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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生境下黑叶猴（!"#$%&’()%*$+, -"#.$/(,( -"#.$/(,(）
日活动时间的分配

罗Y 杨8，张明海8，!，马建章8，吴安康!，汪双喜!，张树森!

（82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哈尔滨Y 8#$$K$；!2 沿河麻阳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贵州沿河县Y #6#B$$）

摘要：8999 年至 !$$$ 年，采用瞬间采样法对贵州省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干扰生境中的野生成年黑叶猴的日活动规律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干扰生境中野生成年黑叶猴在全年的行为时间分配中表现为休息和摄食所占比例最多，分别为 B#2 K8Z 和

B82 6"Z；其次是游走、拥坐和嬉戏，分别为 8K2 KKZ、92 68Z和 [2 #KZ；仅将很少时间用于理毛行为，为 $2 BBZ。与未干扰生境

相比，干扰生境下黑叶猴全年中除用于休息的时间下降外，用于其余活动类型的时间均有所提高。研究还表明野生成年黑叶猴

的活动规律在不同季节存在一定差异性。休息和摄食行为在各季节日活动规律中都存在显著高峰期，但高峰期持续时间和强

度不同。游走、嬉戏和拥坐行为在各季节的日活动规律所占比例均较低。理毛行为存在季节有或无的现象。

关键词：干扰生境；黑叶猴；日活动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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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叶猴（5$,%"/3&+"(%#) 6$,’%1&)& 6$,’%1&)&），英文俗名 1/-.(),2’*-.+3/，为我国!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属于灵长目（B/,:-"’2），猴科（8’/()#,"!’(,0-’），疣猴亚科（8)*)7,.-’）。分布于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广西、贵州

和重庆等地的山地岩溶地区［F，G］。目前，黑叶猴种群面临着各种人类活动的干扰，如采矿、修建水电站、放牧、

农耕、道路、偷猎等［H I J］，该物种近 GK 年来数量呈下降趋势"。尽管对野生黑叶猴的研究已在资源调查［H］、食

性［L］、家域分析［M，N］、行为活动节律［O I FK］、繁殖周期［FF］等方面有所开展，但对干扰生境下其生态学习性的研究

非常少，仅见罗杨等［L］对农耕干扰下的野生黑叶猴的食性观察。研究干扰对动物的影响有助于揭示动物适

应环境的机制，并将在管理者制定恢复生境及有效保护物种的管理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FG I FM］。正是基于此

目的，笔者对贵州省沿河县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干扰生境中黑叶猴一年四季的全日行为进行了研究，并

与该保护区未干扰生境下黑叶猴日活动规律进行比较，为干扰地区的保护管理提供合理的建议。

)*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沿河县麻阳河黑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地理位置 GOPHN5HKQ I GOPJM5GKQ
R，FKOPH5JOQ I FKOPFS5MJQT。保护区由乌江支流———麻阳河、洪渡河及其流域组成（图 F），总面积 HFF& FH
A:G。保护区海拔介于 GOK: 至 FMMF: 之间，区内石灰岩广泛出露，并在大部分河谷区域形成箱状河谷。

麻阳河自然保护区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温度高，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全区土壤大多瘠薄、石

砾含量高、淋溶性强，主要为石灰土。自然保护区以岩溶（U-/2"）植被为主，植被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的规律

性不明显，植被类型主要以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区内森林覆盖率为 LH& NV。保护区内原

生植被破坏较普遍，但次生林形成速度较快，在很多地段，栓皮栎（7#($%#) 8,$&,2&0&)）、木荷（9%"&:, )#3($2,）、

青冈栎（./%012,0,’13)&) 40,#%,）等树种已形成较大面积的中、幼龄林，并有大量人工植物群落（包括农耕地）交

错镶嵌。由于河谷类型主要是箱状河谷，即河谷向下深切，坡度接近 SKP，但是河谷上方坡度趋缓，所以峭壁

LFNF W 生W 态W 学W 报W W W GN 卷W

" X3 Y-.+，Z’, [,& B)#3*-",). 0’(*,.’ -.0 !-7,"-"2 0’2"/3(",). )4 1/-.(),25 *-.+3/ 5$,%"/3&+"(%#) 6$,’%1&)& ,. 1323, .-"3/’ /’2’/=’，2)3"!%’2" Y3-.+D,，

8!,.-& ;.：?72"/-("2 )4 "!’ \,D"! 8).+/’22 )4 "!’ ;."’/.-",).-* B/,:-")*)+,(-* @)(,’"6& ]’,^,.+：>’%’,2, C’2,+. _ B/,.",.+ 8)& ‘"0& GKKG，NM



!""#：$ $ %%%& ’()*)+,(-& (.

