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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赧亢白眉长臂猿春季栖息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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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日—% 月 $ 日，在高黎贡山赧亢片区共设置利用样地与可利用样地各 *& 个，跟踪观

察白眉长臂猿栖息地利用行为。定性因子分析表明，白眉长臂猿偏爱在东坡（!" + &,*’’）活动，可能与其能提

供避风的温暖微生境有关；偏爱栓皮栎（!" + &,’%%）和拟樱叶柃（!" + &,&$)）等乔木，可能是由于这些树种

的树冠面积大，可为白眉长臂猿提供连续的移动路线和大的活动空间。定量因子分析表明，利用和可利用样地

中共有 !" 个因子（坡度，乔木和竹平均高度，乔木平均胸围，乔木和灌木盖度，乔木、竹和藤本密度，距水

源、道路和草果地距离）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白眉长臂猿对栖境的空间结构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判别分析结果

显示，坡度、乔木平均胸围、竹密度、距水源距离和乔木平均高度是判别利用和可利用样地的关键因子，即为

影响其生境利用的主要因子，判别正确率为 -) ,*.。作为树栖灵长类，具有一定基面积的连续乔木［高度

（!’ ,!’ / * ,!-）0，胸围（-& ,(" / "$ ,!"）10］树冠层是白眉长臂猿的适宜生境；较大的坡度（*- ,-) / ) ,!&2）
减少了来自地面的干扰；而竹林是白眉长臂猿春季重要的取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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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长臂猿（?++(+&@ 6++(+&@）在国内分布于 云南西部怒江以西的保山、腾冲、盈江等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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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 印 度 东 北 部 阿 萨 姆 和 缅 甸 北 部（!"# $% "&，
’(()）。在中国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稀少、分布范

围极小，被列为国家 * 级重点保护种类。国外有少

量白眉长臂猿栖境的描述性报道：白眉长臂猿树

栖，常绿阔叶林和混交阔叶林是其适宜生境、偏好

在树冠层分层明显的林中活动和取食、栖境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等特点（+,&-.#，’(/(；*-&"0 1 2$$3.4，
’((5；6"%, 1 7&8,9$，5::’）。目前未见专项的生境

利用研究报道，故不了解该种濒危动物的栖息环境

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植被条件是灵长类生境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

