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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1995～1998年林业部重点项目“松毛虫应用价值研究及其对松毛虫的防治作用”和 1997～ 2000年云南省科

学基金项目的部分研究内容。

云南民族地区食用松毛虫的调查*

何剑中　张　荣　童　清　卢　南　牛建华

　　摘要　在云南省民族地区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即云南民间少数

民族, 如哈尼、傣、拉祜、佤族等具有悠久的食用松毛虫的历史。思茅地区共 10 个县(市) , 至少 8 个

县有人食用。其它地区(州)有临沧、景洪、玉溪等。据调查研究,这一传统与历史上的饥荒有关。最

早食用的民族可能是墨江县的哈尼族卡堕支系,至少可以追溯至清朝末年。松毛虫的民间传统知识

启示人们变害为利, 并把开发利用松毛虫作为综合治理的一种手段。

　　关键词　松毛虫　民族地区　开发利用　食品

　　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人们经常食用大量的昆虫,特别是生活在林区的民族视昆虫为美味

佳肴[ 1]。我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昆虫资源最早的国家。如今人们吃蝗虫、白蚁、蚂蚁、蜂蛹等是

很常见的事。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昆虫资源已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然而云南民间普

遍食用松毛虫( Dend rol imus spp. )这一传统习惯则是鲜为人知。

从 1994年至 1997年在云南 12个地区(州) 30个县(市)对民间食用松毛虫的情况进行了

调查。发现至少有 4个地区(州) 14个县的少数民族具有食用松毛虫的传统,在思茅和临沧地

区市场上有出售。现将调查结果整理如下,并探讨各民族食用松毛虫的历史、起源与现状及其

意义。

1　云南松毛虫基本状况

　　中国是世界上松毛虫种类最多的国家,共有 27种,目前全国年均受害面积约为 2 670 000

～3 330 000 hm
2[ 2]。而云南省是全国松毛虫种类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已知有 7种,年均受害面

积约 67 000～130 000 hm
2。以云南松毛虫( Dendrol imus houi Lajonquiere)和思茅松毛虫( D .

kikuchii Mats)为优势种, 其它 5 种依次为文山松毛虫( D . p unctatus w enshanensis T sai et

L iu) ,德昌松毛虫( D . punctatrs techangensis Tsai et L iu) , 高山松毛虫( D . angulata Gaede) ,丽

江松毛虫( D . r ex Lajonquiere)和双波松毛虫( D . monticola Lajonquiere)
[ 3]。

2　有食用松毛虫传统习惯的地区与分布

　　调查结果表明,云南食用松毛虫的地区(州)主要有思茅、临沧、玉溪、景洪等。其中思茅地

区最为普遍。在调查的 8个县(市)中食用松毛虫蛹和蛾的民族有哈尼、彝、傣、拉祜、佤和布朗



族等。图 1为云南民间食用松毛虫的地区与民族分布示意。

图 1　云南民间食用松毛虫的地区与民族分布示意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云南的重点林区之一,地处南亚热带。其它民族有彝、傣、拉祜族等。

以云南松毛虫和思茅松毛虫为主, 年均发生面积约 2 000 hm
2 ,历史上最高为 38 000 hm

2。18

个乡中有 11个乡发生松毛虫。该县的哈尼族特别喜吃松毛虫蛹, 有6个乡这一现象特别普遍。

如新扶乡人口约 30 000人,哈尼族占有 79% ,该乡的 10个村都有人食用蛹, 有些村(如车河村

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吃,也就是说,除哈尼族外, 其它民族(包括汉族)也有人嗜好。还有部分群

众把蛹拿到集市上出售。据统计墨江县食用松毛虫的人数达 5万余人。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松毛虫的重灾区之一, 云南松毛虫占 80%左右,思茅松毛

