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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酋 猴 "1+2+2+ 3"#4%3+$+ # 属 灵 长 目
"b_?<>LI#猴科 ":I_36‘?LKI3?J>I#猕猴属! 又称
青猴*四川短尾猴! 为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
是中国特有灵长类动物之一! 分布于四川*甘
肃*湖南*安徽*陕西*贵州*云南东北部*福建*
浙江*广西和广东东北部等地 "蒋学龙等
$&&’#& 陕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巴山山
脉的西段*米仓山中段! 是现今猕猴属灵长类
动物分布的最北界! 被认为是陕西省境内灵长
类动物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任毅等 "##/#&

966JIH "$&/&#曾报道陕西省西南部有藏
酋猴分布! 后来因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 其生
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导致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甚至消失& 随后虽然进行多次野外调查! 但均
未发现藏酋猴的活动痕迹 "蒋学龙等 $&&’#&
米仓山自然保护区位于该省西南部的中部偏南
区域! 自 "##" 年 / 月建立以来! 该区域的植被
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各类群动物活动有所增
加& 为摸清藏酋猴是否在此保护区分布! 我们
于 "#$) 年 / 月下旬至 "#$) 年 $" 月上旬对该
保护区进行野外考察! 其调查结果如下&

>?研究地点与方法

>@>?研究地点自然概况?调查地点位于陕西
省汉中市西乡县西南部的大河镇和骆家坝乡境
内")"N))O*)"N%’O5! $#(N$0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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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年平均气温为 $)h/ *$0h)i! 年极端
最低 气 温 为 g$#h’i!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为
)&h(i! 而保护区所在龙池*河西*大河*楼房 %
个地点的年平均气温为 $#h% *)0h(i% 全县年
降雨量 0()h" *$ )$$h) << ! 保护区内的年降
雨量为 $ 0%0 <<! 明显高于全县平均值和浅
山*丘 陵 及 平 坝 区! 其 中 河 西 最 大! 达
$ ’## <<! 楼房最小! 也有 $ %’# <<& 米仓山
保护区北隔汉江与秦岭南坡相望! 温暖湿润!

生态环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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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植被保存下来& 针叶林主要有马尾松"E#$)&
:+&&($#+$+#*巴山松 "EF"%$*0##*巴山冷杉
"84#%&-+*/%&###*华山松"EF+*:+$9###等! 其中
巴山冷杉主要分布于上干河两侧和塔子坪大垭
豁等处的山脊上& 阔叶林主要树种有锐齿栎
"G)%*2)&+,#%$+#*山杨"E(H),)&9+A#9#+$+# *栓
皮 栎 " GF A+*#+4#,#&#* 板 栗 " !+&3+$%+
:(,,#&&#:+#*麻栎 "GF+2)3#&&#:+#*红桦 "I%3),+
+,4(J&#$%$&#&#*亮叶桦 "IF,):#$#-%*+# *短柄枹
"GF &%**+3+ # 等& 竹 林 主 要 有 阔 叶 箬 竹
"5$9(2+,+:)&,+3#-(,#)&#*巴山木竹 "I+&"+$#+
-+*/%&###*金竹"E"0,,(&3+2"0&&),H")*%+#*狭叶方
竹"!"#:($(4+:4)&+ +$/)&3#-(,#+#等! 多分布于
海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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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A?研究方法?"#$) 年 / 月初! 对保护区工
作人员*周边村民和护林员进行调查访问! 收
集的数据包括有无发现藏酋猴! 若有分布! 则
记录其分布点*数量等情况! 并在 $j"0 ### 的
地形图上划出藏酋猴的大致分布区域! 作为开
展本次野外调查工作的本底图&

