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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的 话

这是一套美丽而有趣的书籍，它将把你带入五彩缤纷的动物世界，书中

介绍的动物都是地球上存量已经很少的珍稀动物， 其中有憨态可掬的大熊

猫、光彩夺目的棕尾虹雉、舞姿翩翩的白枕鹤、威武雄壮的老虎等等。

近百年来，人类滥伐森林、污染环境，使地球上生物绝种的速度越来越

快，生态环境也越来越恶化。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将是人类自己。

这本书最想告诉同学们的是， 人类和动物都应该在同一个蓝天下共同

生活，和谐相处，这样的一个生物大家庭才能使我们人类的前景充满生机和

希望，才能使我们的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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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近亲
———黑猩猩

黑猩猩面部以黑色居多，眉
骨较高，两眼深陷，全身长有乌

黑色体毛，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
逐渐生出灰色和褐色的毛。 头顶较圆且
平，鼻孔小而窄，嘴唇长而薄，头上长有

一对煽风大耳。
黑猩猩分布于非洲的赤道附近，栖息于

热带炎热潮湿、高大茂密的落叶雨林中，大多
在森林的边缘地带活动。
黑猩猩喜欢群居生活， 群体的大小不一，有

时三五只，有时可达三五十只，群体成员的关系
比较散漫。 首领由成年雄兽担任，有一定的等级
关系。

黑猩猩生性好奇，好动不好静，行动敏捷而
机灵，白天常聚集在一起大吵大闹，还时常利用茂密
的枝蔓玩一些“荡秋千”、“捉迷藏”之类的游戏。 食物
主要是植物的果实、鲜叶、嫩芽等，也常去田园中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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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和瓜果。 在果实
缺乏季节，也吃昆虫、
小鸟和白蚁等， 甚至
还会集体围捕狒狒、
羚羊、 野猪等较大型
的动物。

利用工具是很多
动物中都存在的现
象， 但黑猩猩在使用
某些工具之前， 能够
给予一定程度的加
工， 虽然这种加工极
其简单粗糙， 但毕竟
是主动、有目的的。

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初期，非洲森林中尚有几十万只黑猩猩，但 30年以后，由于人类乱捕滥猎
和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开采矿物资源等，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使黑猩猩
数量不断减少，目前只剩下几万只。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中黑猩猩被列入附录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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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热带丛林中的类人猿———猩猩

猩猩在动物园中也叫黄猩猩或红猩猩，体重 40千克～50千克，全身长有
赤褐色、紫红色或者大红色的毛，只是它的体毛较为稀疏柔软，看上去好像得
了脱毛症。 但有些地方体毛很长，尤其是在肩部、背部和两臂，其中背部最长
的毛可达 50厘米，松散地披拂着，形如蓑衣。 颜面部为蓝黑色，鼻子小而扁
平，嘴巴大而阔，嘴唇较厚。

猩猩的分布区极为狭窄，仅产于亚洲东南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
加里曼丹岛，以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 喜欢栖息于热带潮湿的密林中，是一种
树栖动物，除了饮水、觅食外，很少下地活动，这种习性的形成可能是猩猩对
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 由于庞大的躯体需要较多食物，而林中的食物并不是

每个季节都十分丰富，再加上体形笨重，它常常吃不到树梢上的美味
鲜果，所以，猩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树上移动时用两臂交替

攀枝，向前悠荡，每一次都可以荡出两米多远，前进的速
度有时比人在地面上奔跑还要快。

猩猩从前曾分布于整个亚洲， 目前估计在苏门答腊
岛上还有 1000只～1500只，加里曼丹岛上的数量略多，
有 2000只以上，所以总数大概在 3000只～4000只之间，
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入附录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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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大猩猩

大猩猩是最大的类人猿，也是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它的身体极为粗壮，全
身披黑色长毛，长相十分丑陋、凶恶。

大猩猩分布于非洲西部和中部一带靠近赤道的热带森林中。
大猩猩过着“一夫多妻制”的家族式群居生活，群体成员组成较为稳定，

每群从三五只到二三十只不等。 由年龄较大，身强体壮，富有经验的“银背”担
当首领。 首领显然位居第一等级，由它决定群体的迁移、觅食、玩耍、睡觉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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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间与地点，其他成员都对首领毕恭毕敬。
大猩猩是昼行性动物，每天天亮就开始进食，然后休息到下午再进行活

