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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叶猴类的分类、现状与保护 

2-5 庆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系统动物学研究室 昆明 650223 州嘟 @Ⅱ kis 皿) 

摘 要 中国的叶猴据记载可能有5种：长尾叶猴(Semnop／t／uxus州 h )(舍2亚种)、戴帽叶猴(TrachyN- 

蚋 甜p／／eatus)、灰叶猴(Trachypithecus砷2 )(含 2亚种)、黑叶猴(Trachypithecus#a,~oisi)(含 2亚种)和(?)金 

叶猴(Trachypithecus碍 )。对这些叶猴的属、种分类颇有争议：在属级水平上，曾使用过 Pi￡b 、~mnopithecus、 

Presbytis和 Trachypit~ 作为属名．我国绝太多数学者迄今一直用 P 嘛 作为属名。本文采用 ~mnoplthecus 

(长尾叶猴)和 Trachypithecus(其他叶猴)作为属名；在种级水平上．Alien(1938)记述的云南西南部的巴氏叶猴 

(Plthecus obscurastadm')，我们认为是灰叶猴的掸邦亚种(Trachyplthec~phay~d shahicus)；T’an(1957)订的白头 

叶猴(Presbbciz leacocephalu5)应是黑叶猴的一个亚种。叶猴在我国的分布系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替代分布。5 

种叶猴在我国均系濒危物种而被列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据近期调查，我国叶猴的数量分别是：长尾叶 

猴约 l(DO只．戴帽叶猴500～600只，灰叶猴5000～6oo0只．黑叶猴3200～3500只(其中白头亚种 1 200～1400 

只)，金叶猴在我国是否确有分布尚待棱实。80年代以来，我国多数叶猴的栖息地已划出32个自然保护区加以保 

护，其栖息环境有所改善．人为捕杀已被禁止．数量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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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猴 (1eaf monkey或 [angur)属灵长 目(Pfi． 

mates)、猴科 (Cereopithecidae)、疣猴亚科 (ColoN— 

rifle)，是 植物性叶为主食的树栖性旧大陆猴。这 
一 类动物体形纤细、胸部近似圆筒形、头圆、吻短、无 

颊囊、四肢细长、尾较长(通常长于体长)和身体被毛 

较长；成年个体头顶常形成尖形的簇状毛冠或 白前 

额漩向后呈辐射状，形若帽子；眉毛显著，粗而硬并 

向前伸突；手和脚狭长，并长有毛，手长几为手宽的 

2倍；拇指(趾)显著缩短，几乎失去功能．其他 4指 

(趾)长而强壮．中间2指(趾)几近等长，且比侧面2 

指(趾)长得多；雄性臀部左右胼胝体相互连接，雌性 

则相互分离；叶猴初生婴儿的毛色在属一级表现为 

明显的一致性，为叶猴分属的重要依据。疣猴亚科 

分布可从热带非洲一直到热带亚洲。我国分布于西 

藏南部、云南、广西、贵州和四川南部。曾记录有如 

下属、种 ： 

(1)巴氏叶猴 Sonnop／thecas bathe／(Bl~'th)，AMeix~， 

1879(云南西部)=Pithecusobscurus(Blyth)，Allen，1938(云 

南西部、西南部) 

(2)黑叶猴 s f~onco／s／Pov．sargues，1898(广西龙州) 

(3)白头叶猴 Pred)3tisleucucephalus T’an，1957(广西) 

(4)灰叶猴P．砷2： crepuscu／us Elliot．高耀亭等．1962 

(云南南部)；P．砷a shan／c~ Wm0agb．tcm，李致样等，1983 

(云南西部) 

(5)戴帽叶猴 P． ￡w shortrMges Wmughttm．李致样 

等 ，1983(云南西北部) 

(6)长尾叶猴 S．entdlus(Ddm~e)，冯柞建等，1986(西 

藏南部) 

(7)金叶猴 P．g Gee，尹秉高等，1993(?西藏南部珞 

渝地 区) 

(8)金丝猴 S．mar／／ana Milne-Edwards，1870(四JI『西 

部) 

(9)黑仰鼻猴 Rhinop／t／~us鼬  Milr~e-Edwards．1897 

(云南西北部) 

(10)白肩仰鼻猴 R brelichl Thomas，1903(贵州东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39730080)部分内窖。曾应葱在 1998—11—11～13于广西梧州举行的 “圮念^叶豪订名 

100周年鼙灵长类目际学术研讨会 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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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白臀叶羲 S． ，Mm5(LjI1玎ae )，Meyer，1892(海 

南岛) 

