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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了云南省础睹自然保护区由的白颠长臂猿 (HyIobates comcolor leucosenys)垒 年 的 

觅食情况亚食谱．长臂猿喜食植物的果，其敬抒射为叶，嫩枝叶和花，偶食小型动物．植 韧 性 食 蛔 占 

目8．6O 其中每天采食果、叶，花和嫩杖、 叶的时间升剐占 觅 食 对 】可的 38．63 、 35．让 4．B 

17．29 ，动韧性食物占6．4O ，每天捕食动物性食物的时同占觅食时间的3．89 ，主要捕食昆虫． 

关■饲：白辑长臂猿，觅食括动，植唧性食物，动物性食物． 

自颊长臂 (Hylqbates concolor Ieucogenys)在野生状况下的食性及觅食情况国内尚缺 

专题报道。1984年3月．~-1988年2月，我们在云南省勐腊自然保护区内的补崩 景飘、金竹林 

和龙门四个地区，对野生自颊长臂猿全年食性及觅食活动进行了观察 ，现将结果做如下报道。 

一

、 生境概况 

勐腊 自然保护区(东经 101。15 --t 01。55 ，北纬 21。O8—22。00 )属热带季风气候，有明 

显的雨季 (5一l O月)和旱季(11一翌年4月)。年均温为20．9℃，平均海拔1244米，年均降水量为 

1550。8毫米。 

白颊长臂猿生境的主要植被类型为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栋。热带雨林中的湿润雨林和沟 

谷雨林是自颊长臂猿最典型的觅食漪动场所。生境内主要植物种类有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榕树(Ficus spp．)、大叶红光树(Knema mr加rgceg)、滇榄 (Cancarium str- 

ictum)、牛拴藤(Cannarus yunnanensis)和沙拉藤(Salacia po sperma)等 ”。自颊 长 臂 

猿营严格树栖生活，其运动、休息和觅食都在树上进行。生境内全年任何对候都有植物在开 

花、结果、落叶和发芽，为长臂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二、研究方法 

鉴于 白颊长臂猿的活动 范围较大 (前述四个地区内 4群长 臂 猿 的 平 均 活 动 范 围 为 

5．4km。)，对其觅食活动的观察我们采取 以下步骤：首先用路线统计及 跟踪观察得到的数据 

测出长臂猿的活动 区域、日常活动路线和活动规律。如较固定的鸣叫点，夜栖点和随季节变 

化但相对稳定的觅食区域。然后选择观察时隐蔽条件好 观察距离近的观察点，对长臂猿的 

觅食 活动和觅食内容进行计时统计和观察。根据我们的测量，有效观察距离 (即肉眼能看清 

长臂猿的实体大小和觅食内容的距离)为6O一8O米以内 。每天看到长臂猿的时间定为实际 

观察时间，通过实际观察时间的累积来分析长臂猿每天的日活动时间的长短及觅食时间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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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情况。植物性食物种类的确定是根据肉眼或望远镜实际观察到长臂猿所食种类后采取标本 

鉴定得到的，因而均能定出植物的种名。而动物性食物的种类大多是从粪便分析得到的，因 

此只能得出食物的大概种类，如昆虫只能通过被消化后粪便中残存的翅来定出所属的目，或 

同目中的不同种，并以此定为一个食物种类。 

三、结 果 

t． 觅食活动 

对 白颊长臂猿的觅食活动和食性研究，我们主要以跟踪观察活动在金竹林和补崩的两群 

长臂猿(共9只)为主，对龙门和景飘两地的另外两群(共7只)进行了对照观察。 

自颊长臂猿旱季内每天通常在清晨06：30开始活动，至下午i 5：25左右停止活动，觅食时 
．  

问平均为5．i小时j雨季则通常在O6：O0开始活动，下午16：O0左右停止，觅食时问平均为5．6 

小时 。长臂猿不同月份每天的活动起止时问各有不同(图1)。根据我们94天对两群白颊长 

臂猿中成年猿每天的觅食计时观察发现，觅食的最高峰出现在清晨7：OO一8：O0这一时间内} · 

第二个觅食高峰在11：OO一12：OO；第三个觅食高峰出现在下午14：0O一1 5：O0之间 (图2)。长 

臂猿的觅食、运动和休息都是群体活动，觅食时个体间距离不超过70米，觅食高度在1O一25 

米左右，觅食期问不 鸣叫，个体 间也无打闹行为，群体在同一觅食地觅食 对 不 超 过 3O分 

钟“ 。成年猿和亚成年猿喜食果实，幼年猿则偏食叶和嫩枝叶。对较大型 的 果 实仅 食 其 

果肉，小型果则整个食尽或吞咽}对已开放的花仅放入嘴中咀嚼，然后吐出残渣。 这与D． 

J．Chivers(1973)的观察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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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瓶长 臂粮不 同月 毋 的活莉起止 时赫 