图 /0 研究猴群在麻阳河自然保护区的位置

0 1,+& / 0 2!’ 3,"’3 )4 5).6’7 +8)9#3 3"9:,’: ,. ;-7-.+’! <-"98’

=’3’8>’0

上方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林以及灌丛、农

田。据现有资料显示，该区域分布的黑叶猴种群是该物

种的最东部自然分布种群之一，另外也是目前已知的最

高密度种群和最大自然分布种群，区内共有黑叶猴 ?@@
A B@@ 只!。

本次研究的观察地点在香菇坝，为麻阳河下游河

谷，其基本概况和所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状况见表 /。

!" 研究方法

在香菇坝分布一群黑叶猴（图 /），共 C 只，其中成

年猴 D 只。从 /EEE 年 E 月到 F@@@ 年 B 月在不同季节

对其进行行为取样，以清晨观察到第 / 只成年猴出洞开

始计时，总计野外观察时间为 /E@!（表 F）。野外观察

记录距离约为 ?@ A /?@5，观察工具为 F? G /@ 双筒望远

镜。采用瞬间采样法［/?］，取样间隔为 ?5,.。受野外观

察条件的限制，如气候、地形、植被分布，和猴群活动范

围的影响，不能得到连续完整的间隔 ? 5,. 的全天观察

记录。因此，将观察结果进行叠加处理，形成一个季节

的连续全日行为记录，以代表该季节的连续全日行为。

本次研究中记录到的成体黑叶猴的行为类型确定为摄

表 #" 香菇坝与万家的生境概况及所受的人类活动干扰

$%&’( #" )%*+ ,*--(.(+/(0 1- 2%&*3%3 /2%.%/3(.*03*/ %+, 245%+ %/3*6*3*(0 *+ 7*%+884&% %+, 9%+:*%

项目 H"’5 香菇坝 I,-.++9J- 万家 K-.L,-

河谷高差 M’,+!" :,44’8’.(’ )4 >-**’7 C? A /?@5 F@@ A FF?5
河谷宽度 K,:"! )4 >-**’7 F@ A F@@5 F@ A /F@5
河谷坡度 N*)#’ )4 >-**’7 ?@O A C@O ?@O A E@O
河谷植被分布

P’+’"-",). :,3"8,J9",). )4 >-**’7
以灌木林为主，少见高大乔木，林冠破碎，郁闭

度 D@Q 左右 ;-,. 3!89J 4)8’3" -.: - 4’% !,+!
"8’’3 %,"! (-.)#7 :’.3,"7 )4 "D@Q

以次生性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多有高大乔

木，郁 闭 度 ?@Q 以 上 ;-,.*7 3’().:-87 ’>’8+8’’.
J8)-:*’->’: 5,R’: 4)8’3"3 %,"! 4)8’3" ()>’8 S ?@Q

河谷上部坡地（坡度约 T@O）

植被分布 P’+’"-",). :,3"8,J9",). )4
3*)#,.+ 4,’*: （"T@O）

无自然植被，全部是农田 <) .-"98-* >’+’"-",).，

-** 4-85*-.:
次生林和农田各占一半面积 M-*4 )4 -8’- ()>’8’:
J7 3’().:-87 4)8’3" -.: !-*4 J7 4-85*-.:

道路分布 =)-: 一条县级公路贯穿 其 中，分 布 于 海 拔 TC? A
?F@5 范围内 U.’ 8)-: (8)33,.+ "!’ !-J,"-" %,"!
-*","9:’ J’"%’’. TC?5 -.: ?F@5

没有公路分布 <) 8)-:

村寨分布 P,**-+’ 猴群活动区内分布一个村民组，即香菇坝村民

组，C 户 人 家 U.’ >,**-+’ I,-.++9J- ,.(*9:,.+
3’>’. !)93’!)*:3 *)(-"’: ,. "!’ !)5’ 8-.+’ )4 "!’
5).6’73

