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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的分布及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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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５ 月，对四川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野生川金丝猴的种群分布、数量及其社会结构进行调查，初步探讨该种群

与其他种群在外部形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性。 采用“Ｖ”型路线法调查，发现九寨沟保护区共有川金丝猴 ４ 群。 然后结合

长时间的持续跟踪观察，证实家庭单元 １９ 个，全雄群 ３ 个，能区分不同个体 ２９６ 只。 ＯＭＵ 大小平均为 １２．７ 只，其中 ＯＭＵ 内的

成年个体占 ３８ ％，青少年个体占 ５３ ％，幼仔占 ９ ％。 成年与青少年比例为 １∶１．３９，成年雌雄的比例为 ３．８４∶１。 与秦岭种群的外

部形态相比，该种群的成年雄性更为壮大，毛发弯曲程度明显；成年雌性毛发略显灰黑色，金黄色暗淡，大部分个体嘴角长有很

小的肉瘤；青少年个体毛色泛白。 亦发现九寨沟种群倾向于选择海拔偏高（２４００—３５５０ ｍ）的针叶林带活动。
关键词：川金丝猴；分布；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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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４００ ｍ ａｎｄ ３５５０ ｍ．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ｇｏｌｄｅｎ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ｏｄ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ｒ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ｃｋｓ： ａｄｕｌｔ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ａｌｅｓ ｓｅｅｍｅ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ａｎｄ ｈａｄ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ａｉｒ； ｔｈｅ ｈａｉ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ｄ ｃａｒｕｎｃ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ｕｔｈ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ｉｒ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ｗａｓ ｗｈｉ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ａｙ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ｓｎｕｂ⁃ｎｏｓｅｄ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川金丝猴（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属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猴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仰鼻猴属（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为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 主要分布于四川、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因地理隔离物

种已有亚种分化，分为四川亚种、秦岭亚种和湖北亚种［１］。 其中四川亚种在四川境内呈明显的不连续性分

布，主要分布于三个山系，即岷山山系、邛崃山系和凉山山系，其中岷山山系和邛崃山系分布数量相对

较多［２］。
川金丝猴的野外调查始于 ８０ 年代初，以往研究侧重于分类和生理学方面，而目前研究倾向于金丝猴的种

群数量、食性和保护等方面［３］。 顾海军等［４］ 通过野外跟踪观察的方法对四川白河自然保护区的川金丝猴生

态学进行阐述，对种群发展的受迫因素进行分析。 朱兆泉［５］ 对湖北神农架川金丝猴的分布、种群数量、社会

结构、生态习性、繁殖生物学等特征及食性开展了大量研究，证实该种群约 １０００ 只左右，并提出了对神农架猴

群的保护建议。 李保国［６］经过对秦岭川金丝猴数年的跟踪观察，发现猴群存在随季节变化会在不同海拔高

度的区域活动和取食，但在不同年份的同一季节，猴群往往有规律地生活在同一区域。 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

曾就野生或半野生川金丝猴物种进行过大量研究，摸清了一些地区种群数量和栖息地分布情况，例如甘肃地

区白水江自然保护区被证实有川金丝猴 ９ 群约 ９００ 只；陕西秦岭地区统计有 ４０ 群 ４１８０—４２００ 只；生活于四

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有 ９ 群约 ９００ 只，卧龙自然保护区有 １０ 群约 １０００ 只，黄龙寺自然保护区有 ６
群约 ６００ 只，喇叭河自然保护区有 １—２ 群约 １４０ 只［７⁃１０］。 虽然早期文献记载在四川省的分布范围覆盖到 ３０
个县区（含保护区），并就某些保护区的种群资源展开过调查，但迄今为止，在植被类型较为单一、备受国际国

内关注的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关金丝猴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却仍不得而知［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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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受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委托，结合川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我们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下旬至

５ 月上旬对位于岷山南麓的该保护区展开调查，目的是查证该区域是否有川金丝猴的分布及其种群数量，初
步探究种群的社会结构和栖息环境特征。 进而，通过了解物种的生存状况，为开展生态科普宣教和科学研究

奠定基础，结合对比分析不同种群的活动分布和社会结构，为摸清猴群不同栖息环境的适应策略提供基础资

料，最终为物种保护做出贡献。 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１　 研究地点与方法

１．１　 自然概况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州九寨沟县境内（１０３°４６′—１０４°０５′Ｅ，３２°５５′—３２°
１６′Ｎ），地处岷山南麓、青藏高原东南部，为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过渡带，总面积 ６４２９７ ｈｍ２。 属于高原

