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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白眉长臂猿取食与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之间随季节变化的适应性，探讨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与活

动范围的关系，作者于 2009 年 3 ～ 4 月和 10 ～ 12 月在高黎贡山赧亢进行了野外调查． 采用样带法调查食物资

源可利用性，焦点动物取样法记录白眉长臂猿取食行为，瞬时扫描法记录其活动范围，利用 ArcGIS 9． 3 软件计

算并显示每个栅格内的取食量和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结果表明，3 ～ 4 月和 10 ～ 12 月白眉长臂猿每种食物资源

及果实食物资源的可利用量与其取食量呈相关性． 3 ～ 4 月总食物资源、果实食物资源可利用性较 10 ～ 12 月的

高，且分布也较集中，海拔 1 800 m 以下少有或无可利用食物资源． 在 3 ～ 4 月和 10 ～ 12 月 2 个时间段，白眉长

臂猿的活动范围多与总食物资源、果实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分布高的区域重叠． 在 3 ～ 4 月，活动区内、外的总食

物资源及果实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差异性不显著; 而在 10 ～ 12 月，它们的差异性显著． 在两时间段，白眉长臂猿

均倾向选择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的区域取食，但季节间取食范围存在变化，10 ～ 12 月的取食区域大于 3 ～ 4 月

的． 取食量高的区域在两个季节虽有重叠，但重叠区域较少． 3 ～ 4 月的食物资源可利用量与对应栅格内取食量

呈显著相关，10 ～ 12 月的呈微弱相关． 事实表明，赧亢白眉长臂猿食物资源呈不均衡分布;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影响其活动范围选择; 随着季节变化，白眉长臂猿取食与食物资源可利用性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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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资源可利用性指动物可利用的食物种类

和部位、食物资源量及其分布状况等． 食物资源可

利用性的不均衡性，导致非人灵长类搜寻和处理食

物所需时间和能量的不同，它们不得不依据食物资

源可利用性调节食物分布区域的利用强度［1 － 2］． 因

此，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影响非人灵长类的家域选择

和食物资源利用程度等［1，3 － 4］． 目前非人灵长类食

物资源可利用性的研究集中在食物树及食物密度、
家域选择关系等［3 － 4］，均未涉及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分布与取食的关系． 白眉长臂猿为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其食性研究涉及食物选择、食谱等［5 － 7］，但

无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与取食的相关性研究． 因 3 ～

4 月与 10 ～ 12 月时间间隔较长，可反映不同季节

白眉长臂猿取食食物种类的差异． 而高黎贡山 6 ～

9 月正值雨季，雨大雾多，无法跟踪观察，故只研究

3 ～ 4 月与 10 ～ 12 月白眉长臂猿的食物资源可利

用性与取食随时间变化的适应性，并探讨食物资源

可利用性与动物活动范围的关系． 该研究不仅是赧

亢白眉长臂猿容纳量研究的基础，也可为保护白眉

长臂猿和了解其行为生态学提供基础资料．

1 研究地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赧亢地处云南保山市隆阳区、

* 收稿日期: 2010 － 06 － 15
基金项目: 云南省森林灾害预警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 ZK09B302) ; 云南省林业厅珍稀濒危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区的救

护繁育项目 ( 2009001) ; 云南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项目 ( 2010 － 01) ．
作者简介: 吴建普( 1982 － ) ，男，山东人，硕士生，主要从事野生动物多样性及保护研究．
通讯作者: 周 伟( 1957 － ) ，男，云南人，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研究，E － mail: weizhouyn@ 163． com．



龙陵县和腾冲县的交界处，是连接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与龙陵小黑山云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

生境走廊带． 本次研究区域面积约 14． 3 km2 ( 24°
49'24″ ～ 24°51'47″N，98°45'34″ ～ 98°47'30″E) ，海

拔 1 400 ～ 2 400 m． 该区域位于高黎贡山南段，气候

为我国西部型季风气候的暖性湿润型，平均年气温

9 ～ 13 ℃，年降水量 1 700 ～ 2 900 mm，属湿润区，植

被主要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8 － 10］．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取食行为数据采集 采用焦点动物取样