猴群活动区内无村寨分布 <) >,**-+’ *)(-"’: ,. "!’
!)5’ 8-.+’ )4 "!’ 5).6’73

主要的人类活动类型

;-,. !95-. -(",>,",’3
放牧、取 薪 柴、农 耕、小 型 集 市 V8-W,.+，4,8’X
%)): ()**’(",.+，4-85,.+ -.: 5-86’",.+

取薪柴 1,8’X%)): ()**’(",.+

人猴冲突状况 Y).4*,(" 由于食物资源不足，黑叶猴盗食庄稼现象比较

普遍，人 猴 冲 突 较 严 重 ;-.7 ()5#*-,."3 48)5
>,**-+’83 -J)9" "!’4" )4 4-85 #8):9("3 J7 5).6’73
:9’ ") 3(-8(,"7 )4 4)):

食物资源丰富，黑叶猴不盗食庄稼，没有人猴冲

突 <) 4-85,.+ #8):9("3 3")*’. J7 5).6’73 -.: .)
()5#*-,."3 48)5 >,**-+’83

功能分区 Z).,.+ 实验区 <-"98’ =’3’8>’ [R#’8,5’."-* W).’ 核心区 <-"98’ =’3’8>’ Y)8’ W).’

C/C/0 ? 期 0 0 0 罗杨0 等：干扰生境下黑叶猴（!"#$%&’()%*$+, -"#.$/(,( -"#.$/(,(）日活动时间的分配 0

! 罗杨，张颖溢，姜广顺& 贞丰烂泥沟矿区采矿活动对黑叶猴的环境影响评价& 未发表，F@@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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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香菇坝黑叶猴四季野外观察时间统计

" " #$%&’ ! " #(’ )*’&+ ,%-’./$0*,1 0*2’ ,) 3.$14,*-’ &$156. +6.*15

+*))’.’10 -’$-,1- *1 7*$15561%$

季节 /’-0). 日期 1-"’
观察时间（!）

2,*’3 )40’56-",). ",7’

秋季 89"97. :;;;<=;<:> ?: >:

冬季 @,."’5 :;;;<:?<:A ?= A>

春季 /#5,.+ ?===<=B<:? :C AA

夏季 /977’5 ?===<=C<:B :D >=

总时间 E)"-* ",7’ :;=

食（2)5-+,.+，2）、游走 （E5-6’*,.+，E）、嬉戏 （F*-G,.+，

F）、休 息 （H’0",.+，H）、拥 坐 （I933*,.+，J）、理 毛

（K5))7,.+，K）C 种，各行为定义 及 其 确 定 方 法 见 文

献［:=］。所有的数据在 L,(5)0)M" NO(’* 和 /F// ::& = 进

行分析。

8" 结果

8& 9" 干扰生境下黑叶猴全年行为时间分配

对香菇坝野生成年黑叶猴四季日行为的观察结

果表明（表 B），野生成年黑叶猴 : 年中用于休息、摄

食和 游 走 的 时 间 各 占 日 活 动 时 间 的 B>& A:P Q
:CR SAP、B:& CSP QS& DCP和 :A& AAP QA& ?DP，用于嬉戏、拥坐和理毛的时间分别为日活动时间的 D& >AP Q
AR A:P、;& C:P QB& >CP和 =& BBP Q=& B:P。因此，干扰生境下野生成年黑叶猴在四季中将最多的时间用于

休息和摄食，其次是游走、拥坐和嬉戏，仅将很少的时间用于理毛。

表 8" 香菇坝与万家黑叶猴四季行为时间分配 （:）

#$%&’ 8" #(’ 0*2’ %6+5’0 ,) /$.*,6- %’($/*,.- ,) 3.$14,*-’&$156.- *1 7*$1556%$ $1+ ;$1<*$

