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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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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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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采用走访调查法对大河坝% 五道拐% 老鹰岩% 香菇坝一带公路沿线住宅数量动

态及寨民向公路沿线迁居意向进行了调查! 采用实地调查法对
"

群黑叶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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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路的现状进行全天跟踪观察! 并采用全事件记录法记录了
-./!

对新环境的适应对策& 调查表明$ 公

路沿线已建成
'+

个住房! 其数量约为
)

年翻一番!

$%2!#3

村民渴望迁居!

$*,'3

反对' 猴群通过公路的成功率为

+'*++3

! 因住户活动干扰失败率为
()*("3

! 其迁移路线距民房的平均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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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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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认为$ 黑叶猴群可能挑选不小于
(:

!

建筑物间隔距离通过& 有鉴于此! 提出了几点应

对措施& 表
(

参
!(

关键词
!

动物学' 黑叶猴' 麻阳河' 兴建住房' 对策

中图分类号!

7+!,2)(

'

8$)$2,',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

"

(%!"

(

%#$%$#%$%)

:;<=>?=@ A;B>?CD =?>EBFG<CH@> I?EA ;$&7*58-4*+7#3 ($&%7"-3- <E EA@

J<K<CDA@ L<EBF@ :@>@FM@N .B?OA;B PF;M?CH@

P9L Q;CDR?CD

!

"

(

"

"

"

0ST U?@

'

"

)

"

0ST L?CD

!

"

'

"

VQ9L. -?C

'

"

0S :;CD

#

"

QT .<CD

!

"

(

"

'

%

!* W;XX@D@ ;Y 0?Y@ 7H?@CH@N 7;BEAI@>E Z;F@>EFK TC?M@F>?EK

"

[BC4?CD #)%(('

"

1BCC<C

"

WA?C<

#

(* W;XX@D@ ;Y 0?Y@

7H?@CH@

"

WA?C< \@>E L;F4<X TC?M@F>?EK

"

L<CHA;CD #"+%%$

"

7?HAB<C

"

WA?C<

#

"* VA;CD]?<CD SB>E?EBE@ ;Y

^=BH<E?;C<X :@>@<FHA

"

VA;CD]?<CD W;BCEK

"

_@K<CD #!,!%%

"

7?HAB<C

"

WA?C<

#

'2 W;XX@D@ ;Y Z;F@>EFK

"

7;BEAI@>E

Z;F@>EFK TC?M@F>?EK` [BC4?CD #)%(('

"

1BCC<C

"

WA?C<

#

)* .F<=B<E@ W;XX@D@

"

[<>@E><FE TC?M@F>?EK

"

/<CDa;a

!%$%%

"

bA<?X<C=

#

#* W@CE@F> Y;F _?>@<>@ W;CEF;X <C= PF@M@CE?;C

"

VA;CD]?<CD W;BCEK

"

_@K<CD #!,!%%

"

7?HAB<C

"

WA?C<

&

"#$%&'(%! b; =@E@F4?C@ A;B>?CD ?CHF@<>@> <X;CD < F;<= <C= EA@?F @YY@HE> ;C ;$&7*58-4*+7#3 ($&%7"-3- 4;F@ =?>$

EBFG@= A<G?E<E

%

-./

!

&"

-./

(

"

<C= X@>> =?>EBFG@= A<G?E<E

%

011

!

& %

ZF<CH;?>% X<CDBF

&"

?CE@FM?@I> I@F@ H;C$

=BHE@= YF;4 UBXK (%!% E; 9BDB>E (%!!* J;M@4@CE ;Y EA@ ZF<CH;?>% X<CDBF -./

!

"

-./

(

"

<C= 011

!

