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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量山是黑长臂猿景东亚种的唯一分布区，现栖息着 5? 群 9$$ 余只黑长臂猿。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动物，通过

对无量山西坡大寨子地区 !9$ 个样方的调查，分析了随海拔梯度升高，黑长臂猿栖息地植被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和结构的变化情

况。共记录乔木 ### 种，隶属于 66 科；木质藤本 !6 种，隶属于 #? 科。其中优势科主要有樟科（*BMIB3GBG）、木兰科（VBFD01CB3GBG）、

壳斗科（[BFB3GBG）、山茶科（’EGB3GBG）和杜鹃花科（(IC3B3GBG）。根据不同海拔乔木层物种组成的差异，该区可划分为半湿润常

绿阔叶林（!#$$ @ !6$$A）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8$$ @ !:$$A）两种植被类型。多样性指数（-EBDD0D=>CGDGI 指数）随海拔升

高在两种植被类型中均呈下降趋势；均匀度指数（ZCG10M 指数）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呈下降趋势，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无

明显变化。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阳坡的乔木物种多样性低于阴坡；而阳坡物种多样性在两种植被类型间差异显著。随着海拔

的升高，乔木层的平均高度和上层乔木（!层）的比例均逐渐降低，但下层乔木却呈上升趋势。: 种优势乔木树种的种群年龄结

构分析表明，该区植被的乔木层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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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H-5,"-"）植被不仅是灵长类（M0,:-"’）动物活动和栖息的场所，同时也为它们提供着主要的食物

资源，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行为和生存。有研究表明，栖息地植被的组成和结构与灵长类动物的生物量［=］、食

性［<，;］、时间分配［I］、栖息地选择倾向［N］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联系；而灵长类动物又是重要的种子散布者，它

们散布种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栖息地中植物种群的分布具有着重要的影响［J，O］。灵长类动物栖息地植被的

研究不仅可以说明该生态系统的功能状态，同时也可以对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因而具有

重要的意义。

长臂猿（H2*)5-",4/）主要栖息于东南亚热带雨林、季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为典型树栖小型猿类，

具领域性，营家庭式小群体生活［>］。在我国现有 N 种，其中黑长臂猿（!"#$%&’% &"(&")"*）是主要分布于我国

（云南）的一种长臂猿，在国外仅越南北部、老挝西部局部地区有少量分布［P，=G］。本文以云南省景东县无量山

黑长臂猿栖息地为研究对象，着重对栖息地植被乔木层的组成、结构和动态进行调查研究，并讨论了其可能对

黑长臂猿行为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 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 )* 自然概况

无量山位于我国云南省中南部（约东经 =GGQ<NR至 =GGQN;R，北纬 <IQGR至 <IQINR），呈南北走向，全长约

>N6: 。无量山是云南高原植物种类较丰富的地区，迄今为止共计种子植物 <GP 科，<NOI 种。植被类型由低

海拔到高海拔依次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和山顶苔藓矮林，与其复杂多

样的自然环境条件相适应，属我国西部半湿润亚热带南部的山地垂直带谱类型［==］。

研究地点位于景东县景福乡岔河村大寨子（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S：<OQ;<R，C：POQ=<R），地处无

量山西坡南段，年平均降雨量在 =GPO ::，平均温度为 =>& ; T，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研究区域在一群

进行长期行为生态观察的黑长臂猿（O 只）的家域内，面积在 =GG !:<以上，海拔落差达 OGG :（=PNG U <JNG :）

（图 =）。

)& +* 研究方法

)& +& )* 样方设置和调查内容

取样面积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关键，当植被结构比较复杂时，常常需要较大的取样面积［=;］。踏查工作表

明研究区域地形变化多样，不同海拔间植被结构差异很大，小面积的取样无法反映出整个栖息地的植被情况。

因此，根据海拔梯度变化，采用样带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区域进行调查，即海拔每升高 =GG : 设置一条

宽 <G : 的样带横跨整个栖息地，在样带中以 <G : V <G : 的样方为记录单位进行调查。共设置 J 条样带

（<=GG U <JGG :），统计样方 <NG 个，面积为 =GGGGG :<，约占研究地面积的 =GW。由于栖息地形状不规则和地

;GGIX =G 期 X X X 田长城X 等：云南中部无量山黑长臂猿栖息地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和结构特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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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无量山研究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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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复杂等原因，根据实地情况具体调整了不同海拔的样方个数（表 /）。

