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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南湾猕猴(Macaca mutatta) 

种群结构研究 

江海声 刘振河 袁喜才 王韩生 
(华南 强危 动物 研究 所) 

摘 要 

本文根据 l981～1986年对海南岛南尊猕羰群津的观察 ，报道了南湾猕猴群体大小、群体 

结构 和种群结构动态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一卜建立了 掳雌性阁解生命表。 

关键词 (Key wo rds)I猕猴 (Rhesus monkey，Mocaco mulatto)，种群结构 (Pop’ 

ulation structure)，生命 表 (Life table) 。 

长期以来 各国学者对猕猴属(Macaca)的生态学 作了大量研究 (Driekamer，1974j 

Teas等，1980，1981，Makwana等，1978 a，bjPirta等，1982，Southwiek等， 1965~ 

1977)。李致祥 (1985)调查 了滇、黔、桂3省的猕猴 (Macaca mulotta)群体大小。姚 

建初等 (1982)报道了陕 西 南 郑 县的猕猴生态习性。熊成培 (1984)研究了安徽黄山 

的短尾猴 (M．th~btarta)生 态 习性及群体结构。 但对处于保护状态下的猕猴 自然种群 

的群体结构及其变化动态研究甚少。 

南湾猕猴种群生态学研究自1981--1985年持续了5年，1986--1987作了部分补充调 

查。现就群体结构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和方法 

研究地区的自然概况已有介绍 (江诲声等，1988 a)，在此不再赘述。 自开展本研 

究以来，全年跟踪两个猴群，这两群猴于 1974年开始人工投食驯化， 1982年编号标志 

(刘振河等，1986)。 自1981年以来，我们全年分季节观察，饲养员垒年 作日常记录， 

记录项目包括猕猴的留群、离群、发情、交配、怀孕、产仔等情况。 

在捕捉猕猴编号的同时检查其牙齿生长情况，结台体重、体长等鉴定年龄 (曾中兴 

等 ， 1984) 。 

群体的大小 

在南湾，猴群通常由15至6O只组成，平均38只左右。李致祥等 (1985)1961—1978 

年在 滇、黔、桂 3省调查了季雨林和雨林中猕猴群体大小。6O年代sou地wick等 (1977) 

·率文承蒙孙儒诛，盛和#先生审阅并提 出修改意见，谨暮罐蜘谢意．南}幸野生碜贵动翰保护站王宜 祥、 黄去 

巷同卷参加了弭壹工作。 

率戈于 1988年‘月12日啦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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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了印度Aligarh地区农 田环境中的猴群，现将 以上两位和我们的调查列入表1。 

寰 1 各 地舜曩辞体太小统计裹 

Table I Gf iP size of Rhestts monkey 

观案 样车 敷 

S卫皿ple No 

群 体大 小 范 围 

Range ofgrottp 

平 均教 ±S．D． 

Meala of group 

size ± S．D． 

3B± 6 49 ± s 1 7± 4 

滇、黔、挂3省的猴群大小接近正态分布 。南湾如不考虑56—6O只组，也基本接近正 

态分布 。两者有约6o％左右 的猴群分别 由4l一5O和26—45只个体组成。而在印度农田环 

境中的猴群大小则完全不符台正态分布形式，而大体接近F一分布。有约7O％ 的群体 由6 

— 2O只个体组成。澳、黔、挂的猴群生活在深山密林中，基本处于自然状态，人类活动 

干扰较少。在南湾有 3群猴，其个体数量为56—8O只，其中的两群为人工半驯化群，另一 

群周围有农田及采矿工人，人类活动较频繁，但基本无猎杀，面其它群则完全处于自然 

状态中。在印度，除了人类活动频繁，千扰较大，猴子生活环境恶劣外，还出现了较为 

严重的捕杀现象。猕猴种群数量减少致使猴群变小，只有新群体迁进时才能使种群数增 

加 (Southwick等，1977)。 

群体结构 

图 I是两个半驯化猴群1982--1985年问1月和7月的群体结构图。从图 1看 出南湾猕 

猴群体结构在同一年的1月和7月之 间相比差异较大，而头一年的7月和次年的1月之 间相 

比差异不大。这主要是 由于在交配季节之后 ，产仔季节之前 (2—4月)有一部分幼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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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I Group structure of the monkey varying ；“ year at N椰 蛆  

猴离群}在 4—8月的产仔季节 (江海声等，1988b)，新生猴出生改变了群体结构。另 

外在青年组中只有个别雄猴留在群中，这种现象多发生在 7岁以上成年组雄猴少于 4只 

的情况下，可能前者对后者起到补充作用。 

根据两个半驯化群I984年l2月的记录和1984年10月~1985年 3月间捕捉的其它两个 

完全野生群分析，半驯化群和野生群的群体结构没有明显差异，将其汇总绘制成南湾猕 

猴的种群结构图 (图 2)。在群体中缺少岁 4一l0岁年龄组的雄性个体，这主要是这 一 

年龄阶段的雄猴离群变为散猴造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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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南撺l擂猴种群结构 

