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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院 毛乌素沙地南缘沙丘的生物结皮要要要生物土壤结皮广泛分布于干旱和半干旱区袁它的形成和发育对荒漠生态系统

生态修复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遥 组成生物结皮的藻类尧苔藓和地衣是常见的先锋植物袁它们不仅能在严重干旱缺

水尧营养贫瘠恶劣的环境中生长尧繁殖袁并且能通过其代谢方式影响并改变环境遥 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袁生物结皮

表面的凝结水显著大于裸沙遥 研究表明袁凝结水是除降雨之外最重要的水分来源之一袁在水分极度匮乏的荒漠生态

系统袁它对荒漠生态系统结构尧功能和过程的维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遥
彩图及图说提供院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耘鄄皂葬蚤造院 糟蚤贼藻泽援糟澡藻灶躁憎岳 员远猿援糟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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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灵长类性打搅行为研究进展

杨　 斌１，王程亮１，纪维红３，赵海涛１，王开锋１，郭松涛２，齐晓光２，李保国１，２，∗

（１．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 ２．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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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打搅行为是指非人灵长类社群内非交配个体对正在发生性行为个体的干扰行为，该行为在非人灵长类中普遍存在，通
过综述目前已知的 ３６ 种非灵长类的性打搅行为的报道，探讨性打搅行为的功能和意义。 性打搅行为具有更高度的种间和种内

差异，种间的性打搅的方式不同、同时受到社会结构和婚配制度的影响；在种内受到性别、年龄、等级等因素的影响。 结合川金

丝猴性打搅的研究结果，从性打搅的类型、被打搅的反应、性打搅的功能以及相关假说等方面入手，对非人灵长类性打搅行为进

行系统总结，旨在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为生殖行为学研究者启发思路，推动本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非人灵长类；性打搅行为；性竞争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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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s or delays the mating, resulting in reduced reproductiv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pulant and thus increases her or his own
breeding effectiveness) .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exual interference is a selfish behavior to improve the protagonists own
interests, rather than revenge behavior suggested by early research. Disturbed individuals also produce counter strategies,
such as mating calls or active avoidance behavior. This sh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Sexual interfer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mating system,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frequency and low intensity in polygyny species, and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intensity in multimale鄄multifemale mating systems. Sexual interference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species, gender, age,
rank, genetic, physiologica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itua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inter鄄 and intra鄄species difference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exual interference in the Sichuan golden monkey and sexual interference behavior of non鄄
human primate species are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type of sexual interference, the response of interferers, the
function of sexual interference and related hypothe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es in China and ideas for further studies of reproductive behavior, and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non鄄human primates; sexual interference behavior; sexual鄄competition hypothesis

性打搅行为是指动物在交配时受到同种其它个体的干扰或攻击等影响,这些影响方式包括化学信息素、面部表情、声音行

为以及直接的身体攻击等行为[1] ;性打搅行为在无脊椎动物(如昆虫等)和脊椎动物(如鱼类、鸟等)中都普遍存在[2] ,并且在

36 灵长类物种中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3鄄6] 。 关于非人灵长类的性打搅行为研究,国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和 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一直是灵长类性行为的研究的热点[6鄄9] 。 国内关于非人灵长类性打搅行为的研究,在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和川金

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中展开,特别是在川金丝猴中得到深入的研究[10鄄11] 。 非人灵长类的性打搅行为早期研究仅停留在

描述这一行为的存在,没有足够的量化数据予以支持,研究者依据观察提出一些假说对这一行为进行解释[12] 。 随着研究的深

入,性打搅行为在更多的物种中得到深入的研究,通过量化数据,现有的假说得到验证,同时新的假说也得以提出。
性打搅行为在灵长类中普遍存在,是生殖行为学重要的研究热点[6, 12] 。 由于用来解释性打搅的理论和假说众说纷纭,不

成体系,阻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12] 。 鉴于此,本文总结已知的 36 种灵长类性打搅的研究进展[3, 12, 13鄄18] ,结合川金丝猴性打搅

的研究结果,从性打搅的类型、被打搅的反应、性打搅的功能以及相关假说等方面入手,对非人灵长类性打搅行为进行系统总

结,希望能藉此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为生殖行为学研究者启发思路,推动本领域的发展。
1摇 灵长类性打搅行为的定义及分类