湿润气候，天气变化较快，山顶终年积雪。 年平均气温 ７．３ ℃，年均降雨量为 ７００—８００ ｍｍ［１１］。 地势南高北

低，高差悬殊，海拔 １９９６—４７６４ ｍ，相对高差 ２７６８ ｍ。 冬季日照稍多于夏季［１１］。 该保护区的山势陡峭、谷岭

相间孕育着一定的生物多样性，仍有一些原始林木被保存下来。 但植被类型相对单一，以针叶林为主。 主要

是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华山松（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紫果云杉（Ｐｉｃ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粗枝云杉（Ｐｉｃｅａ ａｓｐｅｒａｔａ）、
鳞皮云杉（Ｐｉｃｅａ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ａ）、岷江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ｘｏｎｉａｎａ）等和少量乔木（如红桦（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五角枫

（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及林下灌丛，高海拔区域也生有少量竹林，以紫箭竹占优势。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中旬，走访访问当地村寨的村民、保护区工作人员和护林员，询问近些年猴群是否有分布、活
动范围、数量等情况，并做记录。 结合多年的巡护记录，在等高线地图上对每个猴群的大致分布区进行标示，
作为开展本次野外工作的本底图。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５ 月 １３ 日，聘请有长期观察川金丝猴经验的技术人员作为向导，采用样区域数量调

查法估测川金丝猴数量。 根据川金丝猴在特定季节有固定活动区域等特点［６］，将人员共分 ６ 个野外观察小

组，每组含专业科考人员 １ 名和向导 １ 名。 调查人员携带卫星定位仪（ＧＰＳ）对所走路线的准确位置进行记

录，若发现猴群，即借助望远镜跟踪计数，并用 Ｃａｎｏｎ ７Ｄ （１８—１３５ ｍｍ）照相机收集影像资料。 具体步骤是：
通过访问得出工作的本底图，各组人员每天 ０６：００—１９：３０ 使用“Ｖ”型路线法调查，从山沟的山梁上，山凹下，
或从山凹上，山梁下。 每走 １００—２００ ｍ，停留 ５ ｍｉｎ 仔细监听观察周围情况，注意寻求猴群活动痕迹（包括粪

便、断枝弃果散落物和声音等），并做记录。 若发现猴群，小组成员随即用对讲机联系并持续跟踪，记录发现

猴群的地点、时间、海拔高度、植被类型、猴群数量、离开时间及方向，并对不同年龄性别组个体进行详细计数、
最后在等高线地形图上进行标记。 若因人力和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猴群不能持续观察时，为减小偏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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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川金丝猴作为营群体生活的灵长类物种，其社群是由一雄多雌（Ｏｎｅ⁃ｍａｌｅ Ｕｎｉｔ， ＯＭＵ）和全雄群（Ａｌｌ⁃ｍａｌｅ
Ｕｎｉｔ， ＡＭＵ）两种单元组成的三层次社会结构［１３］，其中 ＯＭＵ 是社群的基本单位，一般是由 １ 只繁殖主雄和

２—５ 只成年雌性及后代组成［９，１４］。 野外观察过程中我们能区分三个不同年龄组个体，各年龄组的外部特征

描述如下［１５］：
１）成年雄猴：个体较大且强壮，背部毛发和颈部针毛均较长，面部宽大，嘴角有嘴角瘤。
２）成年雌猴：个体较成年雄性小，面部较窄，背毛没有成年雄性长，颈毛短，乳头明显，嘴角瘤较小或不

明显。
３）青少年猴：个体较成年个体小，毛色较暗淡（呈现灰白或黄色），因第二性征不明显，很难在野外分清

雌雄。
４）婴幼猴：个体较小，出生后毛色呈现灰黑色，逐渐变为灰白色，大多数时间在母亲怀抱或周围活动，野

外性别不容易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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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川省九寨沟保护区川金丝猴发现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ｉｎ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结果

２．１　 种群分布与数量

野外观察天数 ７５ 天，调查区域遍布整个保护区，首
次发现猴群地点均集中在扎如沟区域如示意图 １ 所示。
证实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共 ４ 群，可识别不同个

