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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野生动物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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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猕猴的分布及种群数量
调查

赵海涛１，王程亮１，王晓卫１，∗，李保国１，２，王开锋１，李庭春３，李俊峰３，高存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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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陕西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西乡　 ７２３５００

４． 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周至　 ７１０４００

摘要：２０１３ 年 ８ 至 １２ 月，对陕西省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野生猕猴的种群数量及其社会结构进行初步调查，并估测该物

种栖息环境的偏好性。 通过在预先选取的样区域内采用“Ｖ”型路线调查法调查，发现该区域生活 １２ 群，共有 ４６０—５００ 只野生

猕猴。 结合对其中 ５ 个猴群长时间的持续跟踪观察，统计得出成年个体占 ４５．９３％，未成年个体占 ３４．４５％，幼仔占 １９．６１％，成年

与未成年比例为 １．３３，成年雄雌的比例为 ０．３６。 并证实猕猴倾向于选择海拔 ７００—１６００ ｍ 裸露的悬崖峭壁、平缓山坡农田带上

缘、灌丛⁃森林带和半山中部及以上区域的阔叶林带下缘活动。
关键词：猕猴；种群；分布；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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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ｃｋ ｃｌ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ｍ ｂｅｌｔｓ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ｓｈｒｕｂ⁃ｂｏｒｄｅｒ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７００ ｔｏ １６００ 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 ｉ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ｉ）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ｏｏｐ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ｒｏｏｐｓ； ａｎｄ （ｉｉｉ）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猕猴（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属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猴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猕猴属（Ｍａｃａｃａ），为国家Ⅱ级保护动

物，是旧大陆热带及亚热带的典型灵长类代表种［１］。 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陕西、山
西等局部地区也有分布［１］。 在陕西仅分布于巴山地区（米仓山和大巴山），覆盖镇巴、西乡和南郑 ３ 个县，其
中西乡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是陕西省猕猴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约占全省猕猴种群总量的一半［１］。

有关猕猴的研究，国外学者曾就野生种群的种群生态学、行为生态学、社会生物学等进行了大量研

究［２⁃５］，任仁眉等［６］对圈养猕猴种群开展过个体的社会关系研究。 较早在清朝时期，陕西地方志就有对猕猴

分布的记载。 随后江海声等［７］、王骏等［８］、田随味等［９］ 大批学者分别对海南、广西和河南等地的野生猕猴种

群数量、栖息地概况、食性、活动路线及行为生态等方面均进行过初步研究。 １９９６ 年，李保国通过调查访问、
采集植物标本和跟踪猴群，对陕西猕猴的资源现状和分布区做了深入调查，初步对陕西省内猕猴的分布区域、
生活习性、栖息地环境以及取食类型等方面有所认识［１０］。

自 ２００２ 年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任毅等［１］ 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下旬至 ８ 月上旬和 ９ 月下旬至 １０ 月上

旬对该保护区进行过一次野外调查，发现该区域约有 １１ 群 ３８５—４１５ 只猕猴栖息活动。 经过十余年的保护，
该区域的森林植被有了初步恢复，猕猴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为了进一步摸清该区域内猕猴种群的数

量及其生存状况，我们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下旬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上旬，对该区域再次进行野外调查，其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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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地点与方法

１．１　 自然概况

陕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西南部的大河镇和骆家坝乡境内（１０７°１５′—１０７°３３′Ｅ，
３２°３３′—３２°４６′Ｎ），地处大巴山山脉西段，米仓山中段，总面积 ３４１９２ ｈｍ２。 属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由

于受到海拔高度和地形地貌的影响，气候具有明显的垂直差异性，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８ ℃—１５．３ ℃，年极端最

低气温为－１０．６ ℃，极端最高气温为 ３９．７ ℃，年降雨量 ５７３．２ ｍｍ—１３１１．３ ｍｍ （保护区所在龙池、河西、大河、
楼房 ４ 个地点的年降雨量为 １５４５ ｍｍ，河西最大，达 １６００ ｍｍ；楼房最小，也有 １４６０ ｍｍ）。 由于山势陡峭、谷
岭相间而孕育了十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仍有一些原始森林植被被保存下来。 针叶林主要有巴山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巴山松（Ｐｉｎｕｓ ｈｅｎｒｙｉ）、华山松（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等，其中巴山冷杉主要分