本文仅就上述 1—6种叶猴的属种分类问题进 

行讨论 ，现分述如下。 

1 亚洲叶猴类的属级分类 

从上述名录可以看出：我国叶猴的属名，不同学 

者的见解各有不同。欲了解这些属名的变化 ，需对 

亚洲叶猴属级分类的历史进行回顾。叶猴类的属级 

分类主要依据颅骨特征、初生婴猴毛色、外部形态、 

牙齿、内脏解剖和胼胝体特征来进行分类 (Pocock， 

1939；Crl-OV~，1970，1989；Fleagle，1988；Corbet等， 

1992)，不同学者对这些特征的偏重程度不一，从而 

对属的数目、名称及每一个属所包吉的种等，其见解 

很不一致。曾分别被分为 3个属：Presbyt／s、 

gathrix和Nasalis(Groves，1970)；4个属：Pygath- 

m 、Rhinopithecus、Nasalis和Simias(El1lot，1913)， 

或 Presbytis、Semnopithecus、Trachypithecus和 K 

(Pocock，1939)，或 Presbytis、Semnoplthecus、毋一 

胛thrix和Nasalls(Brandon-Jones，1984)，或 Pres． 

bytis、Pygathrix、Nasalls和 Simias(Corbet等， 

1980，1986，1991)，或 presbytis、Semnopithecus、 

gathri：c和Nasalis(Corbet等，1992)；5个属：Pres． 

括、Pygathri：c、Rhinopithecus、Nasalis和 &mias 

(Nal~er等，1967)，或 Presbytis、Trachypithecus、 

Semnopithecus、Pygathrlx和Nasalls(Groves，1989。 

1993)；9个属：Presbytls、Trachypithecus、Semnop— 

ithecus、Kasi、Pygathfix、R înopithecus、Presbytis． 

cu$、Nasalis和Simms(H~ll，1972)。由于履级分类 

的分歧较大，因而有关种的归属也大不相同(表 1)。 

裹 1 不同学者对亚洲叶豢一种的分类 

Table1 l'sxummyforthe孽蝴 柚d sped皓 ot  ̂柚 I皤fm哪 ke in剜I衅 乜瓢帅咂 出t 

对于亚洲叶猴的属，Poeock(1928)把南亚和东 

南亚的叶猴均归人 Pithecus属，并基于初生婴猴毛 

色的不同将它们分为 3组：entellus、p~rrThlt$和 

aygula。后来，Pocock(1934)对后2组进行修订，又 

认为它们的差异已达到属级，而分别把它们提升为 

属(Trachypithecus和ere~stis)，但仍将 entellus留 

在Pithecus属中。值得一提的是 Pithecus这一属名 

较为古老，过去曾一度被用作亚洲多数叶猴类的属 

名，由于其模式种的模式标本丢失，无法根据描述进 

行鉴定 ，因而这一名称应予废止。Pocock(1934)指 

出：如果 Pithecus属名被废止，那么 Semnopithecus 

(包括把 Kasi作为亚属名)就成为这一组的属名。 

Hill(1936)认为：根据初生婴猴毛色的不同，Pocoek 

(1934)将约翰叶猴(Kas~johnil)和南亚的长尾叶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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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nolgthecus entellus)联系在一起是错误 的；他 