法，发现目标动物后即不间断跟踪观察，直到失去

目标为止［11 － 12］． 2 人 1 组，1 人分别观察 1 只目标

动物． 2009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1 日分 3 组跟踪观

察了白眉长臂猿 1♀1♂ ( 成体) 的家群． 4 月 1 日

至 4 月 20 日调整为 1 组继续跟踪观察，另外 2 组

则调查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有效跟踪时间为 27 d，

累计有效观察时间 10 080 min． 2009 年 10 月 22 日

至 11 月 21 日，2 组人员跟踪观察同一家群的活

动． 有效跟踪时间为 18 d，累计观察 6 480 min． 2009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5 日 2 组人员同时转入调查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跟踪观察时记录的取食行为数据包括［7，12］: ①

取食树种和部位，并记录取食树的 GPS 位点;② 取

食持续时间;③ 食物单元;④ 取食速度．
1． 2． 2 活动区确定 跟踪观察时，采用瞬时扫描

法，间隔 30 min 记录 1 次白眉长臂猿活动所在的

GPS 位点． 采用 ArcGIS 9． 3 软件将活动区和研究

地绘制成 100 m × 100 m 的栅格［4］． 将记录的活动

位点落在栅格图上．
1． 2． 3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调查 我们自 2007 年

以来就一直跟踪观察白眉长臂猿的食性，所以调查

的食源植物包括 2007 ～ 2009 年每年的 3 ～ 5 月和

10 ～ 12 月取食过的所有种类． 采用样带法调查食

物资源可利用性，样带宽 50 m，其长度不限，样带

间的距离为 50 m，每条样线尽量保持平行，行走样

线时如障碍无法通过则绕行，然后再通过指北针校

正回到原行进路线． 样带区域内植被为灌丛林和草

甸时取消该区域的调查，直到调查区域覆盖整个研

究区为止． 行走样带遇到食物种类时，收集的因子

包括每种食源植物的棵数 ( N) ，并记录其 GPS 位

点，每棵食源植物的高度 ( H) 和树冠底层距地面

高度或树冠最低食物处 ( h) ，树干距树冠边缘的平

均水平距离 ( R) 和树干距树冠中最近可食果实或

嫩叶的平均水平距离 ( r) ，可食食物部分平均鲜重

( M) ，食物部位密度 ( p) ．
食源植物如为乔木，食物资源可利用性的收集

因子及数据测量参考 Miller ＆ Dietz［13］和张兴勇

等［6］． 由于白眉长臂猿多活动于乔木的树冠层，基

本不利用树冠层以外的食物． 10 ～ 12 月白眉长臂

猿多取食藤本植物的果实或嫩叶． 因此，对于藤本

植物果和叶的测量也仅限于乔木树冠层． 因藤本植

物多附生于乔木，呈缠绕状，在乔木的树冠层内占

据一定空间和长有嫩叶、花和果实等． 藤本果实和

嫩叶的计算方法是将该藤本附生的乔木树冠层平

均分成上下 2 层，每层垂直平均分成 8 等份． 以等

分的树冠体积为参照，观察该藤本占了树冠层多大

的体积，接下来计算及测量方法均同于乔木．
1． 3 数据处理

1． 3． 1 取食 每个栅格内取食量 ( feeing amount
in each grid，Uf ) ( g /hm2 ) :

Uf = Fai f /S + Fai m /S，

式中: S 为每个栅格的面积; Fai f为 1 个栅格内雌猿

的取食量; Fai m 为 1 个栅格内雄猿的取食量; 1 个栅

格内雌雄猿的取食量 ( feeding amount in each grid
by an mated female or mated male gibbon，Fai ) ( g)

参照 Hanya［12］ 和吴建普等［7］的取食量计算公式改

进为:

Fai = ∑
n

i = 1
B fi × Sfi × Wui，

式中: B fi 为雌雄猿在 1 个栅格内取食第 i 种食物单

元的时间消耗 ( feeding time for food unit i in each
grid by a mated female or male gibbon) ( min) ． Sfi

