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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海南长臂猿；合群行
为；领域”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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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是野外研究最少的长臂猿种类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只了解其种
群数量、种群结构、栖息地和有关于其食物种类的极少量信息。对于世界上最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的海南长臂猿，

在长达4年的野外研究中，主要采用扫描取样法和焦点动物取样法观察到了4次海南长臂猿的合群现象，并发现了

现存的两群海南长臂猿之间的合群行为不同于其他长臂猿，如白掌长臂猿(Hylobates lar)的合群行为。在海南长
臂猿的合群行为中，只观察到了雌雄性成年个体和雄性亚成体以及青年雄性个体之间的鸣叫和追逐行为，而没有
发现像白掌长臂猿样的两群体成员间的玩耍和理毛行为，更没有偷情行为和白掌长臂猿那样致命的激烈打斗行为
的存在，即只存在着鸣叫行为和竞争性行为。两群体的雌性成年母猿根本就不参与到追逐行为中，它们只是在相

距合群行为发生地点20—30 m处休息和观望。同时，海南长臂猿相遇的持续时间也不像其他种类的长臂猿那样

长，只有24—51 min。另外，也没有发生打斗行为。对于海南长臂猿雌雄性成年个体在群体相遇时的行为，我
们认为是它们对其领域的保护，而未成年个体则是通过参与这种追逐方式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今后的领域。 

关键词   海南长臂猿；合群行为；领域    

分类号 

DOI:  10.3724/SP.J.1141.2008.06667 

通讯作者: 
魏辅文 weifw@ioz.ac.cn 
作者个人主页: 周 江 1;2;陈辈乐 3;魏辅文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