性打搅行为是灵长类社群内非交配个体对正在发生性行为个体的干扰行为[19] 。 依据被打搅的性行为类型,以及性打搅行

为的方式和强度,性打搅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1摇 异性性打搅和同性性打搅

依据性行为所涉及个体的不同性别,可分为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20] 。 异性性行为是发生性行为的两个体性别不同,
而同性性行为是发生性行为的两个体性别相同,同样包括邀配、爬背等行为[20] 。 同性性行为(雌性和雌性、雄性和雄性)发生在

类人猿、旧大陆猴,尤其是叶猴类(Langurs)等物种中[6] ,涉及的年龄组不仅包括成年个体[21鄄22] ,也包括青年个体[23] 。 依据性行

为类型的不同,性打搅行为可分为异性性打搅和同性性打搅[8] 。 通常意义上的性打搅行为是指成年雄性和成年雌性的交配所

受到的性打搅行为[6] 。 随着生殖行为学领域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也在日本猕猴(Macaca fuscata)中发现同性性行为的受到打

搅,一般是由成年雄性发出,是雄性打断雌性同性恋而获得雌性的竞争策略[22] ,但在其它物种中的同性性打搅其功能和意义目

前仍不清楚[8] 。 因此,现阶段关于性打搅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异性性打搅行为的机理以及对其功能的验证[6] 。
1.2摇 性干扰和性打断

依据性打搅行为的强度,性打搅行为可分为:性干扰和性打断[6, 24] 。
1.2.1摇 性干扰摇 是指性打搅行为的方式和强度相对比较温和轻微,例如:趋近交配对、接触或轻拍交配个体[6] 。 由于这种性打

搅的强度比较低,因此一般不会导致交配个体的行为的中断或停止,即使在有性打搅的情况下,雄性通常仍然会继续骨盆推动

和射精。 性干扰者一般是成年雌性和未成年个体(青年猴和婴幼猴)。 例如,川金丝猴单元内的干扰者通常为成年雌性、青年

猴和幼猴,干扰方式有威胁声音、威胁性的注视、尖叫和轻拍等,通常不会直接导致交配终止。 类似的打搅方式在叶猴(Presbytis
entellus)、普通狨(Calltithrix jacchus)、赤猴(Erythrocebus patas)和猕猴(Macaca mulatta)等物种中存在[7, 10, 24鄄25](表 1)。
1.2.2摇 性打断摇 指打搅强度相对激烈,具有比较强的分裂性和攻击性的打搅方式,具体的行为有打斗、撕咬和用力拉扯等方

式,通常会导致交配行为的中断或停止。 这种方式的性打搅一般由成年雄性发出,尤其是高等级雄性。 例如,川金丝猴单元外

交配时成年雄性通常采用这种方式打搅,成年雄性(通常是单元外交配雌性所属家庭单元的雄性)会直接攻击、打斗、驱赶发生

4795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3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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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外交配的其它成年雄,通常导致交配的直接终止。 性打断也见于环尾狐猴(Lemur catta)、绿狒狒(Papio anubis)和倭黑猩猩

(Papio paniscus)等物种[6, 24](表 1)。
2摇 被性打搅的个体回应类型

交配个体受到其他个体的打搅后的反应,在不同物种或者同一物种(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等级和不同社会情境)都有差异,
大致有 4 种:

(1)无反应和继续摇 前者指被打搅者受到轻微的打搅而继续性行为;通常是受到比较温和的性干扰方式的打搅所作出的

反应。 例如,川金丝猴的成年雌性发生交配时,家庭单元(OMU)内其它非交配的成年雌性向交配的成年雄性发出威胁声音、报
警声音或邀配等打搅方式,类似的反应在狐猴、狨类等物种存在[7] 。 由于打搅方式多是非接触类型的干扰(89.3%, 100 / 112),
川金丝猴的成年雌性对打搅者的回应,大部分是忽略打搅继续交配 (71.4%, 80 / 112) [11] 。