为食物单元 i 的取食速度 ( feeding speed for food
unit i) ( 次 /min) ; Wui 为食物单元 i 的鲜重 ( fresh
weight of food unit for food i) ( g / 次) ．
1． 3． 2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每一栅格内食物资源

可利用性 ( food resource availability in each grid，

Af ) ( kg /hm2 ) :

Af = ∑
n

i = 1
NiMiAi /( )1000 /S ，

式中: Ni 为食源植物 i的棵数; Mi 为食物部分 i的平

均鲜重( g) ，果实或嫩叶 Mi = M'i /50，果汁 Mi =
( M'i － M″i ) /50，其中M'i 为50 个样品 i的鲜重，M″i
为50 个样品 i的干重; Ai 为果实或嫩叶 i 的数量; 参

照 Miller ＆ Dietz［13］的计算方法，利用椭球体积公

式估算每棵树树冠和树干部分的体积，果实或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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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的具体公式为:

A = vp ，

式中: p 为食物部位密度，计算果、叶的密度值时参

考 Miller ＆ Dietz［13］和张兴勇等［6］． 当果实、嫩叶平

均直径或长度大于 1 cm 时，估算 0． 5 m × 0． 5 m ×
0． 5 m =0． 125 m3 的体积内果实或嫩叶的数量; 当

果实、嫩叶平均直径或长度小于 1 cm 时，估算 0． 2
m ×0． 2 m × 0． 2 m = 0． 008 m3 的体积内果实或嫩

叶的数量． v 为含果实或嫩叶部分的体积，计算公

式为

v = 4 /3πR2 ( H － h) － 4 /3πr2 ( H － h) ，

其中 4 /3πR2 ( H － h) 为每棵树树冠的体积，4 /3πr2

( H － h) 为没有树果或其它食物部分的体积．
利用 ArcGIS 9． 3 软件计算并显示每个栅格内

的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 kg /hm2 ) 和取食 ( g /hm2 ) ．
采用独立样本 t － 检验活动区栅格与邻近栅格内食

物资源可利用性数据的差异． 采用 Pearson 相关系

数分析相同时间段内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与取食的

相关性． 数据分析处理均用 SPSS 16． 0．

2 结 果

2． 1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2． 1． 1 可利用食物及其资源量 白眉长臂猿 3 ～
4 月和 10 ～ 12 月取食的食源植物共 44 种，其中有

4 种利用多部位，有 7 种在 2 个时间段均利用 ( 表

1) ． 3 ～ 4 月总食物资源可利用量为46 315． 703 kg，

果实食物资源可利用量为 28 716． 279 kg; 10 ～ 12
月总食物资源可利用量为 23 770． 003 kg，果实食物

资源可利用量为 16 410． 181 kg．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明，3 ～ 4 月每种食物的资源可利用量与其取食量

显著相关 ( rp = 0． 695，P = 0． 000，n = 23 ) ，每种果

实食物的资源可利用量与其取食量也显著相关

( rp = 0． 738，P = 0． 094，n = 6) ; 10 ～ 12 月每种食物

的资源可利用量与其取食量 呈 微 弱 相 关 ( rp =
0． 194，P = 0． 296，n = 31) ，每种果实食物的资源可

利用量与其取食量也呈微弱相关 ( rp = 0． 143，P =
0． 611，n = 15) ．
2． 1． 2 总食物资源及果实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3 ～ 4月总食物资源及果实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均较

10 ～ 12 月的高，且资源分布也较集中; 2 个时间段

的活动区域多与总食物资源及果实食物资源可利

用性分布高的区域重叠，海拔 1 800 m 以下少有或

基本无可利用性食物资源 ( 图 1，2) ．

表 1 2009 年 3 ～ 4 月和 10 ～ 12 月白眉长臂猿取食量及可利用食物资源

Tab． 1 Feeding amount and available food resource of Hoolock gibbon in Mar to Apr and Oct to Dec，2009

