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接近城区，鼠密度介于中间。

! 讨 论

!"# 关于北京市居室内家鼠组成 !"年调查

结果表明，北京市居室内只有两种，即褐家鼠和

小家鼠。!"年的灭鼠工作并未改变群落的组

成。城区各年度小家鼠为优势种。远郊区除个

别年度外褐家鼠为优势种。

!"$ 种群数量季节消长与灭鼠的关系 !"年

灭鼠工作大大降低了居室内鼠密度，但并未改

变褐家鼠和小家鼠数量变动规律，除了个别年

度外，各年度种群数量有两个高峰，一般前峰在

#!$月之间，后峰在%!!!月之间。

!"! 鼠密度与环境的关系 鼠密度与环境有

很大关系，当卫生状况差，食物丰富，又有良好

的供水等条件时，鼠密度较高。当环境中有不

利于鼠的因素存在时，如断绝鼠粮、水源、地面

硬化程度高、卫生状况等较好时，鼠密度则低。

!"% 对灭鼠工作的评价 灭鼠效果好，鼠密度

明显降低，且回升较慢。若灭鼠效果差，鼠密度

降低不明显，其密度回升必然较快。尽管北京

市每年灭鼠和卫生活动使家鼠的数量下降，但

因其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近几年无论是城区、

近郊区还是远郊区，其居室内褐家鼠和小家鼠

的密度都有上升的趋势（表&），因此北京市的

灭鼠工作不能放松。要选用对优势种较敏感的

药物，同时注意毒饵基质的更换，针对不同场所

的鼠害进行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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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麻阳河地区黑叶猴的食性观察!

罗 杨
（贵州省林业厅 贵阳 &&+++!）

陈正仁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贵州荔波县 &&($++）

汪双喜
（麻阳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贵州沿河县 &*&"++）

摘要：!%%&!!%%-年对黑叶猴进行野外食性观察，结果表明：（!）对农作物的取食时间是影响其取食植

物种类多少的主要因子；（#）其取食部位季节性明显；（"）各季节取食时间长短与取食农作物时间呈负相

关；（$）各季节食物交叉性不强。

关键词：麻阳河；黑叶猴；食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黑叶猴（!"#$%&’($)"*+,-($(）为灵长目猴科

动物，分布于越南和我国贵州、广西，主要生活

在石灰岩丘陵地区的峭壁、溶洞、峡谷等复杂地

形，由于分布区狭窄，生境严酷，种群数量稀少，

现已被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0123）

列为严重受危种，在我国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在黑叶猴的食性方面，至今未见报道。据

黄进同等［!］报道，黑叶猴的食物在广西以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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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为主，计有木棉等!"种；据李明晶等［!］报

道，黑叶猴在贵州多以野生植物的花、果、叶、嫩

枝等为食，计有#$多种。同时，他们还对黑叶

猴的取食规律进行了一般性描述。

本次调查通过对黑叶猴典型季节的野外取

食观察，力求能了解该物种的取食植物种类、取

食部位、取食时间、取食强度，从而确定其主食

植物及各季节的食性变化。

! 调查时间、地点和方法

本次调查在贵州省西北部，与四川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交界的沿河县麻阳河黑叶猴省

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老鹰岩进行，该自然保护区

面积为%&’!()!，居留有黑叶猴%$$余只，为目

前所知的野外种群数量最高区域，野外观察从

&**+年&月开始，至&**"年&月结束。

野外观察采取随机遇见单只动物进行取样

观察记录，每一季节取中间的&$天，记录其采

食植物种类、采食时间，同时在采食时间中以分

钟为单位随机抽样记录其采食频次。野外观察

记录距离为&$$)以内，所用工具为!+,&$双

筒望远镜。观察结果经叠加处理每一季节得!
个完整活动日取食记录，随机取其中一个完整

活动日取食记录进行统计处理，将每日某物种

的取食频次和取食时间相乘得该物种的日取食

量，代表某物种的该季节取食量。全年各季节

该物种的取食量相加得全年取食总量，全年取

食总量除%个完整活动日取食记录所得结果为

其平均日取食量。由此划定其取食强度和确定

其在主食植物种类中的位置（由于完整活动日

记录是由同一季节多次野外记录叠加而成，故

其参与统计的采食植物种类未能涵盖所有记录

到的采食植物种类）。

" 调查结果

"#! 黑叶猴取食植物名录及取食部位（表&）

表!