表 !" 研究区域不同海拔样地的基本概况

#$%&’ !" ($)*&’ *&+, -.$/$-,’/0 $, 1233’/’4, $&,2,51’ +3 ,.’ 0,516 $/’$

海 拔

;2<&
（=）

样方数

>)& )3
#*)"4

面 积

;8’-
（=?）

平均树高

@’,+!"
（=）

基盖度

A)B’8&
（=? $ !=?）

密度

C’.4,"7
（,.6& $ !=?）

坡度

D*)#’
（E）

郁蔽度

D!-6’
（F ）

?/GG /H ?G I ?G /J& JJ KG& ?/ LMK& NO H/& KH MK& L/
??GG ON ?G I ?G /O& GL J?& J/ LJ?& OK ON& HN M?& HK
?LGG JG ?G I ?G /?& MM MJ& OM O/K& LH K/& KG JJ& LN
?OGG KK ?G I ?G /L& ?/ MH& HN KO/& LH OL& N/ JK& M?
?KGG OK ?G I ?G //& HG HN& GN ONK& GG LN& LL HM& KH
?HGG /K ?G I ?G //& KK HM& LN H/K& GG OG& LL JJ& LL

乔木层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其在生境空间上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落结构特征的空间异质

性；同时，黑长臂猿是一种树栖类动物，乔木层的树冠是其活动和觅食的主要场所。因此，调查以乔木层物种

和附着于高大乔木的木质藤本为研究对象。调查中，首先利用 PQD 和海拔表确定海拔高度，设置样带和样

方；记录样方的海拔、坡度、坡向、坡位和郁蔽度；对胸径 R K(= 的乔木个体，记录其种类名称或编号，并采集

凭证标本，然后准确测定其胸径、基径、树高和干高；木质藤本则主要记录种类名称或编号。利用激光测高仪

测量树高。

!& 7& 7" ! 多样性测度方法

乔木层物种的重要值以该物种的相对胸高断面积来表示，计算公式如下［/O，/K］：

!" S 某乔木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 某样方所有乔木种胸高断面积总和

D!-..).T:,’.’8 指数 #$ % &%
’

( % /
)( *.)(

Q,’*)5 指数 * S #$ $ 2.+
), 为第 ( 种的重要值（!"），+ 为样方中乔木出现的物种数，即丰富度指数。

!& 7& 8" 优势乔木的年龄结构分析

利用乔木胸径替代年龄，对优势种群进行龄级结构分析。

数据由 D#44//& G 统计分析。

OGGO 0 生0 态0 学0 报0 0 0 ?J 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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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 物种组成及其不同海拔间的分布

!& #& #" 物种组成

/ / 调查中，共记录木本植物 012 种，隶属于 30 科；其中乔木 000 种，11 科；木质藤本和灌木 41 种，05 科。优

势科 有 樟 科 （6-78-(’-’）、山 茶 科 （9!’-(’-’）、壳 斗 科 （:-+-(’-’）、杜 鹃 花 科 （;8,(-(’-’）和 木 兰 科

（<-+.)*,-(’-’），它们不仅代表了无量山地区常绿阔叶林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又是存在度较大的几个古老

木本多型科，在无量山的区系建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00］。这些科物种繁多，如樟科的刀把木（!"##$%&%’#
("))&*(&+&",-*）、红 叶 木 姜 子 （."*)-$ +’/-*0-#*）、香 叶 树 （."#,-+$ 0&%%’#"*）等；山 茶 科 的 滇 山 茶 （!$%-11"$
+-)"0’1$)$）、落瓣油茶（!$%-11"$ 2"**"）、岗柃（3’+4$ 5+&66""）等；壳斗科的峨嵋栲（!$*)$#&(*"* (1$)4$0$#)7$）、刺栲