沟谷 雨 林 和 山 地 雨 林 的 高 大 乔 木 是 海 南 长 臂 猿

（!"#$%&’() *$+*$#$, -&.+&+/)）选 择 的 主 要 栖 息 场

所，而具有一定树干基面积的连续树冠层是其赖以

生 存 的 最 适 环 境（!,; 1 +"#，’((:；!,; $% "&，
’((<）。食物是影响灵长类生境选择利用的另一重

要影响因素。食源树种在低海拔的分布是黑吼猴

（0#$/&’’& 1.2,&）选择在海拔 5:: 0 以下活动，白

头叶猴（3,&*-"1.’-(*/) #(/*$*(1-&##/)）对山脚的利

用频率最大等均与食源树种的分布有关（!,#9$ $%
"&，’(((；=;"#> $% "&，5:::）。一些灵长类选择高大

乔木来躲避捕食（!,; 1 +"#，’((:；!,，5::)）；而

另一些灵长类则选择陡坡和悬崖来保护自己（7#?
9$3-.#，’(@)）。此外，气候条件（温度、风雨）和

人为 干 扰 等 也 影 响 着 灵 长 类 对 生 境 的 选 择 利 用

（A"B-.#，’(/(；="0,&%.#，’(@5；=.3B,CD，’((@）。

总之，多种因素影响着灵长类对栖息地的选择

利用，而不同的灵长类根据自己的需求都有相应的

行为适应。本项研究拟以高黎贡山白眉长臂猿为对

象，通过对植被和环境生态因子的筛选和定量分

析，试图寻找影响其栖息环境的主要因素及其对人

为干扰的适应性，为白眉长臂猿的种群保护方案制

定提供依据。

! 研究地及方法

! "! 研究地概况

高黎 贡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位 于 云 南 西 部

（5)E<FG—5FE:(GH，(@EI)G—(@E<:GJ），东西宽约 (
K0，南北长约 ’I< K0，总面积 ’ 5I( K05。保护区

山体岭谷分明，高差悬殊，在一定的海拔高度范围

分布着不同的植被，从河谷到山顶形成了十分明显

的植被类型垂直系列，包括：河谷稀树灌木草丛、

暖性针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半湿润常绿阔叶

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山顶苔

藓矮林、寒温性针叶林、寒温性竹林、寒温性灌丛

—草甸等。保护区虽在同一山体，同处于热带季风

前沿，但其植被分布仍有南北差异，且东西坡分异

依然存在（L;$，’((<）。

赧亢片区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最

南端，地处保山市隆阳区、龙陵县和腾冲县的交界

处，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龙陵小!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的生境走廊带，面积约 ’ III MI D05。

该片区南到古城寺，北至朱福寺，东北面是怒江干

热河谷。本次野外调查主要在赧亢片区李灰坡（最

高海拔 5 I’’ 0）的东北面。气候为我国西部型季

风气候的暖性湿润型。最热月平均气温 ’)—’@N，

最冷月平均气温 5—/N，平均年气温 (—’IN，年

降水量 ’ /::—5 (:: 00，属湿润区（L;$，’((<）。

! "# 数据采集

5::F 年 I 月 5) 日—< 月 F 日，通过鸣声跟踪

并观察白眉长臂猿的活动，开展了野外调查工作：

野外作业 )5 天，听见鸣声 II 次，确定猿群 I 群，

分别为 ’!’"（均为成体）、5!’"（’!为亚成

体）、!性独猿。对其中 5!’"的群体进行跟踪观

察，累计观察 5F D。经跟踪观察结果，以白眉长臂

猿有取食行为（如摘食叶、果等）或处于静止状态

所在的乔木为样地中心，设置一个 5: 0 O 5: 0 的

利用样地，在其内采用系统取样法设置 < 个 < 0 O
< 0 的小样地。以大样地进行乔木和藤本的数据收

集；以小样地进行灌木和竹林的数据收集，取其平

均值代表该样地相应的变量值。以利用样地中心为

参照点，通过随机 数 字 表（ %"8&$ .P 3"#9.0 #;0?
8$3-）（2.B&$3 $% "&，’((@）确 定 利 用 样 地（;-$9
-,%$-）和可利用样地（"Q",&"8&$ -,%$-）中心的方位

角和距离，设置相同面积大小的可利用样地。

由于长臂猿是树栖动物，几乎不下地活动，所

以未测量对其生态学意义不大的草本层因子。在样

地内，测量和记 录 海 拔 等 5: 个 因 子：海 拔（以

RS6?’5L! 测 量），坡 度，坡 位，坡 向（用 AT!?)
型罗盘仪测量），乔木、灌木、竹、藤本密度，距

水源、道路、空旷地和草果地距离等 ’5 个因子的

测量参照 !,; $% "&（5::)）；乔木平均胸围，乔木、

灌木和竹平均高度等 ) 个因子测量参照 L; $% "&
（5::<）；乔木优势种和灌木优势种为每个样地中盖

度和密度最大的乔木树种和灌木树种。乔木盖度测

量，用油笔将一面镜子（5: 0 O 5: C0）的镜面 ’::

