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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猴，作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的特色旅游项目，招揽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去观览，人猴关系引

起了更多的重视。2020年8月，我们采用行为摄像法对景区内猕猴(Macaca mulatta)的行为及人猴关系

进行了初步观察与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 在观察期内，猕猴主要将时间用于移动(34.82%)和摄食

(29.84%)，但不同性别–年龄组的猕猴行为时间分配存在明显差异，成年雌猴用于理毛的时间明显多于

成年雄猴，青年猴和婴幼猴用于玩耍的时间明显多于成年猴；2) 无论是在群体水平还是不同性别–年龄

组的个体水平上，虽然没有显著的利手现象，但都偏向于右利手，且存在偏好强度上的差异，即婴幼组 >
成年雌性组 > 成年雄性组 > 青年组，而且每次使用双手的平均持续时长远大于每次使用左手或右手的平

均时长；3) 在人猴关系上，我们建议：对导游和景区管理人员加强有关猕猴行为习性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和考核，要求导游在日常工作中主动地将相关的知识教给游客，同时在景区内通过标牌、告示和广播等方

式进行广泛的宣教，引导游客正确观猴，避免挑逗、驱赶、射打和随意投食等不良行为；景区内应科学设

定游客可投食的地点与时间段，并定期或不定期地清理游道附近树上的枯枝，以免发生树枝砸人的意外事

件。特别倡议，景区要把对猴群的科学管理纳入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范畴，以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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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key watching, as a special tour-item in the scenic area of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tourists. The human-monkey relationship has raised more concerns. In Au-
gust 2020, we mad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ehavior and human-monkey relation-
ship of Macaca mulatta in the area by mean of Behavior Camera, and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
lows: 1)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the Rhesus monkeys spent most on locomotion (34.82%) 
and feeding (29.84%). Howe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ime allocated to various 
behaviors among the sex-age groups, and the time spent in grooming by adult females was signifi-
cantly longer than that did by adult males, while young monkeys and infants did more time in 
playing than adults. 2) These monkeys had no significant handedness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or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different sex-age groups, but all these groups slightly tended to be 
right-handedness, and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sity of preference, an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each use of both hand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each use of the left or right 
hand. As for the human-monkey relationship, we suggested that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for tour guides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s of scenic spo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bout the behavior and habits of Rhesus monkey, and they should take more initiative to teach 
tourists relevant knowledge in their regular work. Meanwhile, in case of misconducts, the Park 
should also guide correctly tourists for monkey watching by warning-signs, broadcasting and oth-
er ways. The specific time-and-sites that tourists can feed monkeys should be set. The dead 
branches on the trees along tourism-lines should regularly or irregularly be cleaned up to avoid 
hurting tourists unexpectedly. Finally, we proposed that the scientific conservation for monkey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category of regional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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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猕猴(Macaca mulatta)又名黄猴、恒河猴等，隶属于灵长目(Primates)猴科(Cercopithecidae)猕猴属

(Macaca)，是我国 II 级保护动物[1]。其分布较广，适应性较强，易于驯养，并且与人类的亲缘关系较近

[2]，因此是重要的实验动物和动物园主要的笼养观赏猴种之一。 
有关猕猴行为生态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涉及食性、活动时间分配、社群行为、栖息地及保护等许

多方面[3] [4]。随着以野生动物为观赏动物的生态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猕猴以其与人类的形态和生理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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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相似性而成为灵长类中最具吸引力的野生观赏猴种[5]。在此背景下，我国以猕猴为主要观赏对象的

景区陆续建立[5]，并深受游客欢迎，看猴、逗猴、喂猴已成为许多游客对景区或景点的一种期待，但随

之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猕猴的食性改变，身体变肥，人猴冲突现象也屡见不鲜等[5] [6]。 
张家界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也是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最早的景区[2]，其旅游业发展

较为迅猛，游客数量从 1984 年的 8 万多人次，增长到 2018 年的 400 多万人次，34 年间游客数量翻了 50
多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4429148367031019)。另一方面，随着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保

