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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叶猴
、

金丝猴
、

长臂猿自由取食时的利手现象
。

本研究共用金丝猴 5 只8雄性 7

只
,

雌性 Δ 只>
,
叶猴 ! 只8雄性 5Ε 只

、

雌性 夕只>
,

长臂猿 ! 只8雄性 Φ 只
,

雌性 只>
。
对每

个动物而言
,

总观察次数不少于 ΦΓ 次
,

其结果显示 Η 在雄性金丝猴中
,

Ε
1

! 肠 的动物显示右

利
,
! 肠 显示左利

, 5
1

! 帕 无利手现象
。

在雄性叶猴中
,

Ε
1

!肠 的动物显示右利
, 5 7

1

肠 显

示左利
, 5 !

1

, 肠 无利手现象
。

在 Φ 只雄性长臂猿中
,

只显示右利
,

一只无利手现象
。

统计结果表明 Η 雄性金丝猴有明显的右利手现象 8( Ι Γ
1

Γ ! >
,
雄性叶猴右利手现象接近

显著 8ϑ Κ Γ
1

Γ Ε >
,

长臂猿因观察数量太少
,

未进行统计
。

在上述三种动物中
,

雌性个体无利手现象
。

本工作结果提示 Η 80 >雄性金丝猴
,

叶猴在自由取食时具有右利手现象
,

长臂猿也可能有

右利手现象
,

8 > 大脑两半球的不对称性与性别有关
。

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
,

不仅仅是人类大脑独有的特性
,

在啮齿类乃至鸟类中
,

已发现这种不对称性现象的存在 82
3 9 Λ ,

5 6 7
、

56 7 Φ Χ 2  00: 9 ,

56 7 Δ >
。

在灵长类动物
,

一些研究表明
,

这种不对称性也可能存在于灵 长 类 动物
。

): Μ 34

856 ! > 报道
Η
在大猿中

,

两半球之间存在不对称现象
。

Ν ∋ Α  
一

Ο ∋ Μ ;≅  3Α 等 856 Ε> 对人
、

黑猩猩
、

恒河猴的脑进行了比较形态学方面的研究
,

发现人和黑猩猩在两半球形态上存在

不对称性
。 Π : Θ ;

∋Α 856 ! 、 56 Ε > 在称猴属中发现了与高级神经活动机能有关的不对

称性
。

Ρ3 0Σ 85 6 7 > 在猴科动物中第一次证实了猴科动物在脑的大休解剖上存 在不对

称现象
。

在利手行为上
,

Ο ,( 85 6 5Ε >对黑猩猩的研究表明
,

在进行精细动作时
,

黑猩猩显示

右利手优势
。

; # ≅300
: 9

85 6 Ε Φ > 在对大猩猩的研究中发现大猩猩也存在右利手优势瑰象
。

0>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 本工作得到成都动物园
,
南宁动物园和昆明动物园的帮助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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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猴科动物中
,

Τ: #Σ 856 > 发现红面猴在取食时
,

显示左利手
,

而对其它活动显示右利

手
。 + 3 Β= 9 Α

856 Γ > 指出
Η
称猴的左手与视觉任务有关

,

而右手与触觉任务有关
。

另外一些研究则不支持非人灵长类有一侧利手优势现象
, Ο 0Β Υ 9 。

85 6 Ε 5> 在对爪哇

猴取食行为进行观察时
,

没有发现利手现象
。

Ρ Α# ≅ 856 Δ 5 > 在对黑猩猩的利手研究中
,

没有得到与 . # ≅ 300: 9
856 Ε Φ > 和 Ο  ϑ 856 5 Ε > 相同的结果

。

ς
3 9 9 : Α 85 6 >

、

任仁眉

85 6 7 Δ >对恒河猴的用手行为进行了观察
,

未发现恒河猴有一侧利手现象
。

由于叶猴
、

金丝猴在分类地位上介于类人猿与猴科动物之间 8∀ 4: 9 56 Δ 7Χ 彭燕章

等
,

5 6 7究 叶智彰等
, 56 7 , Χ 刘瑞林等

,

5 6 7 ! >
,

而长臂猿的分类地位又位于类人猿的最低

阶段 8吴新智等
,

5 6 7 >
,

因而
,

我们选择上述三种动物做为观察研究对象
,

旨在从行为水

平上探讨三种动物大脑两半球机能偏侧化的情况
,

做为研究灵长类动物大脑机能偏侧化

系统发生与演化的初步工作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

5 动物

本工作共用叶猴 8ϑ
9 : , <夕= ,

> ! 只 8雄性 5Ε 只
,

雌性 6 只 >
,

Ω00金丝猴 8? 方 Α ∋杯9≅ :# “;