动和觅食，一直到傍晚。 它以 200多种植物的嫩叶、树皮、果实、竹笋等为食，
其中树叶摄入量达食量的 80%，有时也偷吃果园里的甘蔗和香蕉，除了偶尔
吃鸟卵和蛴螬外，不吃动物性食物。

大猩猩幼仔的死亡率较高，所以数量增长较为缓慢，目前世界上大猩猩
的总数还有 2000只～4000只，虽然已经受到各国有关部门的保护，但为吃肉
或保护田园对其发动袭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人甚至将它的手脚和头骨制成
纪念品，所以保护大猩猩的工作还很艰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将大猩猩列入附录Ⅰ。

手臂灵活的长臂猿

长臂猿是灵长类动物中唯一分布于中国的人类近亲种类。
长臂猿身材瘦长，面盘明显，不大的鼻子下垂，鼻头呈尖形，两
只前臂长于后肢，直立时两手可触地。

长臂猿在中国分布的有 4种，它们是黑长臂猿、白眉
长臂猿、白掌长臂猿和白颊长臂猿等。

长臂猿栖息于热带、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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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采食、睡眠和休息都在树上。每群 5只～10只不等。晨昏活动，清晨喜高
声鸣叫。 长臂猿很少下地，靠两条长臂把自己悬挂在树枝上，像荡秋千似的荡
跃前进，动作迅速准确。 以植物的嫩叶、芽、花和果实为食，也吃昆虫和鸟卵，
极少下地饮水，主要靠饮叶片上的露水。 寿命可达 30余年。

长臂猿在中国呈严重的岛屿化分布， 栖息生存环境的缩小是根本原因。
全世界黑长臂猿合计不到 700只，中国约有 400只，主要在云南。 白眉长臂猿
现残存不足 200只，主要栖息在云南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 白掌
长臂猿最可靠的记录是在云南南滚河自然保护区还残存 30只左右。 白颊长
臂猿全世界只剩下 350只，大部分在越南和老挝，中国境内估计不到 50只。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长臂猿被列为附录Ⅰ。

医学实验明星———猕猴

猕猴，颜面瘦削，体长 45厘米～55厘米，尾巴长为体长的一半。它的口两
侧有颊囊，在抢食或遇到食物丰富时，往往将来不及吞下的食物装在颊囊中，
待闲暇时再慢慢享用。

猕猴是中国最常见的一种猴类，分布十分广泛，黄河以南的大部分省区
都能见到，山西、河北、河南，甚至青海的局部地区也有分布。 国外见于印度、
尼泊尔和东南亚。 由于最早命名的标本来自印度的恒河，所以也称它为恒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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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 猕猴分布广，适应性强，容易驯养繁殖，是比较理
想的试验动物。

猕猴属于半树栖动物， 也就是说它既在树上活
动，也在地面活动。 每群有一只体格健壮的雄猴做首
领，通称“猴王”。“猴王”有警戒、指挥、保护猴群的责
任，遇敌时首先大声发出“警报”。 猕猴听觉、视觉发
达，行动敏捷，善攀援跳跃，喧哗好闹，互相追逐，喜欢
群居生活，大群可达 200只左右。会游泳，能模仿人的
动作。 以多种植物的叶、花、果和鸟卵、无脊椎小动物
为食。 偶尔到其栖息地周边的田里光顾一下，采食些
玉米、花生等换换口味。寿命颇长，在饲养条件下最高
纪录达 30年。 猕猴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金色的“美小子 ” ———川金丝猴

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猴类，一身金黄色的长毛，底层泛出一点灰黑色，头
部除金黄色外，还有一点红棕，由于它毛色美丽，十分招人喜爱。 它体形较大，
尾的长度等于或超过体长，四肢粗壮，后肢略长于前肢。 最有趣的是它脸上的
皮肤是蓝色的，吻部肿大，嘴角处有瘤状突起，厚厚的嘴唇颇为显眼。 一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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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鼻孔向上翘着，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仰鼻猴”。
金丝猴像猕猴一样，爱吵闹玩乐，抢食喧闹声远远就可听见。 一遇惊扰就