体总计 ２９６ 只（表 １）。 另外，猴群常活动于浓密的油

松、云杉等针叶林地带， 海拔较高， 一般在 ２４００—
３５５０ ｍ。
２．２　 川金丝猴的种群结构

通过 ７５ 天近距离观察（２００ ｍ 内），发现 Ａ 群由 ７
个 ＯＭＵ 和 １ 个 ＡＭＵ 组成；Ｂ 群有 ６ 个 ＯＭＵ，不存在

ＡＭＵ 单元；Ｃ 群含 ５ 个 ＯＭＵ 和 １ 个 ＡＭＵ；Ｄ 群由 １ 个

ＯＭＵ 和 １ 个 ＡＭＵ 组成。 每群平均有 ７４ 只个体，ＯＭＵ
大小为 １２．７ 只，其中成年个体占 ３８ ％，青少年占 ５３ ％，
幼仔占 ９ ％，成年与青少年比例为 １∶１．３９，成年雌雄性

别比为 ３．８４∶１（表 ２）。
２．３　 九寨沟种群和秦岭种群外部形态的差异描述

通过外部形态（体型、毛色等）的仔细观察，发现九

寨沟种群与秦岭种群存有一定差异。 九寨沟种群的成

年雄性个体略显壮大，背部毛发有明显弯曲（如图 ２、
３）；成年雌性毛色的金黄色没有那么鲜艳，略显灰黑色

（如图 ４、５），并且大多数雌性个体的嘴角长有很小的肉

瘤；青少年个体的毛色更显白色。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 ２—５月九寨沟川金丝猴的种群数量和活动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ｏｎｋｅ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１４

群编号∗

Ｎｏ． ｏｆ ｇｒｏｕｐ
发现区域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ｒｅａ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个体数 ／ 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来临方向
Ｃｏｍ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移动方向
Ｍｏｖ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 Ｎ： ３３°２４′ Ｅ： １０３°９５′—
Ｎ： ３３°２５′ Ｅ： １０３°９８′ ２５３８—２７１２ｍ １１７ 西南 东北 针叶林

Ｂ Ｎ： ３３°１８′ Ｅ： １０３°５７′—
Ｎ： ３３°２３′ Ｅ： １０３°９９′ ２８１５—３３８４ｍ ５１ 东 西北 针叶林

Ｃ Ｎ： ３３°１１′ Ｅ： １０４°００′—
Ｎ： ３３°１２′ Ｅ： １０３°９７′ ２４５７—２８５４ ｍ ８６ 东北 西南 针叶林

Ｄ Ｎ： ３３°１４′ Ｅ： １０３°５６′—
Ｎ： ３３°２３′ Ｅ： １０３°６９′ ２７６３—３５５０ ｍ ４２ 西北 东南 针叶林

　 　 ∗按照猴群遇见的先后顺序排列

３　 讨论

本研究证实九寨沟保护区有川金丝猴分布，但其分布范围局限于景区边缘的扎如沟区域，这或许跟保护

区旅游开发程度较高有关，因游人数量大，人为干扰严重，迫使猴群活动于游人难以到达的区域。 另外，从地

理位置讲，扎如沟区域与白河自然保护区仅以山梁相隔，在资源匮乏的季节为了避免竞争消耗，满足自身生存

需求，白河保护区的某些猴群或许会被迫迁移扩散到扎如沟区域。 并且因与白河相连的扎如沟区域以阳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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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而在寒冷的冬季更能吸引猴群活动分布。

表 ２　 九寨沟保护区川金丝猴的种群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ｉｎ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群编号
Ｎｏ． ｏｆ ｇｒｏｕｐ

观察
天数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ｉｍｅ

ＯＭＵ∗ ＡＭＵ∗

ＯＭＵ 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ＭＵ

成年个体
Ａｄｕｌｔ

青少年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幼仔
Ｉｎｆａｎｔ

存在与否
Ｅｘｉｓｔ ｏｒ ｎｏ

个体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ＭＵ 内
成年雌雄比
Ｔｈｅ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Ａ ２１ ｄ ７ ３５ ５８ １２ Ｙｅｓ １２ ４．００

