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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听从召唤，应着口哨声回叫。当打开笼门时， 

也还会飞到我们拿虫子的手上进行啄食。为了 

进一步驯练它，我们手拿虫子从外蜃慢馒走向 

内屋，边走边吹口哨，它也能从笼边跟着而去· 

边飞边跳地囤着 人转。 l 987年 1 2月 22日我 

们将它放回大自然。 

介绍一种有效的家兔采血法 

由于家兔耳缘静脉的血液先经耳尖部再流 

至耳根部，如果在耳缴静脉的耳尖部先经穿刺 

或割破而取血效果不理想时 ，就很难再于耳根 

部穿刺取血。因此我们认为，在耳缴静脉多次 

取血时，应从耳根部开始，逐渐移向耳尖部为 

宜。如以注射针头穿刺取血时 ，应从耳根部向 

耳尖方向插入耳静脉内。此外，为使血管扩张， 

除了用照明灯或红外线灯泡照 射 加 热 外，于 

采血前也可擦拭二甲苯或乙醚等药 品。 如 果 

血管充盈 良好而欲暂时止血而不能止住时，可 

于伤 口的棉球上再夹一静脉钳或纸夹，其止血 

效果比贴橡皮胶要好，在再次 取 血时 也无 影 

响。 

(浙江省台_州医院 牡有功) 

滇金丝猴——世界珍稀灵长类动物 

邹 淑 荃 白寿 昌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摘要 滇金丝臻是我国特有 的三种金丝猴之一。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及西藏东部。 栖息于海拔 

3200一{200米的针阔混交林及暗高山针叶林带，过群居酪走觅食的生活方式。数量稀少，也是很少为 

^所知的珍稀濒危物种。 

经近几年的野外考察，已初步掌握了滇金丝猴的数量分布、种群结构、日活动及迁移习性、野生食 

性、生殖季节及栖息环境等。现巳转入驯养繁殖及有差起源 、分类进化地位、行为学，细胞遗传学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 

滇金丝猴 (R̂ 0p打̂  f blesi) 为我国 

特 有 的第一类 保 护 动 物。 自 l879年 Milne一 

]Edwards发表滇金丝猴新种记 录 后 即销 声 匿 

迹，直到彭鸿绶等 ，李致祥等 先后进行考察 

并报道有关滇金丝猴的情况后，才又宣告了它 

的存在。近年来对它的考察研究逐渐增多，但 

它仍是很少为人们所知道的动物，现在昆明动 

物研究所已开创了滇金丝猴的首次驯养记录。 

金丝猴属于灵长 目疣猴科 仰 鼻猴 属韵 动 

物，共有四个种，除越南金丝猴外，其余三种 

(川、黔、滇金丝猴)均为我国的特有种，也是被 

列为世界六十种濒危的灵长类动物。 

人们在动物园常见到的金丝猴背部具长达 

350 133．．Ⅲ_的金黄色长毛，头预及背部绒毛为黑 

褐色，四肢外侧为淡黑褐色。吻部突出趋于肿 

胀。鼻孔上仰。颜面蓝色。这是分布于陕、甘、 

川等地的川金丝猴。而在贵州省东北部梵净山 
一 带的金丝猴，全身毛色为黑褐色，其头预、背 

部体侧、四肢外侧直至尾部毛色为深黑褐色，肩 

部、胸部及腹部毛色为灰褐色，全身毛的长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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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川金丝猴。眼圈周围白色成分多。吻部肿胀 

程度不及JI『金丝猴，这是黔金丝猴。 

滇金丝猴毛色不及川金丝猴艳丽，背上被 

覆黑色长毛约 200litm．，头顶 有一 撮 黑 色 冠 

毛，上臂内侧 、喉部、臂部 、腹部为白色。颜面肉 

色，吻部肿胀程度不及川金丝猴。一般成年雄 

猴毛长 ，体 型大 ，体重可达 30千克 ；雌性体小 毛 

短，成年雌猴(见图 1)体重约 10千克；婴猴为 

灰白色，随年龄的增长毛色逐渐加深变黑。 

图 l 滇叠丝壤( ) 

