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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6年 1月至 12月对饲养在广西扶绥珍贵动物保护站内的白头叶猴进行营养代谢研究 , 并对含氮物质进

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 , 全年平均每只成年白头叶猴每天可从食物中净获得含氮物质 ( 4. 73± 1. 26) g , 净获得

碳水化合物 ( 53. 18± 32. 88) g。每只成年白头叶猴每天应该最少需要从食物中获得 4. 005 g的含氮物质 ,略小于

白头叶猴实际每天从食物中净获得的 4. 73 g含氮物质 ,说明白头叶猴从食物中净获得的含氮物质基本上满足其

最低需求 , 但没有多少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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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tritional metabolism of Presbyt is leucocephalus in cage rearing w as studied in the

period of Jan. to Dec. 1996 in Fusui Rare Animal Protection Station. The result show ed that: one

adult individual could get net nit rog en materials of ( 4. 73± 1. 26) g and net carbon-hydrate material

of ( 53. 18± 32. 88) g daily from its food. From the theory analysis, one adult monkey should have

4. 005 g of net ni trogen material obtained from food daily to meet its minimum requirement. The

daily g ained nit rogen material, in fact, w as just lit tle more than the basic requirment, no t much

lef t.

Key words　 Presbytis leucocephalus , nut rition metabolism , nit rogen material, carbon-hydrate ma-

terial

　　营养是动物通过消化系统从外界食物获得 ,并用

于构建自己身体的物质。动物利用栖息环境 , 其中的

主要目的之一是从栖息地里获得食物 ,从食物中获得

所需要的营养。对动物营养物质代谢的研究 , 反映了

动物对栖息地的利用 ,另一方面 ,给保护珍稀野生动

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白头叶猴 ( Presbytis

leucocephalus )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 在全世界范围

内仅分布在广西南部的扶绥、崇左、宁明和龙州县境

内面积不足 200 km
2的石灰岩石山地区 ,位于北纬 22°

06′到 23°42′, 东经 107°到 108°的左江东南 , 明江以北

的三角范围
[1 ]
。在野生状态下 , 要了解白头叶猴摄取

食物 ,得到含氮物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十分困难

的。因而只有通过研究笼养状态下的白头叶猴的营养

代谢 ,才能了解野生白头叶猴含氮物质和碳水化合物

代谢的情况。为进一步探讨白头叶猴与栖息环境相适

应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动物来源、 饲养和材料的收集

动物来源、 饲养和材料收集见文献 [2 ]。

1. 2　材料处理和数据分析

含氮量的测定用常规的凯氏 ( Micro-Kjeldahl)定

氮法
[ 3]
, 最后通过所用标准酸的当量数计算食物样

品中的含氮量。计算公式为:

含氮量=

N (V1 - V2 )× 0. 014× 100消化液量 ( mL)
W ×测定时消化液用量 ( mL)

×100%

式中: N ——标准盐酸当量浓度 ; V1—— 滴定样品

消耗盐酸溶液的平均毫升数 ; V2 ——滴定空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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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消耗的盐酸平均毫升数 ; W ——样品重量 ; 14——

氮的原子量。

碳水化合物分析测定方法采用苯酚法 [4 ] , 计算

公式为:

碳水化合物含量 (以葡萄糖计% )=
V× C

W× 100
× 100

式中: V——样品稀释后的体积 ( mL) ; C—— 提取

液的含糖量 ( g /mL) ; W——植物组织的干重 ( mg )。

　　以上所有得到数据 ,均用 PC 486DX-80计算机处

理完成 , 使用 WINDOWS95, EXCEL5和 SPSS /PC

+ 软件包获得计算结果。

2　结果

2. 1　含氮物质的收支

夏季每天投入食物 7种 , 冬季从野外采摘的食物

种类有 13种 , 每天投入 6～ 7种 (表 1)。在夏季和冬季

投入的这些食物中 , 含氮量最高的是清风藤 ( Sabia

japoniri ) , 为 9. 11% , 最 低 是 黑 面 神 (Fluggea

v irosa ) ,为 1. 17% (表 1)。夏季食物的平均含氮量为

( 3. 52± 1. 99)% ( n = 7 ) , 冬季食物的平均含氮量

为 ( 3. 03± 2. 09)% ( n = 13 ) , 见表 2。在夏季 , 白头

叶猴雄猴和雌猴粪便含氮量分别为 2. 93%和 2. 59%

(表 1) , 平均为 ( 2. 76± 0. 17)% , 尿液含氮量分别为

0. 76%和 0. 55% (表 1) , 平均为 ( 0. 65± 0. 14)%。夏

季与冬季投入食物的含氮量没有明显差异。白头叶猴

雄猴在夏季每天摄入 192. 34 g干物质 , 雌猴每天摄

入 171. 43 g干物质 , 平均每只摄入 181. 86 g干物质 ,

两猴每天平均获得含氮物质 6. 40 g ,同时每天平均排

除粪便和尿液分别为 42. 8 g和 213. 6 mL (表 2) ,两猴

每天平均排除含氮物质 2. 56 g , 因此 , 每只笼养白头

叶猴在夏季净获得含氮物质 3. 84 g ,占从食物中获得

含氮物质的 59. 84% 。白头叶猴雄猴在冬季每天摄入

281. 75 g干物质 ,雌猴每天摄入 258. 45 g干物质 ,平

均每只摄入 270. 1 g干物质 , 平均每只每天获得 8. 18

g含氮物质 , 同时笼养白头叶猴在冬季平均每只排除

粪便和尿液分别为 40. 87 g和 203. 6 mL (表 2) , 平均

排除含氮物质 2. 72 g,其中粪便含氮量占 48. 43% ,尿

液含氮量 51. 56% , 冬季每只白头叶猴净获得含氮物

质 5. 46 g , 占从食物中获得的含氮物质的 68. 7% 。全

年平均每只白头叶猴每天净获得含氮物质 ( 4. 73±

1. 26) g。

2. 2　碳水化合物含量的收支

在夏季和冬季投入的食物中 ,碳水化合物含量最

高的是甘蔗 ( Saccharum sinonsis )为 50. 75% , 最低是
表 1　笼养白头叶猴食物和粪便的含氮率和含碳水化合物率

Table 1　 The contents of nitrogen matter and carbon-hydrate

matter in food and faeces of P . leucocepalus in cage rearing

季节
Season

食物种名 /粪便
Food plant / Faeces

含氮率
Content of
nit rog en
(% )

含碳水化
合物率

Content of
carbon-
hydrate
(% )

夏季 马兜铃 ( Aristolochia debuis) 　 2. 41 　 20. 28

Summ er小叶榕 ( Ficusbea jimna) 2. 64 31. 47

构　树 (B roussonet ia pa pyri f era ) 2. 23 11. 88

决　明 (Cassia tora) 4. 21 24. 21

异叶秋 ( Securinega su f f rutioosa ) 2. 28 18. 03

雀　梅 ( Sageret ia theezans) 3. 11 16. 11

穿破石 (Cudrania cochinchinensis ) 7. 77 16. 78

雄猴粪便 Faeces of the male 2. 93 10. 74

雄猴尿 Urine of the male 0. 76 0. 8

雌猴粪便 Faeces of the female 2. 59 10. 32

雌猴尿 Urine of the female 0. 55 0. 7

冬季 异叶秋 ( Securinega su f f rutioosa ) 　 2. 28 　 18. 03

Winter 清风藤 ( Sabia ja poniri ) 9. 11 35. 20

构　树 (B roussonet ia pa pyri f era ) 2. 23 12. 66

桑　树 ( Morus alda ) 5. 16 33. 57

大叶榕 ( Ficus lacor ) 2. 35 27. 27

千层纸 (Orx ylon indicum ) 3. 52 13. 99

金银花 ( Lonicera ja ponica) 1. 64 35. 33

山黄皮 ( Rand ia cochinchinensis ) 3. 05 32. 27

黄鳝藤 (B erchemia l ineata ) 2. 9 34. 27

黑面神 ( Fluggea virosa ) 1. 17 36. 76

吊钟花 ( Enkianthus quinquef lorus) 2. 64 35. 43

木　棉 ( Gossampius maladar ica ) 2. 11 30. 46

甘　蔗 ( Saccharum sinonsis) 1. 27 50. 75

雄猴粪便 Faeces of the male 2. 79 11. 21

雄猴尿 Urine of the male 0. 83 0. 75

雌猴粪便 Faeces of the female 3. 52 10. 24

雌猴尿 Urine of the female 0. 57 0. 81

表 2　笼养白头叶猴净获得含氮物质和碳水化合物

Tabl e 2　Net nitrogen matter and net carbon-hydrate matter obtained of P . leucocepalus in cage rearing

季节
Season

项目
Item

含氮率
Content

of nit rog en

(% )

含碳水化合物率
Content

carbon-h ydrate

(% )

日摄入 (或排出 )干物质Dry mat-
erial in tak e or excrete dai ly(g )

雄猴

Male

雌猴

Female

平均

Av erage

日平均获得 (或
排出 )含氮物质

Nitrogen
mat ter obtained

or excrete daily( g)

日平均获得 (或排出 )
含碳水化合物
Carbon-h yd rate

mat ter obtained or
excrete daily( g)

夏季 Summer食物 Food 3. 52± 1. 99 　 19. 82± 6. 38 192. 34 171. 43　 181. 86 6. 40 36. 04

粪便 Faeces 2. 76± 0. 17 10. 53± 0. 29 42. 8 1. 18 4. 51

尿 Urine 0. 65± 0. 14 0. 75± 0. 07 213. 6 mL 1. 38 1. 60

冬季 Winter 食物 Food 3. 03± 2. 09 30. 45± 10. 41 281. 75 258. 45 270. 1 8. 18 82. 25

粪便 Faeces 3. 155 10. 72± 0. 68 40. 87 1. 29 4. 38

尿 Urine 0. 7　 0. 78± 0. 04 203. 6 mL 1. 43 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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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树 (Broussonet ia papyri f era) ,为 11. 88% (表 1)。夏