Ｂ ２４ ｄ ６ ２７ ２１ ３ Ｎｏ ０ ３．５０

Ｃ １２ ｄ ５ ２４ ４３ ５ Ｙｅｓ １４ ３．８０

Ｄ １８ ｄ １ ６ ６ １ Ｙｅｓ ２９ ５．００

　 　 ∗ＯＭＵ： 为家庭单元（Ｏｎｅ⁃ｍａｌｅ ｕｎｉｔ）； ＡＭＵ： 为全雄群单元（Ａｌｌ⁃ｍａｌｅ ｕｎｉｔ）

图 ２　 秦岭成年雄性（右）
Ｆｉｇ． ２　 Ａｄｕｌｔ ｍａｌｅ ｏｆ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ｎｋｅｙ （ｒｉｇｈｔ）

图 ３　 九寨沟成年雄性

Ｆｉｇ． ３　 Ａｄｕｌｔ ｍａｌｅ ｏｆ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ｏｎｋｅｙ

虽然 Ｃ 群在连续跟踪的第 ８ 天翻过山梁进入白河

保护区，但观察期 Ａ、Ｂ、Ｃ 群均活动在扎如沟与白河保

护区相连的区域。 因观察期主要为冬季，且两个保护区

的植被类型差异较大，因而很难排除猴群会随植物的季

节性变化在两个保护区来回迁移的可能性。 另外，在 ４
月 ５ 日和 ６ 日对 Ｂ 和 Ｄ 群持续跟踪过程中发现两群活

动范围重叠较大，相距较近只隔约 ３００ ｍ，两群的个体

存有声音交流现象，且计数结果也显示 Ｂ 群缺少 ＡＭＵ
单元，因而很难排除 Ｂ 和 Ｄ 群是由 １ 个大群临时分群

形成，或许在某一时间又会合为 １ 群，共同拥有 １ 个

ＡＭＵ 单元。 在 ３ 个月的观察期间发现 ３ 个 ＡＭＵ 总是

跟随 ＯＭＵ 活动，与神农架保护区观察结果类似，而在秦

岭投食群附近却很少发现全雄群［９，１５］。 九寨沟种群的

ＯＭＵ 也是严格地由 １ 只雄性和多只成年雌性及其后代组成，ＯＭＵ 的平均大小 １２．７ 只，明显较黔金丝猴（Ｒ．
ｂｒｅｌｉｃｈｉ）（平均 ６．１ 只）多，较云南金丝猴（Ｒ． ｂｉｅｔｉ）（平均

１４ 只）和越南金丝猴（Ｒ． ａｖｕｎｃｕｌｕｓ）（平均 １５．２ 只）的略

小［１６⁃１８］。 与秦岭川金丝猴种群和神农架种群相比，其
ＯＭＵ 大小明显多于秦岭种群（平均 ７．９ 只），却明显小

于神农架群［９，１５，１９］。 群的成年雌雄性比例为 ３．８４∶１，较
云南金丝猴（３．１∶ １）、黔金丝猴（２．２∶ １）和越南金丝猴

（１．８∶１）的高［１７，１８，２０］。 与秦岭和神农架种群相比，群的

成年雌雄性比例略高于秦岭种群（３．２５∶１），却明显小于

神农架群（６．９６∶１） ［９，１５，１９］。 同时，也发现九寨沟种群可

能受温度、栖息环境及群体自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与

秦岭种群在外部形态上存有差异，或许这种差异正是不

同亚种分化的外在表现特征。 至于不同地区猴群社会

结构及不同栖息环境种群的应答机制等方面差异的分

析还有待以后深入研究，相关研究势必为因地制宜的保

护该物种提供良好参考。
虽然九寨沟保护区的植被类型较为单一，大部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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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秦岭成年雌性

Ｆｉｇ． ４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ｎｋｅｙ 图 ５　 九寨沟成年雌性

Ｆｉｇ． ５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ｏｎｋｅｙ

为针叶林，且根据前期有关川金丝猴的食性研究成果［２１］，可能会猜测针叶林植物本身很难为猴群提供足够食

物，但此次调查发现该保护区的松类植被伴生有大量松罗科（Ｕｓｎｅａｃｅａｅ）的低等植物并杂有少量低矮的灌丛，
且常发现猴群摘食松罗科植物并啃食小灌丛的树皮等现象，或许正是此类食物为猴群在资源匮乏的林区提供

足够能量。 为了摸清猴群在该区域的食物摄取情况、栖息地适应策略等科研问题，仍需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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