季节

/’-0).
地点

/,"’
摄食

2)5-+,.+
休息

H’0",.+
游走

E5-6’*,.+
嬉戏

F*-G,.+
拥坐

I933*,.+
理毛

K5))7,.+

春季 香菇坝 TKU BB& D> BB& =D :=& SS S& C; :A& C? =& ==

/#5,.+ 万家 @V ?C& SA >S& D: :>& B= =& :>-

夏季 香菇坝 TKU ?:& SS >;& :D :=& ?= ?& S? C& :? =& ?A

/977’5 万家 @V :;& S? CC& ?C ::& DC ?& :C-

秋季 香菇坝 TKU A=& CS ?=& CS :C& CS :?& CS D& CS =& S>

89"97. 万家 @V :S& :A CD& >> ::& AD ?& DA-

冬季 香菇坝 TKU B=& BS ?D& :> ?=& :? ::& :: ;& CB =& BB

@,."’5 万家 @V ?A& >= C?& S: :=& AD ?& B:-

全年 香菇坝 TKU B:& CS B>& A: :A& AA D& >A ;& C: =& BB

@!)*’ G’-5 万家 @V ??& == CB& D= :?& B= :& ;=-

W W !=& :>-，?& :C-，?& DA-，?& B:-，:& ;=- ,.(*93’3 ")"-* #’5(’." )M #*-G,.+，!933*,.+ -.3 +5))7,.+

8& !" 干扰生境下不同季节黑叶猴的日活动规律

根据数据绘制了干扰生境下不同季节野生黑叶猴日活动规律曲线（图 ?）。图 ? 表明，野生成年黑叶猴的

日活动规律存在一定的季节差异性。休息和摄食行为在各季节日活动规律中都存在显著高峰期，但高峰期持

续时间和强度不同。游走、嬉戏和拥坐行为在各季节的日活动规律所占比例均较低。理毛行为存在季节有或

无的现象。

摄食和拥坐行为在各季节的日活动规律中差异不显著（分别为 ! X :" ?>S，# X =" B=A Y =" =>；! X =" ;:=，

# X =" AAC Y =" =>）。除春季摄食存在 B 个高峰期，其他季节均为 ? 个，各季节的峰值介于 B:& CSP 与 CC& CSP
之间。拥坐在各季节中变化平稳（峰值均#BB& BBP），但春季 :?：=: Z :B：== 峰值达到 ;B& BBP，而且夏季所

占日活动百分比普遍低于其它 B 个季节。

游走、嬉戏和休息行为在各季节的日活动规律中差异极显著（分别为 ! X A" >?D，# X =" ==; [ =" =:；! X
CR C?:，# X =" ==: [ =" =:；! X S" ?BC，# X =" ==: [ =" =:）。春夏季节，游走仅在个别时段所占日活动百分比超

过 :=& ==P，但在秋冬季的全天各个时段均$:=& ==P，最高可达 B=& ==P。嬉戏在各季节日活动规律的变化

趋势与游走行为相似。休息行为在不同的季节表现出不同的高峰期，而且高峰期显著、持续时间长，春夏其峰

值介于 D=& ==P和 ;D& BBP之间，秋冬则在 B:& CSP与 >>& ==P之间。

D:S: W 生W 态W 学W 报W W W ?S 卷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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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香菇坝不同季节黑叶猴日活动规律

1,+& /0 2!’ 3-,*4 -(",5,"4 6!4"!78 )9 "!’ 16-.(),8’*-.+:6 3:6,.+ 3,99’6’." 8’-8).8 ,. ;,-.++:<-

!" 讨论

!& #" 干扰生境下不同季节黑叶猴行为时间的分配

0 0 在 香 菇 坝，春 季，黑 叶 猴 没 有 农 作 物 可 以 取 食，常 采 食 季 节 性 落 叶 木 本 植 物 如 鹅 耳 枥 （!"#$%&’(

$’)*(+*&(）、西南槐（,-$.-#" $#"/*#%）、枫香（0%1’%2"3)*# 4-#3-("&"）、亮叶桦（5*6’7" 7’3%&%4*#"）萌发的芽、幼叶