（!$*)$#&(*"* 74*)+"8）、滇青冈（!401&/$1$#&(*"* 51$’0&",-*）、元江栲（!$*)$#&(*"* &+)7$0$#)7$）、银叶栲（!$*)$#&(*"*
$+54+&(7411$）、滇石栎（.")7&0$+(’* ,-$1/$)’*）等；木兰科的多花含笑（9"07-1"$ 61&+"/’#,$）、红花木莲（9$#51"-)"$
"#*"5#"*）等。

此外，在特定海拔梯度上存在着一些优势度较大的单型科，如金缕梅科 （=->->’*,?-(’-’）的马蹄荷

（38/’021$#,"$ (&(’1#-$）、桦木科 （@’"7*-(’-’）的旱冬瓜 （:1#’* #-($1-#*"*）等。藤 本 植 物 主 要 有 五 味 子 科

（A(!,B-.?8-(’-’）、卫矛科（C’*-B"8-(’-’）、葡萄科（D,"-(’-’）、猕猴桃科（E(",.,?,-(’-’）、菝葜科（A>,*-(-(’-’）

等，多为一些大型木质藤本，分布较为广泛。

!& #& !" 不同海拔的物种组成

不同海拔梯度群落间物种的相异性，不仅反映了群落间环境的异质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种

的适应性［01］。由表 4 可以看出：不同海拔梯度上优势物种组成的差异性很大，旱冬瓜（44FF G 41FF>）和马蹄

荷（42FF>）在特定海拔上优势度显著，据观察，这两种植物的叶、芽是黑长臂猿的重要食物类型。40FF> 和

43FF> 海拔梯度上，主要以壳斗科的石栎和栲为主；而 4HFF> 海拔梯度上则主要以杜鹃花科为主。此外，木

荷属（;07"%$）和米饭花属（.4&#"$）的分布比较广泛，且优势度较高，在该区植被乔木组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表 !" 不同海拔上优势科、属和种的重要值

$%&’( !" )*+,-.%/. 0%’1( ,2 2%*3’3(4，5(/(-% %/6 4+(73(4 %. 6322(-(/. %’.3.16(4

40FF >

科 :->,*,’B 属 I’.’8- 种 A#’(,’B

44FF >

科 :->,*,’B 属 I’.’8- 种 A#’(,’B
樟科 1& FF
6-78-(’-’

石栎属 4< 4H
.")7&0$+(’*

滇石栎 0< 3F
.< ,-$1/$)’*

桦木科 01< FH
@’"7*-(’-’

桤木属 J< 14
:1#’*

旱冬瓜 J< 14
:< #-($1-#*"*

壳斗科 4< 25
:-+-(’-’

木荷属 0< 22
;07"%$

银木荷 0< 03
;< $+5-#)-$

樟科 H< FH
6-78-(’-’

木荷属 1< 3F
;07"%$

糙皮桦 4< 54
=-)’1$ 1’%"#"6-+$

山茶科 4< F5
9!’-(’-’

桤木属 F< JJ
:1#’*

旱冬瓜 F< JJ
:< #-($1-#*"*

壳斗科 3< FK
:-+-(’-’

米饭花属 4< J0
.4&#"$

滇南木姜子 4< F2
.$’+’* 5$++-))""

41FF >

科 :->,*,’B 属 I’.’8- 种 A#’(,’B

42FF >

科 :->,*,’B 属 I’.’8- 种 A#’(,’B
桦木科 02< KK
@’"7*-(’-’

桤木属 00< F2
:1#’*

旱冬瓜 00< F2
:< #-($1-#*"*

壳斗科 04< 1H
:-+-(’-’

马蹄荷属 K< 4F
38/’021$#,"$

马蹄荷 K< 4F
3< (&(’1#-$

壳斗科 04< 50
:-+-(’-’

米饭花属 K< 12
.4&#"$

团叶米饭花 3< 00
.< ,&4&#-#*"*

山茶科 5< 2J
9!’-(’-’

栲属 3< K0
!$*)$#&(*"*

舟柄茶 4< 5F
;)’$+)"$ ()-+&(-)"&1$)$

杜鹃花科 J< 15
;8,(-(’-’

石栎属 K< 12
.")7&0$+(’*

马蹄荷 1< 23
3< (&(’1#-$

金缕梅科 K< 4F
=->->’*,?-(’-’