:@’ 动 物 学 研 究 5@ 卷



等分，分别在样地 ! 角和中心将镜面朝上水平摆

放，测出乔木枝叶的投影面积比率，求出均值。灌

木盖度的测量，选择一株中等大小的灌木测其长短

径，取其平均值求出圆面积，乘以样地内灌木株

数，再除以样地面积。

"# 个因子中，坡位、坡向、乔木优势种和灌

木优势种等 ! 个因子为定性因子（$%&’$() *(+,%-），

其余 ./ 个因子为定量因子（01($,’,(,’23 *(+,%-）。

! "# 数据处理

. 45 4 . 定性因子数据处理 对坡位、坡向、乔木

优势种和灌木优势种等 ! 个定性因子采用 6($73-8
9)%3: ; <+(2’( 选择系数 !" 和选择指数 #" 作为白

眉长臂猿对生境喜好程度的指标。

（.）资源选择率!" 是动物对于资源 " 的选择率

!" = $"""

其中 $" 为资源 " 被利用的样地数，"" 为具有资源 "
特征的样地总数。

（"）资源选择系数 !" 和资源选择指数 #"

!" =!" !!"

#" =（!" > . %）（!" ? . %）

#" 为资源选择指数，!" 为选择系数， % 为资源

数。#" 值介于 > . 与 ? . 之间，若 #" = #，表示动

物对资源 " 的选择是随机的，用“#”表示；若 #"

@ # 表示动物回避资源 "，用“ > ”表示；若 #" A
# 表示动物偏好资源 "，用“ ? ”表 示（6($73-8
9)%3: ; <+(2’(，.BCB）。

. 45 4 " 定量因子数据处理 首先将百分数型因子

（乔木层和灌木层盖度）作反正弦函数转换为角度

型因子（D(E()%17’F 3, ()，"##.），以提高数据的正

态性。接着采用 G%)&%:%-%28<&’-$%2 & 检验分析利

用样地和可利用样地中的 ./ 个定量因子的正态性，

当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独立样本的 ’ 8检验；当

因子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 H($$8IJ’,$3K
( 8检验。

利用样地和可利用样地之间差异显著的因子进

入判别分析。采用 <93(-&($ L%--3)(,’%$ L%3**’+’3$,
判断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当两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 # 4/# 时，则取这些比较重

要的因子进入逐步判别分析（F,39M’F3 7’F+-’&’$($,
($()KF’F），以确定影响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N(8
J(K3 ; O1,’3--3P，.BBB）。使用逐步判别分析时，所

有选项均为系统默认值。

所有数据的处理均在 <Q<< .. 4# *%- I’$7%MF 上

进行。

$ 结 果

野外调查期间，共设置利用样地 5# 个及与其

相对应的可利用样地 5# 个。最低样地海拔为 " #B#
&，最高样地海拔为 " "/R &。

$ "! 栖息地植被特征

研究区山体西高东低，主要为中山湿性常绿阔

叶林，但从山脊到山谷植被也存在较明显的变化。

山脊上多为高度 5—.# & 的中小乔木，而山中部至

山谷多为 .#—5# & 的高大乔木。白眉长臂猿主要活

动区的乔木层由木兰科（H(:$%)’+3(3）、樟科（N(18
-(+3(3）、山茶科（SJ3(+3(3）、壳斗科（T(:(+3(3）、

蔷薇科（U%F(+3(3）等植物组成，常见树种有红花

木莲（)*%+,"-’"* "%."+%".）、枇杷（#/"010’/2* 3*40%"5
6*）、香叶树（7"%8-/* 6099:%". ;-9.）、绒毛山胡椒

（7"%8-/* %*6:.:*）、粗 壮 润 楠（)*6;",:. /01:.’*）、

拟 樱 叶 柃（ #:/2* 4.-:806-/*."<-/* ）、刺 拷（ =*.5
’*%04.". 6-/*’*6*%’;*）、青 冈（ =26,01*,*%04.". +,*:5
6*）、硬斗石栎（ 7"’;06*/4:. +/*%8"<0,":.）、栓皮栎