I<> ;G$

>@FM@= GK EF<Ha?CD <XX =<K

"

<C= -./! >EF<E@D?@> Y;F <=<cE?CD E; EA@ C@I @CM?F;C4@CE I@F@ C;E@= GK YBXX @M@CE

F@H;F=?CD* :@>BXE> >A;I@= EA<E '+ A;B>@> I@F@ GB?XE <X;CD EA@ F;<= I?EA < !%%3 ?CHF@<>@ @M@FK Y?M@ K@<F> <C=

EA<E $%*!#3 ;Y EA@ M?XX<D@F> Y<M;F@= A;B>@ GB?X=?CD* _B@ E; ?CE@FY@F@CH@ YF;4 M?XX<D@F>` EA@ cF;G<G?X?EK ;Y <

ZF<CH;?>

'

X<CDBF HF;>>?CD EA@ F;<= >BHH@>>YBXXK I<> +'*++3* bA@ <M@F<D@ M@FE?H<X =?>E<CH@

!

:

!

&

G@EI@@C A;B>@>

F<CD@= YF;4

!

(%*%% # (*!#

&

4

!

% 5 +

&

E;

!

("*!% # (*#$

&

4

!

% 5 !%

&

* bAB>` E; HF;>> EA@ F;<=

"

<C?4<X> I;BX=

D; G@EI@@C GB?X=?CD> EA<E I@F@ <E X@<>E EI?H@ :

!

* /<>@= ;C EA@ <C<XK>?> >;4@ ;cE?;C> I@F@ cF@>@CE@= Y;F >BFM?M<X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西南林业大学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西华师范大

学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国家林业局资助项目%

(!"%(!!

&

作者简介( 潘红星" 从事动物生理行为生态及保护生物学研究)

^$4<?Xd ARc<C,#e!(#*H;4

) 通信作者( 刘宁
`

教授" 博士" 从事动物多样性保护与评估和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研究)

^$4<?Xd 0?BC?CD(!),e(#"*

C@E

) 胡刚" 教授
`

博士" 从事灵长类行为生态学研究)

^$4<?Xd D<CDAB!(#e!(#*H;4



第
!"

卷第
#

期 潘红星等! 贵州麻阳河公路沿线兴建住房对黑叶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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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与野生动物的相互影响显得愈加频繁和突出) 引起生态学家和野生动物保

护学家的关注#

9

%

* 频繁的人类活动'如森林砍伐+ 农耕地开垦以及公路+ 寨民住房建设等(造成生境破碎

化) 导致栖息地质量下降#

8

%

) 进而影响栖息在这些生境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家域范围+ 食性+ 活动时间

分配+ 繁殖率+ 死亡率以及其存活情况#

!

%

* 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典型的人与野生动物镶嵌混居

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区内常年居住人口
88 ?9#

人) 该区内的黑叶猴
!"0$%&'()%*$+, -"0.$/(,(

是目前已知

的最高密度种群和最大自然分布种群之一) 约为
@#

群
@!"

只) 其最重要的种群分布带,,,麻阳河和洪

渡河沿岸及附近生境恰好与贯穿于区内的几条乡村公路线平行#

A

%

* 随着区内经济发展) 村民陆续从交通

闭塞的村寨逐渐向公路边靠拢并大规模修建民房* 此举虽方便了当地村民) 但忽略了迁居活动将会加剧

人类活动对黑叶猴的影响) 公路沿线兴建房屋对猴群的影响来自房屋本身这道物理屏障和房屋中所居住

的人类所造成的干扰等多方面的* 本研究主要分析该区域公路边兴建住房形成的或将形成密度更大的封

闭带状建筑物阻隔和人类活动带对黑叶猴生态行为即穿越公路线路的影响) 提出减少该不利影响的预防

对策) 以期为该区域开展黑叶猴保护和迁居活动提供参考*

!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贵州省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B8?%CA&8"$D

)

9"?%!&C?$B9"?%9E&AC$F

() 位

于贵州省东北部) 沿河县和务川县的交界处) 是以保护国家
!

级保护动物黑叶猴及其栖息地为主要目的

的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区) 总面积约为
!99 G>

8

* 本研究主要调查地在保护区缓冲区大河坝+ 五道拐+ 老

鹰岩+ 香菇坝一带公路沿线'总长约为
# G>

(*

8

研究方法

采用实地走访调查法对调查区域近
9" +

年来公路沿线修建住房数量动态进行了统计& 利用走访法

就向公路沿线迁居的意向对临近村寨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实际调查到
#9

户(*

对黑叶猴
HIJ

9

)

HIJ

8

)

KLL

9

群全天生态行为观察分别进行了
@E

)

@!

