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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粉蝶的区系及其生态分布的研究
‘

陈佩珍 顾茂彬

摘要 1 9 8 9 一 1 9 9 1 年
,

在海南岛收集到粉蝶 35 种
,

加上文献记载的 2 种共 37 种
,

它们隶属于

13 个属
,

大多是典型的东洋区种类 (占 67
.

57 % )
。

这些粉蝶多分布于植物种类较丰富的热带山地雨

林
、

热带常绿季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中
。

在热带山地雨林中收集到粉蝶 31 种
,

占总 种数的

8 3
.

7 8 %
。

亚洲热带区域的特有种有 10 种
,

热带山地雨林中就有 9 种分布
。

每年 4 ~ 6 月为多数粉蝶

的盛发期
.

关键词 粉蝶
、

区 系
、

生态分布

粉蝶科 (Pie r id a e )属鳞翅 目(L e p id o p t e r a )
。

1 9 6 0 年白水隆川报道了台湾粉蝶 3 3 种
,

楚南

仁博 (1 9 3 8 年 )报道 了海南粉 蝶 30 种
,

其 中 (Ca
toP sil ia P o m on a

Fa b
.

)因形态 不 同误 记为

(Ca toP
s ilia 户

o m o n a F a b
·

)与 (C a t吵
s ilia ero e a la C r a rr ; e r )两个 种

,

实际为 2 9 种
。

1 9 8 9 ~ 1 9 9 1

年
,

作者在海南岛收集到粉蝶 35 种
,

加上文献中 记载的 2 种共 37 种
〔2 一“」,

其中 1 种为新亚种
,

4 种为中国分布新记录
,

并对这些粉蝶的种类组成
、

生态分布
、

优势种群以及盛发时间等作了

调查研究
,

其结果可 为粉蝶的区系研究
、

资源保护与利 用
、

有害蝶类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自然条件与研 究方法

海南岛位于我国南部的南海 上
,

面积约 33 6 0 0 km
Z 。

地势以中部高 山为核心
,

向四周外围

逐级递降
,

由山地
、

丘陵
、

台地
、

平原组成
。

全岛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植物繁茂
,

物种丰富
。

蝶类的采集工作在全岛范围内按热带半落 叶季雨林
、

热带常绿季雨林
、

热带 山地雨林 (含

热带沟谷雨林 )和山顶苔鲜矮林四种主要植被类型进行
。

其中以尖峰岭
、

吊罗山
、

坝王岭和五指

山的热带 山地雨林为采集重点
。

采集时记载每种蝴蝶的采集地点
、

时间
、

植被类型
。

2 种类与生态分布

海南岛的粉蝶共收集到 3 7 种 (表 1 )
,

是东洋界华南区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

其生态分

布为
:

热带半落 叶季雨林 中有 24 种
,

占海南岛粉蝶种数 的 6 4
.

8 % ; 热带常绿季雨林 中有 27

种
,

占其种数的 72
.

97 % ; 热带山地雨林 中有 31 种
,

占其种数的 83
.

78 %
,

山顶苔鲜 矮林中有

17 种
,

占其种数的 4 5
.

95 % (表 2 )
。

全岛亚洲热带 区域的特有种有兰姬尖粉蝶
、

联眉尖粉蝶
、

眉

纹尖粉蝶
、

利比尖粉蝶
、

黑脉圆翅粉蝶
、

奥占斑粉蝶
、

么妹黄粉蝶
、

一点黄粉蝶
、

细纹黄粉蝶
、

纤

1 9 91 一05 一21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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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粉蝶
、

红肩锯黄粉蝶共 n 种 (表 1 )
,

其中热带山地雨林中就分布有 10 个种
。

另外
,

新亚种么

妹黄粉蝶周氏亚种
,

中国分布新记录种 (一点黄粉蝶
、

细斑黄粉蝶
、

眉纹尖粉蝶
、

联眉尖粉蝶 )均

在热带山地雨林中有分布
。

证明热带山地雨林中生物资源最为丰富
。

表 1 海南岛粉蛛的种类 与生态分布

生态分布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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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迁粉探 Ca t妙‘zia 刀盯心u 。 (Fa b r ie i u s )

迁粉探指名亚神 Ca t
叻‘lia 户0 . , a 户, , a

凡 b r ie iu s

梨花迁粉蛛海南亚种 ca toP 粼ia 之盯翻 t触 ch 厂y匀 . 3 D rur y

隔黄迁粉探 ca toP 对lia s

cyl la L.

