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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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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

摘要：滇南、滇东南曾是黑冠长臂猿广泛分布的地区之一。为掌握该地区近年黑冠长臂猿分布及种群数量
现状，从 "%%& 年 ( 月 ) "%%* 年 !" 月，采用访问调查及利用鸣声定位法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近
*% %%% +," 的范围内，东黑冠长臂猿（!"#$%&’% -. / 01 / ($%’)’%）在云南境内可能已消失；西黑冠长臂猿（! *
&"(&"+",）亦仅发现 * ) ( 个种群，且孤立分布于 & 个地区（金平芭蕉河 " 群 # 只，金平西隆山 ! 2 " 群，绿春黄
连山 ! ) & 群，总计不超过 "$ 只），而在江城牛倮河自然保护区、马关古林箐自然保护区、麻栗坡老君山自然保
护区及屏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可能已绝迹。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区缩小及种群数量剧减，主要与栖息
地丧失及过度捕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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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猿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小型

猿类（U@8C?9:D，!’5(）。现生长臂猿被分为 * 属 !"
种（X;<DB:DOL:D@- @9 <=，"%%*），我国有 & 属 $ 种，

即：西黑冠长臂猿（!"#$%&’% &"(&"+",）（红河以

西）、东黑冠长臂猿（! / -. / 01 / ($%’)’%）（红河以

东）、白颊长臂 猿（ ! * +2’&"02(5%）、白 掌 长 臂 猿

（ A5+"B$)2% +$, ）、 白 眉 长 臂 猿 （ >’("C/)72&’%
7""+"&D）。西黑冠长臂猿与东黑冠长臂猿在分类上

曾被统归于 黑 冠 长 臂 猿（ A * &"(&"+",） （T< \
]<DC， !’5#； R;:H@- \ ]<DC， !’’%； R;:H@-，

! 收稿日期："%%$ 2 %5 2 %"；接受日期："%%$ 2 !" 2 %’
基金项目：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局（^D89@B [9<9@- _8-? <DB ]8=B=81@ [@;H80@）；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QY " 2 ! 2 %#6、

‘[QY"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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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我国。其中西黑冠长臂猿（! "
#$%#$&$’）除了在越南北部（位于红河和黑水河之

间）及老挝西部的局部地区（澜沧江以东）有分布

外，其余均分布于我国云南（滇中、滇东南、滇

西）；而东黑冠长臂猿仅分布于海南（即海南黑长

臂猿 ! $ %& $ ’( $ %()*+*) ,(-%(%*) ）、云 南 东 南 部

（可能）与越南东北部（红河以东）（)*+%%,-.. */
-0，!"""；12-.34.564.*% */ -0，!""7）。

近期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黑冠长臂猿在

海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现仅存 #8 只（9:4; */
-0，!""<），在云南河口 = 屏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

曾被认定可能还有分布（>- ? 9:-4，!""!）。相对

而言，西黑冠长臂猿的分布范围更广，如滇中无量

山与哀牢山、滇西永德大雪山、耿马窝坎大山与邦

马山、滇南绿春黄连山、金平西隆山与屏边大围山

等 地 （>- ? @-.A， #BCD， #BCC； @-.A */ -0，
!"""），数 量 也 较 大，但 多 为 估 计 值 且 多 有 差 异

（附表 #）。到目前为止，仅对分布于滇中无量山的

西黑冠长臂猿的分布与数量做了深入调查（6+-.A */
-0，年代）。

黑冠长臂猿曾较广泛地分布于滇南、滇东南

（附表 !），但近 !"、8" 年来，由于森林砍伐、环境

破坏及狩猎活动等影响，其现状已经发生了改变。

为了解近期现状，为该地区黑冠长臂猿的有效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8 年 E 月 F !""7 年 ## 月，我们

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GGH）合作，对滇南、滇

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和数量进行了调查。

! 研究地点及方法

! "! 研究地点

调查范围根据资料记载或有报道的滇南、滇东

南长臂猿分布地区确定，地理位置约在 !!I!<J F !8I
<"JK，#"#I7"J F #"<I<"JL，包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西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及思茅市东

南部。调查覆盖区域 7" EB8 M,!（行政区面积），

其中林地面积约 #" """ M,!（据红河州、文山州政

府资料），但长臂猿历史分布区现存森林面积不足

! """ M,!（根据地形图估算）。该地区处于西南季

风和热带东南季风交替的过渡地带，气候类型多

样，亚热带气候区域为主，光、热、水条件较优

越，有热带雨林和季雨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

林、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山地苔藓矮林、竹林以

及次生林等多种植被类型。

! "# 调查方法

# N! N # 访问调查 据文献记载、报道及植被分布

状况，我们走访了滇南、滇东南 8 个州（市）林业

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 个县林业局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对 E8 个自然村（图 #）#8! 人进行

