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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述了丽蛱蝶、文蛱蝶和斑珍蝶等 3个珍贵观赏蝶种的幼期形态特征、成虫和幼虫的主要习性。在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坪管理站,丽蛱蝶实验种群 1年发生 6代, 以滞育成虫越冬, 成虫以腐烂水果和树液为补充营

养, 卵散产,幼虫 5龄, 分散栖息,有假死习性; 文蛱蝶 1年发生 4代 ,以成虫越冬,成虫访花, 也食发酵水果汁液, 卵

聚产, 幼虫 5龄, 有群集性;斑珍蝶 1年发生 4代, 以 3~ 5龄幼虫越冬 ,成虫访花, 卵聚产,幼虫 6龄, 有群集性。长叶

西番莲为丽蛱蝶的新发现寄主,三开瓢为文蛱蝶和斑珍蝶的新发现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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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Records and B iology ofParthenos sy lvia , V indula erota

( Lepidoptera: Nymphalidae) and Acraea violae ( Lepidoptera : Acrae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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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rpholog ica,l as w ell as behav ioral characteristics o f immature stages and adu ltsw ere observed for three

prec ious ornamental bu tterfly spec ies, Parthenos sylvia, Vindu la erota andA craea violae, w hose larvae fed on lianes

in the fam ily Passifloraceae in X ishuangbanna, south of Yunnan prov ince. Wh ile adu lts o fParthenos sy lvia fed on

rotted fru its and wounds of tree trunks, and fema les la id the ir eggs sing ly, adu lts ofVindula ero ta andA craea violae

v isited flow ers, especia lly those o fLantana camara, and la id egg s gregar iously, although Vindula erota somet imes

fed on rotted fru its too. Both the larvae o fParthenos sy lvia and Vindula erota had 5 instars, but larvae o fAcraea

violae had 6 instars. Passif lora siam ica ( Passifloraceae) w as used as host plants by Parthenos sy lvia, and Adenia

cardiophy lla ( Passifloraceae) w as used by the tw o o thers. They are all new ly recorded host p lants fo r the three

butterf ly species repective ly. The experim enta l popu lations ofParthenos sy lvia, Vindula erota and Acraea violae had

6, 4 and 4 generations a year, respective ly, and overw intered by adu lts inParthenos sy lvia and Vindu la erota, but

3 5 instar larvae in A craea viol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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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翅目 ( Lep idoptera)蝶类是一类具有很高观赏

价值的昆虫。近年来, 随着生态蝴蝶园的兴起和喜

庆蝴蝶放飞活动的开展,对活体蝴蝶的需求量越来

越大, 野生蝴蝶种群在数量和质量上已远远不能满

足需要。那些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种类的规模化人工

繁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蝴蝶的规模化人工养殖

需要从掌握其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入手, 首先是弄清

其寄主范围、成虫和幼虫的主要习性。从 20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国内逐步对中华虎凤蝶 ( Luehdorf ia

chinensis Leech )
[ 1]
、绿带翠凤蝶 ( Pap ilio maack ii

M n tri s)
[ 2 ]
、麝凤蝶 (Byasa alcinous ( K lug) )

[ 3]
、裳

凤蝶 (Troides helena ( L innaeus) )
[ 4]
、枯叶蛱蝶 (Kal

lima inachus ( Doy re ) )
[ 5]
、红珠凤蝶 ( Pachliop ta

aristolochiae ( Fabricius) )
[ 6]
、长尾麝凤蝶 ( Byasa im

pediens ( Ro thsch ild) )
[ 7]
和金斑喙凤蝶 (T einopalpus

aureusM ell)
[ 8]
等一批重要观赏蝶种的生物学开展

了研究,少数种类已基本实现规模化繁育
[ 9]
,对于开

展我国蝴蝶野生资源保育和开发利用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丽蛱蝶 (Partheno s sylvia Cramer) ,又名云南丽蛱

蝶,蛱蝶科 ( Nymphalidae)丽蛱蝶属 (Parthenos ), 国

内分布于云南和海南,国外分布于越南、泰国、马来

西亚、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文蛱蝶 ( Vindula erota

( Fabricius) ),又名角翅橙蛱蝶、鸳鸯蛱蝶等,蛱蝶科

(N ympha lidae)文蛱蝶属 ( Vindula ), 国内分布于云

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国外分布于缅甸、印度。斑珍

蝶 (Acraea violae Fabric ius) , 又名黑点斑蛱蝶, 珍蝶

科 ( A crae idae)珍蝶属 (Acraea ), 国内分布于云南和

海南, 国外分布于缅甸和印度一带
[ 10- 12]

。前两种均

为大型华丽种类, 斑珍蝶为中小型美丽种类。三者

均为工艺材料、生态观赏和喜庆放飞三用的优良蝶

种,对经济和园林植物无危害记录, 极具开发利用

潜力。

五十岚迈等
[ 11- 12 ]

