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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G

从4个标本到3845只

滇金丝猴被人类正式命名和记载已有120多年。1890年，法国传教士彼

尔特在云南省西北部的白马雪山开展狩猎活动时，捕猎到了滇金丝猴，并

将其制作成标本带回法国。1897年，法国动物学家米尔恩·爱德华对这一

物种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科学描述，正式将其命名为“滇金丝猴”。但此后

半个多世纪，全球却再也没有了滇金丝猴的消息。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彭鸿绶教授在德钦

县阿东河毛皮收购站，偶然发现了8张滇金丝猴的猴皮。被当地人称为“大

青猴”“白猴”或“花猴”的滇金丝猴，成为猎人获取皮毛的对象，引起

了彭鸿绶的注意。1979年10月至12月，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

组织的考察中，考察队成员李致祥、马世来、华承惠、王应祥等在德钦县

阿东河收集到4个滇金丝猴标本，证实了这一物种并未灭绝。此后，对滇金

丝猴的保护引起云南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向如武介绍，1983年云

南建立了第一个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此后，政府持续增加投入、制定政

策推动保护滇金丝猴，滇金丝猴的种群及总体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一直在持续增长。根据前期研究的线索，1987年至1992年，当地对滇金丝

猴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了20个滇金丝猴种群，1996年再次确认了13个种

群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还成立了一支护猴队，以便观察

和保护好滇金丝猴。滇金丝猴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至4200米的森林中，

位于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国家对天然林禁止砍伐，

直接保护了滇金丝猴的生境。但由于保护区和周边3公里以内，有7万多名

群众依靠保护区内的资源生活，处理好滇金丝猴的保护与群众的生存问题

至关重要。

据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毛炜介绍，结合实

际，保护区管护局于1998年开始探索具有白马雪山特点的“社区共管共

建”的保护发展模式，积极筹集资金、组织力量、改善保护区群众的生

滇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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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红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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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的保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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