将 e￡lre／／us组这一非 自然群 叉分成 2个 独立属： 

Semnopithecus和Kasi。后来，Pocock(1939)采纳了 

这一意见．将叶猴分为 4个有效属：Semnopig~cus、 

Trachypithecus、Presbytis和Kasi。由于这种分类特 

征被认为难以令人信服(Pocock本人也这样认为)， 

Ellerman等 (1951)将这 4属 叶猴均归入同一 属 

(Presbytis)中，并分为4组： tus、cristat~ts、$~e32 

和 aygu／a，分别对应于 Pceock(1939)的4个属。所 

有这些工作基本奠定了亚洲叶猴属级分类的基础。 

此后 Presbytis即被用作多数亚洲叶猴类 的属名 

(Pygathriy．、Rhinopithecus、Nasalis和 Simias除 

外)，并为后来的多数学者所采纳(Napier等，1967； 

Groves，1970；Fooden，1976；Corbet等，198o)，我国 

学者亦一直沿用至今。 

l962年，Hooiier又将 Trachypithecus从Pres— 

bytis属中分出。Brandon-Jones(1984)也曾把 P 一 

括分成 2个 属：Presbytis和 Semnopithecus，把 

Trachypithecus仍作为Semnopi~ocus的亚属。但 

都未引起重 视。1983年．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 的 

weitzel在其硕士论文中，根据牙齿、头骨和其他一 

些特征(如：牙齿珐琅质的厚度、面的长短、眶上嵴的 

有无、喉的缩小、新生儿的体色和黑色背线的有无 

等)对这一类群重新进行了研究，确定了 Presb~is 

属仅限分布于南洋群岛和马来半岛南部的叶猴，亚 

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叶猴除南亚和喜马拉雅山区的长 

尾叶猴 enteUus因初生婴猴为黑褐色或淡黑色、眉 

毛较长以及头骨、四肢比例上的一些特征单独属于 

Se~nnopithecus外，其他叶猴均归于 Trachypitheo~ 

属 (Gmves。1989．1993；Weitzel等，1988)。现将 

Presbytis和 Trachypithecus属的主要特征区别列于 

表 2。 

裹 2 n龆 与 哪 埘 ‘鲫H的特征鉴别① 

Table 2 a删黑=terlsdc dI哺飘nnated Iletweea t'n~ is and．Jl优忉 曲e船 

④fromWeitzel el ．，1988． 

对 于 Semnopithecus和 Trachypithecus 2属， 

Corbet等(1992)认为：尽管enteltus在头骨特征和婴 

猴毛色等方面与大陆的其他叶猴表现出差异，但Hill 

(1939)曾报道长尾叶猴S．entellus与Trachypithe． 

c“s的暗色叶猴 T．obscurus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可以 

杂交，而在野外也 可与约翰叶猴 T． ohnii杂交 

(Hohmann，1988)，所 以把 Semnopithecus和 ． 

chypithecus两 者合 并，Trachypithecus 仍 作 为 

Semnopittwcus的亚属。可是在猴科中．一些属间的 

种可进行杂交而产生杂种后代，但这并未动摇这些 

属的属级分类地位(表3)。而在亚洲叶猴中，这些属 

除初生婴猴的体色截然不同(长尾叶猴的为黑色或 

黑褐色，南洋群岛的叶猴为白色或白灰色，亚洲大陆 

其他地区的叶猴为金黄色或桔黄色)外，另在头骨 

和牙齿上亦有不同，区别是明显的，可作为它们属级 

分类的特征。有鉴于此，我们采纳Weitzd等(1988) 

的分类意见，仍把亚洲叶猴(原 Presbytis属)分离为 

3个属．即 Semnopithecus、Trachypithecus和 Pres． 

。 我国的叶猴除长尾叶猴独立为Semnopithe~us 

属外，其余的叶猴均应归人 Trachypithecus属。 

2 中国部分叶猴的种级分类 

我国现生叶猴的最早记录系 1868年 Anderson 

在云南西部进行考察时见到的“巴氏叶猴Se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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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豢科一阑杂交0 

Table3 t目 增一c h删 岫矗∞ In0 tb 

① fm  Buetmex-Jalmusch．1966；Hil1．1974 

thecus barbei”(AM ∞ ，1879)；Pousargues(1898) 

根据广西西南部龙州的标本订了一新种：黑叶猴 

(Semnopithecus francoisi)；T’0 (1957)根据北京动 

物园饲养的来自广西的叶猴提出另一新种 白头叶 

猴 P．1eucucephalus”；60年代以后，相继又在云南和 

西藏南部发现灰叶猴(Presbytis phayrei crepusculus 

与 Presbytis phayrei shanlcus)、戴帽叶猴 (Presbytis 

pikatus shortridges)和金叶猴(P．g。ei)在我国的新分 

布(高耀亭等，1962；李致祥等，1983；尹秉高等， 

1993)。这样，除四川、云南和贵州的 3种仰鼻猴 

(Rhinopithecus ssp．)和海南岛仅记录过一张皮的白 

臀叶猴 eygathrlx us外，我国的叶猴已被记录 

6种：barbel，frano~isi，~ucucephalus，phayrei，pileatus 

和 geei。其中黑叶猴、灰叶猴、戴帽叶猴和金叶猴除 

原记载的属名有所变动外，其种级分类地位均无争 

议；唯巴氏叶猴和白头叶猴是否为有效种争议较大。 

2．1 关于“巴氏叶猴”的分类地位 

巴氏叶猴 Trachypithecus barbel(131yth，1847) 