!!!

黑叶猴取食植物名录及取食部位

!!

物 种 取食部位 物 种 取食部位

胡桃科-./012314515 !&’构!"#$#%&’()&$!! 幼叶、果

&’黄杞*+,)-.$&/0’$&1234&,.’$+$ 幼叶 !!’尖叶榕5’647.)+&%’!! 幼叶、果

!’野核桃84,-$+76$0.$%)+7’7 果 !#’竹叶榕5"70)+1#.%--$!! 幼叶、果

桦木科657.014515 !%’珍珠榕5"7$&9)+017$819.)+&%’!! 幼叶、果

#’亮叶桦!)04-$-49’+’()&$ 花、果、叶 !+’爬藤榕5"7$&9)+017$819:/46-142’’!! 果

%’云贵鹅耳枥:$&#’+47#43)76)+7 芽、幼叶 !;’地瓜5"0’;14$!! 叶、果

+’多脉鹅耳枥:"#1-%+)4&$ 芽、幼叶 荨麻科!! <97=414515
;’岩生鹅耳枥:"&4#)70&’7 芽、幼叶 !"’水麻<)3&),)$7’$)/4-’7!! 叶、果

壳斗科>1/14515 !?’长园叶楼梯草@-$0170)9$13-1+,’(1-’49!! 幼叶、果

"’板栗:$70$+)$91--’77’9$ 芽、果 !*’庐山楼梯草*"70)=$&/’’!! 幼叶、果

?’茅栗:"7),4’+’’ 果 #$’冷水花>’-)$+10$0$!! 幼叶、果

*’丝栗栲:$70$+1#7’7($&,)7’’ 芽、果 #&’西南冷水花>"#-$0$+’(-1&$!! 幼叶、果

&$’多脉青冈:%6-13$-$+1#7’794--’+)&?’7 芽、果 樟科!! A1.914515
&&’西南青冈:"/)-$?$%’ 果 #!’红叶木姜子@’07)$&43)76)+7!! 芽

&!’细叶青冈:"9%&7’+$)(1-’$ 果 ##’川桂:’++$91949=’-71+’’!! 芽

&#’青冈栎:",-$46$ 果 #%’香叶树@’+/)&$61994+’7!! 芽

&%’麻栎A4)&647$640’77’9$ 果 木通科!! A193=B1C1014515
&+’白栎A"($3&’ 果 #+’三叶木通B;)3’$0&’(1-’$0$!! 幼叶

榆科<0)14515 #;’棱茎八月瓜C1-31)--’$#0)&16$-’7!! 幼叶、果

&;’朴树:)-0’77’+)+7’7 幼叶 猕猴桃科!! D47=2=3=14515
&"’紫弹朴:"3’1+/’’ 幼叶 #"’革叶猕猴桃B60’+’/’$61&’$6)$!! 果

&?’珊瑚朴:"D4-’$+$) 幼叶 山茶科!! EF514515
&*’多脉榆E-9476$70$+)’(1-’$ 花、芽、叶 #?’凹脉柃木*4&%$’9#&)77’+)&?’7!! 花、幼叶

桑科GH914515 金缕香科!! I1)1)50=314515
!$’蔓构!&14771+)0’$&$)9#()&’ 幼叶、果 #*’水丝梨F%61#7’77’+)+7’7 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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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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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种 取食部位 物 种 取食部位

