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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昆明地区恒河猴、食蟹猴种群繁殖规律和繁殖性
能研究

王　 宏１，２，３∗，付学魏２，陈智岗１，３，宗发梁１，２，李鹤龄１，韦秋奖２

（１． 云南中科灵长类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昆明　 ６５０５５０； ２． 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昆明　 ６５０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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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昆明地区人工饲养恒河猴与食蟹猴种群的繁殖规律及繁殖性能，为恒河猴和食蟹猴繁

育基地建设、生殖生物学研究及生物资源的保护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　 对昆明某规模化实验猕猴饲养基地饲养的

１５０ 只恒河猴繁殖群（２０ 只雄猴，１３０ 只雌猴）和 ９００ 只食蟹猴繁殖群（１２０ 只雄猴，７８０ 只雌猴）全年 １２ 个月的繁殖

规律及繁殖性能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 结果　 昆明地区恒河猴种群产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而食蟹猴种群产

仔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恒河猴种群的妊娠率、繁殖率、仔猴成活率分别是 ７６ １５％ 、６９ ２３％ 和 ９０ ７０％ ；食蟹猴

种群的妊娠率、繁殖率、仔猴成活率分别是 ７８ ９８％ 、７４ ８７％和 ９４ ８１％ ；恒河猴的月经周期和妊娠期分别是（２８ ８０
± ２ ３３）ｄ 和（１６５ ８７ ± ７ ５２）ｄ；食蟹猴的月经周期和妊娠期分别是（２９ ３５ ± ３ ０５）ｄ 和（１５７ ９３ ± ５ ４２）ｄ；恒河

猴仔猴平均出生体重和幼猴平均断奶体重分别是（４２５ ００ ± １００ ５０）ｇ 和（１４９１ ６７ ± １７２ ３５）ｇ；食蟹猴仔猴平均

出生体重和幼猴平均断奶体重分别是（３１４ ３３ ± ６１ １８）ｇ 和（１０１３ ５０ ± １１５ ５０）ｇ。 结论　 明确了昆明地区恒河

猴和食蟹猴种群的繁殖规律，详实地报道了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繁殖性能参考值，为昆明地区恒河猴和食蟹猴的

繁殖及开展实验猴生殖生物学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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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河猴和食蟹猴同属猕猴（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属，
都是目前非常重要的实验动物，具有许多与人类相

似的生物学和行为学特征，在组织结构、生殖生理

学、解剖学上与人类相似，是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

的理想动物模型。 昆明是我国实验猴主要的繁殖

和研发地区之一，但尚未见对昆明地区恒河猴和食

蟹猴种群繁殖规律和繁殖性能的详细研究，目前仅

有北京和重庆地区开展了相关报道［１，２］，其研究结

果对指导相应地区实验猴的繁殖及科学研究起到

了积极作用。 因此，开展实验猕猴繁殖规律及繁殖

性能的研究，不仅对建立规范的恒河猴和食蟹猴繁

育基地具有重要的生产意义，同时对生殖生物学研

究以及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来自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人

工饲养的恒河猴和食蟹猴两个种【ＳＣＸＫ（滇）Ｋ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３； ＳＹＸＫ（滇）Ｋ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５】，１５０ 只恒河猴繁

殖群（２０ 只雄猴，１３０ 只雌猴）年龄分布在 ７ ～ １１
岁；９００ 只食蟹猴繁殖群（１２０ 只雄猴，７８０ 只雌猴）
年龄分布在 ５ ～ ７ 岁。 选种标准：雌性种猴头颈部、
躯干部、四肢和其它部位的外观整体匀称，被毛平

滑有光泽，健康活泼，反应敏捷，无外伤、骨折和畸

形等；雄性种猴外观体格健壮，整体匀称，被毛光

滑，性器官发育良好，无隐睾和畸形。 实验猕猴饲

养的设施及管理规范已通过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

认可 委 员 会 （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ＡＡＬＡ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完全认证。
１ ２　 设施条件与繁殖方式