石栎属 2< F4
.")7&0$+(’*

瑞丽山龙眼 4< 2H
>-1"0"$ *7?-1"-#*"*

43FF >

科 :->,*,’B 属 I’.’8- 种 A#’(,’B

4HFF >

科 :->,*,’B 属 I’.’8- 种 A#’(,’B
壳斗科 04& 1H
:-+-(’-’

栲属 K< 4F
!$*)$#&(*"*

元江栲 H< 23
!< &+)7$0$#)7$

杜鹃花科 3< K1
;8,(-(’-’

米饭花属 2< FH
.4&#"$

米饭花 1< FH
.< &@$1"6&1"$

山茶科 H< 4H
9!’-(’-’

石栎属 3< 0H
.")7&0$+(’*

硬叶石栎 1< 55
.< ($074(7411’*

壳斗科 4< 1J
:-+-(’-’

石栎属 4< 02
.")7&0$+(’*

硬叶石栎 0< 52
.< ($074(7411’*

杜鹃花科 3< 0K
;8,(-(’-’

木属 4< K3
;07"%$

米饭荷花 4< 0H
.< &@$1"6&1"$

山茶科 0< J4
9!’-(’-’

杜鹃花属 0< HK
A7,&,-#,+&#

露珠杜鹃 F< 3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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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和结构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 !& # ! 多样性

在森林群落中，乔木层是决定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因素［/0］。采用 1!-..).23,’.’4 指数（!）和 5,’*)6 指数

（"）测度随海拔升高乔木层多样性的梯度变化情况（图 7，图 8）。由图 7，图 8 可见，从整体上说，7/99 : 7899
; 海拔上乔木层树种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比 7<99 : 7099 ; 海拔低。按无量山垂直带植被类型进行划分，该地

区 7/99 : 7899 ; 海拔的植被属于半湿润常绿阔叶林，7<99 : 7099 ; 则属于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半湿润常

绿阔叶林具有一些偏干的特征，树种组成比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简单［/=］，因此多样性指数也相对较低。此

外，两种植被类型中多样性指数分别随海拔升高而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均匀度指数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呈

下降趋势，在中山常绿阔叶林中无明显变化。由此可见，在无量山地区，植被类型是决定物种多样性的主导因

子，而在相同植被类型中，海拔等地形因子又起着进一步的再修饰作用。

图 7> 不同海拔梯度上乔木群落的多样性数

?,+& 7> @,A’4B,"C ,.D’E )F "4’’ ();;6.,"C -" D,FF’4’." -*","6D’B

图 8> 不同海拔梯度上乔木群落的均匀度指数

?,+& 8> GA’..’BB ,.D’E )F "4’’ ();;6.,"C -" D,FF’4’." -*","6D’B

图 <> 不同海拔上阴、阳坡乔木层物种多样性

> ?,+& < > @,A’4B,"C )F "4’’ *-C’4 ). 1!-DC，16..C B*)#’ -" D,FF’4’."

-*","6D’B>

值得注意的是，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在 7899; 和 7<99; 海拔梯度间差异十分显著（! 值 # H
I <J K=0，$ L 9& 9/；" 值 # H I 8& 7/8，$ L 9& 9/）。7899; 海拔梯度上，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均达到最小值，并

且变化幅度很大。实地调查发现 7899 ; 海拔上存在一些斑块化的近纯林样方，这些样方多由 7 : 8 种乔木组

成，其中一种乔木的优势度很大，从而形成以该乔木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近纯林群落，例如米饭花林、旱冬瓜林

等。而在 7<99 ; 海拔梯度上，物种的丰富度相对较高，且分布相对均匀，呈现出两种植被类型间的过渡状态。

!& !& !" 坡向对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沿海拔梯度，木本植物有比草本植物更为明确的分布格局，因此研究木本植物多样性沿海拔