虫占 20% , 70年代末期连续 4 a 受灾面积达百万亩以上。该县的少数民族对松毛虫的喜好程

度不如墨江的哈尼族, 但却拥有最多的食用松毛虫的人口。最典型的乡为民乐乡和永平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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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有威远镇、钟山乡、小景谷等。民乐乡共有22 348人,傣族、彝族、哈尼族约占 47% ,其它民

族为拉祜、哈尼族等。全乡百分之八十的人均有吃虫蛹的习惯。20 a前就有人在集市上出售。

思茅地区除以上提到的两县以外,其它有此传统的县为:镇源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和

思茅市。临沧地区有临沧县和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玉溪地区有元江哈尼族、

彝族、傣族自治县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西双版纳州有景洪市大渡岗乡等。据现有资料估

计,云南省民间食用松毛虫的总人数达 20万之众, 涉及到的少数民族有 6个,即哈尼、傣、彝、

拉祜、佤和布朗族。

3　民间食用松毛虫的方法和其它利用

3. 1　食用方法

不同地区、不同的民族食用松毛虫的方法各有所不同,现归纳如下:

首先是茧蛹的处理方法,一种是直接把茧蛹放到微火上或碳灰中烧烤,直到茧壳被烧成灰

烬,蛹变成金黄色,然后拣出蛹略加漂洗加工即可食用。另一种方法是用剪刀直接从树枝上把

茧壳剪开,剥出活蛹,剪去尾毛, 再用食盐水漂洗数遍后进行烹调。加工方法又分为带蛹壳加工

和去蛹壳加工法。

带壳加工不太盛行,有以下几种:

( 1)油炸:把鲜蛹投入油中炸至金黄色,加入各种调料,或直接捞起蘸佐料吃;

( 2)火烤:把鲜蛹放在微火或火灰中烤至金黄色,再辅以各种佐料;

( 3)蒸吃:略用油炸或火烤至淡黄色,然后捣碎并加入葱、姜、盐、胡椒等调料蒸吃;

( 4)腌吃:用盐、辣椒面、酒等处理鲜蛹后,置于罐中密封,约 15～30 d 即可食用,腌蛹略带

酸味;

( 5)煮吃　把鲜蛹投入沸水中煮熟,捞起,加入调料即可食用。

去壳加工法比较普遍,先把鲜蛹投入沸水中略烫片刻捞起,用剪刀剪开几丁质的外壳, 取

出乳黄色的蛋白体。按以下几种方法烹调:

( 1)油炸:直接把蛋白体放入油锅中煎炸至金黄色,捞起即可享用;

( 2)炒吃:与不同的蔬菜烩炒,如配小瓜、韭菜等;

( 3)蒸吃:将去皮的蛹体捣碎单独蒸或掺入鸡蛋拌匀之后再蒸,据说此道菜味道鲜美,墨江

县的哈尼族人十分喜好。

除吃蛹之外,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吃老熟幼虫和飞蛾。如墨江县的哈尼族将老熟幼虫放入火

灰中烧去体壁上毛簇后,用竹片在水中刮洗体表,再除去内脏,洗净后剁碎加入麦面、鸡蛋等用

水调合,再用油煎成丸子作为一道上等佳肴
[ 4]
。景谷县的傣族和哈尼族把飞蛾去掉翅膀后, 用

火烤吃。

3. 2　其它方面的利用

除人吃之外, 松毛虫还被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1)作牲畜饲料:把整个鲜蛹或捣碎后加入饲料中喂鸡、猪等, 增重效果极明显;

( 2)普洱县的哈尼族用蛹作为诱饵捕杀老鼠;

( 3)景谷县民乐乡的傣族用飞蛾和鲜蛹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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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墨江县的哈尼族用蛹治疗关节炎和风湿病, 据说效果优于松节油。

4　食用松毛虫的历史起源与现状特征

　　松毛虫可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昆虫资源,因为迄今为止它还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害虫。然

而,民间对松毛虫的种种利用启示人们, 松毛虫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昆

虫资源。

由于各少数民族对松毛虫进行利用的历史与起源等问题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目前对这些

问题尚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 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和证据可以进行推论和判断。