植斑粉葬指名亚种 众rc a : 。rh ae lli , 叮h配111 H oe ve n

么妹黄粉蛛周氏亚种 应re 二
。

da
‘h、 1 G u

一点黄粉蛛 E u re m a a li tha Fe ld e r

安迪黄粉娜 E u re ma
a ”己行压。, 1 M o o r e

雍黄粉蛛海南亚种 E “。二 a 况a , da hyl
a m a Co rbe r e r Pe n d le b u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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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d eco ra ra M o o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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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 a
加痴

a ha i 二a 二 a F r u hs t .

橙粉裸海南亚种 I~
s 六尸翻。 人a io a o F r u h s t .

红腋斑粉裸指名亚种 Dc lia : a e a li , a ca li : ( G 司
a r t )

奥古斑粉蛛指名亚种 及lia s a g e 以 i , a a g e 3 ti” a (H e w it s o n )

优越斑粉娜海南亚种 及lia : 石少户a

rete ‘八, Fr uh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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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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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展尖粉操海南亚种 月妙ia : 认d ra m o a
耐、 Fr uh : t.

利 比尖粉裸海南亚种 月妙i a s 11勿t触a 10 1, 11 S w in hoe

兰姬尖粉探 助户i
a s la la 群 za g o lo 诚

s ( C r o w k y )

灵奇尖粉裸海南亚种 月妙ia :

加
c

ida el , , ~ ( Bo isd uv al )

红翅尖粉操海南亚种 月妙ia : ,

ero ha i、
, e,1 “, Fr uh st.

眉纹尖粉裸 月妙i a s

Pa
, d io , e P入配加 F e lde r

宝玲尖粉裸海南亚种 月妙i a s p o u zi n a
而ra 由 F e 一d e r

联眉尖粉裸 月户户必 s re nt ed io sc hrod
e : e t T r e a d aw a y

红肩锯粉裸海南亚种 P r
介脚 e
市

。le m a , r人e e uC 女。
二r
瓜 F r u hs t .

锯粉操海南亚种 p 石 , ~
才从仰之is ha i、

。 , si , F ruh st.

青园粉蛛海南亚种 Q 户ora
o a 己i二 a

加 io a , :

~ i : (F r u h s t .

)

黑脉园粉操指名亚种 。户
。。 。南sa 。厅ss a Fa br ici us

东方菜粉蛛 尸介“, ‘
朋id ia c o r d id a B ut ler

菜粉探 p洲
, ra 户a 。 L

.

纤粉操指名亚种 众户
ros ia ” i , a , i , a F a b r ie i u s

鹤顶粉探指名亚种 月亡加恻
a g la uc iPP

, g la uc ‘PP
, L.

青粉抓海南亚种 P a

reroo
la o a le南 加 ‘, a n e , 5 1: F r u h s r .

¹
“A ”

为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B ”

为热带常绿季雨林
; “C ”

为热带山地雨林
; “ D ”

为热带山顶苔辞矮林
. “+ ”

示致t 少 .

“

什
”

示数量中等
, “拼

”

示数量较多
. “姗

”

示优势种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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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植被类型中粉蝶分布的种数
属属 名 种 数

耀羔嘿黔纂寡纂黑黑⋯
属

一
”

戳暮鬃 粼 粼裘裘
CCCa

r
oP

s沼a 4 3 4 3 111
一

⋯势
一ris : { { {

222

ZZZ抽r c 口 5 1 1 111 } 合 计 3 7 2 4 2 7 3 1 1777

EEE u 理斑 a 8 7 7 6 22222

GGG
口 n d a e a 1 1 1 1 11111

IIIx J口 5 1 1 1 1 11111

刀刀毋lia s 4 4 22222

月月妙 ia s 9 4 5 7 66666

表 3 海南岛粉蝶的盛发月份 (1 9 8 9 ~ 1 9 9 1 年 )

一飞尸几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泣二
1 2 3 4 5 6 7 8 9 ] 0 1 1 1 2