!"#枫香!"#$"%&’()*+,*’,-&.& 幼叶

蔷薇科$%&’()’)
!*#枇杷/*",(,0*1&2&3,."4& 芽、果

!+#金樱子5,-&6&)*"7&0& 果

!,#小果蔷薇5841’,-& 果

!!#狭苞悬钩子5$($-&.7$-0"(*&40)&0$- 果

!-#悬钩子583&6’&0$- 果

!.#高梁泡586&’()*0"&.$- 果

!/#大乌泡58’$60"(*&40)&0$- 果

!0#红毛悬钩子583".+&).-"- 果

!1#山桃9*$.$-%&:"%"&.& 果

-"#山樱花98-)**$6&0& 果

-*#火棘91*&4&.0;&+,*0$.)&.& 幼叶、果

-+#全缘火棘98&0&6&.0","-)- 幼叶、果

-,#花生（落花生）<*&4;"-;13,7&)& 种子

豆科2)34567%&’)
-!#马鞍羊蹄甲=&$;"."&(*&4;14&*3& 幼叶

--#羊蹄甲=8:&*")7&0& 幼叶

-.#老虎刺90)*,6,("$’3$.40&0$’ 幼叶

-/#藤黄檀>&6()*7"&;&.4)" 幼叶

-0#湖北黄檀>8;$3)&.& 幼叶

-1#西南槐树?,3;,*&3*&@)*" 芽、幼叶

大戟科849:%;<6’()’)
."#石岩枫A&66,0$-*"3&.%$- 芽、幼叶

芸香科$4=’()’)
.*#齿叶黄皮B6&.-).&%$.."&.& 幼叶

.+#千里香A$**&1&3&."4$6&0& 芽、幼叶

.,#花椒C&.0;,D16$’($.7)&’$’ 芽、幼叶

.!#刺异叶花椒C8%"’,*3;,3;166$’>’;?
-3"."+,6"$’

芽、幼叶

漆树科@7’(’;A6’()’)
.-#黄连木9"-0&4"&4;".).-"- 幼叶

..#盐肤木5;$*4;".).-"- 种子、幼叶

./#南酸枣B;,)*,-3,.%"&-&D"66&*"- 芽、果

槭树科@();’()’)
.0#樟叶槭<4)*4"..&’,’"+,6"$’ 芽、叶

无患子科B’967A’()’)
.1#小叶栾树E,)6*)$0)*"&’".,* 幼叶

清风藤科B’<6’()’)
/"#贵州泡花树A)6",-’&;).*1" 花、幼叶

卫矛科C)D’=;’()’)
/*#革叶卫矛/$,.1’$-6)46)*)" 幼叶、幼果

鼠李科$:’57’()’)
/+#多花勾儿茶=)*4;)’"&+6,*"($.%& 幼叶

/,#拐枣F,:)."&%$64"- 果

葡萄科E6=’()’)

