳河 １８．３ １１３９ ２８０—１４４１ 坡中下位 Ｚｅｎｇ 等［４３］

３．２　 生态因子对山体利用的影响

黑叶猴对栖息地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由觅食利益决定，这与其他黑叶猴栖息地利用的研究结果相

似［１３， ４１］。 黑叶猴以树叶为主食，喜食嫩叶；但是在食物缺乏时期，猴群会采食分布广泛但营养价值较低的成

熟叶来替代嫩叶［１６］。 这时黑叶猴会增加在崖壁休息的时间，并通过减少移动来保存能量［３６］。 当食物可获得

性升高，黑叶猴会选择到山脚甚至平地这些植物种类丰富的地方觅食，尤其是当果实等高质量食物出现时，黑
叶猴会显著提高对平地的利用。 对山体利用与食物部位组成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也发现，黑叶猴对山脚的利用

频率越高，采食的果实和种子越多。 黑叶猴采食的果实和种子多来源于围涎树、铁屎米（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ｄｉｃｏｃｃｕｍ）、
鸡皮果（Ｃ． ａｎｉｓｕｍ）等［３８， ３９］，而这些植物多分布于山脚和平地，所以极可能是这些植物的果实和种子吸引猴

群过来觅食。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同域分布的熊猴上，熊猴的主要食物为芸香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ｕｓ），这
种植物主要分布在崖壁和山顶，而研究结果也显示熊猴多在崖壁上觅食［１０］。 Ｙａｍａｄａ ＆ Ｍｕｒｏｙａｍａ［４４］ 比较了

分别生活在食物充裕和食物贫乏区域的两群日本猕猴（Ｍａｃａｃａ ｆｕｓｃａｔａ）的生境选择，发现两者具有很大差异：
生活在食物贫乏区域的日本猕猴更频繁地到人工林与人类居住区的邻接处觅食，而生活在食物充裕区域的日

本猕猴几乎不会到该邻接处寻找食物。
捕食风险也可能是影响黑叶猴栖息地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存在觅食利益和捕食风险之间的权衡。

该结论在其他黑叶猴相关研究中也有体现［１３， ３０， ４１， ４５］。 当山顶上花的可获得性升高，黑叶猴会减少对山脚的

利用，且对山顶的利用还随着成熟叶的采食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这表明当猴群在山顶找到替代喜食的食物时，
它们更倾向在低风险的山顶的上觅食。 成熟叶虽然口感和营养不佳，但数量多且分布广，采食成熟叶是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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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应对食物种类短缺的策略［３８］。 猴群对山脚的利用频率随着果实和种子的采食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当山顶

上的食物减少时，猴群会增加到风险高的山脚觅食的频率。 同样结果也出现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黑叶猴群

上。 Ｚｈｏｕ［１３］等的结果表明，黑叶猴较多的利用山顶崖壁，尽管不具有觅食的优势，但是安全性较高；只有在嫩

叶和果实缺乏的旱季，黑叶猴才会冒险到安全性低的山腰、平地觅食。 Ｚｅｎｇ［４３］等对麻阳河黑叶猴的研究也表

明，猴群在选择栖息地时虽然倾向于靠近水源，但是不会靠近农田，除非在食物资源短缺的季节，当人类或其

他威胁不存在时，才到农田寻找食物。
综上所述，黑叶猴选择崖壁作为主要的休息场所，而山坡和山脚是主要的移动和觅食场所。 黑叶猴对栖

息地的选择受到花、果实等食物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与食物部位组成，尤其是花、果实和种子、成熟叶有显著相

关性。 黑叶猴对栖息地的选择是在觅食利益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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