护意识的增强，猕猴种群得到较好的保护，数量从以前的 300 余只[7]，增长到了目前的 8000 余只。每天，

巨大的人群和猴群在景区内流动、交汇，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生态风险也随之增大，人猴冲突时

有发生，从而影响着观猴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参考相关文献[8] [9] [10] [11]，于 2020 年 8 月，在

张家界的旅游旺季对景区内猕猴群的行为和人猴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观察与研究，以期为园区的科学管理

和猕猴行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地点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110˚24'~110˚28'E，29˚17'~29˚21'N)地处武陵山脉中段，属中低山地貌，地势西

高东低，海拔 426~1334 m，总面积约 130 km2。境内峰丛林立，沟壑纵横，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湿

润性气候，年均气温 12.8℃，年均降水量 1200~1600 mm，年有效日照时数 1300~1600 h，无霜期 270~300 
d，森林覆盖率在 90%以上[7] [12]。 

猕猴主要分布于园区内的黄石寨、鹞子寨、袁家界和金鞭溪等地。本研究地点选在金鞭溪景区，该

溪谷因流经金鞭岩而得名，全长约 5.7 km。溪的两边峭峰悬壁，森林繁茂，谷底较为平坦宽阔，是猕猴

种群数量较多的区域。我们选择景区入口处的大氧吧广场和金鞭溪沿岸的猕猴群作为主要观察对象。 

2.2. 研究对象的区分 

依据体型、毛色、面部特征及第二性征等特征判断个体的性别与大体年龄，并将猴群划分为 4 个性

别年龄组[10] [13] [14]：婴幼组(<1 岁) (Baby)、青年组(♀[1~3]岁，♂[1~4]岁) (Youth)、成年雌性组(>3
岁) (Adult female)、成年雄性组(>4 岁) (Adult male)。具体判别方法：婴幼猴体型较小，常在成年雌猴怀

中吮乳或在其周围活动，是尚未独立活动的小猴；青年猴的体型介于婴幼猴与成年猴之间，已能独立活

动，虽已出现第二性征但未达到性成熟，雌性乳头不甚明显，且左右乳头颜色、形态基本无异，雄性阴

囊呈白色且下垂不明显，由于在其自然活动状态下进行个体性别特征的细致观察有些困难，故对青年猴

行为的分析不宜区分其性别；成年猴的体型较大，毛色浓密而呈棕色，已性成熟，雌性乳头较为明显，

左右乳头的长度、颜色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雄性阴囊呈鲜红色且下垂明显，易于识别。 

2.3. 数据采集 

本研究利用摄像机，采取随机取样为主的综合性全事件录制法(简称行为摄像法 Behavior Camera)进
行数据采集，即用摄像机在距离随机选择的个体 1.5~3 米的范围内，摄录所观察对象的全部行为，直到

其离开视野，然后再随机选择其他个体进行新的摄录。室内将视频中出现的有效个体(画面清晰，能够正

常分析其行为过程的个体)进行全事件分析，并将数据录入 Microsoft Excel 2010，建立数据文件。 

2.4. 行为定义 

参考相关文献[8] [13] [15]，将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猕猴行为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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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摄食行为(Ingestive behavior, IB)：指采食植物(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等植物器官)、昆虫等食

物，以及饮水、摄取矿物质、幼体吮乳等行为。 
2) 理毛行为(Grooming behavior, GB)：包括被理毛(Been groomed)和自我理毛(Autogrooming)两种形

式，分别指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梳理毛发和个体自我梳理毛发。 
3) 移动行为(Locomotive behavior, LB)：指猕猴通过四肢的交错活动来完成身体位移的行为，包括行