(每一点表示观察无羲-擞线表示平均数) 

Fig．【 St~ tlng and stopping times of activity in 

diffexent 1~010nth by丑 ．c．1 ∞ z唧 s 

(each dot represents oⅡe day．horizontal 

Iineg indicate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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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颊长臂藏(戚年)每无的觅食时闻丹百己 C 

Fig．Number of rain．0f feed g H．C． r『 
Ieucogenys(adult)in el曲 hour of day 

2． 食性分析 

白颊长臂猿全年以植物性 食 物 为 主 

食，兼食少量动物性食物。根据观察，可知所选食的植物种类甚为广泛，选食植物部位也因 

季节不同而有所差异(表1) 一 。植物性食物可分为叶 果 花和嫩枝叶 四 类 。 每 只 长 

臂猿在平均每天的觅食时问内采食这四种类型食物所花时间的比例见表2 。自颊长臂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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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白瓶长臂穰全年t性 
Table 1 The food consumed by H．c．~eueogeays l卫 the whole，e_r 

取食季节 取食季节 

食 钫 种 类 取 食都 丹 童 翱 种 类 取食 都 舟 雨季 旱季
- 雨季 旱季 

髯毛，、角枫(Atan#um 十，搬植叶 +++ + 麻藤(Gnetum H忉Ht胛Inmd 叶，果 ： 登果五层尤(SaIaeia 叶
， 果 ，嫩 

： 

+ 

+ 

anrantiea) 植 叶 

拉 藤(S．potysperma 果 

蹇丽集藏(LagesLroemla 叶，花 

vm “m ) 

多花 野牡丹 (M el0s幻 d 叶，果 

potyanthum) 

匝椿(Tooncl eiIta 叶，嫩枝叶 

着南波罗密(Artoca憎“s 果 

Iakoeho： 

尢青树 (F．teus aItL*sima 

丝毛垂叶椿(F ~nlamtmu) 果 

厚皮 椿 (F．eaI 托 叶 ，果 

歪叶椿 (F．cyrtop yZla) 果 

料叶 椿 (F．tfnetorio 叶 ，果 

吼吹抽 (Ho~ 'ietdia gtabra) 果 

攀叶风嗷楠(日．pallduraIol；d) 果 

淮南风 啦精(日 ．tetratepaIa) 叶 

瓠眯紫 金牛(Ardis~a 叶 ，果 

orboresc∞ s 

拿弗紫垒牛(A．eorymbi~ d) 叶 

圆果 牵(A．depressa) 叶，果 

扭子果 (A．vfr∞ s 果 

滇黄鱼 牛(A．~**nnanensfs) 叶，果 ，嫩 

植叶 

多驻馥藤子(Embetia 叶，果 

oblon~ilolia) 

短梗鲮藤子(E．sessili! ra) 叶，花 

豳南李槐 (Lfnoeiera P r ) 叶 ，果 

植 花李槐 (L．rami,ftora) 花 

密 花植(Teyrapilus 果 ，花 

densiI rus) 

兜厝石料 (D endrob~um 叶 ，花 

ap~yttum) 

鼓锤石斛 (D． rysotoum ) 叶，果 

barbatum) 

：：

+ 

束花石辨(D．ehysanmurn) 叶，搬植叶 

八角枫 (̂ ．eh饥ensls) 

毛八 角枫(A．kurHi 叶，嫩技 +++ 

大果 人面子 (Dracontom elon ++ 

ngacra，purn ) 

林生芒果(Manglfera 叶 + 

= dt 0 

槟榔青 (Spond~as logoveasis) 果 + ++ 

毛叶峙南欧枣(S．p~nnata) 叶，果 ++ 

‘石 密 (̂ l 0Hs阳 mottls) 叶， 果 + + 

糖瞍树(AIstonfa scholar；s) 叶，花 ++ 

鹅掌柴(Sck盯flera 果 + 

oc∞ph Ik) 

密眯菇 掌柴(S． P “ sa) 果 + 

小萼革豆树(R记 ermacher~1 叶，果 ++ 

m rocalyx 

长果术 棉(Bombox nsignis) 叶， 皋，花 + + 

白植 (Canarlum d功 urn) 果 

乌 槐(C．pim ela) 果 

毒 橙(C．$Ogclum ) 叶， 嫩植叶 ++ 

红 果藤(Ce s打 s 叶， 果，花 ++ 

ptraieuIat~s) 

独耔 蕻(Mo~*ocelostrus 果 ++ 

m p m 0) 

绿 独籽藤 (M ．~irens) 果 + 

千 果榄仁 (TerminaIia 叶， 果 ++ + 

~ocarpa) 

野毛 柿(Dimp， 0s kakD 果 + 

云南 野柿 (D ．yttllnaneasfs) 叶， 果 ++ 

叶 杜英 (E~oeocarpus 果 ++ + 

a#euIat~s) 