原记载于印度 Tripura的 Tipperah山，其种级地位 

迄今仍有疑问(Corbet等，1992)。除 Bramdon—Jones 

(1984)外，多 数学者都 不承认它是一个有效种 

(Pococok，1939；El~rmam等，1951；Corbet等，1980； 

Groves，1993)。1868年 Anderson在云南西部的动 

物考察中，曾在云南西部中缅边境 Kakhyen山区的 

森林中看到 加 ～5O只叶猴，他记录为 Semnopithe- 

cw bathe／。AJ1en(1938)把采 自云南西部霍木树和 

西南部驮马南定河的叶猴，亦认为是巴氏叶猴，但改 

订为暗色叶猴 Pithecus obscurus的亚种．郎 Pithecus 

obscurus barbei。Pocoek(1939)推测：Allen(1938)认 

定的云南巴氏叶猴可能是戴帽叶猴 Trachypithecus 

leatus；但 Etterman等(1951)又把它归人灰叶猴指 

名亚种 Presbytis phayrel ， ；我国学者认为它 

是灰叶猴泰国亚种 Presbytis phayrei crepusc (高 

耀亭等，1962)。我们曾在云南西部盈江那邦坝(距 

mer∞n见到巴氏叶猴的 Kakhyen山区以北约 40 

)及滇西南采到一批叶猴标本，这些标本的唇周 

和眼周内侧有明显的白色斑；头顶冠毛不呈帽状；眉 

毛短，不上翘；尾较短，不及820mn2。与记载的暗色 

叶猴和我们采自滇西北的戴帽叶猴 Trachypithecus 

声 删 Ⅱ5截然不同，后者面部全为黑色，唇周和眼周 

内侧无任何白色痕迹；头顶的毛长而向后辐射形成 

帽状；眉毛特长而上翘；毛色青灰；尾相对较长，820 

m 或更长。AJ1e13．(1938)在描述滇西和滇西南标本 

时，亦记载这一地区的标本其唇周具白色，这一特征 

与灰叶猴基本一致，显然既不是暗色叶猴也不是戴 

帽叶猴，而是灰叶猴中的一个类群。这些标本与云 

南南部西双版纳一带的灰叶猴泰国亚种 P 出 

加 crepnsculus比较，体色明显较暗，唇部 白斑 

较小，眼周白色仅在内侧呈现。所以我们同意李致 

祥等(1983)的意见，认为它们是灰叶猴掸邦亚种 

Trachypithecusphayr~ shanicus。 

2．2 黑叶猴和白头叶猴的分类 

黑叶猴 (Francois’leaf monkey)系 Pousargues 

(1898)根据广西西南部龙州的 1个标本首次订名为 

~mnopithecusfrancoisi。后来其他学者又相继订 

名过4个“相似种”和 1个亚种，即越南东北部的灰 

头 叶 猴 Seranopithecus polio=ephalus Tmuessart 

(1911)，老挝湄公河东岸的老挝叶猴 Pithecus lao— 

t／Am Thomas(1921)，越南中部的白背叶猴 Pithe~us 

delacouri Osgood(1932)，广西西南部的 白头叶猴 

Presbytls Ⅱ5 T an(1957)以及越南中部 

的黑叶猴纹颊亚种 Presb3~h francoisi hatinh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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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1970)。上述6个类群中除最后 1个类群在订 

名时被订为黑叶猴的亚种外，其余 5个类群都被认 

为是有效种 (Osgocxt，1932；Pocock，1934；Brandon- 

Jones，1984；Tan，1985；卢立仁等，1991)。Brandon- 

Jones(1984)甚 至把 francoisi认 为是 约 翰 叶猴 

(Semnopithecus johnii)的异名。由于黑叶猴头顶有 

非常明显的尖形簇状冠毛，背部被毛长而与约翰叶 

猴完全不同，这一观点未被其他学者接受。Eller． 

rihan等(1951)根据上述类群都有一定的分布区，认 

为可能是同一种的不同亚种(冠以“? 号)。 

70年代末，李致祥等曾到广西对黑叶猴和白头 

叶猴的分类和分布进行深人调查，采获了一批标本。 

根据这些标本的形态和野外 2群共 46个野生猴群 

群体的观察 ，发现黑叶猴和白头叶猴虽在毛色上有 
一 定差异，在广西西南部各自拥有一定的分布区，但 

在分布区的交接地带，发现有不同程度的毛色杂交 

个体存在，故认为白头叶猴是黑叶猴的一个亚种(李 

致祥等 ，19舯)。继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越南、老挝 

的相近类群以及黑叶猴、白头叶猴的毛色和头骨特 

征，结合分布和黑叶猴、白头叶猴在分布区交接地带 

出现杂交类型的特点，对上述类群进行了系统整理， 

把上述所有类群 (包括 白背 叶猴 Trachypithecus 

delacouri)均认为是黑叶猴的亚种 (Ma等，1989)。 

1998—11，广西梧州举行的“纪念黑叶猴订名 100周 

年暨灵长类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Nadler又报 

道：经 DNA分析，越南和老挝北部的白背叶猴与黑 

叶猴其他类群明显不同，应是～有效种。除白背叶 

猴外，我们认为其他类群的躯体都是黑色，其四肢比 

例、头骨特征和生活习性也很相似，栖息生境均为多 

岩石的喀斯特地形，分布区相互延续；其不同主要表 

现在头部和尾部的毛色变异上(表4)，在部分类群 

(如francoisi和 加 z s)分布区的交汇地带，出 

现居问类群，显示它们应属于同一物种。最近，丁渡 

等(1999)用随机扩增多态 DNA(RAPD)分析技术 

对黑叶猴、白头叶猴、灰叶猴、紫面叶猴(T．"oetulus) 

和长尾叶猴的 DNA基因进行系列分析，从分子水 

平上证实白头叶猴确实是黑叶猴的亚种。为此，我 

国叶猴的属、种可能为2属 5种另 7亚种，它们是： 

(1)长尾叶猴 S州q， c l-ente／．／us(古 S．e．schLqaco~ 

和S．P．kn ) 

(2)金叶猴 Trachypilhecusgee／(?) 

(3)藏帽叶猴 T．／n'／eatus(T．P．蛔 峨 ) 

(4)灰 叶 猴 T． E (古 T．P．cre／~cu／u／s和 

T．P． ) 

(5)黑 叶 猴 T．加  (古 ．f． mc n 和 

．f．c％ ：，j h2 s) 

上述属种中的金叶猴据尹秉高等 (1993)报 

道，分布在西藏南部门隅、珞渝地区，但未提及何 

人所见或获得标本。据 Mukherjee等 (1997)调 

查，该种在靠近西藏南部门隅、珞渝地区达旺河下 

游的不丹东部有分布。但能否沿达旺河上溯而分布 

到我国尚需进一步核实。兹将这些类群检索如后。 

囊4 ■叶纛和白青叶纛的毛色变异 

TJd~le4 The vm atl0n蚰 。0I删rjII T．／'nn~ ．a mid T．Ddae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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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叶猴的分类检索 

1 韧生幼体黑色或黑精色，眉毛长似须毛．体毛粗糙．戚体眶上皤 

发达(长尾叶璇属 s溯 缸曲盯时) ⋯ 长尾叶璇 s．ente／lus (2) 

