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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猴替代父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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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摘 要

在温暖季节
,

峨眉山藏猴 部分依赖游人食物
,

可以作近距离观察
。

用

点取样和焦点动物取样法
,

其替代父母行为 数据收集于 年出生季节的后

半期 一 月
。

在 周龄内
,

婴猴有 的时间受到替代父母
、

主要是成年雄性的照料
。

其中
,

的时间与成年雄性在一起
,

与非母亲成年雌性
、

与少年猴在一起 雄性

较雌性更经常地照料
,

探查
,

拉 回
,

排斥 多 婴猴

他们一般只与雄性婴猴玩耍 雌性对新生儿兴趣更浓
,

较早出现探查婴猴的行为 少年

猴经常与婴猴玩耍
,

但其它相互作用较少 替代父母行为可能被选择来补偿母亲在恶劣觅食条

件下对子女的高投人 对婴猴的性
“

歧视
”

很可能源于母亲对女儿的照料多于儿子
,

和对雄婴勃

起阴茎的
“

逗乐
”

反应

关键词
,

替代父母行为
,

性
“

歧视
”

介 绍

除母婴之 间的联系外
,

猴群 内其他成员与婴儿也有 多方 面的相互作用 一
,

”
。

这些 相互作用既有友好的 例如 搂抱
,

贴近
,

梳理
,

玩耍
,

趋 近
,

探

查
,

保护
,

食物分享
,

也有看上去是敌意的 例如 惩罚
,

移开
,

离去
。

然而
,

无论是

雄性还是雌性
,

一般对同种的幼体都较为容忍
,

尤其是对婴猴
,

替代父 母行为
,

出现 于大约 一半 的 旧大陆猴 中
。

对大多数种类而

言
,

它的存在使亲族选择 和性选择 这两个解释灵长类

社会行为的有效工具的使用遇到了挑战
,

为此
,

有些学者为之提出了若

干可能 的功能假设
,

练习做母亲 对少年雌性而言 让母

亲能更有效地觅食 给予她暂时的灵 活性
,

并降低其能耗 群内成员通过关照他人

的婴猴而建立或加强其间的社会纽带 增加孤儿存活的机会 加速婴猴的社会化

过程
。

可是
,

既然替代父母行 为具有 以上的功能
,

为什么只是部分的灵长类动物表现这种

行为 这显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在称猴属 个种中
,

有关的报道只有雯猴 婴儿在出生 后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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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内受到非母亲个体
、

主要是雄性的一定程度的照料
, , 。

本 文提供 藏猴替代父 母行 为 的
、

可 比较 的数据
,

并 在 该种群 的 生 态研究基 础 上
。 , , , ,

参照史猴的有关资料
,

讨论称猴属动物中该行

为产生或存在 的生态环境 如所周知
,

生态参量影响社会行为表达是 当代灵长类学研究

的
、

极待加强的薄弱层面
, 。

材 料 和 方 法

峨眉 山藏猴婴猴与群内非母亲成员之 间的相互作用数据收集于 年出生季节的后

半期 一 月 的 和 两个群
。

在温暖季节时
,

峨眉 山猴群部分依赖游客食物
。

该种

群实际上 与人处在
“

半共生
”