(2)停止摇 是指被打搅的个体终止性行为而取食或者理毛;被打搅个体通常受到激烈的打搅所作出相应的反应。 例如,在
川金丝猴中发生单元外交配的成年雄性,受到其它成年雄性(通常是发生单元外交配的成年雌性所在家庭单元的成年雄性)的
攻击、驱赶等而停止交配,迅速逃跑(62.9%, 17 / 27) [11] 。 再如短尾猴(Macaca arctoides)的低等级的成年雄性交配时,受到高等

级的成年雄性的打搅而中断交配[7, 24] 。 长尾猴(Presbytis entellus)、日本猕猴等物种被打搅个体会做出这样的反应[8,40] 。
(3)攻击摇 是指被打搅的雌性或者雄性攻击打搅者[41] 。 川金丝猴的青年猴或婴猴发起打搅行为时,偶尔会受到被打搅成

年雌性的攻击。 川金丝猴的 112 次的成年雌性性打搅,仅 3 次被打搅的雌性攻击打搅者,且都是被打搅者的个体等级高于打搅

者的等级。 类似的结果在短尾猴发现,的高等级成年雄性会攻击低等级雄性的打搅[7] 。
(4)改变交配伙伴摇 是指被打搅者改变原来的交配对象,选择与打搅者交配,通常也是受到比较温和的性干扰方式的打搅

所作出的反应。 例如,在川金丝猴中,成年雌性主动邀配成年雄性时,单元内的另外一个成年雌性也发出邀配方式的打搅,该成

年雄性选择与打搅者交配(5.4%, 6 / 112)。 这种行为回应发生的比较少,目前明确给出一定量化数据的是川金丝猴和黑猩猩。
Nishida 观察到黑猩猩的 383 次的交配,受到 11 次(3%)成年雌性的性打搅,9 次导致交配的中断;其中有 3 次是成年雄性随后

与打搅的成年雌性交配[42] 。 这一行为反应,说明打搅者通过性打搅这种行为方式获得一定的交配机会。
3摇 影响灵长类性打搅行为的因素

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非人灵长类的性打搅行为具有更高度的种间和种内差异,受到物种、社会等级、繁殖状况、社会结

构等因素的影响[6, 12] 。
3.1摇 物种

性打搅频次、方式、强度在非人灵长类中呈现出高度的种间差异。 例如性打搅的频次在不同物种中的差异比较大,长尾猴

将近有 80%的交配受到性打搅[8] ,日本猕猴的交配受到 68%的性打搅[40] ,川金丝猴的雌性性打搅是 24.23% [10] ,而在黑猩猩

(Pan troglodytes)中的性打搅仅仅只有 2% [43] 。 在一些非人灵长类物种中还仅仅只有性打搅的描述,只有几个事件而已,还有

一些种类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发现性打搅行为[6] 。 造成非人灵长类的性打搅的方式和频次的差异与成年雄性的宽容度水平和

社会结构有关[44] 。 例如,原猴类(Prosimii)多数属于夜间活动和独居的灵长类社会结构,有关原猴类的性打搅行为的报道相对

较少[12] 。 相对的,多雄社会结构的环尾狐猴的性打搅却很常见[45] 。 群内个体之间的攻击关系对称的灵长类物种(如,日本猕

猴),性打搅行为普遍存在,因此性打搅频次较高。 而在一些攻击关系不对称的种类中(如,黑猩猩),性打搅很少,或者不存在,
因此性打搅频次比较低。 日本猕猴等的多雄多雌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单一水平结构的社会体系。 其性打搅与交配行为相关,
性打搅呈现出单一水平,群内成年雌性和雄性都有性打搅行为,性打搅行为表现为比较对称[6] 。 而在一雄多雌社会结构的川

金丝猴,处于多重社会结构[46] 。 在此社会结构下,川金丝猴的性打搅表现出多重水平,存在单元内和单元外性打搅的多重水

平[11] 。 在川金丝猴的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OMU)中,单元内的性打搅呈现出偏雌性的,是雌性性竞争的体现[10] 。 因此,非人

灵长类的性打搅与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有相关性。 纵览目前性打搅的研究,性打搅的频次和强度与其交配体制的存在直接关

