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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黑冠长臂猿鸣叫个体特异性发生机制研究获进展
  文章来源：昆明动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1-14 【字号： 小  中  大 】 

鸣叫是长臂猿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所有的成年长臂猿都能发出响亮的鸣叫。这种鸣叫具有种间的特异性，有

一定的固定模式，能传播很远的距离，因此常常被形容为“歌唱”。除了克氏长臂猿（Hylobates klossii)和银灰

长臂猿(H.moloch)之外的所有长臂猿都会由雌雄默契配合进行“二重唱”。二重唱结构复杂，功能多样，是长臂猿

研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配对的西黑冠长臂猿(Nomascus concolor)的二重唱结构稳定，由雄性主导，而且

有着极高的雌雄特异性——两性的鸣叫不论在音调还是音节上都没有任何重叠。尽管长臂猿的鸣叫是由基因决定

的，每种长臂猿都有其固定的鸣叫模式，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其鸣叫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可塑性，这就会体现在其

个体的差异上。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类生态与进化研究组的孙国政博士在导师蒋学龙研究员的指导下，对哀牢山平河

以及无量山大寨子这两个研究地点的八个黑长臂猿群体中的成年雄性鸣叫特征进行了研究对比，结果发现：同一地

点的群体鸣叫特异性很高，可以很容易地与相邻群体区别开来。并且同一地点雄性长臂猿的鸣叫个体特异性高于两

个研究地点之间的不同群体间的特异性。这就说明，为了与相邻群体区别开来，雄性黑长臂猿会积极地进行声音调

节，来提高其在当地的声音特异性。 

这是首个在黑长臂猿群体中进行的声音特异性研究，填补了以往黑长臂猿声音研究的空白。 

相关研究论文已被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接收。 

论文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jp.209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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