饲养场所为室外独栋猴房，猴房为水泥混凝土

和不锈钢网混合结构，房舍长、宽、高分别为 １０ ｍ ×
９ ６ ｍ × ２ ８ ｍ。 采取自然通风与自然光照，猴房

设有地暖设施，每年 １１ 月至次年 ３ 月猴房温度维持

在 １０ ～ ２０℃，４ ～ １０ 月保持自然温度。 动物房内设

有饮水器、食物投喂器，并有休息支架、秋千、吊环、
攀爬梯、不锈钢镜以及觅食器等福利设施。

恒河猴和食蟹猴繁殖种群均采用雄性和雌性

１∶ ６ ～ １∶ ８配比的繁殖方式。 交配期一旦发现雄猴性

欲不旺、没有交配能力及行为粗暴等不利于繁殖的

行为，及时调换雄猴。 种群稳定后，采取长期同居、
自由交配的繁殖方式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每天对

动物进行观察，并进行有效统计。
１ ３　 饲养管理

１ ３ １　 饲料来源

提供由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繁

殖期全价膨化饲料【ＳＣＸＫ（滇）Ｋ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３】。
１ ３ ２　 饲喂方法

早上 ８：３０ 饲喂繁殖期全价膨化饲料量为 ６０ ｇ ／
只，中午 １：３０ 饲喂青料或水果 １００ ｇ ／只，下午 ４：３０
饲喂繁殖期全价膨化饲料 １２０ ｇ ／只；自由饮用纯

净水。
１ ３ ３　 日常管理

房舍及福利设施每天清洗一次，每周对房舍及

使用设施采用 ０ ２％ 的过氧乙酸或 １％ 的次氯酸钠

溶液交替进行喷雾消毒三次。 兽医技术人员每日

定时观察并记录动物的行为、食欲、粪便、健康状况

等，并观察母猴有无产仔、临产征兆、流产、死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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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每年对繁殖种群猕

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包括 ＴＢ 检测、驱虫、称重、体
况评估等，并且不定期对动物进行微生物和寄生虫

抽检。
１ ３ ４　 统计时间

恒河猴和食蟹猴从 ２０１２ 年年初开始组建种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观察并记录恒河猴和

食蟹猴的繁殖情况。
１ ４　 统计项目

１ ４ １　 年产仔数

全年 １２ 个月产仔数量之和。
１ ４ ２　 妊娠率

新生仔猴、死胎及流产动物的总数与参与配种

的雌性繁殖猴的比值。
１ ４ ３　 成活率

新生仔猴与新生仔猴、死胎及流产动物总数的

比值。
１ ４ ４　 繁殖率

新生仔猴与参与配种的雌性繁殖猴的比值。
１ ４ ５　 月经周期

分别挑选雌性恒河猴 ２０ 只和雌性食蟹猴 ４０
只，根据有明显月经表现的动物进行跟踪观察，并
进行记录和统计。 月经周期以第 １ 次出现经血到下

一次观察到经血的时间间隔记录。
１ ４ ６　 妊娠期

分别对月经表现明显的 ２０ 只雌性恒河猴和 ４０
只雌性食蟹猴进行跟踪观察记录，仔猴出生后，根
据月经推测妊娠期（月经第 １３ ｄ 视为受孕时间） ［１］。
１ ４ ７　 仔猴出生体重记录

随机选择 ３０ 只恒河猴仔猴（雌、雄各 １５ 只）和
４０ 只食蟹猴仔猴（雌、雄各 ２０ 只）进行初生体重

称量。
１ ４ ８　 断奶体重称量

为了不影响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的下年度繁

殖，在仔猴出生 ６ 个月左右进行断奶，随机选择 ４０
只断奶恒河猴幼猴（雌、雄各 ２０ 只）和 ４０ 只断奶食

蟹猴幼猴（雌、雄各 ２０ 只）进行断奶体重称量。
１ ５　 分析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平均值 ± 标准误（ ｘ ± ｓ ）表示。
雌性恒河猴和食蟹猴的月经周期、妊娠期，恒河猴

和食蟹猴仔猴出生体重及幼猴断奶体重经过 ｔ 检验

比较数据间的差异显著性，Ｐ ＜ ０ ０１ 表示差异有显

著性，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表示

差异无显著性。 统计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芝加哥，
美国）。

２　 结果

２ １　 恒河猴仔猴出生月份分布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恒河猴种群共

产仔猴 ９０ 只，产仔数量主要集中在 ２ ～ ７ 月，８ ～ ９
月有少量的仔猴出生，在 １ 月和 １０ 月也分别有 １ 只

仔猴出生，但在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未发现有仔猴出生，恒
河猴种群产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具体数量见