了访问调查。访查对象主要为有狩猎经验或经常进

山的村民。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听到过长臂猿的鸣

叫、是否见过长臂猿、发现时间、地点及数量，长

臂猿基本特征与习性描述，其他伴生动物及分布、

栖息地和社区状况等，同时记录受访者姓名、性

别、年龄、生活习惯、访问日期、地址等。对受访

者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某地是否有长臂猿分

布，并在地形图上标记相关地点及范围。

# N! N ! 野外调查 在访问调查的基础上，对古林

箐、大围山、分水岭、西隆山、黄连山及周边地区

进行了 CE 天的实地调查（图 #）。根据长臂猿具清

晨鸣叫习性及领域性，其叫声可传至 ! F 8 M, 外的

特点，利用鸣声记数法对长臂猿的群体分布与数量

进行调查（124’M*0,-. ? O0+，#BCE；124’M*0,-. ?
P2+M4%-,-/-2-，#BB8）。调查小组由调查队员和向导

组成，据拟调查区域的地形特点与面积，确定合适

的听点（一般选择地势较高、视野较开阔的山头），

一个听点覆盖的范围以长臂猿的鸣叫声能被听到为

准。每天日出前 7< ,+. 到达听点等待长臂猿鸣叫，

记录与听点及环境有关的数据：天气（晴、多云、

阴、雨、微风、大风等）、听点位置（)QP 测定）、

日出时间，重点记录鸣叫相关数据：是否鸣叫、鸣

叫起始与结束时间、激动鸣叫次数、鸣叫地点及罗

盘方位、估测距离及其他可用于群体区分的鸣叫特

点等。##：8" 后离开听点，每个听点至少连续监

听 7 天。如果听到长臂猿鸣叫，则在当日下午前往

鸣叫点测定 )QP 位点，并尽可能寻找猿群，通过

毛色及体型差异观察群体大小与组成。

# 结果与分析

# "! 访查结果

访查结果（表 #）表明，东黑冠长臂猿在云南

可能已消失：过去 8" 年中，在其分布区（红河以

东），红河州南部屏边与河口大围山已无人发现长

臂猿或听到其鸣叫，而在文山州西南部（马关县古

林箐及麻栗坡县老君山）仅在 #" F #< 年前有人发

现 过长臂猿或听到过其鸣叫。西黑冠长臂猿于!"

<8# 期 倪庆永等：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与数量



图 ! 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访查及野外调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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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访查结果

"#$ % ! &’()*+,)-. /’ (0) 1,.(*,$2(,/’ /3 (0) $4#56 5*).()1 7,$$/’. ,’ ./2(0)*’ #’1 ./2(0)#.()*’ 82’’#’

访查地区

&’()*+#), .#1(*#7(1

涉及村寨数

:2;6)*1 4/
+#00-$)1

针对林区

"4*)1(1 (-*$)().

听到 <目击时间

=#;) 4/ 0#1()’#’$
4* 461)*+-(#4’

受访者数

:2;6)*1 4/
#’()*+#),))1

黑长臂猿分布地点

>#1(*#62(#4’ 1#()1 4/ 60-78 $#664’1

文山州西南部：
马关、麻栗坡、文山等县

!?
古林箐省级自然保

护区
!@@A 至 !@@B 年 CC

马关县古林箐乡卡上村“瓢厂
大箐锅圈岩”

老君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

!@@D 年前 资料记载 麻栗坡县老君山火烧梁子一带

红河州南部：
屏边、河口

!C
大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B?1 !E

屏边喏咪、火山寨及河口坝洒
农场等周围林区（下围山区
及中越边界）

红河州南部：
金平

!B
分水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F?1 至今 DF

勐拉乡老乌寨、者米乡梁子队
等周围林区（水晶山顶及西
隆山主峰附近）

红河州南部：
绿春

CE
黄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B?1 至今 GG

解放村、书丫村“阿波五独”
“敖别动倮果”；玛玉村、的
松村“火布梁子”；龙水村、
迷里切村“夹尼果马”