季食物的平均碳水化合物为 ( 19. 82± 6. 38)% ( n =

7) , 冬季的食物平均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 30. 45±

10. 41)% ( n = 13) ,见表 2。在夏季 , 白头叶猴雄猴

和雌猴粪便碳水化合物含量分别为 10. 74%和

10. 32% , 平均为 ( 10. 53± 0. 29)% , 尿液碳水化合

物含量分别为 0. 8%和 0. 7% , 平均为 ( 0. 75±

0. 07)% , 见表 1。白头叶猴雄猴在夏季每天摄入

192. 34 g干物质 ,雌猴每天摄入 171. 43 g干物质 ,两

猴每天平均获得碳水化合物 36. 04 g, 同时每天平均

排除粪便和尿液分别为 42. 8 g和 213. 6 mL(表 2) ,两

猴每天平均排除碳水化合物 6. 11 g , 因此 , 每只笼养

白头叶猴在夏季净获得碳水化合物 29. 93 g, 占从食

物中获得碳水化合物的 83. 06%。白头叶猴雄猴在冬

季每天摄入 281. 75 g干物质 ,雌猴每天摄入 258. 45 g

干物质 , 平均每只摄入 270. 1 g干物质 , 平均每只每

天获得 82. 24 g碳水化合物 , 同时笼养白头叶猴在冬

季平均每只排除粪便和尿液分别为 40. 87 g和 203. 6

mL (表 2) ,平均排除碳水化合物 5. 97 g,冬季每只白

头叶猴净获得碳水化合物 76. 28 g , 占从食物中获得

碳水化合物 92. 94% 。全年平均每只白头叶猴每天净

获得碳水化合物 ( 53. 18± 32. 88) g。

3　讨论

白头叶猴栖息在喀斯特石山地区 ,以石山分布的

植物叶为主食 ,从中获得维持其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营

养物质和用于构建身体的营养物质。在笼养状态下 ,

一只成年白头叶猴每天需要从食物中净获得 4. 73 g

含氮物质和 53. 18 g的碳水化合物。其中冬季所获得

的含氮物质比夏季多 46. 76% , 冬季所获得的碳水化

合物比夏季多 155. 39% ,这可能与冬季需要更多的营

养物质产生更多的热量保持体温 , 抵御寒冷有关系。

蛋白质是维持生命和生长所必须的物质 ,运用内源性

尿中氮的量乘上 6. 25(即假定蛋白质含 16%的氮 ) ,可

以知道动物每天蛋白质的最低要求 [5 ]。从尿中氮计算

需 求 量 公 式 为: Qeun = ( 2 ) × ( 70 ) ×

(W 0. 75kg ) × ( 6. 25) /1 000。其中 Qeun表示内源

性尿中的氮量 , 因此 , 一只体重约为 10 kg的成年白

头叶猴每天从尿测定需要的含氮物质的量为 2. 765

g。从粪便测定需要的蛋白质量计算公式为: Qm fe= 5

× ( Fkg )× 6. 25 /6. 25。其中 Qmfe每天代谢粪便中的

含氮量 , 5表示草食动物摄入 1 kg干物质所排除蛋白

质量 , Fkg代表每天摄入干物质的千克数。因此 ,一只

10 kg的成年白头叶猴需要 1. 13 g含氮物质。长毛也

需要一部分蛋白质 , 其计算公式为: Qnh= 0. 02×

( W 0. 75 kg) , 一只成年白头叶猴长毛每天需要 0. 11

g /d。假设在体重不增长的情况下 , 一只成年白头叶

猴一天最少需要 4. 005 g的含氮物质。这略小于白头

叶猴实际每天从食物中净获得的 4. 73 g含氮物质 ,

说明白头叶猴从食物中净获得的含氮物质基本上满

足其最低的需求。除满足其基本的含氮物质外 , 也没

有多少节余。

白头叶猴为叶食性的灵长类动物 ,在消化系统的

结构上 ,白头叶猴与其它的叶猴一样 ,其胃结构复杂 ,

有一个与能分解纤微素的细菌共生的室 ,因而白头叶

猴能有效的利用栖息地里资源丰富的树叶。觅食食物

主要是利用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 因此 , 从理论上 , 野

生白头叶猴在选择食物时 ,因选择含氮量和碳水化合

物含量高的食物 ,于是 ,白头叶猴应喜食含氮量高的

食物如清风藤、桑树、决明等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

清风藤、 金银花、 吊钟花、 桑树等食物。但在野外跟

踪观察和在室内的喂养中我们发现 ,白头叶猴对食物

的选择与这个推论并不完全吻合。在笼养状态下 , 食

物虽然由人为提供 , 但是 ,白头叶猴仍然有选择的余

地 ,其喜食的食物有桑树叶 ,构树叶 ,千层纸叶等 [6 ] ;

在野外 ,白头叶猴有充分的选择 , 其喜食的树种为构

树 , 千层纸 , 穿破石和小叶榕等 , 而含氮量和碳水化

合物均高的清风藤和其他的树种不在其喜食的排行

榜中。这说明食物中含氮物质和碳水化合物量的高低

并不是白头叶猴选择食物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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