图 １。
２ ２　 食蟹猴仔猴出生月份分布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食蟹猴种群共

产仔猴 ５８４ 只，１ ～ １２ 月，每月均有仔猴出生，没有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但从仔猴分布图 ２ 来看，每月产

仔的数量均有差异，１ ～ ３ 月、８ ～ ９ 月以及 １１ ～
１２ 月产仔数量要多于其它月份。
２ ３　 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繁殖力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的妊娠率

分别为 ７６ １５％ 和 ７８ ９８％ ，仔猴成活率分别为

９０ ７０％和 ９４ ８１％ ；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的繁殖率

分别为 ６９ ２３％和 ７４ ８７％ ，具体数据见表 １。
２ ４　 雌性恒河猴和食蟹猴的月经周期、妊娠期比较

表 ２ 数据显示，恒河猴和食蟹猴的月经周期分

别为（２８ ８０ ± ２ ３３） ｄ 和（２９ ３５ ± ３ ０５） ｄ，两者

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但恒河猴妊娠期

（１６５ ８７ ± ７ ５２） ｄ 与食蟹猴妊娠期 （１５７ ９３ ±
５ ４２）ｄ 相比，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１）。
２ ５　 恒河猴和食蟹猴仔猴出生体重比较

表 ３ 分析统计显示，雄性和雌性恒河猴仔猴平

均出生体重分别为（４５３ ２３ ± １１２ ２２）ｇ 和（３９１ ６４
± ７６ ５６）ｇ，雌、雄恒河猴仔猴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Ｐ ＞ ０ ０５）。 雄性和雌性食蟹猴仔猴平均出生体

重分别为（３４５ ００ ± ４０ ３７）ｇ 和（２９９ ００ ± ６５ ３８）
ｇ，雌、 雄食蟹猴仔猴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 Ｐ ＞
０ ０５）。 但恒河猴仔猴平均出生体重 （４２５ ００ ±
１００ ５０）ｇ 与食蟹猴仔猴平均出生体重（３１４ ３３ ±
６１ １８）ｇ 相比，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１）。
２ ６　 恒河猴和食蟹猴幼猴断奶体重比较

在仔猴出生 ６ 个月左右进行断奶时的统计数据

显示，雄性和雌性恒河猴幼猴断奶体重差异无显著

性（Ｐ ＞ ０ ０５）；雄性和雌性食蟹猴幼猴断奶体重差

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但恒河猴幼猴平均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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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１４９１ ６７ ± １７２ ３５）ｇ 与食蟹猴幼猴平均断奶

体重（１０１３ ５０ ± １１５ ５０）ｇ 相比，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１），具体数据见表 ４。

图 １　 恒河猴仔猴出生月份分布

Ｆｉｇ． １　 Ｂｉｒｔｈ ｍｏｎ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ｓ

图 ２　 食蟹猴仔猴出生月份分布

Ｆｉｇ． ２　 Ｂｉｒｔｈ ｍｏｎ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ｎｔ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ｓ

表 １　 恒河猴与食蟹猴繁殖力数据
Ｔａｂ． １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ｈｅｓｕｓ ａｎｄ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ｓ

品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雌猴数 ／ 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ｏｎｋｅｙｓ ／ ｎ

妊娠数 ／ 只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ｍｏｎｋｅｙｓ ／ ｎ

妊娠率 ／ ％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 ％

流产和死胎数 ／ 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 ／ ｎ

活仔数 ／ 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ｎｋｅｙｓ ／ ｎ

成活率 ／ ％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

繁殖率 ／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恒河猴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１３０ ９９ ７６ １５ ９ ９０ ９０ ７ ６９ ２３

食蟹猴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７８０ ６１６ ７８ ９８ ３２ ５８４ ９４ ８１ ７４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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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雌性恒河猴和食蟹猴的月经周期、妊娠期比较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ｈｅｓｕｓ ａｎｄ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ｓ

品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月经周期 ／ 天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ｃｙｃｌｅ ／ ｄ

妊娠期 ／ 天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恒河猴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２８ ８０ ± ２ ３３ １６５ ８７ ± ７ ５２∗∗

食蟹猴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２９ ３５ ± ３ ０５ １５７ ９３ ± ５ ４２
注：与妊娠期比较，∗∗ 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 Ｐ ＜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表 ３　 恒河猴和食蟹猴仔猴出生体重比较
Ｔａｂ．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ｒｈｅｓｕｓ ａｎｄ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ｓ