韧生幼体精红色或桔黄色，眉毛较檀，头厦冠毛如帽状或尖形的 

挟状，体毛细 柔，戚体眶上嵴不 发达或无(叶璇属 Tranehyp— 

itt~ecus)⋯⋯⋯⋯⋯⋯⋯⋯⋯⋯⋯⋯⋯⋯⋯⋯⋯⋯⋯⋯⋯ (3) 

2．颊、堆都灰白色，手灰黄色，尾上下同色 ⋯ ⋯⋯⋯⋯⋯⋯⋯⋯‘ 
⋯ ⋯ ⋯ ⋯ ⋯ ⋯ ⋯ ⋯ ⋯ ⋯ “ 喜马拉雅亚种 S entelius schistaceus 

颊、喉部菠黄色，手蒜色，尾上下异色 ⋯⋯⋯⋯⋯⋯⋯⋯⋯⋯⋯ 
⋯ ⋯ ⋯ “ ⋯ ⋯ ⋯ 一 ⋯ ⋯ ⋯ ⋯ ⋯ ⋯ ” 亚 东亚种 S entetluslanla 

3 戚体通体金黄色 ⋯⋯ ⋯⋯⋯⋯⋯⋯⋯⋯⋯⋯ 盘叶猴 丁 gmi 

戚体不为金黄色 ⋯⋯⋯⋯⋯⋯⋯⋯ ⋯⋯⋯⋯⋯⋯⋯⋯一 【4) 

4．体背、鹿部黑色，头、臀部黑色或 白色；头厦冠簇明显，毛长而直 

立，似尖锥状 ⋯⋯⋯⋯ ⋯⋯一⋯⋯“ 黑叶獭 T．francoi~ 【5) 

头、体背青灰色或擞染灰黄色，鹿部灰色、白色或桔黄色，琢冠无 

或较小 ⋯⋯⋯⋯⋯⋯⋯⋯⋯一⋯⋯⋯⋯⋯⋯⋯⋯⋯⋯⋯ (6) 

5．全身黑色，仅颊部白色 ⋯⋯⋯⋯ 指名亚种 T．加 瑚 R加 H∞ 

头部、颈部、肩部、尾大部(2／3～3／4长)白色 ⋯⋯⋯⋯⋯⋯⋯⋯ 
⋯ ⋯ ⋯ ⋯ ⋯ ⋯ ⋯ ⋯ ⋯ ⋯ ⋯ 白头重种 丁 fmnc~  删 叻 z时 

6 头顶的冠毛长、平滑而松软，向猴伸长呈帽状，面部黑色．口唇无 

白寰 ．体背青灰色，尾后大部黑色 ⋯ ⋯⋯⋯⋯⋯⋯⋯⋯⋯⋯⋯” 
⋯ ⋯ ⋯ ⋯ ⋯ ⋯ ⋯ ⋯ ⋯ ⋯ ⋯ · 戴帽叶摈 T．p／Zeatusd~ctr／dgd 

头厦无头冠或仅具小的簇毛头冠，眼周和唇周有白色，上下体多 

为散染黄色的浊灰色，尾全为纯瀵灰黄色 一⋯⋯⋯⋯⋯⋯⋯一 
⋯ 一 ⋯ ⋯ ⋯ ⋯ ⋯ ⋯ ⋯ ⋯ ⋯ ⋯ ⋯ ⋯ 一 灰叶摈 丁．phayre／ (7) 

7．头顶前部无漩，顶冠具尖形簇毛 ．体背渣银灰色，背瞳色在体下翻 

无明显分界，眼白寰仅在眼内铡出现，眼周具白环 ⋯⋯⋯⋯⋯⋯ 

⋯ ⋯ ⋯ ⋯ ⋯ ⋯ ⋯ ⋯ ⋯ ⋯ ⋯ 滇南亚种 丁．phayrm肌 p 

头顶前部的毛具漩毛．琢冠无明显的簇状冠毛，嘎毛多向后倒 ．体 

背色探．蒎灰色，背鹿色在体下俩分界明显，仅在眼内翻具白寰 
⋯ ⋯ 一 ⋯ 一 ⋯ ⋯ ⋯ “ 滇西亚种 丁 ：一 shan／cus 

图 1 中国叶猴的分布 

Rg．1 DisuSbutlonofleafmonkey~inChina 

长尾叶壤 s口-I 一时 atte／lus：e喜马拉雅亚种 s sdlistaceus，0亚东亚种s．e．／anm；●金叶赣Trachyp／th~usg ； 

■帽叶赣 Trachy／nth~usp／／eatus：■缅北亚种 T．P． r ；灰叶璇 n 妒。 e pnayr~：☆滇西亚种 T．P．shan／c~， 

★滇南亚种T．P．r p r蚶；蒜叶赣n 妒 加 口城：点指名亚种丁f加 ∞ ，▲三更山亚种T．厂．!·) I h 。 

3 地理分布 

上述叶猴在我国的分布，从西到东、从北到 

南、从高海拔到低海拔均呈替代分布，最西、最 

北、海拔最高的是喜马拉雅山区的长尾叶猴，其分 

布海拔约在 2 600-2 800 m；分布稍微偏南的是西 

藏南部门隅、珞渝地区的金叶猴；继后向东分布的 

是缅甸北部和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西坡的戴帽叶 

猴，其分布海拔约在 1 500～2 300 m；然后是分布 

于云南西部、西南部、南部、中部和东南部的灰叶 

猴，分布海拔约在 60o～l 800 m；最东分布和海拔 

最低的是分布于广西、贵州和四川南部的黑叶猴。 

分布海拔 120～1 400 m。这些种的分布区基本不重 

叠但又相互替代 (图1)。 

4 现状与保护 

4．1 资源现状 

关于我国叶猴的资源数量。除金叶猴外。其他 

叶猴根据调查分别是：长尾叶猴约 l 000只 (尹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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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1993)，戴帽叶猴 50o～600只 (马世来等， 