思茅市东南部：
普洱、江城

@ 牛倮河省级保护区 !@FA 年 !D 江城县曲水乡图卡河附近

年前在思茅市东南部（江城）曾有发现，据了解近

年来仅在红河州南部金平分水岭及绿春黄连山两个

自然保护区和金平营盘乡有活动，但出现地点已很

少，多数地区已不见踪迹。

9 :9 分布与数量

野外调查结果表明，东黑冠长臂猿（红河以

东）可能已灭绝。笔者在马关县古林箐自然保护区

可能有长臂猿活动的瓢厂大箐锅圈岩地区，设置了

两个听点并分别进行连续 B 天的调查，均未能听到

长臂猿的鸣叫声。西黑冠长臂猿在滇东南地区也很

稀少，现仅确定有 G H B 群，孤立分布于绿春黄连

山（ ! H D群 ）、金 平 西 隆 山（ ! H C群 ）及 芭 蕉 河

AD 动 物 学 研 究 CB 卷



表 ! 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及数量实地调查结果

"#$ % ! &’()* +,-.(/+ 01 23( *’+2-’$,2’01 #1* 404,)#2’01 05 23( $)#67 6-(+2(* 8’$$01+ ’1 +0,23(-1 #1*
+0,23(#+2(-1 9,11#1

地点 !"#$%&"’ 调查时间 ($%) "* +,-.)/

听点数

0,12)-+ "*
3&+%)’&’4
5"+%

调查人数

0,12)-+ "*
%)$1 1)12)-

种群数量

6"5,3$%&"’+

面积

7-)$
（819）

海拔

:3).$%&"’
（1）

古林箐林区瓢厂大箐锅圈岩 9;;< = >> = 9?—9;;< = >9 = 9 9 @ 灭绝 >;!! > A;;—> B;;
大围山保护区下围山一带 9;;< = >> = 9;—9;;< = >> = 9@ 9 ? 灭绝（？）! @;!! C9;—> <;;
西隆山主峰附近 9;;@ = ;@ = 9B—9;;@ = ;A = ;A 9 >9 > D 9 群 E!! 9 9;;—9 ?;;

9;;@ = >> = >A—9;;@ = >> = >B @ D >; 只

金平县营盘乡芭蕉河集体林 9;;@ = ;@ = ;E—9;;@ = ;@ = >A 9 C 9 群 ? 只 ; FB@!!! > B;;—9 9;;
玛玉村、的松村“火布梁子” 9;;@ = ;A = ;B—9;;@ = ;A = 9@ 9 A > D < 群 >A!! > E;;—9 A;;

9;;@ = >> = ;E—9;;@ = >> = >E < A @ D >A 只

9;;@ = >9 = ;9—9;;@ = >9 = ;B 9 ?
黄连山丫口“阿波五独” 9;;@ = ;A = ;B—9;;@ = ;A = >E 9 C
迷里切村“夹尼果马” 9;;@ = >> = ;E—9;;@ = >> = >E < ?
! 由于地形及天气情况限制，不能完全确定（G%H+ ,’#)-%$&’ 2)#$,+) "* #"153&#$%)I 3$’I*"-1 $’I $%-"#&",+ J)$%K)-）；!!根据地形图估测

（:+%&1$%)I %K-",4K %"5"4-$5K&# 1$5）；!!!红河州保护办资料（L",-#) *-"1 M&3I3&*) N"’+)-.$%&"’ O**&#) "* P"’4K) 6-)*)#%,-)）。

图 9 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的今昔分布

Q&4 R 9 6$+% $’I 5-)+)’% I&+%-&2,%&"’ "* %K) 23$#8 #-)+%)I 4&22"’+ &’ +",%K)-’ $’I +",%K)$+%)-’ S,’’$’

（9 群）< 个地区（表 9、图 9）。其中仅直接观察到

芭蕉河地区两个群体，组成分别为：7 群 @ 只（>
成年雄性、> 成年雌性、> 亚成年雌性和 > 黑色幼

体），T 群 9 只（> 成年雄性和 > 成年雌性）。而黄

连山和西隆山猿群的群体大小则未能直接观察到，

其个体数量估计不超过 9A 只。

: 讨 论

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动物，栖息于热

带雨林、季雨林或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对良好

的森林植被有很强的依赖性，任何栖息地的破坏都

可能影响其生存和发展。长臂猿因其群体小（一般

@ 只左右）、性成熟较晚（一般 C D E 岁）、繁殖间隔

C<> 期 倪庆永等：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分布与数量



时间较长（一般 ! " # 年，甚至 # $% 年繁殖一胎）

（&’()*+,-，./01）等生态行为特点，限制了其种群

数量增长。而长臂猿更易受猎杀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2’(3345-- 6 7*5-*，!88.）。有资料表明，即使每