（>:-/6:. ?*/"*1",）等。兰科（V-+J’7(+3(3）、桑寄生

科（N%-($,J(+3(3）、蕨类等植物附生或寄生在高大

乔木树干上。乔木均高 .!4.! &，灌木均高 .4C" &。

林下灌层以禾本科（O-(&’$3(3）的带鞘箭竹（@*/5
+-."* 60%’/*6’*）、云南方竹（ =;"90%01*91:.* 2:%5
%*%-%.". ）， 山 矾 科 （ <K&9)%+(+3(3 ）， 忍 冬 科

（L(9-’*%)’(+3(3）和 杜 鹃 花 科（W-’+(+3(3）的 白 檀

（A294,060. 4*%"6:,*’*）、忍冬（ 70%"6-/* 3*40%"6*）、

多花含笑（)"6;-,"* 8*,’.04*）、大树杜鹃（B;0805
8-%8/0% ."%+/*%8-）、星毛杜鹃（B 4 C2*D0"）等占优

势，盖度在 # 4/ 以上。乔冠层与灌木层之间有较大

的间距，分层明显。乔灌之间有藤本植物岩豆藤

（)",,-’’"* F9 X）、木防已（=066:,:. 0/1"6:,*’:.）、过

山龙（E/".’ 0,06;"*90:4"%-%.".）、崖爬藤（F-’/*.’"+5
9* F9 X）等相连。山脊部分的乔木层高度比山体其

它部分低，乔木、灌木和竹子（云南方竹和带鞘箭

竹）混生，密度较高，白眉长臂猿较少利用。

$ "$ 两类样地因子比较

" 4" 4 . 定性因子的比较 对 ! 个定性因子的选择

系数 !" 和选择指数 #" 的分析结果表明，白眉长臂

猿对坡向、坡度都有明显的选择性；对优势乔木中

的栓皮栎、拟樱叶柃和优势灌木中的忍冬和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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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白眉长臂猿对栖息地定性因子的选择

"#$ % ! &’(’)*+,- ,. -,/+-#( .#)*,01 +- 2#$+*#*1 $3 !""#"$% &""#"$%
因子 !"#$%&’ ! "! !! "! #! $! 选择性 ()*)#$+,+$-
坡位 ./( 坡上位 0( 1 23 4 5671 4 5486 94 5738 9

坡中位 :( 64 6; 4 57<< 4 5=18 4 5421 >
坡下位 ?( 63 6; 4 5816 4 5778 4 527= >

坡向 @( 阳坡 (?( 21 =6 4 5;;1 4 53<2 4 5=11 >
半阳半阴坡 :(:( 7 24 4 5274 4 5224 94 5241 9
阴坡 (A( 6 8 4 5666 4 548< 94 5713 9

优势乔木 B(00 枇杷 $%!&’&(%)* +*,&-!.* 2 = 4 533; 4 5488 94 547< 9
粗壮润楠 /*.0!123 %&’23(* 3 66 4 5717 4 54<6 94 567; 9
绒毛山胡椒 4!-56%* -*.232* = 7 4 5344 4 54<8 94 5664 9
香叶树 4!-56%* .&772-!3 06731 2 = 4 533; 4 5488 94 547< 9
拷刺 8*3(*-&,3!3 .6%*(*.*-(0* = 3 4 5744 4 54;1 94 5688 9
青冈 8).1&’*1*-&,3!3 91*2.* 1 < 4 5744 4 54;1 94 5688 9
栓皮栎 :26%.23 ;*%!*’!1 2 6 2 5444 4 528; 4 5177 >
拟樱叶柃 $2%)* ,3625&.6%*3!<6%* 3 ; 4 5<7; 4 562; 4 543< >
硬斗石栎 4!(0&.*%,23 9%*-5!<&1!23 2 7 4 5144 4 5478 94 5=4= 9