/!#羽叶蛇葡萄<’3)6,3-"-4;&++&.2"."" 叶、果

/-#爬山虎9&*0;).,4"--$-0*"4$-3"%&0& 叶、果

/.#毛葡萄G"0"-#$"#$&.7$6&*"- 叶、果

胡颓子科8D’)’37’()’)
//#石山胡颓子/6&)&7.$-4&64&*)& 芽、幼叶、果

/0#曼胡颓子/876&(*& 芽、幼叶、果

/1#银果胡颓子/8’&7.& 芽、幼叶、果

旌节花科B=’(:F4;’()’)
0"# 喜 马 拉 雅 旌 节 花 ?0&4;1$*$-;"H

’&6&"4$-
花、幼叶

山茱萸科C%;7’()’)
0*# 木B,*.$-’&4*,3;166& 芽、幼叶

0+#四照花>).%*,().0;&’"&2&3,."4& 芽、幼叶

紫金牛科GF;6&6’()’)
0,#网脉酸藤果/’()6"&*$%"- 幼叶、果

柿树科8<)7’()’)
0!#乌柿>",-31*,-4&0;&1).-"- 果

0-#小叶柿（岩柿）>8%$’)0,*$’ 幼叶、果

山矾科BF59D%(’()’)
0.#山矾?1’36,4,-?$’$.0"& 幼叶

木犀科HD)’()’)
0/#女贞!"7$-0*$’6$4"%$’ 幼枝、幼叶

00#小叶女贞!8#$";,$" 幼叶

茜草科$4<6’()’)
01#日本蛇根草I3;",**;"@&2&3,."4& 幼叶

1"#六月雪?)*"--&-)*"--,"%)- 幼叶、花

马鞭草科E);<)7’()’)
1*#紫珠B&66"4&*3&2&3,."4& 芽、幼叶、幼枝、花

1+#大叶紫珠B8’&4*,3;166& 芽、幼叶、幼枝、花

1,#白毛长叶紫珠B86,.7"0,6"&
E’;?+6,44,-&

芽、幼叶、幼枝、花

1!#长柄臭黄荆9*)’.&3$()*$6& 芽、幼叶、幼枝

忍冬科C’9;6I%D6’()’)
1-#金银忍冬!,."4)*&’&&4J"" 芽、花

1.#短序荚G"($*.$’(*&4;1(,0*1$’ 幼叶、果

1/#球核荚G83*,3".#$$’ 幼叶、果

10#荚 G8%"6,0&0$’ 幼叶、果

11#南方荚 G8+,*%"&) 幼叶、果

百合科26D6’()’)
*""#多花黄精9,617,.&0$’41*0,.)’& 花

禾本科J;’567)’)
*"*#玉米（玉蜀黍）C)&’&1- 果

旋花科C%7>%D>4D’()’)
*"+#红薯（甘薯）K3,’,)&(&0&0&- 块根、叶、茎

茄科B%D’7()’)
*",#洋芋（马铃薯）?,6&.$’0$()*,-$’ 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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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野外记录整理得沿河麻阳河黑叶猴的