序号 食物种名
月份 觅食部位

3 ～ 4 月 10 ～ 12 月 嫩叶 果实 茎 花

食物资源

可利用量 /kg
取食

量 /kg

1 华南蓝果树 Nyssa javanica + + 6 753． 009 2． 556

+ + 1． 410 0． 132

2 梨果寄生 Scurrula philippensis + + 342． 549 0． 405

3 星毛鹅掌柴 Scueflera minutistellata + + 16 142． 548 2． 178

4 羊奶果 Elaeagnus viridis + + 0． 058 0． 000

5 硬斗石栎 Lithocarpus grandifolius + + 1 397． 948 0． 063

6 印度木荷 Schima khasiana + + 12 000． 758 0． 120

+ + 1 132． 207 0． 765

7 红梗楠 Phoebe rufescens + + 1 322． 843 0． 000

8 丝线吊芙蓉 Rhododendron moulmainense + + 332． 504 0． 000

+ + 332． 504 0． 000

9 薄叶山矾 Symplocos anomala + + 92． 592 0． 009

10 大花云南桤叶 Clethra delavayi + + 257． 299 0． 000

11 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 + + 1 429． 887 0． 000

12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 + 1 232． 187 0． 000

13 毛果黄肉楠 Actinodaphne trichocarpa + + 0． 152 0． 000

(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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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序号 食物种名
月份 觅食部位

3 ～ 4 月 10 ～ 12 月 嫩叶 果实 茎 花

食物资源

可利用量 /kg
取食

量 /kg

14 毛柄槭 Acer pubipetiolatam + + 13． 802 0． 000

15 大籽山香圆 Turpinia macrosperma + + 58． 359 0． 017

16 缅甸木莲 Maglietia haokeri + + 491． 661 0． 000

17 珍珠莲 Ficus surmentosa + + 0． 593 0． 000

+ + 0． 000 0． 000

18 爬树龙 Rhaphidophera decursiva + + 2 200． 808 0． 160

+ + 82． 600 0． 000

+ + 2 200． 808 0． 010

19 柃木 Eurya japonica + + 1 316． 493 0． 340

20 川滇蔷薇 Rose soulieana + + 13． 813 0． 000

21 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 + + 1． 346 0． 000

22 合蕊五味子 Schisandra propinqua + + 25． 152 4． 541

23 岩爬藤 Tetrasigma Planch + + 1 251． 197 11． 625

24 滇新樟 Neocinnanomum merr + + 1 973． 519 0． 000

+ + 1 973． 519 0． 000

25 多变石砾 Lihocarpus various + + 28． 938 0． 000

26 木姜子 Litsea pungens + + 653． 408 0． 000

27 丛生树萝卜 Agapetes spissa + + 969． 054 0． 021

28 飞蛾槭 Acer oblongum + + 791． 686 0． 000

29 多花酸藤子 Embelia fioribunda + + 6． 315 0． 126

30 长梗润楠 Machilus． longipedicellata + + 35． 168 0． 097

31 盘叶忍冬 Lonicera tragophylla + + 303． 494 0． 335

32 栾树 Koelrenteria paniculata + + 0． 121 0． 000

33 八月瓜 Akebia trifoliata + + 2． 547 0． 910

34 长蕊木兰 Alcinandra cathcartii + + 2 677． 911 0． 000

35 针齿铁子 Myrsine semiserrata + + 2． 400 0． 000

+ + 147． 766 0． 237

36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 + 246． 253 0． 000

37 红果冬青 Ilex purpurea + + 126． 801 1． 040

38 短刺栲 Castanopsis longispica + + 9 311． 913 2． 578

39 暗绿杜茎山 Maesa japonica + + 305． 968 0． 000

40 匍匐酸藤子 Embelia procumbens + + 40． 851 0． 000

+ + 40． 851 0． 027

41 细茎石斛 Dendrobium moniliforme + + 6． 500 0． 000

+ + 5． 742 0． 403

42 香面叶 Lindera caudate + + 4． 147 0． 053

43 山橙属 Melodinus + + 2． 423 0． 122

44 未鉴定出的 1 个种类 + + 1． 324 0． 140

合计 23 31 28 21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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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活动区内、外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差异 t －
检验结果表明，3 ～ 4 月活动区内 ( 751． 490 kg ±
134． 988 kg) 、外 ( 498． 941 kg ± 217． 558 kg) 栅格间