1988)；至 于灰叶 猴 却有不 同 报道：马世来 等 

(1988)认 为有 11 500～ 17 000只，全 国强等 

(1994)估计为 15 000只，通过 1992～1994年我 

们在云南的实际调查，仅有 5 000-6000只；对于 

黑叶猴 (T．franco~i)有如下报道：指 名亚种 

(T．franc6sifrancoi~)2500～3800只，其中广西 

4 000～5 000只 (吴名川，1983)及 2 200～2 500 

只 (刘万福等，1995)；贵州约 2 000只 (全国强 

等，1994)，109群 946～1 094只 (李 明晶等， 

1994；李明晶，1995)；四川南部 (秀山和酉阳) 

约200只①。 

白头亚种 (T．francoisi~ucocephalus)，广 西 

400～633只(李汉华等，1982；吴名川，1983；王应祥 

等，1995)；1 000～1 300只(全国强等，1994)；1 200 
～ 1 400只(刘万福等，1995)。 

4．2 数量变动趋势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叶猴90年代中期的 

数量除灰叶猴稍多外，都非常稀少，如戴帽叶准仅 

500-600只，长尾叶猴 1 000只左右，黑叶猴 3 20o 

～ 3 700只，白头叶猴 1 200～1 400．最多的灰叶猴 

也只有5 000～6 000只。其中黑叶猴和灰叶猴近期 

的数量比80年代的数量有明显不同(特别是灰叶 

猴)。主要原因是： 

4．2．1 原数量估计不足 90年代以前的数据大多 

是根据野外的短期粗略观察进行估计 ，未作详细的 

数量调查，故估计数量偏高。1991～1993年，我 

国西南各省区林业和科研部门开展了灵长类等野生 

动物资源的重点调查，采用比较精确的样方或样带 

调查进行数量统计，得出了相对较为准确的数据。 

4．2．2 栖息生境减少和恶化 由于 70--80年代我 

国部分地区叶猴赖以生存的热带原始林遭到大面积 

破坏，其栖息生境急剧减少和恶化，如云南南部的 

西双版纳地区，70年中期以前，有数千只灰叶猴 

生活在热带雨林沟谷。70年代中期以后．为种植 

橡胶，低海拔沟谷和山间盆地的热带原始林和次生 

林被砍伐殆尽 ，灰叶猴的主要栖息生境大量丧失， 

橡胶林生长起来后，森林覆盖率虽未减少，但橡胶 

林完全不适合叶猴生存，故灰叶猴数量大量减少。 

另在一些叶猴分布区的边缘地带，如云南中部无量 

山、哀牢山和东南部文 山地区，80年代以前，亦 

有千余只灰叶猴生存，但 80年代后，它们赖以生 

存的南亚热带淘谷林几乎全部丧失，现今该地区的 

灰叶猴已绝迹或接近绝迹。又如四川南部的南川、 

武隆，贵州北部的道真、绥阳、桐梓和南部的兴 

义、安龙、册亨 (南盘江流域)，据我们和这些省 

林业部门的调查，过去均发现有黑叶猴分布，但因 

栖息生境丧失，目前已绝迹或接近绝迹。 

4．2．3 保护不力 我国西南大多数地区的保护机 

构和保护区是 8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建立初期， 

动物保护的执法力度和宣传教育不够 ，人为的非法 

捕杀行为 (在广西主要用于制乌猿酒)仍有发生， 

造成数量下降。 

8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公 

布实施和大量保护区的建立 ，加强了保护执法和群 

众保护意识的教育，在保护区内，叶猴及其栖息环 

境受到严格保护，非保护区的叶猴人为非法捕杀亦 

被基本制止。叶猴的数量趋于稳定 ，有的甚至有所 

增加 (如白头叶猴)。 

4．3 分布的自然限制因素 

我国大多数叶猴的分布区狭窄，数量稀少，均 

为濒危物种，其原因除上述的栖息生境减少、恶化 

和人为的猎杀外，尚有两个自然因素限制： 

4．3．1 边缘分布和分布区狭窄 由于叶猴类多是 

典型的热带或南亚热带灵长类，除黑叶猴外，其主 

要分布区均不在我国，它们在我国的分布具边缘分 

布特点：即多数种在我国的分布均为该种分布区的 

北限或东限边缘地带。如长尾叶猴广布于南亚次大 

陆和喜马拉雅山区，西藏南部为其分布区的最北 

限；戴帽叶猴主要分布于孟加拉湾以东的阿萨姆和 

缅甸北部，滇西北高黎贡山是它们分布的东缘地 

带；灰叶猴广布于中南半岛，云南西部和中部是其 

分布的东北缘；黑叶猴可从我国西南部分布到印度 

支那湄公河边，而广西、贵州和四川南部是它们分 

布的东北缘。边缘分布的物种 ，不仅动物本身非常 

脆弱，而且生境也很破碎，稍有变化，就易引起物 

种的生存危机。我国西南部热带、南亚热带生境不 

多而且破碎，所能供给热带性叶猴生存的生境有限 

@ 关于四川南部分布的蔫叶璇，张吉藻等 (1992)报道在南川金佛山自然保护区有 2群约 200只。但我们 1992-05在南川金佛山自拣保 

护区考察时束发现，仅在一措民处见到 1根黑叶猴的尾巴 据当地的猎民和于都反映．该地区的黑叶袭早在 80年代中期就很难见到 