曾对这 3种蝴蝶的卵、幼虫和

蛹的形态及习性进行了简略叙述, 有关它们的生物

学国内尚未见报道。本文对其幼期形态、生活史、幼

虫和成虫的主要习性等进行了初步观察。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点

实验观察地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

洪市大渡岗乡关坪村, 海拔约 900 m, 为热带季雨

林区。

1. 2 试验材料

自实验地附近采集野生成虫释放于田间网室

内,繁殖后代作为实验虫源。成虫喂以 15%的蜂糖

水溶液,文蛱蝶和斑珍蝶成虫也以网室内栽植的马

缨丹 (Lantana camara L inn. )花蜜为补充营养。

供 试 植 物 为 三 开 瓢 ( Adenia card iophylla

(M as.t ) Eng.l )和长叶西番莲 ( Passif lora siam ica

Cra ib. ) ,均为西番莲科 ( Passifloraceae)植物。所有

供试植物均栽植于塑料花钵内。

1. 3 交配产卵

成虫在长 24 m、宽 12 m、高 4 m的田间网室内

交配产卵,以 30目尼龙纱网防逃。

1. 4 幼期饲育

单粒收集丽蛱蝶的卵, 带叶采集文蛱蝶和斑珍

蝶的卵各 100~ 120粒,在室内变温条件下 (温度: 21

~ 31. 5  ,相对湿度: 60% ~ 91% )保育。幼虫孵化

后转至室外遮雨棚下, 以每株 5头的密度分别在 2

种盆栽寄主植物上群体放养至化蛹, 每种供试植物

上放养 40头幼虫。以 60目尼龙放养袋套于花钵外

壁防止幼虫逃逸和免遭天敌捕食。

2 结果

2. 1 丽蛱蝶

2. 1. 1 各虫态形态特征 卵: 近球形,直径 1. 36~

1. 41mm, 高 1. 33~ 1. 38 mm, 表面布满网格状脊纹

和凹陷,密生浅细毛。初产时浅黄色,随着胚胎发育

渐变至黑褐色 (图版 A1,右上 )。幼虫: 5龄。 1龄头

壳棕黑色,体表黄绿色, 背侧和侧面有成列的毛瘤,

其上着生白色体毛。 2龄幼虫体毛消失, 为端部分

枝的黑褐色棘刺取代, 枝刺端部白色,尤以中后胸棘

刺最为发达。体表黄褐色, 背中线、背侧线和气门上

线黑色。3~ 4龄期除了虫体增长和棘刺更为发达

外,其余体表特征与 2龄相似。沿足基线和气门下

线各着生 1列不分枝的白色小刺突。 5龄幼虫头壳

棕黄色,密布黑色刺突。胸腹部体表变为深棕色, 棘

刺极为发达, 背中线黑色、细长。沿背侧线和气门上

线各有 1宽阔的黑色条带,自前胸直达臀节。气门

腔口黑色,周围白色 (图版 A 1)。蛹: 悬蛹, 梭形, 体

长 26~ 30mm。头部浅二分叉, 蛹体绿色或黑褐色,

背中线隆起呈弧形, 中部背侧凸出呈棱线 (图版

A2)。成虫: 大型,前翅长约 45~ 50 mm, 越冬个体

较夏季世代小。雌雄同型, 翅正面橄榄绿色,前翅有

黑色外缘带和亚缘带,中域有大型白斑 1列。后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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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缘波状, 外缘带黑色, 亚缘有 1列三角形黑色斑