取食植物计有!"科#$!种。

!"! 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黑叶猴春季取食植物计%%种；夏季取食植

物计#!种；秋季取食植物计%$种；冬季取食植

物计##种（表%）。

!"!"# 黑叶猴采食植物种类变化：从种类上

看，黑叶猴在春季和秋季取食的植物都大大多

于夏季和冬季。春季和秋季黑叶猴取食的植物

分别为%%种和%$种，夏季和冬季黑叶猴取食

的植物分别为#!种和##种；但在夏季和秋季

取食农作物的时间平均为&$’"分钟／日，而在

春、秋季取食农作物的时间平均为(分钟／日，

由此来看，对农作物的取食时间为影响其取食

植物种类多少的主要因子。

在春季黑叶猴的主要食物如鹅耳枥、西南

槐、枫香、亮叶桦等多为季节性落叶植物，春季

萌生大量幼叶和芽；夏季黑叶猴除取食大量农

作物外，它们主要取食的野生植物多为非季节

性落叶植物的幼叶和花；秋季黑叶猴主要取食

的野生植物多为有果实且果实适口性较好的植

物；冬季在取食农作物的同时，其取食的野生植

物以非季节性落叶植物为主。

!"!"! 黑叶猴采食植物的部位变化：黑叶猴取

食植物部位的季节性差异从表%中可以明显看

出，黑叶猴各季节均采食大量植物幼叶，但季节

性特点又很明显。

春季，以植物的芽、幼叶为主，同时也取食

亮叶桦、紫珠等四种植物的花，悬钩子、南酸枣

等四种植物的果实；夏季，以玉米的果实为主要

食物，同时也取食部分植物的花和果；秋季，其

食物组成中果实和种子占的比重极大；冬季，其

取食的植物果、叶比例大致相同。

黑叶猴的食物绝大多数是植物的幼嫩部

位，如叶、芽、花、果等。从食叶上说，它们常食

如小叶女贞、蔷薇、西南槐等叶片较小的植物幼

叶；就连其主食玉米，也主要在其非常幼嫩的夏

季取食。但对于另一些果实和块根来说，它们

喜食的金缨子、紫珠、胡颓子、火棘、拐枣、红薯

等适口性都较好。

!"!"$ 黑叶猴采食植物的时间变化：通过表%
可以看出，夏季黑叶猴取食玉米的时间很长，占

全日取食时间的"&’)*，而其全日取食时间却

是四个季节中最少的，因此，可以认为在夏季玉

米是黑叶猴的重要食物；在冬季其取食红薯的

时间占全日取食时间的%&’+*，说明在冬季农

作物仍是黑叶猴的主要食物；秋季，黑叶猴用于

取食的时间比较多，但用于取食农作物的时间

却只占全日取食时间的"’+*；春季，黑叶猴用

于取食的时间是四季中最多的，而在其食物中

却没有农作物。由此可以看出，黑叶猴各季节

的全日取食时间和用于取食农作物的时间呈负

相关，且从取食量和取食时间上看，农作物在黑

叶猴的食物中都占有重要的比例。

!"$ 黑叶猴主食食物的初步确定 根据黑叶

猴的取食量（表%）可以看出，女贞、胡颓子、水

麻、火棘等四种植物为全年取食食物，占总种类

的##’)%*；悬钩子、鹅耳枥、紫珠、朴树等五种

植 物 为 三 个 季 节 取 食 食 物，占 总 种 类 的

#)’%&*；黄连木、毛葡萄、老虎刺、山矾等六种

植物为二季节取食食物，占总种类的#(’#)*；

另有西南槐、枫香、柃木、盐肤木等二十种植物

为单季节取食食物，占总种类的"(’#,*。从

而可以得出黑叶猴各季节食物交叉性不强的结

论。

在全年平均日取食量中，用#$$次以上、"$
!#$$次、#$!"$次、#$次以下为分段标准，将

食物分为重要食物、主要食物、一般食物、少食

食物四种。结合其取食季节可以看出，朴树、鹅

耳枥、女贞、紫珠、黄连木、胡颓子等为多季节取

食植物，且黑叶猴的全年平均日取食量均在

#$$次以上，因此该类食物在黑叶猴的生活中

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西南槐的全年平均日取食

量也在#$$次以上，但仅在春季取食，故其在春

季的重要性极为突出；火棘、青冈栎、枫香、柃

木、亮叶桦均为全年平均日取食量"$!#$$次

的主要食物，但除火棘外，都是单季节取食的食

物，说明黑叶猴取食该类食物的季节性较强；藤

黄檀、毛葡萄、悬钩子、老虎刺、盐肤木等为全年

平均日取食量在#$!"$次的一般食物，此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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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我们曾就此事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查访，

得知以前黑叶猴在该地并不盗食农作物，自!"
年代末#"年代初方有此事发生，根据目前的调

查结果，我们认为农作物在黑叶猴的食物中占

有很大比重，估计与当地黑叶猴种群密度过大，

野生食物不足有关，是一种适应性的食性改变

行为。

!"# 相关的保护管理措施 通过调查研究，我

们认为在沿河县麻阳河自然保护区内生存的黑

叶猴，由于环境压力过大，种群密度过高，天然

食物严重缺乏，因此出现了食性改变现象。针

对这一现象，在保护管理工作中，建议加强对栖

息地的改造和管理。由于黑叶猴对栖息地内可

食植物的利用强度过大，采取封山育林等措施

在短期内将很难有效改善其取食环境，因此建

议在保护试验区内人工栽植黑叶猴重要和主要

的食物种类，加强管理，通过改善采食环境来达

到加强物种就地保护的目的。

加强人工驯养繁殖，建立人工种群是物种

保护的另一重要手段。建议保护区管理部门争

取资金，通过野外引种，建立人工种群，减轻环

境压力，达到物种迁地保护的目的。

贵州省有一半以上的面积为喀斯特地貌，

适合黑叶猴生活的地形很多。建议通过调查论

证，将沿河县麻阳河自然保护区内的黑叶猴引

种到其他地方的适生环境中，加强保护，同时减

轻该保护区内黑叶猴的生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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