走、奔跑、跳跃、攀爬等。 
4) 携挂行为(Carring behavior, CB)：一般是指某一个体(通常是成年雌猴)将婴幼猴从一个位点转移至

另一位点，在此过程中，婴幼猴多位于携带者的腹部，并用前后肢紧紧抓住携带者腹部两侧的皮毛，而

携带者常以前肢帮助被携带者以免其掉落。 
5) 休息行为(Resting behavior, RB)：指猕猴维持一定的姿势，身体所处状态在一定时间内不发生改变，

常呈现机体放松状态。 
6) 玩耍行为(Playing behavior, PB)：指相互追逐、打闹但无伤害性的嬉乐及技能历练行为。 
7) 其他行为(Miscellaneous behavior, MB)：除上述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如抓挠行为(用指甲或轻或

重地抓搔身体的某一部位)、竞争行为(个体间、家群间或群体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攻击、屈服等行为)等。 

2.5. 数据处理与分析 

对上述行为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视频中猕猴行为清晰的频段视为有效视频，否则视为无效视频。

对于同一份有效视频中不同猕猴个体(如母猴与婴猴等)的行为类型与行为时间进行分别计算。之后，按不

同的性别年龄组进行行为时间分配与利手性(对左手或右手的偏好性)研究。 
分别采用偏好指数 LBI 值(Lateral Bias Index)和 LBI 值的绝对值(ABS-LBI)研究猕猴的利手性及其强

度。首先，计算每个性别年龄组左手和右手的行为频次及左右手行为频次的总和。然后用右手频次(R)减
去左手频次(L)，再除以左右手频次之和，以得到 LBI 值，即 LBI = (R − L)/(R + L)。LBI 值的范围在−1.0
至 1.0 之间，如果 LBI 值小于 0，为左利手，如果 LBI 值大于 0，则为右利手，而 ABS-LBI 可用于衡量

偏好强度(或利手强度) [16] [17]。 
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和 SPSS 17.0 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采用 One-way ANOVA 比较 4 个性

别年龄组之间的行为时间分配和利手性差异，用 Microsoft Word 2010 和 Microcal Origin 8.0 绘图。 

3. 结果与分析 

共拍摄视频 165 份，累计拍摄时长为 8 小时 18 分 47 秒，其中有效视频拍摄时长为 7 小时 44 分 56
秒，视频中共出现猕猴 368 只次，其中婴幼猴 91 只次、青年猴 112 只次、成年雄猴 79 只次、成年雌猴

86 只次(包括非携幼母猴 29 只次、携幼母猴 57 只次)。 

3.1. 猕猴行为时间分配 

在猴群的行为总时长中，移动、摄食、休息、理毛、携挂、玩耍的行为时间占比分别为 34.82%、29.84%、

13.91%、6.65%、4.79%、3.99%，还有 6.00%的时间用于其他行为活动(如抓挠行为等) (图 1)。 
成年雄性组和青年组的行为时间分配表现为移动 > 摄食 > 休息 > 玩耍 > 理毛；成年雌性组的行

为时间分配表现为理毛 > 移动 > 摄食 > 休息 > 玩耍；婴幼组的行为时间分配表现为摄食 > 移动 >
休息 > 玩耍 > 理毛。可见，不同性别年龄组的行为时间分配呈现一定的差异(图 2)，总体表现为：成年

雌猴用于移动和摄食的时间明显较少，但用于理毛的时间显著较多；成年雄猴用于休息的时间明显较多，

而青年猴和婴幼猴用于玩耍的时间明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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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B: Ingestive behavior; LB: Locomotive behavior; RB: Resting behavior; CB: 
Carring behavior; PB: Playing behavior; GB: Grooming behavior; MB: Miscella-
neous behavior。 

Figure 1. Behavioral time allocation of Rhesus monkeys during the 
tot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图 1. 猕猴群在有效观察期内的行为时间分配 

 

 
注：Adult male——成年雄性组；Adult female——成年雌性组；Youth——青年组；

Baby——婴幼组；图中 a 和 b 意味着存在显著性差异。 

Figure 2. Behavioral time allocation of different sex-age groups of Rhesus 
monkeys during effective observation 
图 2. 在有效观察期内，不同性别年龄组猕猴的行为时间分配 