优势灌木 B(( 白檀 =)7,1&.&3 ,*-!.21*(* 7 62 4 516; 4 521< 94 5447 9
忍冬 4&-!.6%* +*,&-!.* ; 64 4 5;44 4 5163 4 5218 >
大树杜鹃 >0&5&56-5%&- 3!-9%*-56 6 3 4 563; 4 5488 94 51== 9
多花含笑 /!.061!* 5*1(3&,* 2 7 4 5144 4 52=< 94 5427 9
带鞘箭竹 ?*%963!* .&-(%*.(* 8 66 4 5<6< 4 56;8 94 51;= 9
云南方竹 80!7&-&’*7’23* )2--*-6-3!3 67 1 = 5;74 4 5<26 4 521= >

!：资源（C)’%D&#)）；"!：资源 ! 中被利用的样地数（?’)E ’+$)’ +F#*DE+FG &)’%D&#) !）；!!：具有资源 ! 特征的样地总数（0%$"* ’+$)’ +F#*DE+FG
&)’%D&#) !）；"!：资源选择率（()*)#$+,) H&)ID)F#- %H &)’%D&#)）；#!：资源选择系数（()*)#$+,) #%)HH+#+)F$ %H &)’%D&#)）；$!：资源选择指数（()J
*)#$+,) +FE)K %H &)’%D&#)）。

坡向：@(（@’L)#$）；坡位：./(（.%’+$+%F %F ’*%L)）；优势乔木：B(00（B%M+F"F$ ’L)#+)’ %H $"** $&))）；优势乔木：B((（B%M+F"F$ ’L)#+)’ %H
’N&DO）；坡上位：0(（$%L ’*%L)）；坡中位：:(（M+E ’*%L)）；坡下位：?(（DFE)&’+E) ’*%L)）；阳坡：(?(（’DFF- ’*%L)）；半阴半阳：:(:(

（M%+)$- ’DFF- ’*%L) "FE M%+)$- ’N"E- ’*%L)）；阴坡：(A(（’N"E- ’*%L) P）。

> ：偏爱选择（/O’)&,)E D’"G) +’ ’+GF+H+#"F$*- N+GN)& $N"F )KL)#$)E）；4：随机选择（/O’)&,)E D’"G) +F L&%L%&$+%F $% +$’ ","+*"O+*+$-）； 9 ：避免选择

（/O’)&,)E D’"G) +’ ’+GF+H+#"F$*- *%Q)& $N"F )KL)#$)E）。

竹有偏爱和选择性（表 6）。

25252 定量因子的比较 白眉长臂猿栖境利用样地

与可利用样地的 63 个定量因子中，除了海拔、距空

旷地距离、灌木平均高度和灌木密度 1 个因子差异

不显著外，其他 62 个因子均差异显著（表 2）。

4 56 影响栖息地选择因子分析

对差异显著的 62 个定量因子采用 (L)"&M"F
R%&&)*"$+%F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坡度与乔木平