4. 1　历史与起源

食用松毛虫的历史目前尚未见文献记载。据墨江县介牌村的张德才(哈尼族,现年 55岁)

讲,其父张阳周(现年 87岁)从记事时就知道吃松毛虫蛹,其祖父也是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吃这

种昆虫;该村的其它很多人都认为可以追朔到前三四代; 景谷县民乐乡的党支部书记查新达

(彝族)介绍, 其祖辈四代皆有此传统, 可以追溯至100多年前。墨江县的哈尼族,尤其是卡堕支

系,提到松毛虫蛹时人人都是眉飞色舞,毫无忌讳。该县吃松毛虫蛹的哈尼族认为松毛虫蛹的

味道非常鲜美,越吃越想吃,且不会腻。介牌村党支部书记李志先有一句话在墨江县十分耐人

寻味:“拉里虫(哈尼语,松毛虫蛹的意思)味道如此鲜美, 即使别人用 3斤蜡肉换我的 1斤拉里

虫我都不愿意。”在所采访的人中,几乎都要引用这一句话。而所接触的人都认为现在吃松毛虫

蛹与饥荒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家庭粮食充足,鸡、鱼、鸭、猪肉经常吃, 但仍然偏爱“拉里虫”。

而其它县情形迥然不同。景谷县虽然拥有众多的松毛虫食用者,但仅有部分人特别喜好,认为

与饥荒无关。而多数人认为吃松毛虫蛹的传统与历史上的饥荒有密切关系。如 60年代困难时

期,吃该虫蛹的人更多更普遍;其它县,如普洱、思茅(市)、澜沧、景东也有类似的看法。

饮食习惯并非受到营养价值、热量或食品成份平衡的制约。我们所吃的食物受到宗教传

统、时尚的影响,一言敝之, 受文化的制约, 正如食品心理学家 G. Bennett 所说我们喜欢我们所

了解的东西,而对新的食物有一种不理智的恐惧。一旦形成固有的观念,食物的偏爱极难改

变[ 5]。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被多数人所厌恶的松毛虫,居然会成为云南民间餐桌上的美味食品,

有力地说明了文化传统对各民族的饮食习惯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根据调查的结果和有关的

资料分析,对云南民间食用松毛虫的历史、起源作出以下几点推论:

( 1)食用松毛虫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 100多年前, 即清朝末年或更早的年代;

( 2)食用松毛虫的传统可能起源于墨江县松毛虫虫源区附近的哈尼族卡堕支系;

( 3)无论目前少数民族食用松毛虫的习惯与饥荒有关系与否, 最早吃松毛虫的原因与历史

上的饥荒有密切的联系。

4. 2　食用松毛虫的现状

具有吃松毛虫习惯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松毛虫常灾区的林区和山区, 也就是说能常年

收集到蛹是产生食用松毛虫的条件之一。如墨江县介牌村就是该县的虫源地。景谷的民乐乡

和永平镇是具有吃松毛虫蛹传统的典型乡镇,也是该县松毛虫的重灾区。尽管目前云南民间拥

有众多的松毛虫食用者,而且在墨江、景谷、普洱、临沧等地在集市上有松毛虫蛹出售,但是除

墨江县外,其它县多数人认为,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吃松毛虫蛹的人逐年减少;有些人自

己很喜欢吃, 但不提倡甚至禁止其后代吃。另外,由于最近几年防治松毛虫,使用了大量的化学

3994 期　　　　　　　　　　　何剑中等: 云南民族地区食用松毛虫的调查



药品,使很多人不敢再吃。然而在利用松毛虫蛹作其它用途方面发展较快,前面所提及的用蛹

或蛾作牲畜饲料和鱼饲料等都是近几年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昆虫资源的

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云南很多边远的山区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广大山区的群众