"#$) 年 / *$" 月! 聘请有观察野生动物经
验的护林员作为本次调查的野外向导! 采用样
区域法调查藏酋猴的分布情况& 专业人员携带
卫星定位仪 "Vb\! 集思宝 V))##确定调查时
所走过样线的准确地理位置并持续进行跟踪观
察计数! 利用 :>H6H (+"$/ *$)0 <<镜头#照
相机拍摄影像资料& 另外! 在藏酋猴可能活动
的通道安装红外相机 WL@Q36_H "WL@8’"$#e:
WL@8’"$#ee#! 全天候对相应区域内藏酋猴的
活动情况进行监测& 具体步骤是! 经过访问得
出工作本底图! 结合藏酋猴在不同季节拥有特
定活动范围的特征! 将人员分成 " 个观察组!
每组包括 " 个护林员 "或林区工作人员#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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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人员& 每天 ($## *$/$)# 时在预先选取
的样方区域使用’M(型路线法调查! 从山沟的
山凹上行! 山梁下行! 或从山梁上行! 山凹下
行! 轻声行走!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惊扰! 每走
$## *"## <! 停留 0 <?H 仔细监听观察周围"尤
其是裸露的悬崖处#& 寻求猴群活动痕迹并做
记录! 包括粪便*啃食植物的种类和部位*断枝
弃果散落物及声音等& 若发现猴群! 小组成员
随即用对讲机进行联系并跟踪猴群! 记录猴群
的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年龄结构*离开的时间
和方向以及发现地的海拔*生境类型及植被情
况等! 并在地形图上进行标记&

另外! 根据个体的体型大小*毛色*面部颜
色*犬齿大小及乳头颜色等特征! 对个体所属
的性别年龄组进行辨识"李进华 $&&&#&

A?结?果

A@>?发现藏酋猴的分布?经过为期 %’ J 的调
查! 分别于 "#$) 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在西
乡县 大 河 坝 镇 茶 园 村 猫 耳 坪 " )"N’"O5!

$#(N)&O=! 海拔 $ %"% <#和浦堤岩")"N’"O5!
$#(N)/O=! 海拔 $ 0/& <#区域发现藏酋猴群 "
次! 两地点相距约 " 0## <"图 $#! 猴群均活动
于山体中部陡峭悬崖区域向阳侧的落叶阔叶
林带&
A@A?藏酋猴的外貌特征及年龄性比结构?观
察到的藏酋猴体型比猕猴 "1F:),+33+#明显
大! 身体及四肢粗壮! 尾短*呈锥形且长约不
足 $# 3<! 不及后足长! 明显短于猕猴的尾! 并
与短尾猴"1F+*23(#9%&#尾部毛发稀疏不同! 该
物种尾端长有淡黄棕色且密的长毛& 成年猴背
毛呈深棕褐色! 胸部*腹部和四肢内侧均较淡!
呈乳灰色! 四肢外侧稍淡于背部! 头顶棕褐
色! 略呈黄色色调& 与短尾猴相比! 头顶毛亦
较长! 但未呈现’中分状(向两侧分开"图 "#&
成年个体的颊部和喉部毛色呈现灰白色! 且长
而密! 与人类的络腮胡类似% 脸扁平*宽阔! 前
额与短尾猴的额部裸露无毛不同! 长有灰白色
毛发% 不同年龄阶段的颜面颜色有差异! 成
年雄性颜面部青灰色偏白色!体型较大!背毛相

图 >?陕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藏酋猴发现地示意图
B"6@>?C%$.-%/%*!"#"#" $%&’($")" "/0"$./6#4./7.-"%/.87.-2(’9’#’(&’

Q.猫耳坪% Y.浦堤岩& Q.e>6I_‘?HF% Y.bGJ?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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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陕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发现的成年藏酋猴
B"6@A?:=28-!"#"#" $%&’($")" D4%-%’="/0"$./6#4./7.-"%/.87.-2(’9’#’(&’

左! 右图$ 成年个体& WICL6_f?FKL9?FG_I$ >JG@L?HJ?c?JG>@.

