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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表明，一定韵社 

会地位影响繁殖成功度。因为低等级的雄性被 

排挤出繁殖竞争，高等级雄性则享有高的繁殖 

成功度 ，即所谓“优先接近 模式(Priori． 

ty-of-access Mode1)。DNA指纹图谱所作的一 

些研究也支持该论点 “J。Paul等 1 对自由活 

动的无尾弥猴在三个繁殖季节的研究中发现优 

势等级正相关于交配成功度和繁殖成功度；同 

样，野生长尾弥猴的三个家族群中，第一和第二 

雄性是群体中 87％～91％子代的父亲 。然 

面，后来也有的工作显示社会地位与繁殖成功 

率无必然联系 1 。Inoue[19]所研究的一个日本 

猴家族群中，尽管交配成功度与优势等级相关， 

产生子代的数目并不持续反映八年来雄性的等 

级次序。Smith 20 对圈养弥猴 15年的跟踪观 

察与分子标记表明：优势等级与繁殖成功度只 

在其中的两年里明显相关。由此提示，除了雄 

性等级，一定有另外的繁殖策略影响交配行为 

和繁殖成功度。 

雌性选择(Female Choice)策略被认为在灵 

长类繁殖竞争中有重大影响[2t-22]。行为学观 

察表明，在日本弥猴中，雌性与高等级雄性的伙 

伴关系(Consortship)由雄性维持，而雌性与中 

低级雄性的伙伴关系由雌性维持口 。一些雌 

性主动接近中低级雄性，尤其在排卵期。尽管 

是如此明显的选择，与这些被偏爱雄性交配的 

频率也并不与其子代数目相关L8]。精子竞争 

被认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Inoue[z4l不仅以 

指纹图谱判别群体中子代的双亲，而且以对雌 

猴性激素的监测跟踪其性周期。研 究结果显 

示：雄性的交配次数正比于其等级，而与其子代 

数目无关；而且，在排卵期与雌性交配的次数并 

不正比于雄性等级，甚至在排卵期所见的交配 

次数仍不能准确的预知子代的父亲。该工作另 
一

个出色的成就是将分子监测引入行为生物学 

的研究。伴随着分子标记技术，分子监涮也在 

灵长类繁殖行为研究中崭露头角。同样有意义 

的工作来自GustL2 研究组，两个多位点探针所 

产生的指纹图谱均表明：雄性所产生的子代数 

目与其等级相关，依等级次序的子代数日为0。 

3，0，8，2。精于实验的结果提示：第一雄性精液 

中无精子存在，而同样无子代的第三雄性却有 

精子存在。即使去除不育的第一雄性，该群体 

仍不具备雄性等级与繁殖成功度的相关性。此 

外，雄性交替繁殖策略(Alternate Male Strate— 

gies)也影响着弥猴的雄性繁殖成功度。Me1． 

nick L1 用DNA指纹所作的工作指出：在小的 

野生弥猴群中雄性次猴王参与了繁殖成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不同群体选择不同的 

交配策略和繁殖策略，其间是否蕴藏着一定的 

遗传、生理甚至心理机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 

题。De Ruiter提出，三个变量：优势等级、交配 

成功率和繁殖成功度中存在着四种关系：<1)三 

者均呈正相关，意味着等级地位低的雄性被排 

挤出交配或者存在基于雄性等级与交配频率相 

关的精子竞争。(2)只有优势等级与交配成功 

度相关，即排卵期前后存在着谜择交配，是雌性 

选择和／或雄性交替策略的结果；(3)只有优势 

等级与繁殖成功度的相关，优势雄性在生育高 

峰期选择交配，这可能源于高等级雄性在雌性 

最大生育能力时优先接近的能力或雌性在此时 

对高等级的雄性有所偏爱；(4)只有交配成功率 

与繁殖成功度相关，表明雌性不能为高等级的 

雄性保护，低等级雄性成功地交配，同时可能有 

低等级雄性的交替策略或雄性选择的参与。 

优势等级、交配成功度与繁殖成功度的关 

系亟待大量的研究工作给予详细的答案，然而 

行为学的观察和分子标记的应用仍然提示：雄 

性等级本身并不能解释灵长类繁殖行为的模 

式，而是和动物群体的生境条件、群体大小、群 

中的雌雄比例以及群体的选择的繁殖策略等因 

素相互关联，彼此制约，最终影响了群体的交配 

成功度和蘸殖成功度。 

}” 的研究提示一个有趣的问题。他 

们用寡聚探针所作的指纹分析表明：一个来自 

外群的低等级雄性与该群体中的第一、第二雄 

性享有同样的最大数目。在灵长类的社会生物 

学中，是否存在对异域异性的偏爱心理是个饶 

有趣味的问题。该领域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来自Smith 的工作：高繁殖成功度是优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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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原因还是结果?1977～1991年间对圈养 

弥猴行为学观察数据和 DNA指纹图谱分析结 

果表明：那些获得高等级地位的雄性是在低等 

级时经历过高繁殖成功度的雄性；而高等级雄 

性在经历一段持续的低等级才保持了其等级。 

也正是如此，优势等级与繁殖成功度并不具统 

计学上的明显相关。 

毫无疑问，这是个有很多困惑，也因此具有 

很大挑战的领域。但我们相信：使灵长类学者 

从根本上弄清这些动物繁殖行为本质的仍将是 

分子标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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