状态
,

可以作近距离观察 研究地点位于峨眉 山东北坡海拔

仪卜 米 东经
” ‘ ,

北纬
“ ‘

处
,

属亚热弗产 暖温带过渡类型气候
,

一年 中约有 个月 为冰雪覆盖
。

海拔 米处 月份的年平均气温为一 ℃
。

除秋季

外
,

该藏猴栖息地缺乏果实
, , 。

非母亲个体分为 个年龄一 性别类别 成年和亚成年雄性
,

成年雌性和少年
,

即 一

岁的雌雄个体
,

表 给 出了观察期间
,

和 研究猴群 的年龄 性

别构成数据
。

表 研究猴群在取样期间 年出生季节 的群构成

滋 碑 悦栩
,

年龄性别分类 成年
、

亚成年雄性 成年雌性 少 年 雄 婴 雌 婴

门、︼,胜人,群

群

每周每只婴猴至少观察 分钟
,

依据猴群在路上活动的时间
,

观察最早在 开

始
,

最晚于 结束
。

婴猴与非母成员的相互作用类型区分为状态行为和事件行为

状态行为

照料 包括 ①在怀中 —将婴猴抱在怀中 ②接触 —
与婴猴身体发生身体接触 ③空间接近 而 —在 米内

,

但无身体接触
。

玩耍 与婴猴作追逐
、

推拉
、

扭打和吻咬等无声的
,

没有 即时后果的社

会相互作用
。

事件行为

探查 查看
、

嗅或舔婴猴外 阴
,

或者嗅婴猴 的脸
、

身体其他部位
。

雄猴常将 周龄以上的婴猴
,

特别是雄婴
,

倒抱在怀中
,

探查其外阴
。

拉回 走近婴猴
,

或在 与婴猴靠近 的情况下
,

主动将后者拉近
,

多

数情况下怀抱之
。

排斥 势 与拉 回相反
,

即以推开
、

威胁等方式 阻止婴猴 与行为者 发生

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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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所描述的方法收集上列行为数据
。

分钟焦点动物取样 。

卜 如 用于事件行为
。

同时
,

每个焦点动物取样的时间被分成 个 分钟

间隔
,

以每个间隔刚开始的 一 秒钟作为点取样 卜 时间
,

记录状态行

为
。

每完成一个焦点动物取样
,

就按婴猴年龄性别大致平衡的原则
,

确定下一只焦点婴

猴
,

并开始取样
。

必要时借助望远镜分辩细节

用于数据处理 的焦点动物为雄婴 只
,

雌婴 只 表
。

按以下公式计算状态行为百分率 尸 和事件行为发生频率

尸 票 其中
,

为 次点取样 中记录到 的行为 的次数 。

一
、 ‘

一 ‘ 、

” 一 “ 一 ’ 一 ‘ ” ’ 一

” ”一
’

一
’

一
’ ‘ 了 ’

一 ’ 一 一 一一 一 一

, 。

凡 一 次 小 时
,

其 中
,

为 次焦点动物取样中记录到行为

的次数
,

表 焦点奥猴及相关的统计样声

叻 山 苗 , 刃嗯

婴 猴 日 合 计

取样年龄 洞
分钟点取样数

分钟焦点动物取样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猴群代码 卜 —婴猴 ‘一雌要 —雄要

结 果

照料和玩耍

婴猴出生后的第 周
,

母亲细心地
、

排他性地照料新生婴儿 第 周开始
,

这种照料

逐渐减少 群体其他成员的照料行为出现
。

周龄内婴猴有 由成年 亚成年雄性 照料
,

由非母亲的其它成年雌

性 照料
,

由少年 照料 图
。

雄猴对婴猴的照料显著地多于雌猴和少年

猴 一
,

一
,

夕
。

婴猴有 的时间与少年猴

玩耍
,

的时间与成年雄性玩耍 未观察到它们与非母亲雌性的玩耍 图
。

在非母

亲照料时间里
,

婴猴独 自活动和与其它婴猴进行主要是玩耍的社会活动占
。

另 一 方 面
,

雄 婴受 到 成 年猴 的照 料 比雌 婴多 来 自成 年雄 性 的照料 ,

来 自成年雌性的照料 二 , ,

而且只观察到雄婴与成年猴之间的

玩耍 婴猴从少年猴那里得到 的照料无性别差异
, 。

少年雌猴对婴猴的兴趣多于少年雄猴 前者有时坐在正为婴猴哺乳或者理毛的母亲身

边
,

力图与婴猴接触
、

或为婴猴理毛
,

好奇地看着婴猴 后者则少有此种表现
。

这些坐在

母亲身边的少年雌猴
,

通 常是前者的女儿
。

一只 组 岁的年轻雌猴甚至抱着一 只死婴

小时以上
。



·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探查

成年雄性
、

成年雌性
,

甚至少年猴对雄婴的探查显著多于对雌婴的探查
,

分别为
, , 。

事实上
,

成年雄性 对雄婴的探查较之对雌婴开始早而结束

晚
,

成年雌性则结束晚
,

而少年几乎只有对雄婴的探查 图
。

卜
巴 成年

一亚成年雄性 成年雌性
次 咐

甲 ℃

少年

亡 舀

成年 亚成年姐性 成年雌性
少沪 巴

少年

图 藏猴婴 周龄内接受非母亲成

员照料及与之玩耍的时间百分率

,

初 企

图 藏猴婴 周龄内接受非母亲

成员拉回和排斥的发生频率

班 知

介

此

扫
次 田寸

二已

成年
一

亚成年推性

一 百二 川 ,

推姿 雌要

成年雌性

丫

少年
。

’
。

月

〕

日

仪 〕 仁 〔丈 笼汉 〕 加 〕二 蕊二 二

,月万
‘

曰
︸﹄月

, 目 , 一
‘

, 甲 , 甲 , , ,

一
, , , , , ,

,

,

‘

尸 , 一一 一 , 一
一

抽 勺 卜
委握年鹅 周 ,

图 藏猴婴儿接受非母亲成员探查的发生频率

企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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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 的是
,