和花，但是可供选择的植物种类很少，因此黑叶猴在 = 株树上采食的时间较长，导致游走比例较低；同时，因人

为活动的增加，出于安全需要，黑叶猴拥坐和嬉戏这些社会行为比例增加，而休息时间相应减小。夏季，黑叶

猴主要以玉米（8*" 3"9(）的幼嫩部位为食，取食玉米的时间可占全日取食时间的 >?& @A ［B］，在农田盗食时游

走减少，但受惊吓较多，故拥坐等行为占较大的比例；另外，由于食物丰富，摄食所占时间比例下降；为了消化

已取食食物，休息时间上升。秋季，黑叶猴重点盗食的农作物———玉米已经成熟，庄稼收割影响了其盗食活

动，采食农作物的时间只占全日取食时间的 >& CA ［B］，生境内又没有较多的木本植物果实或种子，只能采食一

些灌木和草本植物如石山胡颓子（:7"*";&"+*"* +"7+"#*"）、悬钩子（<’)’( $"73"6’(）、女贞（0%;’(6#’3 7’+%2’3）、

紫珠（!"77%+"#$" ="$-&%+"）、水麻（>*)#*;*"(%" *2’7%(）等的幼叶、芽和浆果，但这些食物的可食部位小，所以黑叶

猴摄食和游走的比例上升，休息的时间下降；秋季农田中人为活动频繁，黑叶猴用于嬉戏、拥坐和理毛的时间

比例较大。冬季，食物资源不足，具有少量的农作物和非季节性落叶植物，为了增加体内热量，黑叶猴游走的

比例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同时生境隐蔽条件差，受惊吓概率很高，所以猴群个体间的距离较小，社会行为占很

大比例。

C=D=0 > 期 0 0 0 罗杨0 等：干扰生境下黑叶猴（?#"+.9$%6.*+’( 4#"&+-%(% 4#"&+-%(%）日活动时间的分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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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毛为灵长类的常见行为，但在本次研究中时间分配最少，甚至春季为零，可能由于：受野外观察条件的

限制，不容易准确的记录；黑叶猴处于干扰生境下，对环境的变化很敏感，经常处于警觉状态；猴群内个体之间

差异不明显，因此受个体识别的影响导致观察记录的困难较大［/0］；数据处理的方法造成发生频率小的行为在

统计结果中没有体现出来。

!& "# 干扰生境下不同季节黑叶猴日活动时间的规律

在香菇坝，黑叶猴在不同的季节日活动规律有别。行为高峰持续的时间长短和峰值的高低表明该行为出

现的强弱，对应于外部环境温度、降雨、光照、食物［/0］、人类活动等条件的变化。春夏季节的摄食高峰持续时

间明显短于秋冬季节，而且夏季摄食高峰的平均峰值低于秋冬季节，这表明干扰生境下黑叶猴摄食行为在秋

冬季节有所加强，反映出春夏季节，尤其是夏季受种植庄稼的影响，食物资源较为丰富，而秋冬季节食物获得

性下降［0］。游走、拥坐、嬉戏仅在秋冬季节出现在全天各个时段，强度增加，以及休息高峰的峰值在秋冬季节

明显低于春夏季节，均对应于秋冬季节食物的不足、人为活动频率相对较高以及温度的降低。因此不同季节

的日活动规律反映了黑叶猴对栖息环境变化的适应。

春季拥坐行为有一显著的高峰期（峰值达 12& 223 ），但在其它 2 个季节中峰值最高为 24& 443 ，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可能由于春季野外观察时间还不充足，这一特别值代表了具体的观察日中黑叶猴的拥坐行为，但

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干扰对黑叶猴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

!& $# 不同生境下黑叶猴行为时间的分配

将本次研究的黑叶猴各季节行为时间分配与未干扰生境下，即万家群的结果相比较［/4］（见图 /，表 /，表

2），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交叉表分析 （5 6 7 78)99"-:;*-",).），卡方检验（7!,<9=;-8’ "’9"9），!> ? 24" @10，# ?
4A 444）。各个季节及全年中，香菇坝群摄食所占日活动时间的比例均高于万家群，休息所占比例均低于万家

群，因此在干扰生境下，休息虽仍占用最多时间，但摄食已和其所占全年时间相当。春夏季节，香菇坝群游走

所占时间百分比低于万家群，但在秋冬季节及全年高于万家群。各个季节及全年中，嬉戏、拥坐和理毛总的分

配时间均高于万家群。因此与未干扰生境相比，干扰生境下黑叶猴全年中除用于休息的时间下降外，用于其

余行为类型的时间均有所提高。

万家位于核心区内，植被主要类型为次生性常绿阔叶混交林，保存较好。黑叶猴天然食物成分多样，主要

为盐肤木（$%&’ (%)*+*,),）、黄连木（#),-.(). (%)*+*,),）、青冈栎（/0(123.1.*24,), 51.&(.）等木本植物的果实或种