布于上干河两侧和塔子坪大垭豁等处的山脊上。 阔叶林主要树种有锐齿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短柄枹（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ｅｒｒａｔａ）、板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红桦（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亮叶桦（Ｂｅｔｕｌａ ｌｕｍｉｎｉｆｅｒａ）、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等。 竹林主要有巴山木竹（Ｂａｓｈａｎｉ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狭
叶方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金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阔叶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等，多
分布于海拔高度在 １０００ ｍ 以上地势相对较为开阔平缓的山坡，生长较为密集，在该保护区分布总面积达

７００ ｈｍ２。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上旬，采用访问法首先对保护区工作人员、周边村民和护林员进行调查访问，收集的数据包

括猕猴的分布点、数量等情况。 结合多年巡护记录，在 １∶２５０００ 的等高线地形图上标示出猕猴每群的大致分

布区域，作为开展本次野外调查工作的本底图。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下旬至 １２ 月下旬，聘请有观察野生动物能力的护林员作为本次调查的野外向导，采用样区

域数量调查法预测猕猴数量。 专业调查人员携带卫星定位仪（ＧＰＳ）记录调查时所走路线的准确地理位置，若
发现猴群，立即进行跟踪观察计数，并用 Ｃａｎｏｎ ７Ｄ（１８—１３５ ｍｍ）照相机收集影像资料。 另外，在猕猴经常活

动的通道安装红外相机 Ｌｔｌ Ａｃｏｒｎ（Ｌｔｌ⁃ ６２１０ＭＣ Ｌｔｌ⁃ ６２１０ＭＭ），全天候对相应区域内猕猴进行拍照取样。 具体

步骤是：经过访问得出工作本底图，根据每群猕猴在特定季节内都有固定的活动区域等特点，将调查人员分成

２ 个野外观察组，每组人员为 ２ 个护林员（或林区工作人员）和 ２ 个野外专业调查人员。 每组人员每天 ０７：
００—１８：３０ 在预先选取的样区域内使用“Ｖ”型路线调查法调查，从山沟的山凹上，山梁下，或从山梁上，山凹

下，轻声行走，每走 １００ ｍ—２００ ｍ，停留 ５ ｍｉｎ 仔细监听观察周围（尤其是裸露的悬崖处），并尽量减少对环境

的惊扰。 同时注意寻求观察猴群活动痕迹并做记录，包括粪便、断枝弃果散落物及其声音等。 若发现猴群，小
组成员随即用对讲机进行联系并跟踪猴群，便于及时确定不同猴群所处的位置，并记录发现猴群的地点、时
间、猴群数量、年龄结构、离开的时间及方向、海拔高度、生境类型以及植被情况，最后在等高线地形图上进行

标记。
另外，为了了解该区域的种群特征，选取其中 ５ 个猴群作为长期连续跟踪观察的对象，对其不同年龄性别

组个体进行详细准确的计数。 其余群的个体数在访问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跟踪观察对猴群数量进行确认。 对

所发现的猴群因人力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导致不能跟踪观察时，为了减小偏差，我们采用总体计数方

法中在排除重复计数因素后获取最小数值的原则进行计数［１１］。 相近观察点的情况交流可以有效避免猴群的

重复记录。

２　 结果

２．１　 种群分布与数量

野外共持续有效观察 ４６ 天，所选取样区域的调查面积遍及米仓山保护区猕猴分布区的 ６０％以上，其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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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如示意图 １ 所示。 初步确定在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活动的猕猴种群总体数量至少达到 ４６０—５００ 只，共
１２ 个猴群（表 １）。 观察时猴群多活动于裸露的悬崖峭壁、平缓山坡农田带上缘、灌丛⁃森林带和半山中部及以

上区域的阔叶林带下缘，海拔相对较低，一般在 ７００—１６００ ｍ 之间。 倾向于选择在这一海拔高度范围内的小

乔木林、灌木林及裸露的岩石上栖息活动。

图 １　 陕西西乡米仓山保护区内猕猴分布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ｉｎ Ｍｉｃ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猕猴活动的区域；△ 访问和文献资料记载的猕猴出现的活动区域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野外观察猕猴的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群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

发现地名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ｃｅ

大地名
Ｔｈｅ ｂｉｇ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

小地名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种群数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群数
Ｇｒｏｕｐ