△△△△△△△△

△△△△△△△△

△△

△△△

△△△△△△△△△△△△

△△△

△△△

△△△△

△△△△

△△△△△

△△△△△

△△△△

花神迁粉蝶

迁粉操指名亚种

梨花迁粉媒海南亚种

隔黄迁粉蝶

植斑粉蝶指名亚种

么妹黄粉蝶周 氏亚种

一 点黄粉蝶

安迪黄粉蝶

萦黄粉蝶海南亚种

无标黄粉蝶海南 亚种

细斑黄粉蝶

尖角黄粉蝶

宽边黄粉蝶海南亚种

纤黄粉蝶海南亚种

橙粉蝶海南亚种

红腋斑粉蝶指名亚种

奥古斑粉蝶指名亚种

优越斑粉蝶海南亚种

报喜斑粉蝶指名亚种
白翅尖粉蝶海南亚种

雷 震尖粉蝶海南亚种

利比尖粉蝶海南亚种

兰姬尖粉蝶

灵奇尖粉蝶海南亚种

红翅尖粉嗓海南亚种

眉纹尖粉蝶

宝玲尖粉媒海南亚种

联眉尖粉蝶

红肩锯粉裸海南亚种

锯粉媒海南亚种

青园粉蝶海南亚种

黑脉园粉操指名亚种

东方菜粉媒

菜粉蝶

纤粉蝶指名亚种

鹤顶粉蝶指名亚种

青粉蝶海南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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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午 9 ~ n 时
,

以个体遇见率大于或等于 2 只 /h 者为优势种群
,

据统计属优势种群

的有迁粉蝶
、

隔黄迁粉蝶
、

葵黄粉蝶
、

无标黄粉蝶
、

尖角黄粉蝶
、

宽边黄粉蝶
、

橙粉蝶
、

利比尖粉

蝶
、

灵奇尖粉蝶
、

青粉蝶 10 种 (表 1 )
。

其中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中有迁粉蝶等 9 种
,

而热带山地

雨林中优势种群只有灵奇尖粉蝶 1 种
,

这与热带山地雨林中植物种类繁多而优势种群不明显

这一特点相吻合
。

粉蝶在海南岛全年发生
、

世代重叠
,

以 4 一 6 月为盛发高峰期
,

出现种类有尖角黄粉蝶
、

雷

震尖粉蝶等 30 种 (表 3)
,

占海南岛粉蝶种数的 8 1
.

1 %
。

8 ~ 10 月由于降雨太多及台风的影响
,

虫 口数量普遍减少
。

3 区系组成及其特点

海南岛粉蝶隶属 于 13 个属 37 种
,

大多是典型的东洋区种
。

其中仅分布在东洋区的有花神

迁粉蝶
、

檀斑粉蝶
、

么妹黄粉蝶
、

一点黄粉蝶
、

安迪黄粉蝶
、

细斑黄粉蝶
、

纤黄粉蝶
、

橙粉蝶
、

红腋

斑粉蝶
、

奥古斑粉蝶
、

优越斑粉蝶
、

报喜斑粉蝶
、

雷振尖粉蝶
、

利 比尖粉蝶
、

兰姬尖粉蝶
、

灵奇尖

粉蝶
、

红翅尖粉蝶
、

眉纹尖粉蝶
、

联眉尖粉蝶
、

红肩锯粉蝶
、

锯粉蝶
、

纤粉蝶
、

青园粉蝶
、

鹤顶粉

蝶
、

青粉蝶共 25 种
,

占海南岛粉蝶种数 67
.

57 % ;
分布到古北 区的有东方粉蝶 1 种

,

占 2
.

7写 ;

跨区系分布的有迁粉蝶
、

梨花迁粉蝶
、

隔黄迁粉蝶
、

萦黄粉蝶
、

无标黄粉蝶
、

尖角黄粉蝶
、

宽边黄

粉蝶
、

白翅尖粉蝶
、

宝玲尖粉蝶
、

黑脉园粉蝶
、

菜粉蝶共 n 种
,

占 29
.