9 ∋ 二:003 Η 3 :
> 5 只 8雄性 7 只

,

雌性 Δ 只 >
,

长臂猿 8& 夕0
∋ < 3 =。 Χ

> , 只8雄性 Φ 只
,

雌性 只 >
。

动物系成都动物园
,

南 宁动物园和昆明动物园所养
。

1

观察方法

两名观察者同时观察动物取食时的利手行为
,

每个动物每天观察 5Γ 次以上的取食行

为
,

共观察三天
,

每个动物总观察次数不少于 ΦΓ 次
。

为了避免动物在取食时
,

就近 用靠食

物侧的手取食
,

故在投食时
,

总是将食物投得离动物较远
,

使动物需行走一段距离
,

才可取

得食物
。

二
、

结 果

在所观察的动物中
,

据性别的不同
,

利手情况也有差别
。

根据统计学中的等级分析

89 Η
ΑΣ 0Α Ξ 3 Α3 04 ; ; > 原理计算确定

,

当某侧用手数 占总用手次数的 Γ 外 以上时
,

该动物具

表 5 动物左利手
,
右利手和双侧用手个体的百分比

叶叶 猴猴 雄性性

叶叶 猴猴 雌性性

金金丝猴猴 雄性性

金金丝猴猴 雌性性

长长臂猿猿 雄性性

左利手者

Φ 857
·

7Ψ >

Φ 8Φ ΦΨ >

8 !Ψ >

08 !Ψ >

右利手者

5 Γ 8Ε
1

!Ψ >

085 5
·

0Ψ >

! 8Ε
·

!Ψ >

双侧用手者

Φ 857
。

7Ψ >

!8! !Ψ >

085
1

!Ψ >

∋ 8∗> Φ 8 !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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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利手现象 8( 8 Γ
1

Γ ! >
。

而小于 Γ 关
,

8( Ζ Γ1 Γ ! >
。

所得结果如表 5 所示
。

如对全体动物的用手情况进行统计
,

则得表

处理 >
。

则为双侧用手者
,

即利手现象 不 显 著

8因长臂猿数量太少
,

故未进行统计学

动物种 类

全体动物左手选择与右手选择总次橄的百分比

总用左手数的百分比 总用右手数的百分比

叶 猴

叶 猴

雄性

雌性

雄性

雌性

Φ ΕΨ Ε书Ψ

! 5Ψ

金丝猴

金丝猴

Φ 耳Ψ

! Ψ Δ ΦΨ

((( 二 Γ
。

Γ ΕΕΕ

(((Ζ Γ
1

555

(((Ι Γ
1

Γ !!!

三
、

讨 论

我们的工作表明
Η
雄性金丝猴

,

叶猴存在着右利手优势现象
。

为防止同一地域的动物在用手习惯上互相效仿影响
,

即所谓的
“
地域性文化

”
影响

,

我

们选择了成都
,

南宁
,

昆明三个相距甚远的点进行观察
,

从所得结果看
,

三个地点的动物都

显现出相同的利手现象
,

因而
,

可排除
“
地域性文化

”

的影响
。

在猴科动物中
,

是否具有利手现象一直未有肯定的答案
,

但似乎认为不具利手现象的

意见为多 8ς
3 9 9 : Α ,

56 Χ 任仁眉
, 5 6 7 Δ Χ [ ==0 Α Ξ : 9 ,

5 6 Ε 7 >
,

我们 8马原野等
,

未发表资

料>对拂拂
,

山魁
,

恒河猴
,

豚尾猴和非洲绿猴的用手观察也未发现有利手现象
。

至于

+ 3 Β = 9  Α 856 Γ >和 Τ : :Σ 85 6 > 等发现的称猴属动物的利手现象
,

我们认为这可 能 与
“
地域性文化

”
有关

,

即这种
“
利手

”是动物之间相互影响和效仿的结果
,

而不是脑机能偏侧

化的表现
。

纵观灵长类的进化主线
,

在进化上处于较低地位的猴科动物未发现有确实的利手现

象
,

而较多的利手证据则来自地位较高的类人猿
。

现在
,

我们又在与类人猿关系密切的庞

猴科二属动物中发现了利手现象
,

这说明
Η 利手现象可能起源于较高等的灵长类

,

而不是

象一些学者 8&
∋Θ :;

, 56 Φ > 认为的是早期人类利 用和制造工具的结果
,

是人类特有的现

象
。

在我们所观察的三种动物中
,

雌雄动物间存在着明显的利手差别
,

在雌性动物中
,

不

论何种动物
,

均无利手优势现象
,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

一些研究表明
,

在脑的机能偏侧

化程度上
,

雄性的偏侧化程度要高于雌性
,

在对人的研究中
,

.Β# ≅:Α Θ  9= ≅ 发现
,

在男性

中
,

右利手占 7Γ 沁
,

左利手 6 多
,

两利手 Α 沁
,

在女性中
,

右利手占“关
,

左利手 沁
,

两

利手 Φ 多 8秦震
, 5 6 7 Δ >

。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Η
脑的偏侧化与性激素有关 82 39 Λ ,

5 6 7 、

5 6 7 Φ >
∋

从我们上边的观察结果分析看
,

我们认为类人猿和与类人猿关系密切的叶猴
、

金丝很

在大脑两半球的发育上
,

较之其它低等灵长类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
。

85 6 ! Ε 年 Φ 月 Φ 一 日收稿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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