均高度、坡度与乔木平均胸围、坡度与乔木盖度、

坡度与距草果地距离、距水源距离与距草果地距

离、乔木平均高度与乔木平均胸围、乔木平均高度

与灌木盖度、乔木平均高度与距草果地距离、乔木

平均胸围与距草果地距离、竹密度与竹高、竹密度

与乔木盖度、乔木盖度与灌木盖度，两两因子间的

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大于或等于 4 534（!值分别为

4 5;7、 4 532、 4 53;、 4 537、 4 5<=、 4 5<2、 4 536、

4 5;2、4 531、4 586、4 536 和 4 534）。因此，剔除距

道路距离、乔木密度和藤本密度等 = 个因子，将其

余的 8 个独立因子进行逐步判别分析，以筛选出影

响白眉长臂猿生境选择利用的关键因子。计算结果

显示，坡度、乔木平均胸围、竹密度、距水源距离

和乔木平均高度的判别系数的绝对值较大；它们的

S+*T’’"值接近 4，! 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很小，

表示组间差异明显，典型判别函数是有意义的。用

这 7 个因子对利用样地和可利用样地进行区分时，

正确率可达 8< 5=U（表 =）。

6 讨 论

6 5! 生态因子选择意义

白眉长臂猿主要栖息在赧亢片区李灰坡的山腰

部分（2 484—2 237 M），这一区域具有坡度陡、乔

木高大、树冠连续且郁闭度高、林下多为竹林或竹

灌混交林且密度大的特征（表 6，2）。而在山巅的

高山草甸及下部的怒江干热河谷稀树灌丛均无猿群

2<6 动 物 学 研 究 2< 卷



表 ! 白眉长臂猿利用生境与可利用生境间定量因子的比较

"#$ % ! &’()#*+,’-, ’. /0#-1+1#1+23 .#41’*, $31533- 0,36 #-6 #2#+7#$73 8#$+1#1, ’. !""#"$% &""#"$%

因子 !"#$%&’
利用样地（! ( )*）

+’,- ’.$,’
可利用样地（! ( )*）

/0".1"21, ’.$,’
"3$,4$（$5%3$".1,-）

" #$ %
海拔 /6（7） 89:) ;9) < =* ;>? 88*= ;*@ < >> ;@@ A9 ;>8= >@ ;= * ;*@9
坡度 B6（C） )D ;D: < : ;9* 9= ;== < @ ;D) 99 ;8=D >: ;* * ;***!!

距水源距离 EF（7） 98 ;** < 98 ;*= ?> ;8@ < )* ;*D A> ;=89 ): ;9 * ;***!!

距道路距离 EBG（7） ): ;=@ < 8* ;)? 9) ;9) < 9) ;?) > ;@)D >* ;8 * ;***!!

距空旷地距离 EH!（7） ?8 ;9) < )* ;?D 8D ;)@ < 88 ;9> 9 ;:>= >8 ;D * ;>:=
乔木平均高度 /IJJ（7） 9? ;9? < ) ;9D : ;>> < 8 ;D8 @ ;*: >@ ;> * ;***!!

乔木平均胸围 /KJLI（#7） D* ;@8 < 8= ;98 ?? ;*8 < 88 ;?@ @ ;?8) >= ;@ * ;***!!

灌木平均高度 /IB（7） 9 ;@8 < 9 ;** 9 ;:? < * ;:= A * ;>)> >= ;D * ;D>8
转换后灌木盖度 JBK（C） >= ;:8 < 99 ;8> ?8 ;:? < 9> ;8@ ? ;*)= >) ;) * ;***!!

M"NN3FO.$N,P & J,’$
’ %

乔木密度 JJE（株 Q 78） * ;)8 < * ;9@ * ;?8 < * ;9: A8 ;:@@ * ;**?!!

竹子密度 LE（株 Q 78） ) ;9) < 8 ;9? * ;@? < 9 ;?* A? ;8D? * ;***!!

竹子平均高度 /IL（7） ) ;9* < 9 ;>9 9 ;8) < 9 ;>@ A? ;*99 * ;***!!

灌木密度 BE（株 Q 78） 9 ;@) < 9 ;D@ 9 ;>= < 9 ;:* A* ;9>= * ;:@=
藤本密度 6E（株 Q ?** 78） ) ;8) < ? ;*) * ;@* < 8 ;8= A? ;99* * ;***!!

转换后乔木盖度 JJJK（C） => ;8D < ? ;*= >) ;@8 < 9? ;*= A> ;9:> * ;***!!

距草果地距离 E!/!（7） 9) ;)@ < 8= ;:D =* ;8@ < 8> ;@8 A> ;D*? * ;***!!

