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今日视角2017.12.26 星期二 编辑 施歌 首席校对 李永 E-mail：sg@pdsxww.com

“人类最孤独的近亲”
海南长臂猿仅剩27只

曾一度被认为已灭绝 14年来数量已经翻了一番 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灵长类专家小组等机构于近日发布了“全
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目录”，其中海南长臂猿因数量极为稀少榜上
有名。

近日，海南长臂猿所属的保护区负责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
者，上世纪 80年代，海南长臂猿一度仅剩 7只左右，2003年的全面
考察确认，世界上还有13只海南长臂猿。

由于现存数量极少，海南长臂猿也被称为人类最孤独的近
亲。近年来通过追踪调查、恢复植被等方式，今年海南长臂猿的数
量已经达到4群27只，并有望继续增加新族群。专家表示，海南长
臂猿保护的主要难题是资料的缺乏以及栖息地的破坏，由于长臂
猿终生不下地，也不吃投喂的食物，很多保护工作需要为二三十年
后着想。

海南长臂猿一生中要变换几次颜色，几乎从不下树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包括长臂猿
在内的众多类人猿动物，是人类的近亲。

但现在人类的这些“近亲”几乎全部
处于可能灭绝的危险之中。

近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灵长类专家
小组等机构联合发布了“全球最濒危灵长
类动物目录”，其中包括一种只生活在中
国海南一片山林里的类人猿——海南长
臂猿。

来自香港的嘉道理中国保育高级自
然保育主任罗益奎长期从事海南长臂猿
保护研究工作。

他告诉记者，目前全世界的海南长臂
猿只栖息在海南省西部的霸王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里，最新的一次调查显示，海
南长臂猿仅存27只，“它们可能是世界上
最孤独的长臂猿了”。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
局长洪小江说，30年前，海南长臂猿的命
运更加危险，“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海
南长臂猿一度只剩下7只左右，真正是命
悬一线”。

而在更早的几百年前，海南长臂猿曾
经是一种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山林里的“山
大王”。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流放海南时，
也曾看到过海南长臂猿的身影，留下了

“柏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鸟乐”的
诗句。

世界上最孤独长臂猿

洪小江认为，过去 100多年间，海南
的农垦、林业活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随
之而来的是海南长臂猿的栖息环境遭到
了严重的破坏，这是其物种数量大幅下降
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专家估算，在上世纪50年代，整
个海南岛接近90万公顷的森林里还分布
有超过2000只长臂猿。

“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几百年来靠山
吃山，有打猎的风俗。一位老猎手曾经
告诉我们，捕猎海南长臂猿往往能捕到
很多只，因为打死一只之后，这一族群
的其他长臂猿会围着死者转，不忍心离
开，因此又成了猎人的目标。”洪小江
说。

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意识到了
保护海南长臂猿的重要性，为海南长臂
猿最后的聚集地霸王岭建设了自然保护
区。

洪小江说，当时有人测算，保护区里
的海南长臂猿可能只有7只左右。

罗益奎则表示，虽然国际生物学者早
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海南长臂猿这一
物种的存在，但因为一段时期的信息交流
不畅，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因为长
期没有海南长臂猿的消息，怀疑这一物种
已经灭绝了。

2003年，嘉道理中国保育和霸王岭
国家级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对保护区内的
海南长臂猿数量做了一次系统全面的调
查。

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区内共有两群13
只海南长臂猿。洪小江给北青报记者展
示了一张当时调查人员拍摄的照片，照片
中，一黄一黑两只长臂猿坐在树上望着远
方，黄色的雌性长臂猿身上还有一只幼
崽。

“正是这张照片，向国际社会证明了
海南长臂猿的处境虽然危险，但还没灭
绝，需要制定长远的保护计划。”洪小江
说。

曾一度被认为已灭绝

最大的难题是栖息地环境的恢复工
作。

罗益奎介绍，从确认海南长臂猿存在
后，保护人员就在保护区内广泛植树，努
力恢复已经破碎的植被系统。“现在长臂
猿的数量还不多，但如果随着今后保护措
施的加强，它们数量越来越多，现有的栖
息地就不够了，到时候再植树是完全来不
及的。因此我们从20年前就开始植树造
林，至今已种了大约10万棵树了，保护工
作需要为今后二三十年着想。”

洪小江介绍，种植的树木主要是野生
荔枝、海南蒲桃等能提供长臂猿喜欢的食
物的海南本土树种。“我们之前也曾经尝
试过将香蕉一类的食物投放到树上，结果
发现长臂猿根本不吃，所以只能靠种植果
树来保障它们的食物。”

今年的一次调查中，科研人员确认，
目前在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的
海南长臂猿已经增长到了4群27只，相
比24年前的13只翻了一番。

“一个海南长臂猿的家族通常是一雄
两雌，如果家族有新的成年个体，就会被
赶出去，成立新的家族。今年的调查中，
我们首次确认了一只雌性独行的海南长
臂猿，这意味着诞生又一个新家族的可能
性大大增加了。”洪小江说。

洪小江称，从保护区建立以来，就再
没有发现过海南长臂猿遭到盗猎的情
况。目前的趋势来看，海南长臂猿的数量
在稳步增长，但是数量仍然不能保证其脱
离灭绝的危险。“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不断
地努力，海南长臂猿将不再是我们‘最孤
独’的近亲。” （屈畅）

数量比14年前翻一番

救助海南长臂猿的首要困难是缺少
相关的资料。

罗益奎说：“2003年，确认了海南长臂
猿的两个种群后，保护区安排了两组队伍，
分别长期跟踪调查两个种群的生存状况。”

多年的野外勘察和保护工作，让一些
巡护队员练就了一身绝活。

57岁的老监测队员陈庆可以轻松爬
上一棵大榕树，在保护区成立以前经常上
山打猎“改善伙食”的他，现在是一名打击
盗猎的护林员。

除了护林员的身份，陈庆还是让很多
科研人员都钦佩不已的“土专家”。

洪小江告诉记者，寻访海南长臂猿必
须在破晓前启程，从保护区管理局出发可
以开车到达管理站点，但还需要穿越1个
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监听点，跟踪长臂猿
则要翻山越岭，“一走就是一天，体力不好
根本走不下来”。

之所以要在破晓时分赶到监听点，就
是因为海南长臂猿有在太阳升起时鸣叫
的习性，“雄性长臂猿的叫声像口哨一样，
两三公里外都能听到，监听到声音后，就
可以判断方向，寻找它们的位置”。

尽管辛苦，长臂猿也常常给调查人员
带来惊喜。罗益奎说：“海南长臂猿从来
不下地，一辈子生活在树上，它们用手从
一棵树移动到另一棵树，速度就像飞一
样，根本跟不上。”

一些海南长臂猿会主动接近调查人
员，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第一次去调查
的时候，一只黑色的长臂猿就离我不远，
用手向上扔木棍，然后自己接住。我的目
光全都集中到这只长臂猿身上了，然后老
队员提醒我，在这只雄性成年长臂猿吸引
我的注意力的同时，雌性长臂猿和小崽已
经偷偷跑远了。”

护林员变成了土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