个体数 ／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来临方向
Ｆｒｏ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移动方向
Ｍｏｖ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 尖洞村 燕洞沟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ｍ １ ３５—４０ 西 东南 中山落叶阔叶林下缘

Ｂ 楼房坪 二郎洞 ８００—１４００ ｍ １ ４０—４５ 东 西 农田带上缘

Ｃ 楼房坪 凤凰寨 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１ 约 ３５ 西南 岩石山壁乔木阔叶林

Ｄ 茶园 仓子坪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ｍ １ ５０—５５ 东 西 农田带上缘

Ｅ 油榨崖 渝家梁 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１ ３０—３５ 西南 东 灌丛⁃乔木阔叶林交界带

Ｆ 茶园 姚家河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ｍ １ ４０—４５ 西 岩石山壁

Ｇ 窝坝村 后沟 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１ ２５—３０ 东 西北 峡谷直壁阔叶林

Ｈ 茶园 塔子坪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ｍ １ 约 ３５ 西南 东 乔木阔叶林

Ｉ 小溪村 阴坡 １０００—１８００ ｍ １ ２５—３０ 西 东 岩石峭壁针阔混交林

Ｊ 南坪村 五道沟 １０００—１８００ ｍ １ 约 ６５ 西南 乔木阔叶林

Ｋ 红花村 尽头沟 １２００—１４５０ ｍ １ ３５—４０ 东 西 岩石峭壁

Ｌ 大河村 曹家河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ｍ １ 约 ４５ 西 东北 落叶阔叶林

　 　 ∗按照猴群遇见的先后顺序排列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ｔ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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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猕猴的种群结构

对其中 ５ 群猕猴进行持续跟踪观察，跟踪过程中我们与猴群相离均较近（２００ ｍ 以内），可识别不同个体

数量共计约 ２０９ 只。 观察到的这 ５ 个群体的种群结构为，平均每群约 ４２ 只个体，成年猴占 ４５．９３％，未成年个

体占 ３４．４５％，幼仔占 １９．６１％，成年与未成年比例为 １．３３，成年猴的雄雌性比例为 ０．３６（表 ２）。

表 ２　 米仓山国家级保护区内猕猴的种群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ｉｎ Ｍｉｃ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群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

日期
Ｄａｔｅ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年龄阶段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ａｇｅ

成年个体
（近似值）

Ａｄｕｌ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未成年个体
（近似值）
Ｕｎｄｅｒａｇｅ

幼仔
（近似值）

Ｉｎｆａｎｔ

成年雄雌比
（近似值）

Ｔｈｅ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Ａ 燕洞沟 ２０１３ ０８　 ２０—２４ ３８ １６ １４ ８ ０．３３

Ｂ 二郎洞 ２０１３ ０８　 ２４—３１ ４１ １８ １５ ８ ０．３８

Ｄ 仓子坪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１—０５ ５３ ２６ １８ ９ ０．４４

Ｆ 姚家河 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０—２５ ４４ ２３ １１ １０ ０．３５

Ｈ 塔子坪 ２０１３ １２　 ０１—１１ ３３ １３ １４ ６ ０．３０

３　 讨论

从猕猴在米仓山保护区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该区域猕猴社群有两个分布密集区，一是沿楼房坪⁃郎家

坪⁃尖洞村一带地区，共有 ３ 个猴群，即 Ａ、Ｂ、Ｃ 群。 二是沿大红岩⁃罗家坪⁃茶园一带地区，共 ４ 个猕猴群，即
Ｄ、Ｅ、Ｆ、Ｈ 群。 这些区域猕猴的密集分布主要是因为该区海拔 ７００—１６００ ｍ 的中山地带植被生长良好，拥有

较为丰富的食物资源，远离居民点和公路，人为干扰较小，水源充足，成为猕猴社群选择栖息活动的良好场所。
至于跟踪观察的 ５ 个猴群，因各猴群相距较远，符合取样标准，因而其种群数量调查具有统计米仓山地区

