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请选择年份  请选择刊期   

 

 

首 页 关于本刊 本刊公告 下期预告 投稿须知 刊物订阅 本刊编委 编读往来  联系我们    English

您是第：  位访问者 

：论文摘要 ：

 

这篇文章摘要已经被浏览 1399 次，全文被下载 1053 次。 

下载PDF文件 (217941 字节) 

返回

昆虫学报，undefined 年 ， undefined 月，第 undefined 卷，第 undefined 期，undefined - undefined页

题目： 秦岭川金丝猴的一次家庭雄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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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个体识别的基础上, 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Instantaneous and scan sampling）和行为的全事件取样法（All occurrence sampling）, 对秦岭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的一个投食群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发现秦岭川金丝猴社群的空间结构是以类似于“家庭”的社会单元为基本单位，属于同一社会单

元的个体主要集中在同一棵树上（占观察频率的60.6 %），其次是在距离相近的两棵树上（占29.1 %），个体间的直线距离通常保持在0–10 m之间，主

要是在0–5 m之间，不同的社会单元个体间的空间直线距离主要集中在10–30 m之间，通常是在20–25 m之间，明显大于同一社会单元的个体间的空间直线距离，

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作为一种野外鉴别猴群社会单元的尺度，供未来的研究人员参考。通过对空间形状近似圆形的猴群进行分层, 统计表明高社会等级的单元常出

现在猴群的内层和中层内侧（df=1, 2 =166.97, P<0.005）, 中社会等级的单元主要出现在猴群的中层 （df=1, 2 =21.54, P<0.005）, 而低社会等级的单元出现

在猴群的外层 （df=1, 2 =12.60, P<0.005）; 等级较高的单元在猴群中占有的空间大小与空间质量也较高, 随着单元社会等级的降低, 其占有空间的大小与质量

也随之降低; 变化的猴群空间形状的特征是“流质性”的。空间结构的特征与金丝猴社群的取食、躲避天敌、获得交配等密切相关，能够使物种在

生态位中获得最大收益[动物学报 50(5): 859 - 86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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