梯度的分布格局，有助于探讨生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分

布格局的一般规律。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其他因子（如

坡度、坡向），对海拔梯度框定 的 水 热 因 子 进 行 的 再

修饰［/M］。

图 < 可见，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坡向对乔木层物种

多样性的影响。低海拔（7/99 : 7899;）阳坡乔木的物

种多样性显著小于阴坡（# H I 8& <98，$ L 9& 9/），而在高

海拔（7<99 : 7099;）样地中，阴阳坡乔木层物种多样性

的差异却不显著（# H /& 009，$ N 9& 9/）；同时阳坡乔木层

物种多样性在高、低海拔间差异十分显著（# H I 0J O9O，

$ L 9& 9/），而阴坡物种多样性的差异显著性则不明显

（# H I 7& <90，$ N 9& 9/）。这是因为地形特征是一个多

维变量，包括海拔、坡度、坡向等；每一维对光、热、水、土

099< > 生> 态> 学> 报> > > 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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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养分的影响各有侧重，在地形的某一特征维度上，其它特征维度对植被格局的影响强度可能会发生不同的

梯度变化［/0］。

!& !& "# 乔木层垂直结构

分析表明，研究地中乔木层高度与海拔高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1 2 3& 445，" 6 3& 35），这种变化趋势与乔

木亚层的组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区乔木分层现象明显，大多林分都由 7 8 9 个乔木亚层组成。上层乔木主

要由木荷、马蹄荷、舟柄茶、石栎属、红花木莲（#$%&’()*($ (%+(&%(+）和一些樟科物种组成，高度多在 :3; 以上；

下层乔木的高度在 7 8 /3; 间，主要由杜鹃花科和山茶科的多种物种组成；还有一些乔木物种的高度介于以

上两层之间，属于中层乔木，如旱冬瓜、瑞丽山龙眼（,)’(-($ +./)’()%+(+）、多花含笑（#(-.)’($ 0’1!(23%4$）等。

图 5< 不同海拔梯度上乔木亚层所占比例

=,+& 5< >’?(’." )@ "?’’ ABCD*-E’?A -" F,@@’?’." -*","BF’A

根据实际情况，按高度从高到低将该地区乔木层分

为 7 个亚层：乔木!层（G :3 ;）；乔木"层（/3 8 :3;）；

乔木#层（6 /3 ;），并分析了不同海拔各乔木亚层所

占比例的情况。从图 5 可见，随着海拔的升高，乔木!
层在整个乔木层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小（! 1 2 3& 030，

" 6 3& 35），原因是海拔梯变化造成的水热因子变化，以

及物种对于环境的适应性。低海拔光线不足，而温度相

对较高，为了争取阳光，多为一些高大乔木；高海拔地

区，光线不再是限制乔木生长的主导因子，同时温度较

低，所以乔木!层所占的比例相对变小。乔木#层占整

个乔木层的比例与海拔高度呈现一种正相关趋势（! 1
3& 459，" 6 3& 35），这种趋势可能与乔木!层所占比例有

一定关系。而乔木"层在不同海拔所占比例的变化不明显（! 1 3& H75，" G 3& 35），这是因为它们除了受到周围

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乔木!、#层在阳光、水分方面对它们的竞争作用。

!& "# 优势种群的动态

种群是物种在自然界存在的基本单位，又是生物群落的基本组成单位。种群（特别是优势种）的年龄结

构，直接关系着其本身及其所在群落的发展趋势，是种群及其所在群落的动态趋势的主要指标。测定种群的

年龄结构，可以分析它的自然动态，推知它及其所在群落的历史，预测它们的未来。利用胸径替代年龄，对研

究区域中各乔木亚层中优势种群的年龄结构进行分析。舟柄茶和马蹄荷属于乔木!层（上层）的优势种；瑞

丽山龙眼和旱冬瓜属于乔木"层（中层）的优势种；露珠杜鹃（5.1414)%4!1% (!!1!$*36）和米饭花种群属于乔木

#层（下层）中的优势种（图 H）。H 种优势种群年龄结构的分析表明，乔木!层中的两个优势种群呈现为稳定

型结构，即中龄个体较多，老龄个体和幼龄个体相对较少；而乔木"层和乔木#层的四种优势种群则表现为增

长型结构，即幼龄个体较多，老龄个体较少。因此整个乔木层结构处于一种稳定的增长阶段，这对于黑长臂猿

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 讨论

"& $# 栖息地植被物种与黑长臂猿食物组成的关系

灵长类动物多以栖息地中的植物为主要食物，并且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有研究表明，长臂猿是果食性灵