子，营养丰富且取食容易，所以黑叶猴用于摄食的时间不长。香菇坝林冠破碎，存在大量的灌木，上部坡地全

部为农耕地。黑叶猴天然食物减少，代之为农田的出现，经常发生黑叶猴盗食庄稼的现象。但庄稼的季节性

成熟与收割又影响了黑叶猴的食物来源，导致其增加寻找和取食食物的时间。因此干扰生境导致了大多数灵

长类的食物获得性降低、取食行为发生变化［/B C /1］，继而直接作用于其他的行为时间分配［>4］，如具有寻找食物

功能的游走行为的增加，具有消化食物功能的休息行为的下降。另外香菇坝人为活动频繁，增加了黑叶猴高

度警觉 性，提 高 了 猴 群 中 用 于 相 互 作 用 的 社 会 行 为 的 发 生 比 例。干 扰 生 境 下 黑 叶 猴 与 菲 氏 叶 猴

（6’.(%04)-%+(&, 4%.0’+)）行为时间分配的相似性（!> ? >" @>1，# ? 4& @DD）（表 @）、野生与笼养环境造成的黑叶

表 !# 干扰生境下黑叶猴与菲氏叶猴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3 ）

%&’() !# %*) +,-) ’./0)+ 12 3&4,1.5 ’)*&3,145 12 64&781,5’(&70.4 &7/ 9*&:4)’5 ()&2 -17;): ,7 /,5+.4’)/ *&’,+&+ （3 ）

种

E#’(,’9
摄食

F)8-+,.+
休息

5’9",.+
游走

G8-H’*,.+
嬉戏

I*-J,.+
理毛

K8))L,.+
拥坐

M;NN*,.+
来源

E);8(’

黑叶猴 6’.(%04)-%+(&, 7’.*(2),) 7’.*(2),) 2/& 0B 2O& @/ /@& @@ D& O@ 4& 22 1& 0/ 本研究 G!,9 #-#’8

菲氏叶猴 6’.(%04)-%+(&, 4%.0’+) 21& @4 2@& @4 /@& D4 /& 44 B& >4 2& >4! !

P P ! ,.(*;N’9 #’8(’."9 )Q )"!’8 -(",H,",’9 %,"! "!’ ’R(’#",). )Q Q)8-+,.+，8’9",.+，"8-H’*,.+，#*-J,.+ -.N +8))L,.+ ,. "!’ 8’Q’88’N -8",(*’；!S)9’ T，

S!-""-(!-8U’’ I 7& S’!-H,)8-* #8)Q,*’ )Q - "8))# )Q I!-J8’V9 *’-Q L).W’J （6’.(%04)-%+(&, 4%.0’+)）,. - Q8-+L’."’N -.N N,9";8:’N !-:,"-"，X)8"!’-9" Y.N,-&

见：Z:9"8-("9 )Q "!’ [,R"! 7).+8’99 )Q "!’ Y."’8.-",).-* I8,L-")*)+,(-* E)(,’"J；S’,U,.+：G’%’,9, \’9,+. ] I8,.",.+ 7)& ^"N& >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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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白头叶猴（!"#$%&’()%*$+, -"#.$/(,( 0*+$/$*’%#0+,）活动时间分配的差异［/，01，20］以及狮尾猿（1#$#$# ,(0*.+,）
在不同干扰生境下行为时间分配的变化［23］再次说明了栖息地的改变对灵长类动物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

!& !" 针对干扰生境的保护管理建议

动物可以通过行为改变适应生境的变化，但持续的干扰会导致种群的崩溃［22］。香菇坝大部分森林开垦

为农耕地，不但减少了黑叶猴的食物资源，影响了其正常行为活动，而且降低了黑叶猴的种群数量。因此通过

干扰生境下黑叶猴的日活动规律研究，为长期有效的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从保护区管理上应当加强对当地天

然生境的恢复，控制人为活动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当地的许多坡耕地逐渐退还并开始

种植一些经济林木，但在林木树种的选择上应当注意多采用一些乡土树种和黑叶猴主食或喜食的植物种类，

如朴树（2*00(, ,(.*.,(,）、鹅耳枥、女贞、紫珠、黄连木、胡颓子等［1］，减轻其取食的压力；同时，注意控制当地居

民的放牧活动，减少对黑叶猴栖息地的破坏；此外，还可以通过河谷上方建设人行吊桥，将人为活动的范围和

影响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并且方便了当地居民的交通。

#$%$&$’($)：

［0 ］4 5))6’. 7& 89,:-"’; )<"-,.’6 ,. 8’.,.;=*-9 >!-,*-.6，7=.’ 7=*?，0@AB，%,"! .)"’; ). 6,;"9,<=",). )C D).",.’."-* E)="!’-;" F;,-. *’-C :).G’?;