滇金丝猴因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北部，故冠 

以“滇 字命名 ，因毛色是黑白相间，黑色成 分较 

多，所以又叫黑金丝猴、花猴、青猴。由于它栖 

息于高海拔的雪山上所以又有人称它 为 雪 猴。 

而当地少数民族又有其本族的名称：知解—— 

藏语、扎密普扎——僳傈族语、摆药—— 白族 

语。 

滇金丝羲的分布置栖息环境 经笔者查 

明它的现生分布区极为获 窄，仅 分布 于末 经 

98。61 一99。81 和北 纬 26。31 一30。00 之 间， 

即滇西北及与其接壤的西藏边缘地区的原始森 

林中。 

猴群一般栖息于海 拔 3 20O一4200米 的 针 

阔叶混交林及亚高山暗针叶林间，活动较为频 

繁的地区海拔高度为 3700—4200米之间 的 亚 

高山暗针叶林带。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四季寒 

冷(年平均气温为 4．7qc)，所以每年从 l 2月至 

翌年 4月份为大雪封山的季节。 

栖息地的主要树种是冷杉、云杉、高山栎， 

落叶松、红桦、花楸、白桦等 20余种，其优势种 

是长苞冷杉。灌木有杜鹃、箭竹等十余种。林 

下为草类、苔藓等。 

滇金丝猴的现生数量 据笔者调查，该物 

种近十多年来数量正急剧下降，现存总数不超 

过一千只，其种群大小亦随栖息生境而有变动， 

从 20～200余只不等。 

滇金丝猴主要以绿色植物的嫩叶，果实为 

食，特别是冷杉、云杉嫩叶及果实最喜食，据谓 

查统计其采食的植物种类有 20余种，冬季主要 

以松萝 (Usnea)为食。 其栖息地的森林资源 

较为丰富，但因针叶台营养素较为贫乏，且含有 

难于消化的松脂，所以滇金丝猴 日采食量慑大 

(据家养试验，一只成年雌猴 日采食樱桃叶竟达 

1．5千克)，故每 日游走觅食达 7个多小对 ，自然 

游迁距离约 3．5公里 ，所以群体活动范围比其 

他灵长类动物都大。 

繁殖 滇金丝猴的交配期是每年冬季，于 

次年 3—6月产仔，每年一胎，每胎一仔。 

濒危原因 滇金丝猴是一个珍稀 的物 种， 

分布区极为狭小，且数量仍在激剧下降，究其原 

因，主要是：(1)滥伐森林，由于盲目增设伐水 

场，使滇西北的原始森林正加速消失。开荒、森 

林火灾、修筑公路等等使大片的森林分割成小 

块，限制了粮群的觅食迁游；由于栖息生境的严 

重破坏，致使以暗高山针斗林为食的滇金丝披 

生存受到严重的打击；也由于生境的破坏造成 

种群地理分隔的局面，所以调查中发现猴群很 

少有重叠分布。(2)滇金丝臻分布区内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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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经济活动频繁，盗猎极为严重 ，例如，剑川 

县老君山，据当地猎手介绍前十年尚有滇金丝 

强近百只，但现在仅存不足 20只了。 

滇金丝猴在学术上的意义 从中国灵长类 

化石的资料得知：在我国更新世早期至晚期地 

层中找到金丝猴化石，其化石分布区与现生种 

类地区大体一致，可认为金丝强是我国的一个 

极为珍贵的孑遗生物中的活化石。经近年我们 

研究室的研究结果看，金丝猴是最高等的旧大 

陆冁，处于联类与猿类的中间地位 ，是研究动 

物进化方面极为珍贵的活材料。而滇金丝猴除 

具有一些金丝猴固有的特征外，还有许多相异 

的特性，例如：川、黔两种金丝强是属于树栖型 

的动物 ，而滇金丝猴则是兼有树牺及地栖适 

应性的半地栖动物，其骨骼 、肌肉必然有其独 

特的结构与功能(正在研究中)。其食性极为狭 

窄，所采食的食物主要是富含松脂的暗高山针 

叶，消化道及其细菌群落亦特殊，对研究灵长类 

动物如何消化粗纤维也是有意义的课题。 

据知滇金丝猴是四种佥丝猴中栖息地海拔 

最高的一种，常栖息于海拔 37OO一42OO米 的暗 

高山针叶林带，为适应高山低温低气压的缺氧 

环境，滇金丝猴的血红蛋 白高达 18．48克，一百 

毫升；红血球高达 578万，立方毫米，所以它是 

今后研究高山缺氧环境下动物生理的好 材料。 

也由于它倪生存于人迹罕见地区的 孑遗生 物， 

所以也是研究动物生态学，行为学较为理想的 

动物。 

经近几年我们的野外考察工作，已经初步 

掌握了滇金丝猴的数量 、分布，种群结构，目活 

动规律，迁移习性 、野生食性 、生殖习性及栖息 

环境等，现已开始转入室内驯养繁殖及细胞学 

等研究工作，由于它进化地位较高，我们认为研 

究滇金丝猴是有较大的科学价值的。 

保护措施 近年来由于对滇金丝猴的宣传 

报道增多，已引起分布区内党政部门的重视：大 

力宣传野生动卿保护法，对四起盗猎案件给予 

了严惩；严禁无证捕捉；严禁市场买卖活抿及 

皮、骨等；对滇金丝猴核心分布区的白马雪山自 

然保护区给予人力、财力的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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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寄生虫低温保存的研究概况 

沈 橱 靖 沈 静 德 
(第一军医犬学寄生虫学教研室) 

随着寄生虫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仍然以 

动物接种和体外培养的保种方法，已远不能适 

直目前科研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一种新 

的保种方法，以便能随时提供教学 、科研标本。 

近年来，--lq方兴未艾的低温生物学 (~ryobio— 

fogy)应运而生。国外已做了大量寄生虫低 温 

保存的研究，沈静德 ，周元昌等 和陶鸿章 

等。’ 均作了综述。但国内寄生虫的低温保存的 

研究尚无综台性报道，本文特将我国的研究概 

况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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