的总食物资源可利用性数据差异性不显著 ( p =
0． 859，n = 22 ) ; 活动区内 ( 566． 054 kg ± 95． 364
kg) 、外 ( 421． 790 kg ± 170． 761 kg) 栅格间的果实

食物 资 源 可 利 用 性 数 据 差 异 性 也 不 显 著 ( p =
0． 883，n = 22) ． 10 ～ 12 月活动区内 ( 200． 388 kg ±
39． 882 kg) 、外 ( 76． 549 kg ± 16． 668 kg) 栅格间的

总食物资源可利用性数据差异性显著 ( p = 0． 015，

n = 42) ; 活动区内 ( 177． 800 kg ± 35． 807 kg) 、外

( 77． 610 kg ± 17． 352 kg) 栅格间的果实食物资源可

利用性数据差异性也显著 ( p = 0． 025，n = 41) ．
2． 2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与取食的关系

2． 2． 1 取食 在两时间段，白眉长臂猿均倾向选

择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的区域取食，但取食区域存

在变化，10 ～ 12 月的取食区域大于 3 ～ 4 月的． 取

食量高的区域在不同时间段虽有重叠，但重叠区域

较少 ( 图 3) ．
2． 2． 2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与取食的相关性 相关

性分析结果表明，3 ～ 4 月的食物资源可利用量与

对应栅格内取食量呈显著相关 ( rp = 0． 505，P = 0．
046，n = 16) ，而 10 ～ 12 月的呈微弱相关 ( rp = 0．
051，P = 0． 816，n = 23) ． 3 ～ 4 月的果实食物资源可

利用量与应栅格内的取食量呈低度相关 ( rp = 0．
365，P = 0． 165，n = 16 ) ，而 10 ～ 12 月的呈微弱相

关 ( rp = － 0． 026，P = 0． 908，n = 23) ．

3 讨 论

3． 1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的不均衡分布 白眉长臂

猿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呈不均衡分布． 在不同时间

段，白眉长臂猿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的区域集中在

一定栅格，且多分布在海拔 2 000 ～ 2 200 m，海拔

1 800 m以下少有或无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食物资

源可利用性的不均衡分布，使得白眉长臂猿能够最

大化利用栖息地内的食物资源可利用性，节省了搜

寻和处理食物的所需时间和能量． 有研究表明，黑

长臂猿 ( Hylobates concolor) 唯一的生活场所是由

乔木和木质藤本组成的树冠层，且该树冠层为之提

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14］． 食源植物的自然分布状

况使得白眉长臂猿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呈不均衡分

布．

图 3 白眉长臂猿取食栅格内的取食量( A 和 B 分别为 2009 年 3 ～ 4 月和 10 ～ 12 月的取食栅格及取食量)

Fig． 3 Feeding amount in the grid for Hoolock gibbon
( A ＆ B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feeding amount in grid from Mar to Apr and Oct to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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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与活动区选择 白眉长臂

猿活动区选择在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的连接区域．
因在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的连接区域内活动既能

获得充足的食物，又可减少搜寻食物所需的时间和

能量． 这反映了它的重要取食策略． 非人灵长类家

域选择多受食物资源分布的影响［2，4］． 食物资源可

利用性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动物搜寻和处理食

物的所需时间和能量不同［1］，且非人灵长类食性

多具有明显的时间变化［4，7］． 所以，影响白眉长臂

猿活动区域选择的主要因素是食物资源可利用性

分布的时间变化． 这一点在同类研究中有类似的结

果，如褐捲尾猴 ( Cebus apella) 家域选择围绕果实

资源丰富的区域［2］． 坚果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分布

的年间变化致使日本短尾猴 ( Macaca fuscata) 秋

季家域行为产生灵活变化［4］．
3． 3 取食与食物资源可利用性的适应 随季节变

化，白眉长臂猿取食与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呈适应关

系． 食物资源可利用量与对应栅格内取食量的相关

程度，说明白眉长臂猿能充分利用栖息环境中的可

利用性食物资源，减少因过多移动搜寻食物消耗的

时间和能量，从而获得最大的能量收益． 有研究表

明，白头叶猴 ( Presbytis leucocephalus) 食源植物的

自然分布格局影响其采食活动［15］． 3 ～ 4 月白眉长

臂猿取食栅格内的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于 10 ～ 12
月的，而取食栅格面积小于 10 ～ 12 月． 事实表明，

