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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5>>"年 5月至 !###年 5!月的野外观察2对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年龄结构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A结果表明=

75<内伶仃岛猕猴种群雌雄性比为 5L#M>:2各年龄组性比幼年组为 5L5M#"2青年组为 5L#M>62中壮年组为 5L#MN2中

老 年组为 5L#M8"2老年组为 5L5M5;97!<列出了猕猴种群年龄结构图2确定了年增长率为 NM>O2种群数量的动态公式

是 PQR!##S#M#N>Q976<预测了未来 5#C的猕猴种群的数量和发展2种群数量从 !##5年到 !#5#年增长到 5!##头左右97;<
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发展的最适容纳量为 >##@55##头7平均 5###头<A
关键词=猕猴9性比9年龄结构9种群动态9内伶仃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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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7M&y&y&N,|&QQ&<是我国分布广X数量大的一种灵长类2国内外对其种群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做了

许多工作Y5@ 5;Z2但就岛屿上的猕猴种群生态学和年龄结构2至今还较少有学者进行研究A内伶仃岛属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2是珠江口现存猕猴的 ;个岛7内伶仃岛X上川岛X担杆岛和二洲岛<中面积小X植被保存最好

的岛屿2是猕猴栖息繁殖的理想场所2现有猕猴约 8##多头Y5ZA为了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猕猴资源的保

护和管理2于 5>>"年 5月@!##5年 N月2历经 ;M8C的时间对该岛猕猴种群年龄组成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

究2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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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概况

内伶仃岛位于珠江口伶仃洋东部"北纬 ##$#%&’##$#(&"东经 ))*$%+&’))*$%,&"面积 %-,./0#1该岛为

花岗岩2变质砂岩构成的丘陵海岛"东半部以花岗岩为主"西半部多为变质砂岩"主峰尖峰山海拔 *%3-,01
地势中间高"四周低1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还有滨海砂土和耕作土等1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4"最冷月5)月6平均气温 )%4"最热月5+月6平均气温 #.4以上1雨量充沛"年降雨量 #377-.00"全年

无霜1
该岛植物生长茂盛"维管束植物 (33多种8#9"植被覆盖率 ,3:以上;原生性植被属南亚热带常绿季雨

林"且有各种生态类型"如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2南亚热带常绿针叶林2南亚热带常绿灌丛2南亚热带低山

地2海滨砂生灌丛2人工林和果园1岛上终年不断的花果和嫩树枝叶及山泉溪流"非常有利于猕猴种群的生

存2繁衍和发展1

< 研究方法

<-! 年龄的确定

根据对岛上半驯养猕猴的直接观察"一般平均在 *-7=性成熟"并参加发情和交配1因此"利用近 7=对

岛 上猕猴种群直接观察年龄结构为基础"将岛上的 7)(头猕猴划分 7个年龄组"即幼年组53’*岁62青年

组5%’(岁62中壮年组5+’,岁62中老年组5)3’)#岁6和老年组5)*岁以上6"分别以 %=直接观察到的种

群个体数"取其平均数"用以编制猕猴种群年龄结构图表和性别比例1

<-< 计算方法

岛上猕猴的性比按直接观察的数据进行统计"共观察岛上猕猴 7)(头"其中雄性约有 #%3头"雌 性 约

有 #+(头"雌雄性比为 )>3-.(1

表 ! 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各年龄组性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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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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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d\

雌雄

比例

c\0=d\e
0=d\

占种群

的比例

f\]g\h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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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的预测和发展趋势分析方法"根据 ),.%年中山大学2华南师范大学2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2广东

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对该岛猕猴种群数量调查为 #33头和 #333年调查种群数量为 (33头为基数"
用公式 tu5vwxv36y)"其中 t表示种群年均增长率"vw表示 #333年种群数量"v3表示 ),.%年种群数量

约 #33头"wu)+"可以求出该岛猕猴种群年均增长率1利用种群年均增长率可拟合出种群数量增长模型"并

分析种群动态和发展趋势1

z 结果与分析

z-! 性比

内 伶 仃 岛 上 猕 猴 种 群 性 别 比 例 的 数 据 列 于 表

)"表 )上的年龄组是等距的年龄组1
从 表 )内 伶 仃 岛 猕 猴 种 群 的 性 比"可 以 看 出 幼

年 组53’*岁6雄 性 比 例 稍 大 于 雌 性"青 年 组5%’(
岁6到 中 老 年 组5)3’)#岁6雄 性 的 比 例 都 小 于 雌

性"越到中壮年组雄性种群数量越比雌性低"说明了

雄性在此期间"为了争夺王位和配偶权"出现的死亡

率比雌性大"这种现象与猴类的生态习性有关1但是

到 了 老 年 组5)*岁 以 上6雄 性 的 种 群 比 例 反 而 比 雌

性要大1图 )是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各年龄组数量对

比图1

zb< 年龄结构

根 据 内 伶 仃 岛 7)(头 猕 猴5*=的 平 均 值6观 察

数据"按 7个年龄组划分和统计"绘出内伶仃岛猕猴

年龄结构分布图5图 #61
由于内伶仃岛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岛上居民

较少"环境 较 为 原 始"森 林 植 被 保 存 好"常 年 果 实 不

*33)+期 常 弘等e广东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年龄结构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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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各年龄组数量的对比