年只有 #9的捕杀量，都可能促使长臂猿地方种群

灭绝（:’5;，.//<）。所以栖息地破坏及捕猎是影响

及制约长臂猿种群数量的主要因素（=>,?@’;45- 6
A*(B’>3，./0<；C5DD’;’>，./0<；E*,F ’+ 5;，!88%）。

在滇南、滇东南地区，尽管几个自然保护区保

存着完好的原始常绿阔叶林，但长臂猿的数量已极

少，猎杀可能是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减少的直接原

因。该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区，均有狩猎习惯，长臂

猿因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蹄类动物及一些食肉类

动物一样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食用价值和毛皮价

值而遭猎杀。据 ./1# 至 ./0< 年红河州药材公司的

统 计，.!年间收购猴肉干. 1</ @)，猴骨达到了

! !// @)（其中不乏有长臂猿）（G5 ’+ 5;，./01）。

而正是在 !8 世纪 18 至 08 年代，滇南、滇东南地

区黑长臂猿的分布范围迅速缩减（图 !，附表 !）。

另外，栖息地破坏也是造成这一地区黑长臂猿

分布范围及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森林面积急剧下降并长期无法恢复。如 !8 世纪 <8
年代，红河州森林面积为 !! !08 @4!，至 /8 年代已

减少至 / <#0 @4!；.//# 年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

的 <1 $/9下降到 ./ $19（红河州林业局资料）。其

中，人口尤其是乡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森林面积和

覆盖率的降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金平县为例，

./0H " !888 年乡村人口与总人口（全县）、耕地面

积、草果种植面积、橡胶栽培面积均呈明显的正相

关（ ! I 8 $/!0，" J 8 $8.），而耕地及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的增加却是以严重的森林破坏为代价。根据

.//8 年金平县林业局的调查，种植草果地的林地木

材蓄积量为 #. $/1 4# K *4!，而在同一地点未种草果

的林地木材蓄积量为 ./1 $./ 4# K *4!。

相对来说，栖息地破坏不及猎杀产生的直接影

响，如在马来西亚，由于捕杀压力较低，长臂猿甚

至在次生林或选择性砍伐的森林中生活（=>,?@’;L
45- 6 A*(B’>3，./0<），芭蕉河地区的黑长臂猿种

群生活状态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调查区域中，现仅存 < " 1 个黑长臂猿

种群，均以孤立的小种群形式存在，其中尤以芭蕉

河地区的两个种群形势最为严峻：芭蕉河林区总面

积约 !%8 *4!，有林地面积仅 /< *4!，且被荒坡隔

断，根据 2M: 的粗略估测，供 N 群生活的森林面

积不足 0 *4!，= 群约 !8 *4!。在种群变小并造成

隔离后，其生存和发展不仅受到环境恶化与乱捕滥

猎的威胁，更面临着种口的（O’4,)>5D*(?）及遗传

的危险。如在群体大小上，芭蕉河黑长臂猿（! " <
只）明显低于同种的景东无量山种群（< $# P . $8
只）（Q(5-) ’+ 5;，.//<5），其中食物的可得性可能

起到了主要限制作用（RF+S’>)，./0#）。对于孤立

的小种群来说，由于没有其他外来种群个体的迁

入，遗传多样性下降及近交将导致种群进一步减

小，从而更易受到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的影响，各

种因素引起负反馈，将种群推向灭绝的“漩涡”，

因此保护工作兼具紧迫性与困难性。

与其他多民族聚居区相似，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滇南、滇东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也形成了独

特的资源利用的风俗习惯。一方面导致了对部分物

种的过度采集而加速其地方性灭绝。如在西隆山周

边的社区中，黑色的“猴子”被当作可以包治百病

的奇药，傣药中的一种传统剂型“雅芬”中常有的

水磨药材“路南尼”即为长臂猿骨骼，主要用于治

疗慢性病、妇科疾病、皮肤病、体制虚弱、浮肿、

解毒等。因此，黑色个体的长臂猿往往成为他们狩

猎的首要目标。由于长臂猿成体毛色性二型及毛色

发育过程中的特点，群体中除了成年雌性和婴幼儿

外，其他均为黑色个体（如：成年雄性黑长臂猿、

亚成体、青少年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整

个群体的灭亡。

另一方面，金平芭蕉河林区虽然干扰及破坏严

重，但当地流传着一种迷信说法———猎杀长臂猿会

招致灾祸，长臂猿种群因而得以保存。虽然不同于

传统民族文化中的自然崇拜，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却起到了同样的

效果。因此，充分认识到宗教及风俗习惯在环境保

护中的作用并加以正确引导，是今后保护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周边社区对资源的传统知识与保护