长类动物，黄色、松软多汁和果皮薄的植物果实是其理想的食物类型［/］。因此，栖息地植被乔木层及附着其

上的木质藤本的物种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黑长臂猿的可利用食物量。黑长臂猿因栖息于海拔和纬度相

对较高的地区，且其分布区明显分旱、雨季，在特定时期内，其栖息地明显表现为较寒冷的冬季（如：降雪、最

低气温可降至零下 7 8 9I等），食物资源（特别是果实）的可得性因而也受到季节的影响。此外，果实性食物

在一年中分配很不均衡，在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秋末D冬初），有 /3 余种果实同时出现，但在食物匮乏季节（7
8 9 月份），整个栖息地仅可提供 / 8 : 种果实性食物，如：七小叶崖爬藤、五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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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 种优势物种的年龄结构

1,+& /0 2+’ 3"45("54’3 )6 3,7 8)9,.-." 3#’(,’3

据对研究地点黑长臂猿食性的观察，一年中可供其取食的果实性食物有 :; 余种。水东哥（!"#$"#%"
&$%’&()"）、大叶藤黄（*"$+%,%" -",&./+.(0#’）、森林榕（1%+#’ ,2$%%3/)%"）、瑞丽山龙眼（45 ’.62)%2,’%’）等乔木的果

实虽然是黑长臂猿理想的食物类型，但这些物种优势度相对较小且仅分布在一定海拔区间内。研究区域的乔

木层主要以樟科、木兰科、山茶科、壳斗科和杜鹃花科为主，这些科的植物提供给黑长臂猿的食物类型多为叶、

嫩芽或花等，其营养成分比果实要低得多［<;］，但这些物种多为常绿植物，所以很可能是黑长臂猿生存的“关键

性资源”，即当食物缺乏时，这些植物充当黑长臂猿生存必需的食物资源［<=］，如：西南桦。在果实性食物较为

贫乏的春季，黑长臂猿取食嫩叶、嫩芽及叶的时间接近取食果实的 > 倍［<<］。此外，栖息地中藤本植物（如五味

子科、猕猴桃科、菝葜科等）的分布十分广泛，其果实多为黑长臂猿理想的食物类型，在无量山地区可能是黑

长臂猿的重要食物组分。

!& "# 栖息地植被乔木层结构对黑长臂猿行为的影响

作为典型树栖性、领域性的灵长类动物，在无量山黑长臂猿栖息地地中，乔木层结构的多样性为黑长臂猿

的活动（鸣叫、觅食、取食、移动、休息、玩耍）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尽管乔木层结构受到海拔、坡向、坡度等因

素的影响，但其微生境林分的高度还是多呈现出连续的、渐进的变化趋势。研究区域中，乔木层高度和亚层比

例随海拔的升高呈现出规律性变化，这些变化对黑长臂猿的行为都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在不

?;;> 0 生0 态0 学0 报0 0 0 <@ 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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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度的乔木上，灵长类动物的活动内容有着显著的差异，如雌性赤猴（!"#$%"&’()*+ ,-$-+）在较高的树上更多

的是进行扫视、警戒（/0 $），而觅食的时间仅占 12 $，此外记录还发现赤猴发出的警戒鸣叫都是在较高的

树上［3］。

!& !" 栖息地植被的保护

据统计，拥有灵长类动物的国家每年要失去 143 1/5674的森林，从而导致每年有 84 555 555 只灵长类动

物的消失；与此同时，灵长类动物还受到森林退化的影响，尤其是树木砍伐、火灾和人为捕猎等［41］；栖息地片

断化和孤立化对灵长类动物的生存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影响［48］。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动物，对原始森林植被

有严格的的依赖性，无量山是黑长臂猿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对其植被多样性的保护直接关系着黑长臂猿的生

存和发展。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仍存在着一定的砍伐该地区黑长臂猿栖息地周边森林及其放牧的现象，这

将影响到黑长臂猿栖息地森林植被的稳定性和自然更新，限制了黑长臂猿的活动范围与种群的增长与栖息范

围的扩张，因此，加强该地区栖息地森林植被的有效保护对黑长臂猿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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