系。 单配制的物种如普通狨,在交配季节时出现婚外交配行为,但是雄性是不能容忍其它雄性与其所属的雌性交配,因而发生

攻击等形式的性打搅(即性打断) [12] 。 由于婚外交配的频次很低,所以单配制物种的性打搅行为表现为一种低频次高强度的

特点。 一夫多妻制物种以川金丝猴为例,川金丝猴的性打搅和 OMU 内的雌性数量呈正相关[11] ,由于 OMU 内的雌性数量少于

多夫多妻制的雌性数,性竞争强度比较低。 因此单元内的性打搅表现为低频次低强度的特点,一般的性打搅方式是干扰。 川金

丝猴的成年雌性和成年雄性都扩大其生殖价值而发生单元外交配,而雄性是不能容忍家庭单元内的雄性与其它家庭单元的雄

性交配,因而发生攻击、驱赶等形式的打搅(即性打断) [11] 。 但是单元外交配的频次又很低,因此单元外的性打搅表现为低频次

高强度的特点。 以藏酋猴为例的多夫多妻制物种,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高等级和低等级的个体为争夺交配权而常常产生激烈

的竞争,性打搅也就表现出高频次高强度[12] 。 关于一妻多夫制物种的性打搅研究目前还没有报道。
3.2摇 季节性

在季节性却表现出“一致性冶,性打搅更多的发生在交配季节。 例如,野生川金丝猴的研究中,98.65%的性打搅发生在交配

季节,仅仅有 1.35%的性打搅发生在生殖季节。 类似的在半野生环境下的松鼠猴(Saimiri sciureus)和蜘蛛猴的成年雌性的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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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行为在交配季节显然是普遍的,在交配季节成年雌性更多的攻击交配的雄性,经常打搅交配行为[28] 。 很多非人灵长类的都

是严格的季节性繁殖的物种[46] ,当交配季节大量的成年雄性和成年雌性发生交配,并出现交配高峰,性打搅行为也随之增加。
在川金丝猴的研究中,发现当同一家庭单元(OMU)内的几个成年雌性同时进入发情期时,性打搅的频次将明显增加[47] 。
3.3摇 社会等级

性打搅者和被打搅者之间的社会等级,是影响性打搅行为的重要因素[7] 。 低等级雄性和雌性的性打搅行为很少能中断高

等级的个体的交配活动,而高等级的雄性的性打搅却能成功地中断低等级的雄性或雌性的交配活动[7] 。 这一观点在很多非人

灵长类物种中得到支持,例如,日本猕猴和猕猴中统治者或者高等级雄性经常打搅低等级雄性的交配(80%—90%) [16,29] ,而低

等级的雄性却很少打搅高等级雄性的交配,而且通常是无效的[16, 29] 。 短尾猴的第一顺位的成年雄性的 829 次的交配尽管受到

成年雌性和未成年个体的打搅,但是没有造成交配的中断[24] 。 而第二顺位的成年雄性却有 33%的交配被打断。 这也说明,高
等级个体能够减少其它个体的性打搅。 对川金丝猴的研究发现,高等级的成年雌性在受到低等级雌性的性打搅时,会追逐、驱
赶低等级的打搅者,而低等级的雌性却没有发现这一行为[11] 。
3.4摇 亲缘关系

打搅者和被打搅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例如,Niemeyer 关于一群野生短尾猴的成年雌性的性打搅

研究,分析了 14 个成年雌性的 450 次的性打搅行为,发现成年雌性特别倾向打搅与其有基因关系或者关系密切的雌性的交

配[7] 。 由于非人灵长类的亲缘关系在野外研究中难以完全掌握,而在未成年个体(婴幼猴和青年猴)和其母亲的亲缘关系容易

确定,所以未成年的个体的亲缘关系和性打搅行为的研究得到较深入研究[12] 。 非人灵长类的未成年个体虽然也打搅一些和它

没有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个体的交配,但是更多的打搅针对它们母亲的交配[12] 。 研究结果发现,川金丝猴的婴幼猴个体的性

打搅有明显的倾向,更多的选择打搅它们母亲的交配[11] 。 类似的结论在短尾猴、日本猕猴等物种发现,婴幼猴更喜欢打搅它们

的母亲或者雌性姐妹的交配[48] 。
4摇 灵长类性打搅假说

回顾非人灵长类的性打搅的研究结果,显示了性打搅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存在着种内和种间差异,因此为解释性打