猕猴种群总体数量和种群结构的意义。 虽然有一次 ２ 个小组同时发现 ２ 个猕猴群因受调查人数的限制没能

单独连续跟踪观察，但结合预先设计的样区域抽样选取方式，通过对猴群活动范围、离开时间和方向以及与其

他样区猴群的相对距离等因素综合分析，可以认为我们所观察的这 ２ 个猴群与其他猴群间不存在重复计数

（或者分群、合群）的可能性。 另外，该区域内猕猴群体大小及雄雌比例与其他区域有明显的差异，据此次调

查初步推断这可能是因栖息地面积限制、受干扰程度的不同影响导致。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猕猴栖息地的生境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常绿或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暖性针叶林

或高山暗针叶林、次生林、灌丛、半沙漠、沼泽等多种类型。 同时，还表现对人类生活的适应性，可与人类伴生，
生活在人类居住的区域，如农田、村庄等地。 其家域大小与所生活的环境（食物资源、水资源、季节性因素等）
密切相关。 此外，亦发现该物种主要以果实、种子、嫩枝、嫩叶、花、根茎甚至树皮等为食，但也取食一些昆虫、
蜘蛛等无脊椎动物。 取食植物类型包括乔木、灌木、藤本、草本等，并存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１０］。 在特定季节

内，每个猴群都有其固定的活动区域，猴群之间一般有河流、山沟、道路、农田等地理屏障相隔离，导致彼此联

系较为稀少，甚至缺失［１０］。 目前，群体的社会行为、时空动态及各群之间的距离、活动规律、移动等科学问题

尚需我们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证实。
早期资料显示，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猕猴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尤其 ９０ 年代商业采伐，导致其种群数量

减少，因而在该地区进行对其物种的保护已迫在眉睫。 而此次野外调查发现种群数量与任毅等 ２００６ 年调查

结果共 １１ 个群体 ３８５—４１５ 只相比，增加约 ８０ 只，这可能与米仓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有关，自从保护区建成

以后，对该区域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与管理，大幅度降低人类经济活动的干扰，森林植被有了一定的改善，为猕

猴的生存提供了一些的有利条件。 虽猴群数量有所增长，但栖息地坡碎化仍是导致猕猴种群数量增长缓慢的

一主要致危因子。 普遍认为深山中河谷的生境多样性较为丰富，往往是动物栖息的重要生境，但该保护区内

的河谷目前仍被人类开垦种田，由于周边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农业活动较为频繁，猕猴的生活

５　 １７ 期 　 　 　 赵海涛　 等：陕西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猕猴的分布及种群数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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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一直遭到破坏，因而该区域的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４　 保护对策

目前来看，虽然猕猴数量有所缓慢增加，但因前期人类活动导致的不同程度的生境破碎化尚未完全恢复，
因而对其物种保护仍然任重道远。
４．１　 继续开展猕猴野外数量与栖息地环境的深入调查

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猕猴，建议相应的四个保护区增加与动物保护有关工作人员的数量，并与科研院所

联合，用 ２—３ 年时间，进行全年 １２ 个月的野外猴群跟踪调查，初步了解猕猴的致危因素、生活习性、取食类型

等基础资料，尽可能对猴群活动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 对猴群喜欢选择生境多样性较为丰富的河

谷进行重点保护，有效的处理好低海拔区域内农业活动的影响，如何建立合理有效的补偿措施来处理好人猴

矛盾至关重要。
４．２　 重点保护分布密集区的同时，增加各社群栖息地的连续性，促进猴群的交流

猕猴在保护区的分布表面看似均匀，但因深沟与道路相隔，使许多区域的社群不能进行交流，长期持续下

去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近亲繁殖，影响猕猴种群的生息繁衍。 因此，在重点保护该区域内楼房坪⁃郎家坪⁃
尖洞村一带和大红岩⁃罗家坪⁃茶园一带密集分布区的同时，需要做到维持并增强仍有微弱联系的社群栖息地

的连续性，增加政府安置力度，将深山中的村民尽可能集中搬迁至特定区域，减少人类经济活动对猕猴栖息地

核心区域的干扰，同时增加河谷、公路等隔离带的森林覆盖率，以促使猴群间的交流达到最大化。
４．３　 下设的四个保护站要加大对猕猴保护的宣传与执法力度

目前，米仓山保护区内的农民居住仍较多，虽然林区保护站的管理人员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但因

周围村民受经济状况、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一直均未能对猕猴或者其他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形成统一

的管理意识。 因而保护区应加大宣传，增加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管理，提高人们的警惕与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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