攀枝跳跃，迅速逃散。 金丝猴性情温驯，对仔猴特别爱护。 猴群成员之间能互
相帮助，若有一只受伤，其余都会去救护。

金丝猴分布于四川、甘肃、陕西和湖北，栖息在海拔 2000米～3000米的
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中，是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有垂直迁移的习性，夏季在
海拔高处的山林中活动，冬季下到海拔较低地区。 喜群居，十几只一群，以家
族性的小集群为活动单位，有时在迁移时也组成上百只的大群，有一定的活
动范围和相对固定的路线。 它们食性很杂，但是是
严格的素食者，采食的植物上百种，以野果、树叶、
嫩枝芽为主，也吃苔藓植物。

金丝猴春季交配，孕期为五六个月，每胎多产
一仔。

在其家族中， 川金丝猴是家丁比较兴旺的，但
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超过 2.5万只。 我国已把它列入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金丝猴中的又一明星———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是川金丝猴的近亲，体形似川金
丝猴，但略为粗壮，鼻孔上翘，背披着灰黑色的
毛，颈部、腹部和臀部是白色的，最典型的特点
是它头顶上有尖形的黑色冠毛，而且拥有世界
上最美丽的天然唇色，可称得上是大自然的神
来之笔。

滇金丝猴的分布区域比川金丝猴狭窄，
仅见于澜沧江和金沙江上游云岭山脉主峰
两侧一个很小的狭长深谷地带，即云南省德
钦、维西两县和西藏的芒康县境内，面积约
2000平方公里。 栖息于海拔 3000米以上的
高山针叶林带，是猴类中栖息地海拔最高的
种类。 结小群生活，多为 20只～60只的混
合群体，并有社群等级行为。 四季有垂直迁
移性，冬季下到海拔较低处活动，取食云杉、冷杉
等针叶树的嫩芽及松萝、竹笋等。

滇金丝猴是中国的特有猴类， 分布区狭小，
各自然种群成岛状分布， 乐观估计也只有 1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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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1500只。 现在虽建起白马雪山等几个自然保护区，但由于森林大面积的
消失，对其生存的威胁仍然很大。 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国和一些国
际保护组织正在考虑对其进一步的保护措施。

没有尾巴的猴子———短尾猴

短尾猴的尾巴可能是猴类中最短的，只有数厘米长，而且是光秃秃的。 短
尾猴体形粗大，四肢粗壮。

短尾猴系南亚和东南亚特有的灵长类动
物， 栖息于这些地区的沿海低地至海拔 2650
米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 在我国分布于云
南、广西、广东、贵州、江西、湖南和福建。 喜欢
多岩石的疏林山坡，白天都在地面或矮树上活
动，地栖性很强，特别在受到惊吓时，多沿地面
逃逸。 游荡线路比较固定，过河时按地位序列
一个接一个地通过。结群生活，一般有几十只，
每群都有“头领”，以维护猴群的和谐和保卫猴
群的领域。食性较杂，既取食野果、树叶、竹笋，
也捕食小动物，还常到小溪中扒翻残枝落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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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石块，寻找昆虫、螃蟹等作为食物。
短尾猴高寿的饲养纪录达 18年。 短尾猴是中国除猕猴外分布最广的灵

长类动物，1988年估计有 7万只左右，现在数量已很稀少了。是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将它列为易危级动物。

有着一条像手一样尾巴的黑叶猴

黑叶猴脑袋上耸立着尖尖的黑色直长毛冠，两颊至耳
基部的白斑像络腮胡子。 四肢细长，一条又黑又长的大尾
巴超过体长一倍半，尾端长毛呈白色，这条大尾巴，不但是
跳跃穿行中重要的平衡器官，在攀缘时还可以缠绕在树枝
上，起到固定和抱握的作用，很像它的又一只手。成年个体
全身乌黑色，当地有人也称它为乌猿。 有趣的是刚出生的
小猴，全身却是乳黄色的，头部则呈金黄色。

黑叶猴生活在热带、 亚热带石灰岩丘陵山地，是
一种典型的石灰岩林区栖息的灵长类动物。 以家族结
群，每群占有一定的活动区域，常以峭壁处的岩洞为
家，居住地比较固定。 群体一般几只到十几只，每群都
有一个首领。 行动敏捷、胆小，见到人后，顷刻间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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