搅的功能和意义就不能笼统简单的分析。 为了了解性打搅的直接和终极原因,解释这一行为的动机和功能,按照年龄性别组,
来进一步分析相关的假说。
4.1摇 成年雄性的性打搅

4.1.1摇 雄性竞争假说摇 是指成年雄性的性打搅反映了雄性减少其它个体的交配成功率,或者试图得到被打搅的雌性未来的交

配机会,为得到能够生育的成年雌性而展开的竞争[12] 。 秦岭金丝猴是同其它一雄多雌制叶猴类一样,都以一雄多雌单元作为

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所以单元内交配不存在雄性性打搅[11] 。 但是同时,秦岭金丝猴类似狮尾狒(Theropithecus gelada)、埃及

狒狒(Papio hamadryas)是属于重层社会结构的物种[49] 。 在交配季节,大量的单元间交配的出现,增加了雄性间的性竞争[11] 。
发生单元外交配的雌性,所属家庭单元的成年雄性发出攻击性的性打断方式的打搅,家庭单元内的其它成年雄性也会打搅[11] 。
而在短尾猴等非重层社会结构的物种,性打搅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性打搅和雄性的等级的研究。 高等级的成年雄性短尾猴能

够更有效的打断低等级成年雄性的交配,高等级的雄性的打搅能够缩短低等级个体的射精后的成对挨坐(Pair鄄sit),从而降低

低等级雄性的精子竞争和生殖成功率[24] 。 低等级的成年雄性单独个体的性打搅很少有效,但是数个低等级雄性的联合行动却

能打断或者延迟高等级雄性的交配,合作性打搅作为一种性竞争的策略[50] 。 尽管成年雌性猕猴和短尾猴的交配被打断以后,
发出打搅的成年雄性很少与该雌性交配;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雄性性打搅能够获得将来的交配机会而达到生殖成功[51] 。
4.1.2摇 社会纽带假说摇 是指打搅者试图通过打搅来与交配个体建立社会关系,实现潜在的联盟关系;或者成年雄性维护与被

打搅雌性的亲密关系[44] 。 该假说的提出是基于社会关系,例如藏酋猴在交配季节,成年雄性试图占有能够生育的成年雌性、并
对其进行交配守护,与该雌性建立社会纽带关系(Social鄄bond);当其它成年雄性与该雌性发生交配时,成年雄性是不能容忍他

们关系被打断而发起了性打搅行为[6] 。 猕猴等低等级的打搅者的打搅方向有时会直接攻击其它打搅者,而不是交配的成年雄

性,这种行为或许是低等级的打搅者试图与高等级的交配雄性联合的一种策略[12] 。 打搅者通过打搅和被打搅者试图维系和建

立雄性的生殖策略在整个生活史中随着年龄、社会地位不同等而发生转变,也会从其它个体获得支持,因而,性打搅作为一种生

殖策略也会发生转变[50] 。
4.2摇 成年雌性的性打搅

4.2.1摇 雌性竞争假说摇 这一假说的提出是基于群内高质量的精子数量是有限资源,因此会激起成年雌性对这一资源的竞争,
雌性通过打搅交配的方式限制其它雌性的生殖机会[52] 。 该假说认为,打搅者以降低被打搅者的交配成功率或者以被打搅者未

完成交配为代价,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12] 。 这个假说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的性竞争假说[12] 和间接的性竞争假

说[52] ,前者指打搅者减少了交配个体的生殖成功率而增加了自身的成功率;后者是指雌性借助性打搅获得交配雄性的注意力,
从而使得自己随后有可能与这个雄性交配。 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发情期的成年雌性表现出更普遍和激烈的性打搅,当几个雌性

同时进入发情期时,性竞争激烈而引发性打搅行为更加激烈[12, 53鄄55] 。 川金丝猴的性打搅研究支持这一假说,单元内的成年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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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会为单独的雄性而产生竞争,尤其是单元(OMU)内成年雌性数量多的时候会加剧这一竞争[11] 。 成年雌性的性打搅与家庭