3.2. 猕猴的利手性  

根据统计学等级分析原理，当记录左手或右手的频次占总用手频次的 70%以上时，该研究猴群具有

显著的利手现象(P ≤ 0.05)，而小于 70%时，利手现象不显著(P > 0.05) [18]。 
由表 1 可见，对于观察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猕猴来说，使用左手的频次占 40.79%，使用右手的频次占

59.21%，虽然偏向于右利手，但是没有显著的利手现象；成年雄性，使用左手的频次占 40.59%，使用右

手的频次占 59.41%，成年雌性使用左手的频次占 40.48%，使用右手的频次占 59.52%，因此成年组虽然

偏向于右利手，但是没有显著的利手现象；青年组使用左手的频次占 43.01%，使用右手的频次占 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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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偏向于右利手，也没有显著的利手现象；婴幼组使用左手的频次占 37.66%，使用右手的频次占

62.34%，同样偏向于右利手，但同样不存在显著的利手现象。 
 
Table 1. The handedness of Rhesus monkeys in different sex-age groups 
表 1. 不同性别年龄组猕猴的利手情况 

组别 性别 总频次 左手频次 % 右手频次 % LBI 值 LBI 绝对值 利手性 

成年组 
雄性 239 97 40.59 142 59.41 0.188 0.188 右 

雌性 289 117 40.48 172 59.52 0.190 0.190 右 

青年组 — 386 166 43.01 220 56.99 0.140 0.140 右 

婴幼组 — 231 87 37.66 144 62.34 0.247 0.247 右 

总计 — 1145 467 40.79 678 59.21 0.184 0.184 右 

 
总之，不同性别年龄组的猕猴均偏向于右利手，但都不存在显著性的利手现象。可是，从偏好强度

来看，不同性别年龄组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情况是：婴幼组 > 成年雌性组 > 成年雄性组 > 青
年组。 

不同性别年龄组既存在用手频次上的一定差异，也存在每次用手平均持续时间上的一些差异。从图

3 可见，各性别年龄组每次使用左手的平均持续时间依次为：婴幼组 > 成年雄性组 > 成年雌性组 > 青
年组；每次使用右手的平均持续时间依次为：成年雄性组 > 婴幼组 > 成年雌性组 > 青年组；每次使用

双手的平均持续时间依次为：成年雌性组 > 成年雄性组 > 婴幼组 > 青年组。成年组每次使用双手的平

均持续时间远远高于青年组和婴幼组，但每次使用左手或右手的平均持续时间，各性别年龄组并不存在

显著性的差异。 
 

 
注：Adult male-成年雄性组；Adult female-成年雌性组；Youth-青年组；Baby-婴
幼组；图中 a 和 b 意味着存在显著性差异。 

Figure 3. Average duration of each forelimb behavior in four sex-age 
groups of Rhesus monkeys  
图 3. 各性别年龄组猕猴每次前肢行为发生的平均持续时长 

4. 讨论 

4.1. 行为摄像法研究的优越性 

行为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取样方法是随机取样、目标取样和扫描取样，记录方法主要是全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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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记录。研究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取样和记录方法进行行为数据采集。过去在对猴科的

行为时间分配和利手性研究中，主要采用目标取样，或多种取样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利用表格间断性地

进行行为时间记录[8] [17]。本研究则采用行为摄像法采集行为学数据，即随机选择一只或数只猕猴，连

续拍摄其全部行为过程，直到其离开视野，然后再随机选择其他目标进行新的拍摄。每一个连续拍摄的

视频就是一个单独的视频文件。 
与肉眼观察并在表格上用笔记录行为时间的传统取样方法相比，行为摄像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

