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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扶绥黑叶猴食物水分含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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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6年 1 ～ 12月 ,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技术研究了黑叶猴的觅食行为 , 并测定了黑叶猴食物的水

分含量.结果表明 , 食物中的月平均水分含量在 61.1% ～ 76.4%之间 , 各个月份间食物的平均水分含量有

显著性差异(χ2 =22.00,ｄｆ=11,ｐ=0.024<0.05).在不同的食物部位中 , 花 、嫩叶 、果实 、成熟叶的月平均水

分含量分别为 74.32%、70.69%、62.46%、60.73%.不同生活型的食物平均水分含量不同 , 其中乔木的水分

含量最高(71.43%), 其次为藤本植物(68.55%),灌木(67.37%),最低为草本植物(63.03%).黑叶猴取食

植物含水分较多的嫩叶部分作为主要的食物 , 但检验发现黑叶猴全年对食物种类的取食时间与该种类的平

均水分含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 ,食物的水分含量不是影响黑叶猴选择食物种类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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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叶猴(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ｉ)是仅生活在中

国西南部(广西 、贵州 、重庆)和越南北部喀斯特石

山的珍稀濒危灵长类动物
[ 1]

,分布范围狭小 ,数量

稀少 ,栖息地片断化严重
[ 2]

.石山环境的特点是雨

季和旱季非常明显 ,旱季高温而干旱 ,而且环境中

地表水极其缺乏
[ 3]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黑叶猴

如何获得水分以满足正常生长发育呢 ? 食物中的

水分能否满足其正常的水分代谢需要 ? 为了回答

以上问题 ,对黑叶猴食物中的水分含量进行研究是

有必要的 ,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黑叶猴对喀斯特石山

环境的适应策略.

到目前为止 ,关于黑叶猴水分获得的研究仅限

于笼养状态下的水分代谢研究
[ 4]

,而对于野生种群

的水分获得和适应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因此 ,

2006年 1 ～ 12月 ,我们对一群野生黑叶猴的食物水

分含量进行了研究 ,以探讨以下 3个问题:(1)研

究黑叶猴的食物水分含量及其季节性变化;(2)食

物水分含量对黑叶猴觅食的影响;(3)在喀斯特石

山环境中黑叶猴如何获取水分.

1　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广西西南部扶绥岜

盆珍贵动物自然保护区内(107°23′～ 107°41′Ｅ, 22°

36′～ 22°41′Ｎ).该区属典型的喀斯特石山地形 ,海

拔 100 ～ 300ｍ.保护区位于热带北缘 ,优势植被类

型为常绿喀斯特石山灌丛.在气候上可以明显地分

成旱季(9月到次年的 2月)和雨季(3 ～ 8月),年

平均温度 20 ℃.详细的气候描述见文献 [ 5] .

研究群由 4个个体组成 ,它们占据一个大约

25.7ｈａ的石山 ,这座石山被开垦的耕地所隔离.

1.2　研究方法　2006年 1 ～ 12月 ,我们对这群黑

叶猴进行了 1 097ｈ的观察.每个月前 7ｄ,采用焦

点动物取样法(ｆｏ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研究黑叶猴的

觅食行为.观察时间从 6∶30到 18∶30,每 15ｍｉｎ

为一个取样单位
[ 8]

.每个取样单位的前 5ｍｉｎ,任选

一个体为观察对象 ,并记录其觅食行为 ,内容包括

食物种类 、取食部位(叶 、花 、果和芽)及觅食时长.



觅食过程中出现中断现象时 ,如果中断时间不超过

10ｓ,这个过程就被认为是连续的.由于栖息地内植

被稀疏且呈斑块状 ,因此黑叶猴的觅食行为可以连

续观察 ,食物种类和取食部位也很容易辨别.黑叶

猴的每一次觅食也很容易区分 ,因为疣猴类的觅食

时间很集中 ,它们很少在移动中觅食
[ 2-3]

.取食某

一植物种类或部位的觅食量以焦点动物取食该种

类或部位的时间总和来表示.如果植物不能当场识

别 ,我们采集食物样本并保存 ,带回实验室再请有

关的植物学专家进行鉴定.