在食物资源可利用性高的季节选择小区域取食; 在

食物资源可利用性低的季节则在较大范围取食． 这

反映了随季节变化，白眉长臂猿取食与食物资源可

利用性呈相应的适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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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and food resource availability of Hoolock Gibbon
( Hoolock hoolock) at Nankang，Mt． Gaoligong in spring and autumn

WU Jian-pu1，ZHOU Wei1，LUO Hong2，DENG Zhong-jian1，LI Jia-hong3，AI Huai-sen3

( 1． Key Laboratory of Forest Disaster Warning and Control in Yunnan，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

2．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China;

3． Baoshan Administration，Gaoligongshan Natural Reserve，Baoshan 678000，China)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adaptation between feeding and food resources availability of Hoolock gibbon
( Hoolock hoolock) by season changes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resources availability and home
range，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at Nankang，Mt． Gaoligong from March to April and October to December
in 2009． The food resources availability was surveyed by the line transect method，the feeding behavior was recor-
ded by the focal animal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home range was recorded by the scanning samples method． The
food resources availability and feeding amount in the grid were calculated and displayed by ArcGIS 9． 3．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food resources and fruit food resources of Hoolock gibbon were correlated with
feeding amount at Nankang from March to April and October to December． The availability of total food resources
and fruit food resources was higher and also the distribution was more concentrated in March to April than Octo-
ber to December，and there was just a little or even no food resources under 1 800 m． The home range of Hoolock
gibbon overlapped the areas with higher availability of total food resources and fruit food resources during the two
periods． The total food resources and fruit food resources availabilit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home range made no
difference from March to April，but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t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Hoolock gibbon tended to
feed in the region with high food resource availability in the two periods． However，the feeding areas changed by
seasons and the area from Oct to Dec was larger than from Mar to Apr． The feeding regions partly overlapped dur-
ing different seasons． Total available food resources amount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feeding amount in
the grid from Mar to Apr but weakly correlated from Oct to Dec． The fac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re-
sources of Hoolock gibbon was not uniform at Nankang． The food resources availability affected the choice of the
home range of Hoolock gibbon． The feeding of Hoolock gibbon adapted to food availability by seasons．

Key words: Hoolock gibbon; food availability; feeding; home range; Mt． Gaoli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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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714 页)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Vitis bryoniaeglia Beg from Xishan mountain in Kunming
were investigated，the genetic diversities based on the RAPD markers were studied in 5 groups of Vitis bryoniaego-
lia Bg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68 diversified loci in total 71 DNA bands were amplified by using 5 random
primers． At species level，the percentage of polymorphic bands ( PPB) ，Nei＇s gene diversity ( H) and the Shan-
non's information index ( Hsp ) were 95． 77%，0． 344 2 and 0． 510 0，respectively． While at groups level ，the av-
erage PPB was 60． 85 % ( varied from 35． 21 %—84． 51% ) ． The average H and Ho were 0． 223 4 and 0． 330 5，

respectively． The coefficient of genes differentiation among groups ( Gst ) based on Nei's genetic distance was 0．
326 9，which implied that the gene variation was originated mainly within the groups ( 77． 31% ) other than a-
mong ( 32． 69% ) the groups． Genetic identity ( I) of the 5 groups was varied from 0． 717 1 to 0． 948 9． The geo-
graphical distanc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ith the genetic distance based by the Mantel analysis as r = 0． 981，

P = 0． 019 ＜ 0． 05．
Key words: wild grape resources; Vitis bryoniaegolia; 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sm DNA ( RAPD) ; genet-

ic divers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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