滇南 牲英 (E．ai~sLro一 果 ++ 

一 yunn~ ensis) 

术 扔果(Baeeaurea∞ da 叶， 果 ++ 

重阳术(丑括ehoI~a fovmtico) 果 

土密树(丑rfdenfa tomen 叶，果 + 

杯斗栲(Castanopsis 果 草石舟}(D．eompaetum) 叶，嫩枝叶 

caIathi如rrnis) 莎术(Arenga~nnam) 叶 

鱼尾 葵 (Caryota oehIadra) 果 

董棕(C．vreus) 果 

无瓣枣 (Zfzyphno apaala) 果 

滇枣(Z．y“帆 d ∞ s 果 

印度 栲 (C．Indaca) 果 

【+ 

+ 

缄 毛番 尤跟 tPometla 皋，花 

I 

瑁公枵 (C．m egonaensis) 果 I + 
I 

燕摹持tC．trib fdes) 果 

云树(Gareinia eowa 叶，嫩枝叶 十+ 

太叶藤黄(G．tfnCtOria) 叶 + 

蕈I霄术(Flaeourtia morttona 暴 tom a)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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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寰1 

取食季节 

食 物 种 类 取食部分 雨季 旱季 

内宴树~Sarcosperma 叶，嫩枝叶 I + 
a 0re“ I) 

趣 子树 tn e椰 per n 叶 + 

aceriIoliⅫ ) 

窄叶半枫荷(P．1a c棚 lf“) 叶，粜 ++ 

值苹果 (mStcrcui~ia 卧 ++ 

la cea町olfa) 

(Grew [a spp．) 果 + 

(Vitex spp．) 果 

显 孔崖爬蘼 (T科rd$tfgm 叶， 撤枝叶 + ++ 

enHc atum) 

唐担尊 tT．pZonicautum) 叶， 花 + + 

裹 2 白婉长臂猿采★不同食物类墨的 

觅食时i耳比较 
Tab]e 2 Comparison。f the feeding tiⅡe of 

white-chvek gibbon in each day devoted 

to 鼬 c cla．~S 0ffood 

食钎类型 雨季 旱季 平均数 

果 124 38．d3 

叶 1l4 35．52 

花 15 4·d7 

撤 枝 叶 55．5 1 _2g 

动钎性食物 12．5 3-89 

总 计 32l J 1o。．O0 

食果实，其次是植物的叶，喜食程度与其 

生境内植物的花、果期相关。每年的 1— 

4月和8，l1月内食果较多，而5—6月和 9 
— 1O月内食叶较多 。从粪便分析来看， 

长臂猿的主要动物性食物为昆虫的成虫， 

而且多为半翅目和鞘翅 目昆虫，偶尔也观 

察到捕食鳞翅耳昆虫。在对自颊长臂猿的 

整个观察过程中，仅有 6次食鸟蛋的记录 

(共 9枚)。动物性食物种类(8种)占整个 

食物种类(125种)的6．4 (表3) 。从觅 ‘ 

食时间来看，捕食动物性食物平均占每天 

觅食时间的3．89 ，而且多在每天的中午 
● 

进行。 

寰 5 白瓶长■猿觅食不同食物类墨种类赣量的址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uumber of the food category 

of~vbite。cheek gibbon 

食唧类型 数量(种致) 

植 集 40．8O 
惰 
性 叶 35．20 

食 花 8．00 g3．60 

物 嫩拉 叶 9
．
80 

琦 半 翅 目昆虫 2 1．d0 

蛔 鞘翅 目昆虫 3 2
．40 性 

食 鳞翅目昆虫 1 0．80 d．40 

物 鸟 蛋 2 1
．
90 

总 计 

● 

从观察和统计可 以看出，白颊长臂猿食谱广泛，并非绝对素食， 与 其 它 灵 长 类 动 物 ●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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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ECOLOGY OF THE W HITE—CHEEK GIBBON 

(HYLOBATES CONCOLOR LEUCOGENYS) 

Hu Yu Xu Hongwei Yang Dehua 

(Y“B“an Nnt n0‘Laboratory Pr~remtc Cezater) 

The papeY presents the feeding and the food category of the white—cheek gibbon 

(H．c．~ucogenys)in the whole year in Meng La Natmal Conservation Area， Yunnan 

Province．White-cheek gibbons prefer extremely selective fruiJs，and nextly leaves， 

young shoots and leaves， flowers， and only occasionaRy some small animals． The 

plant materials account for 93．60％．The ratio of the feeding time in each day among 

fluits， leaves，flowcm，young shoo~ and leaves and animals are 38．63 ， 35．52 ， 

4．67％。17．29％ and 3．89 The animals materials aocount for 6．40％ and mainly 

compose of insects． 

Key wo rd s,white—cheek gibbon，feeding activity，plants food，animal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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