"#$%! &’(#’)*+),-.+(/01’$+$(0,2/345454

6784994202,:’;#0)#)<+#:#)$=#)$>/:’)=

断?水 源 丰 富?不 存 在 影 响 猕 猴 生 存 的 天 敌?构 成 了 猕

猴良好的栖息环境?因此?种群结构相对较为稳定@
幼年组个体数量占种群比例最高?为 ABC@因为幼

年组个体能得到亲体的照顾和保护?使其存活率较高@
说 明 了 内 伶 仃 岛 猕 猴 种 群 目 前 还 处 于 发 展 的 种 群?种

群数量仍没有达到环境的容纳量@
青年组和中壮年组个体数量占种群比例比幼年组

低?分别为 DEC和 !BFGC@因为青年组个体开始 离 开

亲猴?无亲体保护?体质会有下降@据观察内伶仃岛猕

猴一般 AFG岁左右性成熟?雌性的个体性开始发情?参

加猴群中的交配活动@雄猴在性成熟后被逐赶出猴群?
成 为 自 立 为 生 的 散 猴?这 一 习 性 有 利 于 猕 猴 种 群 自 身

的生存和发展?避免了近亲繁殖的现象@这些雄猴离开

猴群后?体弱多病和不适应环境的个体被自然淘汰?而

图 D 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年龄结构

"#$%D HI+’$+/;(,*;,(+013454546784994202,:’;#0)

#)<+#:#)$=#)$>/:’)=

健康强壮和适应环境的个体则生存下来@通过一段自

然 淘 汰 的 独 立 生 活?一 些 年 轻 的 公 猴 不 仅 长 的 身 强 力

壮?而 且 变 的 性 情 凶 猛?成 为 各 个 猴 群 猴 王 的 竞 争 者@
在 争 夺 王 位 的 竞 争 中?由 种 群 中 最 优 秀 的 雄 性 个 体 承

担?以保证种群后代的健康生长?使得种群对自然界适

应性遗传特征不断延续和发展@
中 老 年 组 和 老 年 组 个 体 数 占 种 群 比 例 较 低?分 别

为 !JFGC和 KC@据对内伶仃岛猴群的观察?每一猴群

中的猴王?统治猴群的时间不超过 K’?最 短 的 为 !FG’@
新猴王取代老猴王?并将老猴王赶出原猴群成为散猴?
得不到良好的生存环境?食物的来源也较困难?死亡率

明显上升@

LFL 种群预测和发展趋势分析

!EBK年该岛猕猴种群数量为 DJJ头?经 !M’的发展?DJJJ年种群数量约为 MJJ头?用公式 NOPQ9RQJS

T!?可得出内伶仃岛猕狳中群年均增长率 NO JFJME@用统计公式拟合种群动态数学模型?增长函数符合

U’:;I,/方程?经统计检验精确度VOJFBG@种群增长模型为Q9ODJJWJFJME9@利用公式?在不考虑岛上自然资

源和人为因素对猕猴种群数量增长制约和影响?假设岛上猕猴种群数量仍按每年 MFEC的速率增长?预测

DJJ!X DJ!J年逐年内伶仃岛猕猴种群数量分别为 MKJYMEJYZKJYBJJYBGJYE!JYEBJY!JGJY!!DJY!DJJ头@
按照现有的种群增长率预测?ZXB’后PDJJZX DJJB年S?内伶仃岛猕猴种群数量约为 !JJJ头?!J’后

PDJ!J年S?种群数量将达到 !DJJ头@通过野外观察发现?在岛内部分区域猕猴啃食植物的痕迹较为明显@
冬季由于嫩叶生长量赶不上猕猴采食量?许多猕猴喜食的树枝Y树干和树皮也明显有被啃食的现象?这些

现象都说明了岛上猕猴喜食的植物生长量在冬季已不能满足猕猴对食物的需求?因此?从许多现象可以说

明岛上的猕猴种群数量环境的最大容纳量约在 !DJJ头左右@
从年龄结构上看?幼年组到老年组呈现了正金字塔形?说明岛上的猕猴仍处于发展型的种群结构?目

前种群数量正处于环境容纳量的中期@
就内伶仃岛植被的发育现状看?将会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该岛为典型的南亚热带沿海常绿阔叶林群

落?阔叶树种Y常绿树种数量会增加@随着猕猴食源增加?猕猴数量也将可能增加@但增加结果反过来又形

成了一种环境压力?如植物存在生长季节Y换叶循环Y大小年结果等问题@猕猴种群数量除受本身生殖因素

的影响外?目前内伶仃岛较多的局部地带出现绞杀性的有害藤本植物薇甘菊P3[\4][46[5N4]9̂4S等?对植

KJJ! 生 态 学 报 DD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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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有可能成为猕猴种群数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在未来 #$’内伶仃岛猕猴

种群利用优质食物资源!其数量发展的理论稳定值为 ($$)#*$$头!平均为 #$$$头+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及保护的角度考虑!最大理论值为 #$$$)#,$$头!平均为 #*$$头&

参考文献

"#% -’./012王 勇 军3!45’./12常 弘3!456.- 42陈 万 成3!789:;<=>?@6AB.CBC>D’=@B.?E.’F@GBHI56A>A

FB.J6E@.K6@D@./?@./LAD’.?;MN89ONP7Q8P9RSTU98SR9:PSTVQPW7RXP898PXOSQY98X7QP2@.45@.6A632中山大学学报

2自然科学版33!#ZZZ![\2,3]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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