品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雄性 ／ 克
Ｍａｌｅ ／ ｇ

雌性 ／ 克
Ｆｅｍａｌｅ ／ ｇ

平均出生体重 ／ 克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恒河猴仔猴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４５３ ２３ ± １１２ ２２ ３９１ ６４ ± ７６ ５６ ４２５ ００ ± １００ ５０∗∗

食蟹猴仔猴
Ｎｅｗｂｏｒｎ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３４５ ００ ± ４０ ３７ ２９９ ００ ± ６５ ３８ ３１４ ３３ ± ６１ １８

注：平均出生体重比较，∗∗ 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 Ｐ ＜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表 ４　 恒河猴和食蟹猴幼猴断奶体重比较
Ｔａｂ．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ｎ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ｈｅｓｕｓ ａｎｄ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ｓ

品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雄性 ／ 克
Ｍａｌｅ ／ ｇ

雌性 ／ 克
Ｆｅｍａｌｅ ／ ｇ

平均断奶体重 ／ 克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ａｎ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恒河猴幼猴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１４４６ ６７ ± １９６ ７４ １５３６ ６７ ± １４７ ６０ １４９１ ６７ ± １７２ ３５∗∗

食蟹猴幼猴
Ｉｎｆａｎｔ 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１０４９ ００ ± ８１ ７１ ９７８ ００ ± １３６ ６９ １０１３ ５０ ± １１５ ５０

注：平均断奶体重比较，∗∗ 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 Ｐ ＜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ａｎ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３　 讨论

统计数据表明，昆明地区恒河猴种群产仔主要

集中在 ２ ～ ７ 月，８ ～ ９ 月有少量的仔猴出生，在 １
月和 １０ 月也分别有 １ 只仔猴出生，但在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未发现有仔猴出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根

据恒河猴平均 １６５ ｄ 的孕期推算，５ ～ ８ 月为恒河

猴的非生殖季节，每年 ９ 月至次年 ２ 月份为恒河猴

繁殖的高峰季节。 这与杜永洪等［２］ 报道的重庆地

区恒河猴生殖季节为 １０ 月至次年 ２ 月，以及与彭传

贵等［３］报道北京地区的恒河猴发情期交配集中在

每年的 ９ 月至次年 ３ 月的结果比较相近。 同时，杜
永洪等［２］的研究也表明，恒河猴在生殖季节的月经

周期短而规则，超声和 ＭＲＩ 检测子宫内膜线清晰可

见。 非生殖季节恒河猴的月经周期多不规则，超声

和 ＭＲＩ 检测子宫内膜线模糊，子宫内膜组织、卵巢

组织随月经周期变化不明显。 王训立等［４］ 报道雄

性恒河猴在非生殖季节的 ＦＳＨ、ＬＨ 和睾酮分泌水平

明显偏低，在生殖季节，雄性恒河猴的 ＦＳＨ、ＬＨ 和睾

酮分泌水平显著升高。 可以看出，雌性恒河猴月经

周期和生殖器官呈现季节性变化，以及雄性恒河猴

的激素分泌功能存在季节性改变是恒河猴繁殖具

有明显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原因。 虽然恒河猴是开

展生殖生物学最理想的动物模型，但恒河猴繁殖生

物学特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改变，因此科研人员可

以根据季节变化而适当调整恒河猴生殖与发育相

关科研计划与实施。
本文统计数据也表明，昆明地区食蟹猴种群从

１ ～ １２ 月，每月均有仔猴出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变化，但从仔猴的出生月份来看，每月产仔的数量

均有差异，１ ～ ３ 月、８ ～ ９ 月以及 １１ ～ １２ 月产仔

数量要多于其它月份。 这与孙兆增等［１］ 报道的北

京地区室内饲养食蟹猴的繁殖没有明显季节性变

化的结论基本一致，也与黄国锋等［５］ 报道的食蟹猴

在每年的 １１ ～ １２ 月份呈现一个生育高峰结果类

似。 食蟹猴繁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提示了科

研工作者全年可以开展食蟹猴生殖生物学的相关

科学研究。
昆明地区恒河猴的妊娠率和繁殖率分别为

７６ １５％和 ６９ ２３％ ，均低于彭传贵等［３］ 报道的北京

地区 恒 河 猴 五 年 间 ７７ ５０％ 的 平 均 受 孕 率 和

７２ ００％的繁殖率，但与花秀春等［６］ 报道的北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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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恒河猴妊娠率和繁殖率仅为 ６０ ７３％ 和 ５４ ４５％
有明显的差别，这些不同的统计结果可能与不同的