了，可能已经绝灭。但我们在东面的秀山和酉阳交界的山区发现有约200只黑叶璇生存．它与贵州东北部沿河黯叶壤自然保护区的熏 

叶壤群l蜃邻，是否为同群需进一步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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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欠佳．所以我国叶猴的分布区均很狭窄，数量稀 

少 。 

4．3．2 岛屿状分布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热带原 

始林的被砍伐和破坏 ，我国叶猴的栖息生境大多比 

较破碎，多数叶猴仅栖息在互不相连的保护区中； 

即使在同一保护区内，不少居群之间亦缺乏生境的 

延续性而呈孤岛状分布，尤以长尾叶猴和黑叶猴的 

生境最为明显，从而使种内居群间或亚种问的个体 

或基因交流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降低了居群的繁 

殖力，影响了居群数量的恢复和增长。 

4．4 保护措施 

保护我国现有叶猴的栖息地，改善和恢复叶猴 

原有的栖息生境植被是保护我国叶猴的最重要的措 

施。在我国叶猴的保护中，现已采取了如下措施： 

4．4．1 法律保护 分布于我国 的叶猴，在国际上 

除灰叶猴被 IUCN划为易危种外，均为濒危物种； 

CI11强把灰叶猴和黑叶猴列为附录Ⅱ，长尾叶猴、 

金叶猴和戴帽叶猴均列为附录 I；在我国，都被列 

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从国家法律和法制 

上严格加以保护和管理。 

4．4．2 就地保护 (栖息地保护) 就地保护即栖 

息地保护是对珍稀濒危动物野生种群实行保护的最 

重要措施。在我国叶猴分布区内，已在西藏南部、 

云南、广西和贵州建立了 32个以叶猴为主要保护 

对象或以保护珍稀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区 

对叶猴及其栖息地进行保护。西藏江村、樟木沟、 

珠穆朗玛峰、墨脱等 4个自然保护区为长尾叶猴保 

护区；云南怒江保护区为戴帽叶猴保护区；云南铜 

壁关、南滚河、临沧大雪山、西双版纳、莱阳河、 

黄连山、分水岭、大围山、无量山、哀牢山和威远 

江等 11个保护区为灰叶猴保护区。黑叶猴的保护 

区和数量见表 5。这些保护区已保护了我国 90％以 

上的叶猴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通过保护执法和向 

当地群众进行广泛的保护意识教育，保护区内的所 

有叶猴种群及栖息地均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在非保 

护区，人为非法猪捕已基本被禁止；有些省区尚准 

备建立新的保护区保护叶猴。通过这些工作，叶猴 

栖息地原生植被的破坏已被制止。栖息环境得到 了 

改善，叶猴数量趋于稳定。 

裹5 黑叶素的自然保护区夏其数量 

TjIbk 5 P‘堆ⅡIj 吣 a皿d 鲤吣 0f 瑚=II 训I鲴‘s打锄IcD all豫 

自然保护区 受保护的亚种 数量／只 自然保护区 受保护的亚种 数量／其 
(nstural re5e ∞) ( bsp §~ teeted) (qusntity) (rmcu rese ∞) ( bsp ∞pr。tened) (qumltlW) 

贵州柑河蒜叶猴保护区 T．，．脚  出 约400 广西弄岗保护区 T．f． 263 

贵州道真仙女洞保护区 T．f 加  曲 约130 T f．厶 0 397 

贵州绥阳宽阔水保护区 T．， 脚  出 约8O 广西陇璃保护区 T．f 蜗哪  ̂ 450 
贵州野钟蒜叶猴保护区 T．，．脚  出 约 100 T．f加  12 
广西布柳河保护区 T．，．加  出 约 30 广西崇左曲物保护区 T f 468 

广西龙虎山保护区 T．f，加  曲 约 l0 T．f．／eucoce~ha／us 174 

广西大哄豹保护区 T．，加  曲 封 130 广西扶绥曲物保护区 T．f， 蜘衄 380 

广西大明山保护区 T f．加  曲 约30 T．，脚 0 12 

广西古龙山保护区 T．f 加  醯 约30 广西大新曲物保护区 T f 580 
广西地州保护区 T f．加  约 30 半白碾 7其 

全白弦 3其 

广西青龙山保护区 T．f．加 出 约 100 广西十万大山保护区 黑叶猴 T．，．franc~s／ 10 

*赍料引自李嘎晶等(1994)．李明晶(1995)~ a4(1995)。(from LiMing-iit~et at．，1994；LiMing-iing．1995~LiuWma-[ud a／．，1995．) 