观察到黑叶猴取食的植物后 ,采黑叶猴取食的

部位 ,用封口塑料袋装好 ,回到住地后立即用精度

为 0.01ｇ(ＰＥ-ＨＤ型)的掌上电子天平测量湿重.

然后倒入硬纸盒在太阳下自然干燥保存.最后带回

实验室放在 60 ℃的恒温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 ,前

后的重量差值即该食物类型的水分值 ,把它转化成

百分数来表示某种食物或食物部位的水含量.

1.3　数据分析　各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非参

数统计的方法(除非有特别说明).所有数据分析和

检验在ＳＰＳＳ11.5统计软件包上完成.

2　研究结果

2.1　食物水分含量的变化　在本次观察中 ,共记

录到黑叶猴取食 61种植物 ,包括乔木 11种 、灌木

30种 、藤本 16种和草本 4种.有些种类在各个月份

都取食 ,而有些只在某些月份取食.根据取食的情

况 ,共采集到黑叶猴的食物样本 252号 ,其中包括

乔木食物样本 70号 、灌木 62号 、藤本 80号和草本

40号.其中潺槁树(Ｌｉｓｔｓｅ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和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在各个月都有样本量.

各个月黑叶猴食物的平均水分含量在 61.1%

(11月份)到 76.4%(3月份)之间变化.各月份食

物的含水量如图 1.各月份的食物的平均水分含量

有明显的差异(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χ
2
=22.00,ｄｆ=11,ｐ=

0.024 <0.05),但从整体来看 ,旱季和雨季的食物

水分含量分别为 68.4%和 68.3%,没有显著性区

别(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15.0,ｐ=0.88 >0.05),说

明栖息地中降雨量的季节性差异并没有影响到黑

叶猴群的食物水分含量.

2.2　不同食物部位和生活型食物水分含量　不同

的食物部位的平均水分含量存在差异:花的平均水

分含量最高 ,为 74.32%;其次为嫩叶和果 ,分别达

到 70.69%和 62.46%;最低为成熟叶 , 仅为

60.73%.统计结果表明 ,嫩叶的水分含量显著地大

于成熟叶和果实类食物;花的水分含量显著地大于

成熟叶和果实;而嫩叶与花的平均水分含量没有统

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不同生活型的食物种类平均水

分含量不同.在 4种生活型食物中 ,乔木的水分含

量最高 ,达 71.43%;其次为藤本 68.55%,灌木 67.

37%,草本最低 ,为 63.03%,各生活型食物的含水

量没有显著性差异(ｐ>0.05).各食物部位和生活

型样品间的水分差异检验见表 1.

表 1　不同食物部位和生活型间水分含量的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

Ｔａｂｌｅ1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ｔｅｓ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ｏｄ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ｌｉｆｅｆｏｒｍｓ

不同食物部位比较 不同生活型食物比较

嫩叶 成熟叶 花 藤本 灌木 乔木

成熟叶 ｐ=0.007＊＊ 灌木 ｐ=0.613

花 ｐ=0.282 ｐ=0.004＊＊ 乔木 ｐ=0.372 ｐ=0.077

果 ｐ=0.047＊ ｐ=0.626 ｐ=0.045＊ 草本 ｐ=0.273 ｐ=0.373 ｐ=0.162

　　注:＊差异显著;＊＊差异极为显著

2.3　食物水分含量对黑叶猴取食的影响　我们检

验了各月份黑叶猴对不同植物种类 、部位的采食时

间与该种类 、部位的水分含量之间的关系 (见表

2),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7月份除外),

黑叶猴对某一食物的取食时间与其含水量没有显

著的相关关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系数:ｒ=0.11,ｐ=

0.37 >0.05).因此 ,黑叶猴取食何种食物并不是严

格根据它们的含水量来决定 ,即:食物的含水量不

是黑叶猴取食该种植物多少的决定性因素.

3　讨论与结语

灵长类获取水分的方式呈现多样化.Ｍ.Ｌ.