/6：/1$.$R-,；/IB：/0,&"S, O,.SO$ %T ’O&R2；/KJLI：/0,&"S, #.&#R7T,&,N#, %T $&,, "$ 2&,"’$ O,.SO$；/IJJ：/0,&"S, O,.SO$ %T $"11 $&,,；/IL：

/0,&"S, O,.SO$ %T 2"72%%；LE：L"72%% -,N’.$P；EH!：E.’$"N#, $% %U,N T.,1-；EBG：E.’$"N#, $% &%"-；E!/!：E.’$"N#, $% ()*+"*, -./.0 T.,1-；

6E：6."N, -,N’.$P；B6：B1%U,；BE：BO&R2 -,N’.$P；JJJK：J&"N’T%&7,- $"11 $&,, #%0,&"S,；JBK：J&"N’T%&7,- ’O&R2 #%0,&"S,；JJE：J"11 $&,, -,N3
’.$P；EF：E.’$"N#, $% 5"$,& V
其余缩写同表 9（H$O,& "22&,0."$.%N’ "&, $O, ’"7, "’ .N $O, J"2 V 9）V
! % W * ;*>；!! % W * ;*9 V

表 9 白眉长臂猿利用生境与可利用生境间因子的逐步判别分析结果

"#$ % 9 "83 *3,071, ’. ,13)5+,3 6+,4*+(+-#-1 #-#7:,+, ’. .#41’*, $31533- 0,36 #-6 #2#+7#$73
8#$+1#1, ’. !""#"$% &""#"$%

因子序号

!"#$%& X% V
因子名称 !"#$%&’

判别系数

K%,TT.#.,N$’
F.1Y’’!

Z4"#$ (
B$"$.’$.# B.S V

9 坡度 B6 9 ;*>= * ;)9? 98= ;D:> * ;***
8 乔木平均胸围 /KJLI * ;D?> * ;8)9 D? ;=== * ;***
) 竹密度 LE * ;=?D * ;9== D) ;>98 * ;***
? 距水源距离 EF A* ;>*= * ;9>9 @@ ;8@8 * ;***
> 乔木平均高度 /IJJ A * ;@*: * ;98= @> ;*)) * ;***

原始类正确判别率为 D: ;)[（D: ;)[ %T %&.S.N"1 S&%RU,- #"’,’ #%&&,#$1P #1"’’.T.,-）；因子缩写同表 8（/22&,0."$.%N’ "&, $O, ’"7, "’ J"2 V 8）V

的分布。白眉长臂猿对东坡有选择偏好（表 9）。

高黎贡山全年盛行偏西风（\R,，9DD>）。在干燥的

春季，风力尤其大，白眉长臂猿偏爱选择东坡与避

风有着密切关系。逐步判别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白

眉长臂猿栖境选择的关键因子是坡度、乔木平均胸

围、竹密度、距水源距离和乔木平均高度（表 )）。

在高山草甸和稀树灌丛区缺乏满足其生存的 > 个关

键因子，尤其是无乔木或乔木稀少、矮小，不能形

成连续的树冠层，所以不适于它们的生存。

树栖性猿类对森林植被具很强的依赖性和选择

性。实地调查发现，中下坡位多为沟谷森林，树高

林密，坡陡谷深。 " 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可利用

样地，利用样地中乔木基面积较大（D* ;@8 < 8= ;98
#7）和乔木郁闭度较高（转换后的乔木盖度 => ;8D
< ? ;*=C），提供了白眉长臂猿适宜生境所需的树干

基面积和 连 续 树 冠 层 条 件；乔 木 高 大（9? ;9? <
) ;9D 7）和坡度较陡（)D ;D: < : ;9*C）则保证了其

对林下安全性的要求。相似的结果也见于对海南黑

长臂猿和黑长臂猿的研究（6.R ] J"N，9DD*；6.R
,$ "1，9DD>；X. ] M"，8**=）。资源选择指数（10）

的结果显示，白眉长臂猿偏爱在栓皮栎和拟樱叶柃

上活动。比起其他树种，栓皮栎和铃木树枝伸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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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树冠面积更大，可为其提供更多的移动路线和