比雌性较长*颜色略浅! 而成年雌性颜面仍呈
现肉红色! 乳头相比未成年个体明显& 另外!
通过 " J 共 $/ K 的近距离"$0# <内#连续跟踪
观察! 发现该群共约 )0 只个体! 成年个体约占
%’k"约 $’ 只#! 其中成年雌雄性比约为 "h%
"雌性$ 约 $$ 只% 雄性$ 约 0 只#! 未成年个体
约占 0%k"约 $& 只#&

E?讨?论

虽早期资料 "蒋学龙等 $&&’! 张荣祖
$&&(! 郑生武等 "#$##记载陕西省西南部有藏
酋猴分布! 结合查阅相关书籍发现此类报道结
果均引自 966JIH "$&/&#! 但该文献资料并未
采集到藏酋猴物种标本& 另外+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 "汪松等 "##&#以及+中国重点陆生野生
动物资源调查, "国家林业局 "##(#等重要书
籍未记载陕西省南部有此物种分布! 并且自
$&/& 年"966JIH $&/&#至本次调查! 近 "# 余年
也没有再次报道其活动分布! 更未见采集到当
地标本及影像资料"蒋学龙等 $&&’#! 而本次
调查不仅拍摄到个体的活动照片! 而且野外持
续跟踪观察的距离较近! 能识别出该物种的形
态特征! 并能基本区分相近物种间的外在差
异! 因而! 在西乡米仓山自然保护区藏酋猴的
发现可被定义为藏酋猴的一个新分布点&

即便有资料报道称在该保护区外围曾有藏
酋猴的活动! 但由于 "# 世纪 &# 年代商业采伐

及当地居民的农业开垦对森林造成普遍破坏!
使得藏酋猴的栖息地遭到严重干扰! 直接影响
它们的正常繁衍生息& 尤其是与保护区西南侧
相连的南郑县境内的森林植被遭到大量砍伐!
迫使藏酋猴种群由边缘分布区向核心区域退
缩! 或许向西南迁入四川省内的相邻县境内地
势陡峭区域! 也迫使该区域的种群数量减少甚
至消失& 伴随近些年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在南
郑县的顺利实施! 周边林区得到一定恢复的同
时! 西乡县境内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使
森林植被得到更好恢复& 尤其是保护区与南郑
相连的茶园一带林地面积较为宽阔! 人口密度
相对较小! 交通不便! 受人为破坏较小! 植被
恢复较快! 生态缓冲能力明显加强! 吸引藏酋
猴从毗邻的四川省相邻县和南郑县的地势险恶
林区向该保护区域迁移扩散! 从而促使该物种
在茶园一带区域得以活动分布! 此种迁移从物
种的生存和发展方面考虑! 无疑更为有利&

依据调查结果分析! 虽 " 次发现猴群! 但
" 次的发现地点相距较近! 仅以低矮山梁相
隔! 并且第 " 天发现猴群的地点恰巧位于前一
天猴群离开的方向上! 因而初步推测这 " 次发
现为同一群体& 根据前期走访询问! 结合藏酋
猴的生活习性! 预测该保护区仍会有其他群体
活动! 要想准确的摸清该保护区内藏酋猴种群
数量仍需做更长时间的野外普查& 另外! 在营
群体生活的藏酋猴物种中! 依据成年与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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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可以判定种群状态"RK>6IL>@.$&//#$
0#k指示种群基本处于稳定平衡! 大于 0#k意
味着种群处于增长中& 结合本次调查结果! 可
以预测该群目前处于增长趋势& 相信在保护区
长期有效的管理和当地居民的配合保护下! 该
区域的藏酋猴数量会呈现一定的增长趋势&

藏酋猴发现区域是米仓山中段地区的代
表! 其森林植被类型较为复杂多样! 地形垂直
高度变化急促! 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类型呈现
一定的季节性和差异性! 并蕴藏着一定的动植
物资源"任毅等 "##/#! 结合本次藏酋猴的发
现! 预示着加强该区域的植被保护与恢复非常
重要& 另外! 作为藏酋猴的边缘分布区域! 若
能得到人类的有效保护! 势必会为该物种的种
群扩散和繁衍生息提供有利条件& 虽然目前保
护区内植被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但因早前受人
类干扰较多! 植被仍然较差! 林相很不整齐!
近年退耕还林营造的乔木还没有成林! 群落结
构还不够稳定% 再者! 藏酋猴的分布地域很狭
窄! 一旦遭到威胁! 其种群数量会急剧减少甚
至消失! 因而! 加强对该区域的保护和管理仍
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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