Fig．2 Population ~ructure of the monl~ey N-nTIn 

对于猕猴来说，由于是一雄 多雌的群体，所 以雌体对种群 的发展影响较大。在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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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雌性低龄组个体较多，高龄组个体较少，为金字塔形，这表 明南湾猕猴种群 目前处于 

上升发展阶段。 

在猕猴群体中成年者 (4岁以上)是群内的核心主导成份，对群体的稳定起决定性 

作用，它们担负着生产和照顾新生猴和幼年猴的责任，可视为生产者，幼年猴和新生猴 

(小于 4岁)是群体发展的基础，群体未来命运的决定者，可视为非生产者；还有少量 

丧失生育能力的老年猴也属于非生产者。非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比率为依靠比率 (单 

国祯，1983)： 

D．R．=(Py十P。)／Pa×1 00 

其中D．R．为依靠比率，Py为幼年和新生猴鼓，p。为老年猴数，Pa为成年猴数。 

依靠比率高，则群体 的发展趋势较好 ，但群体 内部的压力大，而依靠比率低，发展 

趋势较缓慢稳定，但群体 内部的压力较小。 

从考察两个半驯化群几年来的情况看，各群的依靠比率与群申成年母猴数成反比，母 

猴数 多，依靠比率小；母猴鼓少，依靠比率大 (图 3)。当母猴较少时，群体必须承担 

较大的压力来争取发展 (生产后代)，当母猴较多且分群受到限制时，只能通过降低依 

靠比率，减少非生产者的消费，以使群体稳定。 

每个猴群通常由一只身强体壮、勇猛超群的雄猴所率领，另外还有 1—3只雄猴协 助 

猴王以维持猴群的稳定。各群的母猴数一般在 6—铷 只，新形成的群体其母猴鼓较少， 

但未见少于4只的。Makwana(1978a)报道印度Asarori森林中的猕猴群 的成年雄猴鼓2—7 

只，成年母猴鼓为4—27只，根据两个半 驯化群1974年和 1978-- 1984年的记录及另外两 

群未驯化群 1984年的记录，南湾猴群母猴鼓平均为10只左右。 

将南湾猕猴分为新生猴 (小于 I岁)、幼年组 (1— 3岁)，和成年组 (4—14岁)。 

另外 由于全群的平均年龄为 4．5岁，介于幼年组和成年组之间。在群体中各年龄组的雌 

雄比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雌雄比值的变异范围 (s．D．)随年龄组的增大而 减 小 

(图4)，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其性比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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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猴群母弦戢与依菲比率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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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磷猴备年龄组雌雄比值变化 

Fig-4 Sex~ l rallo 0f rhesus mon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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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猕猴群体中雄性猴的结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一般幼年雄猴到了 2岁就开始离群 

(约20 )，成为散猴，到 4岁时仍 留在群中的不到20 。经过几年散猴生活，有的变 

得身强体壮，勇猛好斗，这时开始接近猴群，寻求 与母猴交配，渐渐地与猴王打斗，争 

夺王位。夺位之争有时是一只孤军作战，多是两三只结伙，共同战斗，集体取而代之。 

争位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几个回合的战役才决胜负，胜者为 王、败者远 离。被逼遢位 

的猴王往往就此离群老死Lh中。年轻猴若一次夺位不成尚可来 日东 山再起 

年幼猴子离群距离不会很远， 1984年我们发现几只从东群 离走的少年猴到了牛 白蛉 

群的范围，这两群相距约 500米。而1986年我们发现从东群离群的老猴跑到了东段山的 

山牛岭群范围，两群相距约 5公里。 

生命表的编制 

在我国，应用生命表分析哺乳动物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的研究工作巳日益受到重视 ， · 