单元(OMU)内的成年雌性和亚成年雌性的数量呈正相关[11] 。 怀孕的雌性相对没有怀孕的雌性在交配季节发出了更多的性打

搅,即成年雌性通过性打搅降低其它雌性生殖成功率而提高了自身的生殖成功率[11] 。 这无疑支持了雌性竞争假说。 因此,川
金丝猴的成年雌性性打搅是金丝猴偏性竞争的具体体现[10] 。 川金丝猴可以通过邀配方式的性打搅,获得被打搅雄性的交配。
在猕猴等雌性性打搅之后,也会发生性行为,这些是打搅者通过打搅直接获得了交配机会[19, 48, 56] 。
4.2.2摇 社会纽带假说摇 认为成年雌性的打搅是群内亲和关系的占有欲的一种表现,即为得到联盟或潜在联盟(高等级的个体)
而产生的竞争[5] 。 这一假说是基于短尾猴、长尾叶猴(Semnopithecus entellus)、赤猴和松鼠猴等物种提出,因为在这些灵长类种

群中,成年雌性是形成社会群体稳定、有凝聚力的核心[12] 。 成年雌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对成年雌性和成年雄性的关系更强更

持久,成年雄性可能是随后迁移进来或者是群内相对比较边缘的角色[42] 。 因此,当成年雌性交配时,与其关系亲密的成年雌性

担心其社会关系被打断而进行打搅[12] 。 但是,成年雌性性打搅的“占有关系冶解释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成年雌性性打搅并没

有在所有以雌性为种群稳定核心的物种报道[57] 。
4.2.3摇 资源限制假说摇 该假说指出对交配打搅的功能是限制对有限资源的竞争[12] 。 同时,这一假说暗示雌性通过性打搅影响

其它个体的后代数量,以减少与自己后代的资源竞争。 然而雌性的怀孕却不受打搅,因此雌性通过不同方式的性打搅,影响到

对手的雄性后代或者雌性后代的出生性比率[12] 。 这种行为体现出雌性对其它雌性的自私行为,通过性打搅而在将来的存活率

和生殖上得到回报[5] 。 类似的,Hrdy 也认为成年雌性的性打搅或许能够减少将来的环境资源竞争[52] 。 按照这一假说,性打搅

是一种能限制种群的增长的机制[8] 。 因此,雌性性打搅可能与种群的密度高有关[58] ,例如,Jay 研究的区域有一群种群密度低

的叶猴,种群比较稳定、也没有群外的成年雄性;成年的雌性性打搅没有发现。 与此相反,在 Abu 和 Dharwar 的种群密度高,种
群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群外存在大量的成年雄性;所有年龄和性别都会有性打搅[59鄄60] 。 这一研究结果似乎支持这一假说,要
验证这一假说就需要对种群的动态和生育的后代性别做长期监测,但是这在很多研究中仍然是不足的。
4.3摇 未成年个体的性打搅

4.3.1摇 母婴冲突假说摇 这一假说是基于母亲和后代为扩大自身的利益而产生的冲突[15] ,即母亲希望生殖更多的后代,而婴幼

猴希望得到更多的母亲照顾。 该假说指出婴幼猴为了获得更多的母亲抚育的利益,在其母亲交配时候会发生打搅,这样会减少

或推迟下一个同胞后代的出现,因为下一个同胞后代的出现会夺走母亲的注意力和照顾[15] 。 该假说在笼养的食蟹猴(M.
fascicularis)得到量化的验证,婴幼猴的性打搅和它们母亲的交配成正相关,婴幼猴的打搅能够降低母亲在随后的怀孕率;比起

其他成年雌性,婴幼猴更喜欢打搅他们母亲的交配[61] 。 而食蟹猴的成年雌性避免婴幼猴的打搅,会在婴幼猴不在场的情况下

交配[61] 。 这在川金丝猴的婴幼猴性打搅研究结果一致,98%的婴幼猴打搅了它们母亲的交配,并且不存在性别差异[11] 。
4.3.2摇 保护性假说摇 这一假说是在短尾猴中提出,因为雄性短尾猴在与雌性交配时或者刚射精完毕时候会咬他的交配伙伴,
因此,Gouzoules 提出了打搅者试图通过打搅使雌性个体避免交配雄性的攻击[3] 。 类似这样的性打搅似乎都是在这种雄性攻击