更广的活动空间。

白眉长臂猿的栖境中乔灌层分层明显，乔木层

高度（!" #!" $ % #!& ’）和竹子平均高度（% #!( $
! #)! ’）之间有较大的间距，乔木上附生有丰富的

木质藤本（密度：% #*% $ " #(% 株 + "(( ’*）。因此，

藤本植物是白眉长臂猿在乔灌层之间活动的主要交

通媒介和连接纽带。

食物资源是影响灵长类栖境选择的重要因素。

判别分析结果显示，白眉长臂猿对竹子密度较大的

区域有偏爱选择性（! , &% #)!）。野外观察常可见

白眉长臂猿沿着藤本植物下到灌丛（竹林）中活

动。该区域竹林以云南方竹林和带鞘箭竹林为主，

且密度较大（% #!% $ * #!" 株 + ’*），难以观察白眉

长臂猿在其中的情况。但据当地群众介绍，由于春

季树果较少，藤本和灌木的叶、芽是当地灵长类动

物春季主要的食物资源。野外观察结合访问调查表

明，沟谷常见的粗壮润楠、山胡椒、香叶树等为白

眉长臂猿可食食物。所以，适宜的生境条件和食物

种类在沟谷的分布，是白眉长臂猿选择在山谷活动

的另一主要原因。梵净山贵州金丝猴也表现出基本

相同的特性（-./0 1 2’345，*((*）。

本次调查时间为春季，研究结果仅反映影响白

眉长臂猿春季生境利用的生态因子。要全面和真实

地反映白眉长臂猿生境选择利用和其生态适应机制

至少要一个年周期的野外工作。所以，下一步需要

补充其他季节的数据，并做系统分析。

! "# 人为干扰与适应性

当地居民种植的草果地深入林区，草果的种植

改变了林下的植被结构。在草果种植区，除了少数

%( ’ 左右的高大乔木外，林下均是 * ’ 高的草果，

植被单一。判别分析结果表明，白眉长臂猿多在距

草果地较近的区域活动（距草果地距离为 !% #%6 $
*7 #8& ’）。这是由于林下植被改变，迫使白眉长臂

猿不得不转移到草果地的附近区域活动。当它们从

一个山脊通过山谷到达另一个山脊时，常采取从附

近绕行的方法，很少直接穿越草果地。草果地已经

影响到白眉长臂猿的生境利用行为和正常活动。对

黑长臂猿的研究亦表明，种植草果地的林地对黑长

臂猿的活动造成了干扰（93 1 :.，*((7）。

人为活动干扰也直接影响白眉长臂猿的生境利

用和正常活动。*((7 年 " 月 *(—*6 日，中美合作

项目“中国云南西部热点地区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

调查”在此进行，因人为干扰较大，那几天一直未

听到白眉长臂猿的鸣叫。本次研究结果亦显示，白

眉长臂猿选择远离道路的栖息地（利用样地距道路

%8 #76 $ *( #%" ’，可利用样地距道路 !% #!% $ !% #"%
’），或选择人为活动较少的时间和地段活动。

由于对长臂猿的长期捕杀，人类已成为长臂猿

的主要天敌。长臂猿对人的靠近特别敏感，一旦发

现人就迅速离开（;34<=/，!&6&；>.?./.@A，!&8!；

;A/.B. 1 ;34<=/，!&8)；C4A3<D 1 EDA/，!&&(；F3./0
A? .4，!&&"）。然而，赧亢片区的白眉长臂猿在遇到

人时并不马上逃跑，而是慢慢地回避。这种行为特

性可能与其对周边环境的长期适应性有关。茶马古

道从白眉长臂猿栖息地的林区中穿过，是相邻村寨

的主要连接通道。村民采茶、采食用菌以及管理草

果等活动较为频繁。同时该片区距保（山）—腾

（冲）公路较近，在林中皆能听到汽车的轰鸣声。

长期生活在较高强度干扰的环境中，白眉长臂猿已

对人类无危害活动和汽车鸣声等无害刺激表现出一

定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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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赧亢站全体工作人员大力帮助，西南林学院覃家

理副教授和杨比伦副教授帮助和指导鉴定植物标

本，西南林学院野生动植物保护利用专业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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