73 % (表 4 )
。

表 4 海南岛粉蛛的区系组成

区 系 组 成

属 名

Ca
t
oP 对lia

D ‘rc a s

E u r e
m 口

G a ”以口 c a

了了 ia s

D e lia
s

月妙 ia s

尸
r
zo neT is

袅户
o ra

尸抢八‘

八沪t o s勿

月亡翻
〕
m of a

尸a r e ro
, .必

合 计

各区系组成百分比(% )

东 洋 种
(种数 )

分布到古北区的种
(种数 )

跨区系分布的种
(种数 )

6 7
.

5 7 2 9
.

7 3

根据动物地理区划
,

东洋区包括印度亚 区
、

缅甸中国亚区
、

粪他亚区
、

菲律宾亚区和苏拉威

西亚区
,

东洋区在我国再分华南
、

西南和华中三 区
。

海南岛原与大陆相连
,

到第四世纪时由于地

壳下陷形成琼州海峡才与大陆分离
,

因此海南岛的粉蝶与同属东洋区的广东粉蝶相似百分率

较高
,

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

而与属古北区的陕西粉蝶相似百分率较低 (表 5 )
。

海南岛

位于世界三大热带区之一的印尼一马来热带区的北缘
,

与亚洲热带区的泰国
、

马来西亚粉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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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百分率高达 “
.

67 %和 74
.

10 写
,

说明海南岛粉蝶主要来源于粪他亚区
,

其次是缅甸中国

亚区俩地相似百分率一臀漂黔器舜碧
)
。

表 5 海南岛粉蛛与其它地区粉蛛的相似百分率

地 区名

海南岛

粉葬种数
与海南岛

相同的种数

与海南岛相似

百分率 (% )

4 粉蝶与林业 的关系

在海南岛取食林木叶子并造成灾害的粉

蝶有迁粉蝶〔, ] [寄主有铁刀木 (Ca
ss ia s ia m e a

L a m
.

)
、

腊肠树 (Ca
s s ia fi 习气la L in n

.

)等 ]
、

萦黄粉蝶 [寄主有顶果木 (A ‘

roc
a
rP us fr

a x
-

in ifo liu s W ig ht v a r
.

g u a n g x ie n sis X
.

L
.

M o

e t Y
.

W e i)
、

白格 (A lb iz t.a Proc era (W illd
.

)

B e nt h
.

)等〕
、

报喜斑粉蝶〔寄主有檀木(S an
-

ta zu m a zbu m L in n
.

) ]
、

隔黄迁粉蝶〔寄主有

90连
压n6污了00�子0110,JQ�,9

1.1�b
1.1

..

⋯⋯
�bt了
.,五门了,曰d
压.卜.任,1gOd

‘亡口�b一b�b月了510182025192730

372517503224444144

西建南湾度东国陕福云台广泰印

马来西亚

木豆 (山户
n us 刀a v us D o

.

)等〕
。

其它粉蝶除菜粉蝶是十字花科蔬菜上的大害虫外
,

它们虽然都

取食于木本
、

草本或藤本植物
,

到 目前为止未见造成灾害
,

尤其是在天然林内
,

所以它们还称不

上是害虫
; 另外

,

粉蝶有访花
、

取食花蜜的习性
,

因而能传播花粉
,

在生态平衡中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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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8

.

3 7 ~ 6 0.

陈维寿
.

台湾的蝴操
.

台北
:

丰年社
,

1 9 7 7
.

4 5 ~ 57
·

Be
r n a r d D A b e r a

.

B u tt e r flie s o f t h e o r ie n t al R e g io n
.

M e lb o u r n e :
H ill H o u s e ,

1 9 8 2
.

12 2 ~ 18 8
.

顾茂彬
.

铁刀木粉裸的生物学 与防治
.

昆虫学报
,

19 83
,

26( 2 )
:

17 2 ~ 17 8.

A S t u d y o n th e F a u n a a n d E e o lo g i e D is t r ib u t i o n

o f W h it e in H a in a n I s la ll d

C h e n 尸 e i z h e n G u Md o 沉n

A b s t r a e t H a in a n Is la n d 15 s it u a t e d in t h e s o u t hw e s t o f G u a n g d o n g P r o v in e e , a n d t he

n o r th o f S o u t h Se a ( 1 8
0

0 9 ‘~ 2 9
0

1 1 ‘ N a n d 10 8
0

3 7 ,

~ 1 1 1
“

0 4 ,
E )

.

lt is t he s e e o n d b ig ls la n d o f

a b o u t 3 3 6 0 0 s q u a r e k ilo m e t r e s a n d la r g e s t tr o p ie a l d is t r i e t in C h in a
.

