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对新猿成家生崽

南国都市报6月21日讯（记者刘孙谋文/
图）晨光初露，太阳将山里的水汽蒸发，树林

里传来一阵神秘的鸟叫声，原来是紫林鸽在

鸣叫。6月21日清晨，记者在海南番加省级

自然保护区片区的公路边，拍摄到在林间飞

行的紫林鸽。

紫林鸽成群飞上树梢，在枝头嬉闹。它

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在拍摄时不能发出声

音，也不能随意走动，否则便会惊扰到它们。

今年2月18日，在海南番加省级自然保

护区，护林员王国华在巡护途中拍摄到一只

紫林鸽照片，这也是首次在我国境内拍摄到

的紫林鸽野外生态照片。此后，该保护区科

研人员同时记录到的紫林鸽至少在12只以

上，确认了紫林鸽在这里有稳定的种群栖息。

紫林鸽为鸠鸽科鸽属的鸟类，其头顶及颈

背灰白，脸下及身体下部呈黄褐色，体羽呈现

绿色及紫红色光泽，主要以浆果、无花果等植

物果实和种子为食。紫林鸽数量稀少，是全球

性易危鸟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

中国仅栖息在海南岛和西藏南部。

南国都市报6
月 21 日讯（记者
谭琦）海南长臂猿
家族又“添丁”！6
月 20 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举办
野生动物保护及
国际合作成果新
闻发布会，会上发
布海南长臂猿野
外种群数量从40
年前的仅存2群不
到10只，增长到7
群42只。记者从
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霸
王岭分局获悉，海
南长臂猿种群数
量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新增个体
5只，新增家庭群1
个。

3个猿家庭“添丁”，生了5只“猿崽”
去年新增一个家庭群，新“猿崽”性别还

无法确定

海南长臂猿是仅分布于海南岛的特有物

种，也是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霸王岭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分布地。“新增

的5只海南长臂猿中，2只在C群、2只在F

群、1只在G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霸王岭分局党委委员、生态保护科科长齐

旭明说，其中G群（第7家庭群）为2023年新

增家庭群，其栖息地位于C群和E群之间，紧

挨2022年新增的F群。新增的“猿崽”是什么

性别？“目前仍无法确定。”齐旭明介绍，海南

长臂猿只有在组建家庭或雌性毛色发生变化

后，才能相对容易确定其性别。

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连续数年实现稳

定增长。据统计，自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建设以来，2021年有2只海南长臂猿出

生，2022年新增2只，2022年和2023年分别

组建了新的家族群F群和G群，2024年2月

增至7群42只，这也反映了海南长臂猿的生

长和繁殖处于相对稳定和健康的状态。

“海南长臂猿家族群成立的间隔呈现越

来越短的趋势，这也是种群数量变化的一个

亮点。”齐旭明介绍，海南长臂猿C群是2011

年成立的，D群为2015年、E群是2019年、F

群是2022、G群是2023年，并且每个家族群

成立的第二年就有“婴猿”出生，家族群的增

加也有利于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保护。

海南长臂猿如何组建新家庭？
长期维持交配、理毛、合鸣等行为关系

“并不是监测到一公一母两只海南长臂

猿就可以认为是新的家族群。”齐旭明介绍，

新家族群的成立需要通过长期的监测发现，

两只海南长臂猿要有交配、理毛、合鸣等行为

关系并长期维持，才能判定其为新成立的家

族群。此次发布的新增个体和家族群均由海

南长臂猿监测队在日常监测中发现，经过至

少半年以上的持续监测，由霸王岭分局独立

撰写论证报告并邀请权威专家鉴定评审。

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

势，得益于海南对热带雨林的保护力度不断

加强。据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霸王岭分局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伍，负

责调查掌握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和结构动

态，并与高校合作开展相关研究。近年来，海

南长臂猿栖息地修复超过2000亩，保护区内

搭建绳索廊道28条、种植树木廊道近900株，

为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展提供了迁移路径。

海南长臂猿数量增至7群42只
新增1个家庭群 5只“猿崽”官宣！

海南拍到全球易危鸟种紫林鸽
首次在我国境内拍摄到紫林鸽野外生态照片

海南番加保护区

紫林鸽飞上枝头嬉闹。

G群家庭的一公一母个体。（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供图）

今年今年22月月GG群新生婴猿在母猿怀中群新生婴猿在母猿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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