（3"*,4&)(,）& 89,:-"’;，0@A1，0A （0）：@H 00/&

［2 ］4 I-.+ J K，7,-.+ K L，5’.+ M& >-N).):?，;"-"=; -.6 ().;’9O-",). )C *’-C :).G’?; ,. D!,.-& P))*)+,(-* Q’;’-9(!，0@@@，23 （R）：B31 B0H&

［B ］4 E= S L，L,. J S，T- M，*) #0& 89’*,:,.-9? ;=9O’? ). #)#=*-",). )C 59-.(),;’*-.+=9 （!"#$%&’()%*$+, -"#.$/(,( -"#.$/(,(）,. I=*).+ D)=."? -.6

8’.+;!=, D)=."?& F("- >!’9,)*)+,(- E,.,(-，2332，22 （B）：01@ 0A/&

［R ］4 D!’. P Q，L=) J，I-.+ E K& 89’*,:,.-9? ;"=6? ). !):’ 9-.+’ )C 59-.(),;’*-.+=9 ,. T-?-.+!’，U=,V!)=& U=,V!)= 5)9’;"9? E(,’.(’ -.6

>’(!.)*)+?，2330，2@ （2）：BR BA&

［H ］4 I= T D，I’, P J，S’ W L& X,;"9,<=",). -.6 ’()*)+? )C 59-.(),;’*-.+=9 ,. U=-.+N,& D!,.’;’ I,*6*,C’，0@/A，（R）：02 0B，0@&

［1 ］4 L=) J，D!’. P Q，I-.+ E K& Y<;’9O-",).; ). "!’ C))6 !-<," )C 3"*,4&)(, -"#.$/(,( ,. T-?-.+!’ Q’+,).，U=,V!)= 89)O,.(’& D!,.’;’ 7)=9.-* )C

P))*)+?，2333，BH （B）：RR R@&

［A ］4 L, P J& Z()*)+,(-* -.6 <’!-O,)9-* ;"=6? )C *’-C :).G’? ,. D!,.-& [.：J’ P P ’6& \,)*)+? )C *’-C :).G’? （3"*,4&)(,）& ]=.:,.+：J=..-. E(,’.(’

-.6 >’(!.)*)+? 89’;;，0@@B& BH R2&

［/ ］4 P!)= M S，S=-.+ D T，5-.+ J& >,:’ <=6+’"; )C 3"*,4&)(, -"#.$/(,(& 7)=9.-* )C U=-.+N, W)9:-* ^.,O’9;,"?，2330，0@ （R）：/3 /B&

［@ ］4 S=-.+ D!’.+:,.+，L, J)=<-.+，P!)= M,!-,，*) #0& F(",O,"? #-""’9.; -.6 "!’,9 )((=99’.(’ ,. 6-? 9-.+’ )C 59-.(),;’*-.+=9 （!"#$%&’()%*$+,

-"#.$/(,(）,. 5=;=, Q’;’9O’，U=-.+N,& 7)=9.-* )C U=-.+N, W)9:-* ^.,O’9;,"?，233B，20 （R）：A/ /2&

［03］4 L=) J，P!-.+ T S，T- 7 P ，*) #0& >,:’ <=6+’" )C 6-,*? -(",O,"? )C 59-.(),;’*-.+=9 （!"#$%&’()%*$+, -"#.$/(,( -"#.$/(,(）,. U=,V!)= 89)O,.(’&

F("- >!’9,)*)+,(- E,.,(-，233H，2H （2）：0H1 012&

［00］4 I= F ]，L=) J，I-.+ E L，*) #0& 89’*,:,.-9? ;"=6? ). <9’’6,.+ #’9,)6,(,"? )C %,*6 59-.(),;’*-.+=9; （!"#$%&’()%*$+, -"#.$/(,( -"#.$/(,(）,.

T-?-.+!’ W-"=9’ Q’;’9O’，U=,V!)=& F("- >!’9,)*)+,(- E,.,(-，2331，21（B）：B3B 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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