可以连续数小时进行全事件记录，在所拍摄到的视频中动物的行为过程完整，信息量大，同时克服了研

究人员观察经验不足或长时间观察时眼睛疲劳而引起的记录偏差问题。当然，行为摄像法要求研究人员

能够熟练地使用摄像机，事先还须准备备用电池和高容量的内存卡；在连续拍摄时，手持摄像机也容易

疲劳，有时还可能由于研究对象的快速移动，镜头晃抖而导致画面不清；室内在进行视频数据分析时，

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取和处理有效的行为学数据。因此，我们认为，尽管行为摄像法也

需要积累研究经验，但总体而言，其优越性非常明显，值得广泛运用。 

4.2. 行为时间分配的性别与年龄差异 

在张家界猕猴的活动时间分配中，用于移动和摄食的时间占比高达 64.66%，这与弄岗猕猴在无旅游

干扰情况下这两种行为的时间占比(62.50%)基本相似[15]，而与广西桂林七星景区半野生猴群的情况(移
动和觅食时间占比 39.3%)明显不同[19]。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食物条件存在差异，在七星景区猕猴的食物

组成中树叶占 41%，果实和种子仅占 8.5%，而在弄岗猕猴的食物中果实和种子的占比高达 50.7% [15]。
由于果实和种子大体上呈斑块状分布，动物因此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去寻找，而树叶虽营养和能量含量

较低但随处可见，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去觅食[20]。人工投食也必然影响猕猴的活动时间分配，张家界

猴群在几处景点接受游客的投食(花生、面包、水果等)相当于其高能量的食物条件呈斑块状分布，并且其

颊囊可以储存食物，即使猴体已获得食物，仍可继续接受或索取食物。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张家界猴群

和弄岗猴群的休息时间相差甚远，前者只占 13.91%，后者则高达 29.6% [15]，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旅游干扰。由于游客频繁干扰，猕猴用于休息的时间几乎成倍地减少，而猴群长期休息时间的减

少是否会导致其体质和免疫力的下降值得今后研究。 
张家界猴群的活动时间分配存在明显的性别与年龄差异。成年雄猴花费较多的时间移动和摄食，而

成年雌猴则花费较多的时间理毛，这可能与猕猴特殊的社群结构有关。成年雄猴的体型比成年雌猴大，

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取食才可能满足身体的需求[21]。交配权的争夺与维护也需要成年雄猴花费较多的时

间移动[15] [22]。成年雌猴在维系家群或社群成员关系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猕猴具有母系维持

的多配偶制社群结构，成年雌猴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等级序位低的个体通过会为等级序位高的个

体理毛以减少冲突，维持社群稳定[23]。另外，成年雄猴用于休息的时间也明显多于成年雌猴及其他小猴，

这可能也与成年雄猴体型较大，需要通过休息来减少能耗有关。青年猴和婴幼猴用于玩耍的时间明显高

于成体，这可能不仅有助于未成年个体通过玩耍获得生存技能，还可能通过玩技确立社群序位[24]。 

4.3. 利手性的性别与年龄差异 

对于灵长类动物的利手现象有不同的解释，有观点认为，利手与大脑半球的分化有关。对大脑两半

球的比较解剖观察发现：人脑左半球偏大，黑猩猩左半球略为偏大，而恒河猴的左右半球不存在明显的

差异[25]。本研究在群体水平上也未发现明显的利手现象，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16] [18] [25] [26]相符，

并支持“利手性与大脑半球分化相关联”的假说。 
可是，本研究发现在个体水平上，无论是成年雄猴还是雌猴都偏向右利手，这与“成年雄性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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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利手，而雌性表现为右利手”的研究结果[16]不符。从偏好强度上来看，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婴幼组 >
成年雌性组 > 成年雄性组 > 青年组，这与“利手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为显著”的观点不符[27]。
我们还发现，成年雌性个体的利手强度更大，这也与“雄猴的利手强度大于雌猴”的观点[28]不一致。从

每次猕猴用手的持续时间来看，无论是哪一性别年龄组，每次使用双手的持续时长都要比使用左手或右

手的时间长，这也说明即使各性别年龄组有用手偏向，但总体上利手现象都不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成年组每次使用双手的平均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使用左手或右手的时间，这也与 Stafford et al.的观点[27]
不同。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猕猴甚至整个灵长类动物的利手性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