行为的物种中出现,如赤猴[12] 。 在这些打搅者中,主要是与交配雌性关系密切的个体发出,例如雌性的后代,青年猴和婴幼

猴[15] 。 Gouzoules 发现如果短尾猴在交配中有性打搅,雄性很难咬雌性[3] ;相反,交配中没有性打搅的,雄性经常咬雌性。 这一

假说目前只局限在短尾猴等物种,因为很多物种类似川金丝猴,并没有发现交配的雄性咬雌性的现象[11] 。
4.3.3摇 学习假说摇 这一假说认为婴幼猴的性打搅行为是婴幼猴学习成熟社会行为的一部分[6] 。 这个假说源于 De Benedictis 在
他的研究中报道到性打搅的青年食蟹猴通常注意观察交配[62] 。 他认为,通过这一行为,青年个体欣赏和观察交配,是一种社会

性行为的一种学习行为模式。 这一观点得到一些灵长类研究结果的支持[63鄄65] 。 然而,并不是所有物种的研究中都有婴幼猴的

打搅[15] ,也没有完整的社会性行为的发展。 这一假说没有得到量化的数据的验证,仅仅是描述性的数据,因此,这一假说仍然

需要进一步验证。
4.3.4摇 分离焦虑假说摇 这一假说是建立在心理学的层面而言,婴幼猴的性打搅是对于牵涉与它们社会关系亲密的而形成的亲

和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伙伴的交配具有强烈情绪的反应[12] 。 这种情绪表现为痛苦、恐惧、兴奋等行为。 Tutin 认为婴幼猴的性打

搅是婴幼猴断乳缺少安全感的一种表达,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分离焦虑冶 [15] 。 婴幼猴可能感知交配会引起它们和母亲之间的

关系的中断,而表现出焦虑[66] 。 虽然未成年个体也会打搅不相关的雌性[3, 7, 13, 15] ,但是在它们的母亲交配时,婴幼猴性打搅反

应更加频繁,表现更加痛苦[38] 。 因此,性打搅似乎是未成年灵长类和交配个体的亲密关系强度的一个标志,尤其是交配的雌性

的关系,影响性打搅的频次和强度。 婴幼猴打搅的表现出恐惧和矛盾的特点,这是因为成年雄性接近、不熟悉、存在潜在危险的

原因[12] 。
5摇 总结与展望

纵观目前性打搅的研究结果,性打搅行为具有更高度的种间和种内差异,种间的性打搅的方式不同、同时受到社会结构和

婚配制度的影响;在种内受到性别、年龄、等级等因素的影响[6] 。 相关假说的提出有两种不同方式:(1)直接因素,动物发出行

为的动机是什么;(2)终极因素,行为的适应价值是什么和怎么适应它们的社会结构[9] 。
回顾之前的研究,性打搅行为假说提出的直接因素,即性打搅的直接动机是打搅者和交配者之间的亲密纽带关系,具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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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1)占有欲,性打搅是担心打搅者和交配对之一的亲密关系被打断而产生的情绪反应[7] );(2)断奶期的缺乏安全感(性
打搅是断奶期的青年个体在它们母亲交配时而产生的一种分离焦虑情绪表达[15] )。

直接的因素能够反应性打搅的发生动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性打搅行为假说提出的终极因素,即性打搅的最终原因是

利益,具体体现在:(1)母婴冲突(未成年个体在其母亲交配时候会发生打搅,以减少或推迟下一个同胞后代的出现,因为下一

个同胞后代的出现会夺走母亲的注意力和照顾[15] );(2)性竞争(打搅者降低交配者的交配成功率,提高自己的交配机会或生

殖成功率[7] )。
由此可以得出,性打搅行为实际上是灵长类的一种自私行为,是为提高自身的利益而产生的冲突,而不是早期研究中认为

性打搅是一种报复行为[9] 。 而被打搅者也会因此而产生一些应对策略,交配叫声[6] 或主动规避(例如食蟹猴的成年雌性避免

婴幼猴的打搅,会在婴幼猴不在场的情况下交配[61] )等行为,这也将成为将来性打搅行为的研究热点。 随着性打搅行为在更多

非人灵长类物种,以及在亲缘关系、社会等级等明确的物种的得到量化数据的验证,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非人灵长类性打搅行

为和社会性行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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