区的保护、管理和发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解决发

展和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而且也达到了保护和发

展的目的（TF，!88#）。

致谢：本次调查得到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

（UUV），云南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及红

河州、文山州、思茅市 # 个地州保护办，金平分水

岭、绿春黄连山、屏边 W 河口大围山、马关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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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麻栗坡老君山 ! 个自然保护区，及红河、江城

等县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马晓峰、向左甫和霍晟先生在前期调查中做了大

量工作，朱建国副研究员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

（""#）中国项目办公室张颖溢博士在调查及成文过

程中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张明霞女士协助制作分布

图，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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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云南西黑冠长臂猿的数量估计

&’’()*+, ! -./+01/(* )203(4. 56 /7( 8(./(4) 391:; :4(./(* <+335).（! " #$%#$&$’）+) =2))1)
指名亚种

; < * < *$+*$#$,
滇西亚种

; < * < 65,=$0&)’(,
景东亚种

; < * < >1+0?$+0(+)1)
资料来源 ;23?=.

O 群 ! ] X 群 F()，N$WP
N"" ] N$% 只 N$P ] :"N 只 +()* .@ (>，N$WX

N%% ] P%% 群 ::P ] :P% 只 6(9A2RR .@ (>，N$W!，N$WX
:% ] P% 只 W% ] N%% 只 :%% ] "%% 只 ’()* ^ 5(，N$WW
O% ] !% 只 约 N%% 只 约 "%% 只 5( ^ ’()*，N$WW
XP ] NP% 群 N% ] NN! 群 NNX ] NOO 群 4()，N$W$，N$$P

N!% ] "%% 群 8>.9B=1 ^ E1.)，N$$%
N"% 群，!%% ] X%% 只! PP 群，:P% ] "%% 只 5(，N$$"
少于 N%% 只!! W% ] N%% 只 O%% ] OP% 只 5( .@ (>，N$$O

P% ] N%% 只 ’()* ^ 79()*，N$$P
约 WN 群 01()*，N$$P
NNP 群 79()* ^ ’()*，N$$$

XO ] N%! 群，":% ] OP% 只 :! ] O: 群，N%% ] NP% 只 N%% ] NN! 群，O%% ] OP% 只 ’()* .@ (>，:%%%
! 仅指哀牢山种群（L2<3>(@92)B 9) C9>(2B1()）；!!实为 :% 世纪 W% 年代的资料，专著出版年为 N$$O（;23?=. 2R N$W%B，<3M>9B1.J
9) N$$O）。

附表 # 滇南、滇东南黑冠长臂猿历史分布与数量估计

&’’()*+, # >+./54+:19 *+./4+32/+5) 1)* (./+01/(* )203(4. 56 /7( 8(./(4) 391:; :4(./(* <+335).+) .52/7(4) 1)*
.52/7(1./(4) =2))1)

年代 C*. 分布 T9B@?9M3@92) 数量估计 [B@9A(@.J )3AM.?B 资料来源 ;23?=.

:% 世纪 P% 年代以前 云南东南部大部分地区 无 5( ^ ’()*，N$WW

:% 世纪 P%—X% 年代
滇东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滇南的江城、绿春、

金平、河口、屏边、红河、元阳、建水、蒙自等地
无 ’()* .@ (>，:%%%

:% 世纪 W% 年代初 滇南绿春黄连山和金平西隆山 NP ] :P 群，!% ] N%% 只 ’()* .@ (>，:%%%

:% 世纪 W% 年代
绿春黄连山，金平分水岭、西隆山，屏边大围山及红

河少数地区
O% ] !% 只! 5( ^ ’()*，N$W!，N$WW

屏边 # 河口大围山，金平分水岭，绿春黄连山，金平、
绿春、元阳三县交界处

少于 N%% 只 5( .@ (>，N$WX

:% 世纪 $% 年代 金平分水岭保护区五台山和西隆山林区
数量较少，部分居群残

存
’()* .@ (>，:%%:

:% 世纪 $% 年代 黄连山保护区 ! ] N% 群，"% 余只 ’()* .@ (>，:%%"

! 指黑长臂猿指名亚种，包括滇中哀牢山（; < * < *$+*$#$,，9)=>3J9)* <2<3>(@92)B 9) C9>(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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