次成年雄性探查行为中
,

有 次是雄猴一婴 雄猴的三边相互

作用
。

其中
,

有 涉及雄婴
,

涉及雌婴
。

在成年雌性的 次探查行为
,

只观察

到两次雌猴 婴 雌猴三边相互作用
。

拉回和排斥

拉 回婴儿行为发生较早
,

与照料行为大致 同步
。

排斥行为在 婴猴 周 龄以 后 才 出

现
,

而且发生率很低
。

和照料一样
,

婴猴所接受 的拉 回和排斥 以来 自成年雄性 的为最多
,

成年雌性其次
,

少年最少 而雄婴接受的拉 回多于雌婴而排斥少于雌婴 图
。

讨 论

婴猴在 的时间里接受替代父母
,

主要是成年雄性的照料
。

相 似水平的雄性 照

料
,

在称猴属中仅史猴一种有过报道
, , 。

考虑到

这两个种有完全不同交配系统和父亲确认水平
,

即雯猴雌性在发情期每天要与群

内多数的雄猴交配
, ,

而藏猴群 中 以上 的交配 由约 占 比例的年轻

成年雄猴完成
,

两 个种 都有 强 的 叶食 和 地栖倾 向 雯猴 藏猴
,

, ’

并 因此而具有最大 的称猴属动物体重 史猴
, 。 。 ,

藏猴
, ,

两个种 的栖 息地都有漫长而多雪的冬 季 臾猴
,

藏猴
, ,

繁殖是季节性的
,

即婴儿出生的峰值时间落在春天
,

半数的生产发生在冬季

和早春 雯猴
, ,

藏猴
,

越冬时
,

主要 由于父母对子女投人量 的差异
,

藏猴成年雌性体重下 降达
,

成年雄性为
, ,

史猴尚无有关报道
。

替代父母行为很可能是对特定生态一生理环境 的行为适应
。

在所观测到 的藏猴雌雄体

质差异条件下
,

以雄性照料为主的相对高强度替代父母行为很可能被选择来减少一些母亲

的拖累
,

最终以增加婴儿成活率的方式确保繁殖成功
。

至此
,

我们 比较充分地 阐述了替代父母行为的生态适应方面
。

在

所提到的其他功能假设中
,

练习做母亲 少年雌猴 一说应加以肯定 以婴儿为媒介建立

和加强群内成员
,

特别是雄性 与雄性
,

雄性与雌性间的社会纽带的方面将另文阐述 很明

显
,

以雄性为主 的替代母亲照料不能直接增加藏猴孤儿的生存机会 无奶可供 关于替

代父母行为在加速婴儿社会化进程的假设或许要 由实验研究才能证实
。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非母亲成员对婴猴的性
“

歧视
”

考虑到母亲对女儿照料较多
, ,

因此雄婴离开母亲 的时间也较多
,

与非母亲成员在一起的机会增

加
,

此种性
“

歧视
”

有其社会因素
。

另一方面
,

阴部探查是婴猴一 非母亲成员相互作用的基

本要素 之 一
,

雄 婴勃 起 的 阴 茎 很 可 能 引 发
“

逗 乐
”

反 应
“ ” “ , ,

,

即
“

歧视
”

有其生物因素
。

这种阴部探查中的性
“

歧视
”

也见于其它称猴属动物
,

如

短 尾 猴 的 雄 婴 从 成 年 雄 猴 那 里 接 受 的 阴部 摆 弄 远 远 多 于 雌 婴
,

帽猴
‘

雄 婴接受母 亲 阴部探查 明显多 于雌 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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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年个体的此类偏好在婴猴行为性二型发展方面可能有重要

作用
, ,

由于拉回和排斥行为样本偏小
,

可能存在的性
“

歧视
”

未能统计出来
。

前者的照料
、

保

护性质显而易见 后者则是鼓励婴猴独立活动
、

加速其社会化进程的一种手段

感谢 本工作为中国科学院青年基金 资助项 目
。

野外观察得到峨眉 山管理局和仙峰

寺的大力支持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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