Ｒｏｏｎｗａｌ等
[ 9]
研究发现 , 长尾叶猴 (Ｓｅｍ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ｅｎｔｅｌｌｕｓ)常饮水塘 、湖泊 、河流和树洞中的水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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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干涸的时候不需要饮水也能渡过干旱季节;戴

帽叶猴(Ｔ.ｐｉｌｅａｔｕｓ)平时靠食物中的水分就能满足

生理需要 ,仅在旱季下地饮水
[ 10]

.在本研究中 ,黑

叶猴的栖息地为典型的喀斯特石山地形 ,由于喀斯

特地形的发育 ,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地下裂隙 、管道

发育 ,降水大部分沿裂隙渗流转入地下或由地表径

流排走 ,地下水丰富 ,地面水却极为贫乏
[ 11-15]

.我

们研究的栖息地周围只在雨季的一小段时间(5 ～ 6

月份)在山体的南边有地表水.在整个研究期间 ,我

们也并没有记录到黑叶猴利用平地部分 ,因而也没

有观察到它们利用地面水.食物水分成了黑叶猴唯

一的水分来源 ,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更是如此.就

食物部位而言 ,黑叶猴以植物的幼嫩部分作为主要

的食物来源 ,避开成熟的植物部分;而以植物的生

活型区分则主要以灌木及藤本作为主要的食物来

源
[ 16]

,这显然是适应喀斯特石山干旱环境的策略.

植物的幼嫩部分是植物生长最旺盛的部位 ,因而含

有更多的水分和蛋白质 ,而且 ,黑叶猴喜食的灌木

和藤本的物候变化 ,特别是产生嫩叶的物候变化比

乔木和草本更不明显
[ 17 -18]

,以灌木和藤本为主要

食物保证了食物营养成分和水分的来源.因此 ,黑

叶猴在一年中无论是旱季还是雨季都选择富含水

分的幼嫩部分以获得体内代谢所需要的水分.这似

乎有助于它们减少对环境的依赖(特别是极其恶劣

的水环境).同样生活在喀斯特生境下的白头叶猴

(Ｔ.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也表现出相同的获取水分的方

式
[ 19]

.因此 ,黑叶猴主要从食物中获取水分的方式

可能是对喀斯特石山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 ,这有利

于它们侵入其它灵长类难于甚至不可能进入的生

态龛
[ 20]

.
表 2　黑叶猴觅食时间与含水量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2　Ｔｈｅ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ｆｅｅｄｉｎｇｔｉｍｅ

月份 检验结果 Ｎ值 月份 检验结果 Ｎ值 月份 检验结果 Ｎ值

1
ｒ=0.22

ｐ=0.30
15 5

ｒ=0.10

ｐ=0.76
12 9

ｒ=-0.18

ｐ=0.61
10

2
ｒ=-0.17

ｐ=0.40
26 6

ｒ=0.30

ｐ=0.40
10 10

ｒ=0.57

ｐ=0.18
7

3
ｒ=0.05

ｐ=0.82
20 7

ｒ=-0.73

ｐ=0.03
9 11

ｒ=-0.25

ｐ=0.44
12

4
ｒ=-0.13

ｐ=0.61
18 8

ｒ=-0.24

ｐ=0.41
17 12

ｒ=0.37

ｐ=0.20
14

　　　　注:Ｎ值为参与分析的种数

　　尽管黑叶猴主要选择水分含量高的植物部位

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 ,且食物月平均水分含量有显

著的变化 ,但食物含水量与取食不同食物种类的时

间相关分析表明 ,黑叶猴并不严格依据食物水分含

量来选择食物种类.蔡湘文
[ 6]
对黑叶猴喜食的前 10

位和不喜食的前 10位食物的水分含量和取食时间

进行比较也认为水分含量不是黑叶猴对食物选择

的重要因素.室内研究也证实 ,笼养状态下黑叶猴

的日进食量与饮水量成显著负相关关系 (ｒ=

-0.789 ,ｐ=0.007 <0.01),这说明在水分缺乏的

季节里 ,黑叶猴可以通过增加食物量来获得足够的

水分 ,从而能够适应干旱的喀斯特石山环境
[ 4]

.这

进一步证实了自然状态下黑叶猴能够从食物中得

到足够的水分来实现体内的水分代谢平衡.

然而 ,在 7月份 ,黑叶猴的取食与水分含量呈

显著的相关 ,这很可能是在这个月黑叶猴对含水量

较少的果实类的偏好有关.因此 ,要全面评价影响

黑叶猴食物选择的因素 ,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特

别是食物中 3大营养物质的含量 、食物中次生化学

物质的含量及其变化 ,这些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解

释 7月份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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