)

9E 3

) 对
HIJ

9

)

HIJ

8

群每

月观察
CB9" 3

)

KLL

9

受观察条件限制而每月很难记录到
CB9" 3

) 在符合全天观察条件时随机观察记

录* 本次研究将猴群全日游走过程中群体完成公路穿越+ 群或群内个体试图穿越却因人为干扰导致群体

未能通过公路均记录为
9

次有效穿越记录) 共
999

个) 成功率
M

'群体成功穿越次数
N

有效穿越次数(

'

9""O

) 失败率
M

'群体因干扰失败次数
P

有效穿越次数(

'9""O

* 本研究同时记录公路边已建成住房住户活

动干扰猴群穿越公路的频次+ 类型作为兴建住房对猴群影响的有效评价指标) 其中将恶意攻击或恐吓猴

群如放鞭炮+ 丢石子+ 放狗追赶等记录为驱赶) 驻足观看记录为围观) 偶发性干扰记录为其他*

HIJ

9

群其中一常住夜宿地洞口位于公路正下方约
C6" >

) 距对面公路约
8"6" >

) 该夜宿地每月利用

CBE

次& 该区域也是兴建住房的密集区) 公路边原有建筑群房
Q

) 个体住房
J

两者相距
9CC6" >

) 猴群

在房
Q

和房
J

间相对固定的位置往返夜宿地) 陆续沿
Q

,

J

方向在房
Q

和房
J

之间依次建成个体房
7

)

房
R

) 房
Q

和房
7

相距
!C6" >

) 房
7

长
996" >

) 房
7

和房
J

相距
9"E6" >

) 房
7

和房
R

相距
8E6" >

)

房
R

长房
E6C >

) 房
R

和房
J

相距
@96C >

* 房
7

施工期为
8"9"

年
?

月中旬至
9"

月上旬)

99

月中旬入

住& 房
R

施工期为
8"99

年
8

上旬至
!

月下旬)

C

月中旬入住*

采用全事件记录法对猴群往返夜宿地穿越公路时所采取的更改移动路线以适应新建住房数量变化+

新的住户活动的现象进行了记录& 研究中因施工过程中人类对猴群的干扰主观性较强且类型复杂) 故猴

群适应新环境的数据均在新房建成入住后采集所得) 将猴群实现成功穿越新建房旁边公路作为
9

个有效

记录) 目测得到群体或多数个体移动路线与房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为平均数
(

标准差) 将多次记录求平

均值作为猴群穿越公路线路距房屋的平均垂直距离
1

9

) 将任何新环境下猴群所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穿越线

路距单侧房屋的垂直间距范围视为单侧安全距离
1

8

*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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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均利用
&'&& #()%

!

*+,-. !""$

软件处理完成"

$

结果

!"/"

年
(

月
!!"//

年
0

月对调查区住宅数量动态调查表明# 目前该区公路边定居农户共
1(

家!

!"""

年以前建成
(

户!

!"""!!""2

年建成
/$

户!

!%%2!!%/%

年建成
!(

户!

!%//

年调查结束前有
2

户在

建! 迁居至今其数量约为
2 3

翻一番"

寨民迁居意向随机调查
4/

户! 有
5%)/46

渴望迁至公路边" 这部分寨民中有
/4)$46

计划在
! 3

实现

迁居!

!$)416

计划
2 3

实现!

$%)5%6

计划
/% 3

实现! 仅有
!5)/%6/% 3

内无经济能力实现$ 但也有

5)016

反对迁居! 但其大多数子女已迁至城镇或交通便捷的区域"

观察期获得住户对猴群穿越公路影响现状详情如表
/

" 观察发现房
7

建成后未见
89:

/

猴群从房
;

和房
7

间通过! 而选择相距较远的房
7

和房
:

之间! 房
<

建成后! 同样从相距较远的房
<

和房
:

之间

穿越! 猴群穿越公路路线距民房垂直距离现状详情见表
!