In t he I s la n d t he re a re

s e v e r a l fo r e s t v e g e ta t io n ty p e s , a b u n d a n t fa u n a a n d m a n y p la n t s p e e i e s
.

T h e r e a r e 3 7 s p e e i e s

o f w hi t e in H a in a n I s la n d
, o f w hi e h 3 5 s Pe c ie s h a v e b e e n e o lle e te d b y u s a n d t he o t h e r Z

s p e e ie s a r e e s rim a t e d fro m o t h e r P u b li e a tio n s
.

T he 3 7 s p e e ie s c o m e fr o m 1 3 g e n e r a .

M a n y o f

t h e m a r e ty p i e a l s p e c ie s o f O r i e n t R e g io n
.

6 7
.

5 7 p e r e e n t o f t h e w h it e a re d is t r ib u t e d in O 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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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t R e g io n
.

M o s t o f the w h it e s p e e ie s a r e d is tr ib u te d in t r o p ie a l s em i
一

d e e id u o u s m o n s o o n

fo r e s t
,

t r o p ie a l e v e r g r e e n m o n s o o n fo r e s t a n d t r o p ie a l m o u n t a in r a in fo r e s t
.

In tr o p ie a l

m o u n t a in r a in fo r e s t
, s p e e ie s o f liv in g b e in g s a r e a b u n d a n t

,

3 1 s p e e ie s o f w hit e ha v e b e e n

e o lle c t e d
, a e e o u n t in g fo r 8 3

.

7 8 % o f t h e to t a l
.

1 0 s p e e ie s o f the m a r e p e e u lia r s p e e ie s in

A s ia n t r o p ie a l d is t r ie t
,

9 s p e e ie s o f th e m a r e d is tr ib u te d in t r o p ie a l m o u n t a in r a in fo r e s t
.

T h e

to p m o s t a p p e a r a n e e p e r io d o f m a n y w h ite s p e e ie s a r e fo u n d in A p r il一 Ju n e e v e r y y e a r
.

K e y w o r d s w h it e
,

fa u n a , e e o lo g ie d is t r ibu t io n

Che n Pe i
z
h e n ,

A s s
i
s ta n t P r o fe s s o r

.

G u M
a o b in (T h e R e s e a r e h In s t itu re o f T r o p ie a l F o re s t r y ,

C AF

5 10 5 2 0 )
.

G u a n g z
h o u

《中国竹类植物图志 》一书出版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竹子情报中心
、

亚林所朱石麟
、

马乃训
、

傅愚毅等编著的《中国竹类植

物图志》一书
,

已 由中国林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

书号
:

IS B N 7一5 0 3 8一 1 3 1 9一9
。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

有不少品种为我国特有
,

本书共搜集我国竹类植物

39 个属 5 00 余种
,

对每个竹种的形态特征
、

分布及用途都进行 了翔实的描述
,

这是当前我国竹

种最齐全的一部专著
。

书中附有国产主要竹种的 31 个属
、

20 9 个种
、

50 个变种和变型 的彩色照

片 4 0 0 余幅
,

彩照以在竹种鉴别中有着特殊重要价值的竹笋为主
,

辅 以竹杆
、

竹 叶
、

林相
、

竹花

等
。

书后还附有各属形态特征简表
、

主要参考文献
、

中名及拉丁名索引
。

本书可供植物分类学
、

园林学科技人员和广大竹业工作者参考
。

本书为大 16 开本
,

精装
,

24 4 页
,

在香港
、

深圳制版印刷
,

中
、

英文版同时发行
。

中文版每本

150 元
,

英文版每本 50 美元 (均含邮资 )
,

欲购者请写 明您的邮政编码及详细地址
,

款到即寄

书
。

单位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地址
:

浙江省富阳市大桥路 42 号

邮政编码
: 3 2 2 4 0 0

联系人
:

马乃训
、

傅惫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