4．4．3 易地保护 除野外保护区对叶猴野生居群 

的就地保护外，动物园的易地保护是对珍稀濒危物 

种保护的重要辅助手段，有时对濒临绝灭物种的保 

护可能是唯一手段。在我国动物园中，灰叶猴在云 

南的个旧动物园、昆明动物园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曾有过少量饲养，因数量少 (仅 2～5 

只)，未取得成功。而在广西和国内一些较大的动 

物园中 (如广西南宁动物园、梧州动物园、北京动 

物园、上海动物园等)，从 5O年代开始就对广西的 

黑叶猴和白头叶猴进行饲养繁殖，在笼养条件下对 

黑叶猴和白头叶猴的习性、繁殖、饲养管理和疾病 

防治等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观察研究，取得了许多有 

效的成果，为建立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繁殖群奠定了 

基础。 “中国梧州黑叶猴珍稀动物繁殖中心”为此 

作出了很大努力，现已建立了规模较大的人工繁殖 

群．已繁殖到第 3代仔猴，拥有 100多只的黑叶猴 

人工种群。 

4．4．4 我国已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建立 

了野生动物细胞库．即 “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昆 

明细胞库”，专门从事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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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细胞、组织、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的 

超低温保存。 “野生动物细胞库”又称 “冷冻动物 

园”，是保存濒危野生动物种质资源的重要手段之 

一

， 同时也可提供试验材料供科学研究。在这个细 

胞库中，已保存了我国 1o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的种质资源，其中包括灰叶猴和黑叶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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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Y，STATUS AND CONSERVATION OF LEAF MONKEYS IN CHINA 

WANG Ying—xiang JIANG Xue-long FENG Qing 

(Kunmingimtitute ofZoologr．theChineseAcademy Ⅲ ，Kunming 650223 wang~@mail．kiz ) 

Abstract Except for three species of snub-nosed 

monlceys andonedouc．whichwssnoted ao∞rdingto a 

skinon HalDan Island in 19 Centl~]，five spe~es of 

1ear monkeys have been recorded in Chirm．They Rre 

Semnopithecus entellus， Trachypithecus leatus， 

Trachyplthecusgeei(?)，Trachypithecusphayrei and 

Trachypithecus francoisi．However，So~ile disputes 

still exist concerning taxonomy on the genus mad 

species leve1．In gen us，Pithdw ，&~nnopithecus， 

Presbytis and Trachypithecus al1 were used a8 the 

genus nBl~e for leaf monkeys covering a wide range 

from mainland of Asia to islands of Southest As ia． 

Since middle of 1980s．rr10st of W t scientists separat— 

ed the group into three gene~a：Semnop／thecus for 

hanuman langur， ch 妇 w for species oi2 Tnain— 

land ofAs ia andPresbytis forthe species onSundaIs． 

fands．Southeast As ia．While many scien tists in China 

ll use Presbyt／s as the genus r1arrIe for all Chinese 

1eaf monkeys so far．Though Corbet et a1．(1992) 

combined Semnopithecus and Tm曲ypi~,cus becau8e 

therewert hybrid offspring becweenthetwo genera． 

In primates，nevertheless，hybrid between gene~a also 

happenedin sog~／le other gmupsin captive．Therefore， 

we adopted the view of most scientists that CKrlese 

leaf monkeys are separated into two genoa：5 ， 一 

thecus and Trachypithecus．In species，we think that 

Pith Ⅺ obscurus barbe／described by AUen(1938)in 

southwestern Yunnan is a subspecies of Trachyp— 

ithecus m ，and Presb3~isleucocephalus named by 

T’an (1957)is a subspecies of Trachypithcus加 ”一 

Chinese1earmonkeys demonstrate avicariousdis． 

tribution pattern from westtoeast，S盱 加 蚶 删一 

tellus in Himalayas，Trachypithecus geei in Menyu 

and Luoyu， South Tibet， T． ／~atus in Mt． 

G~oligong ，northwestern Yunnan，T．phaym"in W t 

and South ofYLR2nsn，and T．francoisi inGuangxi， 
Guizhou and Chongqing ．A1l five spe~es have been 

listed a8 the Fi斌 Category in State Key Protected 

Wild1．fe List 0f C}lim and in Appendix I of CI11 

(except T．francds／and T． m 8sinAppendix 

Ⅱ 0f CI11 )．According to recent surveys，the popu— 

lation of1earmonlceysinChinais：about1 O00indivi． 

dimlsofS．entellus，5O0—600indM dualsofT ． ． 

1eatus．5 000—6 000 individuals of T．t~ayre／．3 200 

— 3 500 individuals of T．f．francoisi．and 1 200—1 

400 individ．als of T．f．1eucocephalus．Owing to no 

data for T．geei，its current population  is unclear． 

SiDce 1980s．rr10st of distribution areas of 1ear raonkeys 

inCKfir have been set up as 32 natural rl~ rves．and 

hunting for the monk eys has been inhibited ．8o that 

thehabitats have beenimproved Thepo pulation tends 

协be stableand T．francoisileucoceld,mlus als0 shows 

an increase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k monk ey，Taxonca~y，Status ，Conservati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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