"

猴群 穿越总数
=

次

穿越成功 因住户活动干扰穿越失败

次数 成功率
=6

次数 失败率
=6

干扰类型
=

次

驱赶 围观 其他

89:

/

(/ 2$ (1)42 /0 !2)$2 /$ 1 /

89:

!

/2 /! 0%)%% $ !%)%% $ % %

>??

/

!2 /0 (!)%% ( !0)%% 4 / %

总计
/// 0$ (1)(( !0 !2)!$ !! 2 /

表
!

已建成住房住户对猴群穿越公路影响现状统计

@3A.- / &B3BCD DB3BEDBE,D FG EHG.C-H,- BF !"#$%&'()%*$+, -"#.$/(,( IF3J ,IFDDEHK GIFL I-DEJ-HBD 3.FHK BM- IF3J

表
" #$%!

猴群穿越公路路线距民房垂直距离统计

@3A.- ! &B3BEDBE,D FG N-IBE,3. JEDB3H,- A-BO--H BM- IFCB-D FG !"0$%&'()%*$+, -"0.$/(,( IF3J ,IFDDEHK 3HJ MFCD-D

往返夜宿地
房

;

和房
:

之间无房
7

房
;

和房
:

之间建成房
7

房
7

和房
:

之间建成房
<

1

%

2!3

/

&

L 1

%

4!3

!

&

L 1

%

5!3

$

&

L

离开
/5)2" " !)42

%

.P1

&

!$)$$ " $)/1

%

.P4

&

!$)!" " $)15

%

.P2

&

返回
!")4( " /)2$

%

.P$

&

!!)(2 " !)!!

%

.P1

&

!!)/( " $)1$

%

.P4

&

均值
!")"" " !)/4

%

.P(

&

!$)/" " !)45

%

.P/"

&

!!)41 " $)$!

%

.P//

&

说明#

1

代表距离!

3

代表猴群穿越路线"

1

讨论

&'!

边远村寨向乡村公路沿线移民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推行! 处于边远山寨的寨民不再愿意继续生活在交通蔽塞的村寨! 渴望在

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的地区定居" 本次研究分析表明除子女已迁至城镇之外的绝大多数寨民希望通过迁居

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 受已实现迁居村民%

1(

户&切实享受到的迁居实惠的影响! 大多数寨民正在试

图通过全家弃耕外出务工' 广泛栽培经济作物%辣椒&的方式增加经济收入来实现
/" 3

内迁居的目标"

区内公路沿线可供兴建住房的空间是有限的 %公路约
21 QL

&! 而区内总人口为
!! 0/4

人! 迁居活动

将随着区内外出务工人口数量的逐年增多以及区内经济的发展加快而愈演愈烈! 迁居速度必将逐年加

快! 对近
/" 3

公路沿线兴建房屋数量动态的调查结果已经证明了这点! 其数量增长速度约为
2 3

翻一

番" 这样的发展速度势必导致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猴之间产生一系列尖锐的生存矛盾" 换而言之! 在未

来的
/" 3

人猴间将会因迁居而产生一个激烈而持久的生存空间(

2

)争夺战! 未来这场更加浩大迁居活动或

将造成 *人进猴退+ 的保护悲剧"

&'"

猴群穿越乡村公路受沿线住户影响现状分析

公路本身是一道物理屏障
R

无疑会对动物行为产生影响! 而分布在麻阳河两岸的黑叶猴日常活动行

为通过长期适应已不受乡村公路影响! 但近年来! 在公路沿线兴建住房对其产生了来自房屋本身这道物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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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理屏障和住户形成的人类活动两方面的影响! 目前由于公路沿线建成的房屋数量较少" 因而房屋这道物

理屏障对猴群迁移路线的阻隔效应只在房屋较为密集的路段表现的比较突出#详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而目前兴建住房所导致的由已建成房住户人员形成的一道移动的人类活动干扰带对黑叶猴日常行为产生

的阻隔效应才是最为直接% 尖锐的矛盾! 研究分析表明& 由于住户活动的干扰尤其是恶意驱赶% 围观而

造成猴群无法完成正常的日常迁移'穿越公路线到达其他栖息地的几率很高(高达
$%&$!'