近年来作了大量工作 (盛和林等，1984j梁杰荣等，1985，杨赣源等，1988)。但在灵 

长类动物中应用生命表研究其种群数量动态的报道尚未见。在国外对灵长类的生命表作 

过一些研究 (Dittus 1975，Masui等，1975；Sade等，1976jGoodall，1983)。 

我们根据两个半驯化群1978--1987年间的资料编制了南湾猕 猴 雌 性 图 解 生 命 表 ． 

(表 2)。该形式生命表是Begort等 (1981)提 出的。表中an代表年龄，新生猴末满 1 

周岁的以 0岁计。tn代表观察时间，以每年12月记录为准。P值即表中斜线边数为一周年 

内存活率，P为同～年龄组历年观察的周年内存活率的平均值，1x为 各年龄组的逐 年存 

活率 ，逐年存活率 由周年内平均存活率求得 (庞雄飞等，1980) Br代 表 年 繁 殖 率 

(表中括号内数)。根据各年龄组的平均繁殖率Br和新生猴性比早： 。1．87：1(江海声 

等，1988b)，即可求出各年龄组的每雌产雌率Mx。以上各值的计算附于表2中。 

裹 5 生命寰计算 

T~ble 3 The c暑l眦Iltion of the life-~ble 

X lx Lx Tx ex h 
。。。 

K M Ix·M x*lx·M 

0 0．0g 0．日9 l 2．10 1 2．22 3．00 0 0 0 0 

1 0．99 0．日8 11，1i 11,22 3．00 0．0l 0 0 0 

2 0．97 0．93 10．i3 l。·4‘ 2．g9 0．04 0 0 0 

0．89 0．88 9．20 l 0 J a‘ 2．g5 0．01 0 0 0 

4 0．87 0．87 8．3 ：：：： 2，94 0 0．154 0．1 34 0．536 2．g4 0 0j 0．401 0，349 1
．
745 5 0．87 0．87 7 ．  

7．e5 2．g3 0 0．44r 0．$78 2
．
268 

2．g3 0．01 0
． 464 0．3g9 2 T0S 

2．02 0．01 0．~IS．1 口．日6O 2．880 

6 0．88 0．86 6 58 

- B 

2．9l 0 0．402 0．3Tt 3．386 

7 0 86 0 85 5
． 72 

8 0．8S 0 82 4．87 

9 0．81 0．8i 4．0B 

10 0．81 0．81 3．24 2 91 0 0．320 0．259 2．690 

iI 0．8l 0．8l 2
．
43 2 g1 0 0．462 0．374 4 I1‘ 

2 91 0 O 0 0 l 2 0．81 0．81 1
．
6i 

1．。。 2 9l 0 0．578 0．40B e．084 i 3 0．8i 0．8l 0．81 

Tdtl1 Rd= l·M x= 3．090 28．2T6 

r =l R。／ =。．，s ， =e rm=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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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 l南iI砖獭■性生由袁 (说明觅261页) 

T~．ble The life-t&h~e of female rhesus monkeys of N-Ⅱn n (Notes see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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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生命表能真实地反映观察期间的种群动态，对其出生、死亡等准确地反应出来。 

但是受到观察时间和数量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完全代表种群动态。 

从表 3对生命表所作的各项计算分析，可知南湾猕猴雌体特定年龄组的逐年存活率 

(存活分数)直到l3岁时仍保持在0．8l以上，其死亡压力K 只在 2岁前后和7— 8岁时稍 

有提高，这说明整个种群的生命力是较强的。内禀增长 率为 0．1327，年 周 增长 率 为 

1．1419，这 与对整个种群分析所得的内禀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是基本 一 致 的 (江海 声 

等 ，19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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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摘要(AbstraCt) 

P0PULA T10N STRUCTURE OF RHESUS M 0NKEYS 

AT NANW A N PENINSULA 0F HAINAN ISLAND 

JIANG Haisheng LIU Zhenhe YUAN Xicai W ANG H ansheng 

(South China l~stita|e o，Endangered Animal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Rhesus moilke Y (M aeaca m ulatta)was surveyed at Nan— 

wan Peninsula of Hainan Island by field observation from 1981 to 1987
． Nanw an N atural 

Res~ ve of Rare Animals was founded in 1965．There were about 100 moilJ ys in five 

group~at that time and by the end of 1984， the po pulation has increased almost 19 

times up to about 930 aDimals in nineteen groups．The population growth aeate is 12．7 

between 1 965 to 1984．The size of the monkey group ranges from fifteen to sixty mem — 

hers， sim ilar to the gr oups living in the tropic or sub—trapic rain forests of Yunnan， 

Guangxi and Guizhou．The number of adult female rhesus mon keys decides ihe Depen— 

den ce Ratio (D ．R．) of social group，and relation between th em  is negative．W hen th e 

male monkeys rea ch two of three years of age， they have to leave the natal group and 

become SO1itary．The sexual r~ttio of fenmle to male is low in infaats and youths，and 

heighcr in adul ts．The variance of sexual ratio in infants and youths is larger than that 

in adults．In this paper， the diagrammatic life table of female rhesus m onkey was esta— 

blished． 

本 文 表2谨 明 (Notes in Tab．2) 

i  Ⅱ 

(1) =∑Pl ／n，1 。= 。J l =1⋯ l· ， 蟊 =EB⋯ ／n，M =0．5 ． 
1 1 

(s)括号内数字为各年度，各年龄组量殖率Br． The no．jn brackets is birth rate． 

(3)斜线边数字为各年度、各年特组存话率P ． The no．above obliqne line stayivM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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