研究人员在研究期限以及动物年龄选择有关。
昆明地区食蟹猴的妊娠率和繁殖率分别为

７８ ９８％和 ７４ ８７％ ，均高于孙兆增等［１］ 报道的北京

地区 三 年 内 食 蟹 猴 ７４ １０％ 的 平 均 妊 娠 率 和

５９ ７０％的平均繁殖率，与花秀春等［６］ 报道的北京

地区食蟹猴 ７９ ８６％ 的妊娠率基本一致，但低于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７］和 Ｈｏｎｊｏ ｅｔ ａｌ［８］报道的食蟹猴可

达到 ８０％以上的妊娠率。 这些不同的统计结果可

能与当地气候、繁殖方式、饲养模式、研究期限和动

物年龄有关。
本文的研究结果均来自昆明地区处于繁殖高

峰期的恒河猴和食蟹猴繁殖种群，从统计结果来

看，食蟹猴的妊娠率和繁殖率均略高于恒河猴，两
者的仔猴成活率均在 ９０％ 以上。 本文报道的恒河

猴仔猴的成活率略低于花秀春等［６］ 报道的恒河猴

仔猴 ９６ ８９％ 的成活率，但食蟹猴仔猴成活率远高

于花秀春等［６］ 报道的北京地区食蟹猴仔猴 ７５％ 的

成活率，这可能与动物饲养地区气候和饲养管理水

平有关。
昆明地区恒河猴月经周期为（２８ ８０ ± ２ ３３）

ｄ，与杜永洪等［９］ 报道的恒河猴正常月经周期天数

为（２８ ００ ± ２ ２４）ｄ 的结果基本相似。 昆明地区食

蟹猴的月经周期为 （２９ ３５ ± ３ ０５） ｄ，与孙兆增

等［１］报道的北京地区食蟹猴月经周期是（２８ ５０ ±
３ ３０）ｄ 的结果略有差异。 昆明地区食蟹猴的妊娠

期为（１５７ ９３ ± ５ ４２）ｄ，均少于孙兆增等［１］ 报道的

北京地区食蟹猴平均妊娠期（１６７ ００ ± １２ ００）ｄ 和

Ｋｅｉｋｏ［１０］报道的日本饲养的食蟹猴平均妊娠期

（１６３ ５０ ± ５ １０） ｄ。 但昆明地区恒河猴的平均妊

娠期（１６５ ８７ ± ７ ５２） ｄ 略高于 Ｋｅｉｋｏ［１０］ 报道的日

本饲养的恒河猴平均妊娠期（１６１ ８０ ± ５ ８０） ｄ。
月经周期及妊娠期的研究，对开展恒河猴和食蟹猴

超数排卵、胚胎移植、胎儿发育及胎猴生产等科研

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孙兆增等［１］ 报道的北京地区食蟹猴仔猴平均

出生体重为（３５０ ００ ± １２０ ００） ｇ，Ｋｅｉｋｏ［１０］ 报道的

食蟹猴仔猴出生的平均体重为（３６２ ９０ ± ２３ ９０）
ｇ，均略高于本文报道的食蟹猴仔猴的平均出生体

重。 同时，Ｋｅｉｋｏ［１０］ 报道的恒河猴仔猴出生平均体

重为（４３３ ３０ ± ５４ １０） ｇ，与本文报道的恒河猴仔

猴出生平均体重相近。
在国外猕猴种群繁殖饲养中，认为在幼猴 １ 岁

左右断奶是最合适的，但本研究为了不影响实验猴

种群的下年度繁殖，在幼猴 ６ 个月左右进行断奶时

恒河猴和食蟹猴平均断奶体重差异有显著性。
在本文的调查分析中，因疾病原因导致 １ 只雌

性恒河猴种猴和 ３ 只雌性食蟹猴种猴死亡，且死亡

的种猴均未产仔，但这 ４ 只动物均被当作种猴参与

了数据分析，因此提高猕猴的饲养管理水平以及疾

病的防治能力也是保证种群数量、繁殖力和仔猴成

活率的关键。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明确了昆明地

区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的繁殖规律，详实地报道了

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繁殖性能参考值，为恒河猴和

食蟹猴繁育基地建设及开展实验猴生殖生物学的

科研活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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