$" 而这种干

扰将会随迁居活动的加快而方式更加复杂多元化" 力度逐渐增强" 这样将会在未来公路沿线铸造由住房

形成的封闭建筑物阻隔带和住房住户人员形成的移动的人工干扰带等
(

条屏障效应带" 而该屏障效应的

长期持续或加剧必然导致猴群和其他动物)

#

*一样采取调整日常行为并改变其游走路线" 进一步导致家域

面积发生变化 )

!

*

+ 种群间竞争加剧)

)

*

% 食物资源减少)

*

*

" 进而出现多猴群间因缺乏生境的延续性而呈孤

岛状分布)

+!,-

*

" 当然猴群与人类接触的机会增多" 也会导致人猴之间疾病传播的机会增大)

,,

*

, 基于该现

状" 迁居时必须考虑满足动物必需的生存空间)

%

*

" 同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参照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成功

的野生动物通道)

,(

*设计原理设计猴群必需的生存安全通道,

!"#

猴群穿越公路时对新建民房的适应性分析

距离是反应习惯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指标" 灵长类动物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当新建住房这道物理屏

障出现在猴群的栖息环境中时" 猴群将采取改变其日常行为来适应该变化" 表现为改变其迁移路线与新

建房间的垂直距离, 观察结果(表
(

$分析表明& 在公路边建成新住户
.

时猴群放弃原有的距建筑群房
/

距离)(

(-&-- " (&,#

$

0

(

!1)

$*相对固定的迁移路线" 选择距新建房
.

一定距离)(

(!&,- " (&#+

$

0

(

!1

,-

$*的位置迁移" 新房
2

建成时" 同样放弃原来的线路而选择距房
2

一定距离)(

$$&#3 " !&!$

$

0

(

!1

,,

$*迁移" 故认为猴群挑选距民房平均垂直距离范围为
"

,

1

(

$-&-- " $&,#

$

0

(

!1)

$

4

(

$!&,- " $&#+

$

0

(

!1

,-

$的线路迁移, 对该现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猴群第
,

度放弃房
/

和房
.

间
!%&- 0

的穿越空间" 选

择房
.

和房
5

间
,-+&- 0

的空间寻找安全的迁移路线" 第
$

度放弃房
.

和房
2

间
$+&- 0

的穿越空间"

选择房
2

和房
5

间
),&% 0

的空间确定其迁移路线" 据此分析认为" 距建筑物单侧距离
"

$

! "

,

可能为猴

群的单侧安全距离" 它们可能挑选不小于
$"

,

建筑物间隔距离通过" 其合理性可由以下事实佐证&

!

猴

群两度放弃穿越房
/

和房
.

(距离为
!%&- 0

$" 房
.

和房
2

(距离为
$+&- 0

$的空间" 这两个距离均小于

其单侧安全距离
"

$

的
$&-

倍-

"

猴群放弃穿越房
/

和房
.

" 房
.

和房
2

的空间" 而选择穿越房
.

和房

5

(距离为
,-+&- 0!$"

$

$" 房
2

和房
5

(距离为
),&% 0! $"

$

$的空间,

%

对策

针对以上讨论" 提出以下对策&

!

继续推行计划生育" 限制区内人口数量增长"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提高当地人口文化素质" 组织村民参加培训" 让后代走出山区以减缓迁居数量增长的势头,

"

推动社区

经济发展" 制定合理可行的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赔偿制度" 以缓解人猴之矛盾,

#

加强动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和保护意识的宣传" 以达到村民自觉参与保护野生动物% 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目标,

$

政府

及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向乡村公路边迁居的相关政策" 并监督迁居者参与构建猴群安全通道即民房间距不

得小于
%-&-4#-&- 0

范围(

!$"

,

$" 违者强制拆除,

致谢
$

本研究得到了贵州省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彬站长及其他同事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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