的研究对象、时间、地点、方法和样本数量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应该从物种、种群、

个体、性别、年龄，以及地域、系统发育等方面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系统调查与比较研究，才可望揭示

灵长类动物的利手性规律。 

4.4. 人猴关系 

我们观察发现，游客所到之处通常都有猕猴出现。猕猴在游客的周围串来串去，扫视着游客手里或

包里的食物，期待着游客的施舍，通常也能够或多或少地接到或抢到一些吃的。对于猕猴时而灵巧时而

憨厚的动作神态，人们通常报以惊异的目光或同声的赞叹，总体上人群和猴群是和谐的，相互友好的。

但时不时地也有好事者喜欢挑逗猕猴，甚至还有个别人用弹弓射打猕猴的情况发生。面对不友好的行为，

猕猴有时也会怒对，予以反击。据园区管理人员反映，每年都有多起人猴冲突的事件发生，有时会有人

被抓伤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所以购买门票时要求购买相应的保险。 
野生猕猴种群及个体通常不与人接近，甚至是很怕人的，而园区内的猕猴敢于靠近游客，有时还主

动讨要食物，这其实是人类的利益驱使所致。在公园旅游开发初期，为了吸引游客，有人特意用玉米等

食物作为诱饵，将猴群从山上引诱下来。同时，又出于经营利益方面的考虑，有人还特意向游客出售食

物，用以投喂猴群[7]。长期友好投喂的结果是，猴群惯常在相对固定的地点守候、期盼，甚至非常依赖

于人们的投食了。这种人猴关系的转变，有其现实意义，可为旅游业的运行增添新的内容或亮点，但必

须正确引导才能避免人猴冲突事件的发生，促进猴群、人群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长期的人工投食，已人为地改变了猕猴的食性，而长期过量高能量食物的摄入易使猕猴营养过剩，

产生肥胖症，同时猕猴自然状态下觅食活动的减少还可能降低免疫功能与适应能力[6]。另一方面，猕猴

主动攻击人的行为比例虽然远低于人猴之间的接触行为比例[29]，但如果游客主动频繁地接触猕猴，人猴

共患性传染病发生的风险也会增加[5]。 
人与猴可以和谐相处，利益共享，但需要提高观猴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益，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① 对游客加强有关猕猴行为习性方面的生态教育，通过标牌、告示、宣传单、广播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

教，引导游客正确观猴，以友善的心态对待每一只猕猴，既不挑逗、驱打，也不随意投食和近距离接触，

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② 对园区管理人员和导游进行有关猕猴行为习性和管理方法方面的专业培训和

考核，要求他们熟练掌握有关猕猴的行为习性和正确对待猕猴的方式方法，同时要求他们在日常工作中

积极主动地将相关的知识教导给游客，以身作则地影响游客的行为，因为只有让导游能够理解并掌握对

待猕猴的正确做法和背后原因，才能通过导游将这些知识真正地传递给游客，如此才能有效地规劝游客

理性投食，生态观猴；③ 加强景区管理，不允许出售或携带弹弓进入景区，对于驱赶、挑逗、射打猕猴

的行为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可予以罚款处理；④ 景区工作人员应结合猕猴的觅食规律，

科学设定游客可投食的地点与时间段，并引导游客科学投食，还应在醒目的位置树立告示牌，警告游客，

亲密接触可能引发人猴共患病的传播，因此应保持一定的距离；⑤ 景区管理人员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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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道附近树上的枯枝，以免发生树枝砸人事件。因为我们现场发现，猕猴时而在人群中穿梭，时而跳到

树上，在树枝间玩荡，有时会将枯树枝扳断。枯树枝掉落到地面，碰巧砸伤树下的游客，就是安全隐患，

因此应予以重视。 
总之，我们倡议，景区要把对猴群的科学管理纳入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范畴，以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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