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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效性比（operational sex ratio, OSR）是指性成熟雄性数量与发情雌性数量的比值，可作为测量性

选择强度的指标。本文对两种有效性比的黄山短尾猴(Macaca thibetana)鱼鳞坑YA1群和YA2群成年雄性在交

配期（2007年8—12月）内的繁殖行为和攻击行为进行研究，采用目标动物取样法、随机取样法和连续记录法

记录行为，探讨有效性比对雄性黄山短尾猴交配竞争的影响。研究期间，YA1群的有效性比为0.4:1，YA2群的

有效性比为0.9:1，YA2群的有效性比大于YA1群。在繁殖行为上，高顺位成年雄性的性检查、做鬼脸、性追赶

和交配行为在两群间均存在显著差异，YA1群高于YA2群（P＜0.01）；中等顺位成年雄性的性检查、做鬼脸、

性追赶在两群间均存在显著差异，YA1群高于YA2群（P＜0.01），交配行为在两群间存在显著差异，YA1群高

于YA2群（P＜0.05）；低顺位成年雄性在两群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攻击行为上，高顺位成年雄性在两群间存

在显著差异，YA2群高于YA1群（P＜0.01）；中等顺位成年雄性在两群间存在显著差异，YA2群高于YA1群（P
＜0.05）；YA1群低顺位成年雄性攻击行为发生频次为零。结果表明，雄雌有效性比越大，雄性黄山短尾猴的交

配机会越少，繁殖行为发生频次下降，竞争压力增大，攻击行为频次上升，因此YA2群成年雄性交配竞争强度高

于YA1群。本研究结果支持性选择理论中有效性比对交配竞争作用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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