也逐渐认识到了利用昆虫蛋白的重要性。利用松毛虫及其它昆虫的人日趋增多。可以预言,松

毛虫资源在这些民族地区将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5　松毛虫民间传统知识的意义

　　为什么不吃昆虫? “昆虫吃尽了地上生长的每片绿叶,而我们农民却在挨饿”。“那么就吃

昆虫吧,同样可以长得身强力壮”。早在1885年英国学者 Vincent M . Holt
[ 6]
就提出了“为什么

不吃昆虫”这一著名的问题。而美国著名的食用昆虫专家G. R. DeFol iart 则非常赞赏这样的观

点,即捕食某些害虫可以起到一种生物防治的效果。这种行为可能减少农药的用量,并为当地

人提供创收的机会 [ 7, 8]。应该说, 云南民间食用松毛虫这一传统习惯的发现对广大从事松毛虫

研究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因为这一传统知识, 促进人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对松毛

虫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可以在民间传统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开发利用松毛虫,变害为利,

并达到抑制此害虫数量的目的。这对促进边远贫困山区人民充分利用身边的生物资源,脱贫致

富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　开发利用松毛虫的科学依据

　　虫蛹急性毒性实验和长期毒性实验结果表明无毒副作用;营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以干物

质计) , 云南松毛虫蛹和成虫的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583. 2 g / kg 和 683. 0 g / kg, 脂肪 2 250 g / kg

和 65. 6 g / kg, 总糖 68. 2 g/ kg 和 13. 1 g / kg ,几丁质 74. 8 g/ kg 和 178. 3 g / kg; 含有 15种氨基

酸,其中包括人类所需的 8种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 E ( % )的 37. 01% ;另外还含有多种

维生素,如维生素 A、B1、B2、C、D、E 等
[ 9]。松毛虫蛹和几种已受到较为普遍开发利用的昆虫蛹

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可以看出, 云南松毛虫蛹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其它几种虫蛹。

表 1　云南松毛虫蛹同其它昆虫营养成分的比较 (单位 g/ kg DW)

项　目 蛋白质 脂　肪 碳水化合物 灰　分 几丁质

云南松毛虫蛹 582. 3 225. 0 68. 2 49. 2 74. 8

　桑蚕蛹[ 5] 531. 2 320. 7 50. 4 23. 7 40. 4

　柞蚕蛹[ 6] 550. 1 266. 3 — 40. 3 39. 7

　雄蜂蛹[ 7] 354. 2 130. 1 340. 3 165. 8 —

　　毒性试验表明云南松毛虫蛹用于食品和其它方面的开发是安全的;营养成分分析和有关

试验表明, 该虫蛹蛋白质含量高, 质量好。此外,松毛虫在药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BST 试验证明从松毛虫幼虫提取的有效活性成分有抗癌和抗风湿的作用; 动物试验表明该物

质有消除疲劳、抗衰老的作用;还从成虫提取了具有防止细胞突变的活性物质。由此可见,开发

利用松毛虫的前景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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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Using Pine Caterpillars ( Dendrolimus

spp. ) as Food in Yunnan Minor Nationality Areas

H e J ianz hong　Zhang Rong　T ong Qing　L u N ang　N iu J ianhua

　　Abstract　Pine cater pillars are the most dest ruct ive fo rest pests in China. A very impor-

tant aspect , that is, the t radit ional know ledge o f these insects fr om ethnic communit ies in the

mountain reg ions, especial ly in Yunnan, has long been ignored in studying them . Working in

these areas, w e found that many indig enous groups such as Hani, Dai and Lafu minor nat ion-

alit ies favor eat ing the pupae of pine caterpillars and this phenomenon is very popular in some

areas. According to our invest igat ion, this pr act ice is related to poverty in history ; the f irst

ethnic group using the pupae as food m ight be the Kaduo , a branch o f Hani, in Mo jing ; and

this t radit ion dated back from as early as late Qing Dynasty or befor e. This tr aditional

know ledge show s us that these pests could be turned into resources and controlled through

exploit ing and ut ilizing them .

　　Key words　pine caterpillars　ethnic areas　ut ilizatio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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