(图版 A3)。

2. 1. 2 生活史和习性 生活史: 野外成虫出现于

3 10月间,高峰期在 5月中旬至 6月上旬。实验种

群年发生 6代, 以滞育成虫越冬。第 2代卵期 3~ 4

d,幼虫期 11~ 14 d, 蛹期 8~ 10 d,完成一个世代需

25~ 32 d。估计在自然状态下的世代数也应为 6代

左右。成虫习性:在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坪村,成虫见

于海拔 1 200 m以下的山林地带, 常在林内空地或

林缘活动,取食腐烂水果和树液。喜在高 2 m以下

的低矮灌丛上栖息,但很少停息在地面。飞行急速,

与环蛱蝶类 N ep tis spp.的飞行姿势有些相似。在实

验产卵园内,雌蝶将卵单粒分散产于寄主嫩叶的正

面与反面、卷须以及靠近寄主枝叶的其他物体上面。

幼虫习性: 1~ 2龄幼虫常栖息在叶尖背面取食叶

肉,留下上表皮。有时也将叶片咬穿或在叶边缘吃

出 ! V∀形缺刻。3龄幼虫仍停留在叶背面栖息,但可

取食叶片所有部分,仅余下中脉。4~ 5龄幼虫栖息

在叶片正面,常转移到相邻的成熟叶片取食。各龄

幼虫均有假死习性, 稍受惊扰即掉落地面。老熟幼

虫在寄主叶片下化蛹。

幼虫只能在长叶西番莲上完成个体发育。在三

开瓢上不取食,或仅少量取食后发育不良而死亡。

2. 2 文蛱蝶

2. 2. 1 各虫态形态特征 卵: 圆桶形, 直径 1. 18~

1. 31mm,高 1. 42~ 1. 54mm, 淡黄色,表面有纵向脊

纹 15~ 18条,顶部有卵盖 (图版 B1)。幼虫: 5龄。

1龄初期棕褐色, 具毛瘤, 其上着生黑色细长体毛。

随着虫体的生长, 节间膜内陷加深。2龄初期浅褐

色,随虫体的生长, 体表颜色加深,渐呈黑褐色。头

顶长出 1对浅褐色棒状长角, 其上着生细毛。各体

节着生半透明的分枝棘刺。除腹末 4根棘刺半透明

状外, 其余棘刺变为黑色。 3 ~ 5龄幼虫头角黑色,

除第 7腹节背面的 4根棘刺白色外, 其余棘刺全为

黑色,棘刺基部黄棕色。各体节间的节间膜黑色, 其

前后缘白色。老熟幼虫体表灰白色 (图版 B2)。蛹:

悬蛹, 体长 27~ 31mm,胸部宽 9~ 11 mm, 形似倒悬

蝙蝠。前端二分叉,中胸背面隆起, 有 1个向后上方

的短突起。腹部前后背面各有 1对翅膀样突出物

(图版 B3 )。成虫: 大型。雄蝶前翅长约 45 ~ 48

mm, 雌蝶前翅长约 48 ~ 53 mm, 越冬代成虫略小。

雌雄异型,雄蝶翅正面赭黄色,外缘区和亚外缘有黑

色波状条纹;雌蝶青灰色,中域有大片白色区 (图版

B4)。

2. 2. 2 生活史和习性 生活史: 多化性种类, 实验

种群 1年发生 4代, 以成虫越冬。第 1代历期 41~

53 d,第 2代历期 36~ 40 d, 第 3代历期为 39~ 44 d,

第 4代历期为 44~ 53 d。第 2代的卵期 4~ 5 d, 幼

虫期 14~ 17 d,蛹期 7~ 9 d。自然种群的世代数不

明。成虫习性: 在野外,成虫喜访马缨丹花, 也食水

果汁液。多在上午活动, 雌雄成虫都有晒太阳的习

惯,休息时常停栖在阴暗角落或灌丛下。雄成虫多

在林缘和林间草地活动,飞行急促。雌成虫似不远

离寄主活动, 在山间道路旁很难见到,而在人工饲育

后代中,雌雄比例接近 1#1。雄成虫在求偶时段有
!领域性 ∀,炎热时常在潮湿地汲食污水。在海拔较

低的开阔河滩,有时可见近百头雄成虫群集一处, 但

未曾观察到雌成虫有此习性。

在实验产卵园内, 未发现雌成虫有重复交配现

象,而雄成虫则可多次交配。产卵前,雌成虫围绕寄

主来回飞行, 对于产卵位置的选择似乎极为挑剔, 尤

其喜欢在寄主卷须和靠近寄主的一些细小枯枝或杂

物上产卵, 形成 !卵串 ∀。在寄主叶片背面、嫩叶和
嫩芽等处也见产卵。产卵前, 雌成虫必先接触寄主

叶片进行识别, 但接下来的产卵位置可能远离寄主

叶片 40 cm以上, 每次产 2~ 20粒卵。在产卵时, 雌

蝶非常警觉, 翅膀不停地张开、合拢, 稍受到惊扰立

即飞离。

幼虫习性: 孵化多在上午 8: 00 10: 00进行,

初孵化幼虫取食卵壳。幼虫有群集性, 但没有锯蛱

蝶属 (C ethosia spp. )种类强烈, 每个同卵块的幼虫小

居群一般只有 2~ 15头幼虫, 与卵块中的卵粒数有

关。聚集的幼虫受惊扰即四散爬离, 有的分泌丝线

从寄主叶片上往下垂, 稍后又重新聚集在一起。

1~ 2龄幼虫栖息于叶尖背面,有时仅取食叶肉, 留下

上表皮。有时幼虫先在叶片中央吃出一小孔, 由此

开始取食。有时幼虫又从两侧叶缘开始取食, 在叶

缘留下 ! U ∀形缺刻。 3龄幼虫仍栖息在叶反面, 但可

停息于叶片的任何位置, 由叶缘向中部取食。 4龄

以后,幼虫逐渐向叶正面转移。爬行迅速,遇到惊扰

即离开所在位置或掉落地面。在盛夏高温季节,

1~ 4龄期幼虫 2~ 3 d就可以脱皮一次。老熟幼虫

在寄主叶片下靠近叶柄处化蛹。在室内饲养时, 更

喜在阴暗场所化蛹。

幼虫仅以三开瓢为寄主,不取食长叶西番莲。

2. 3 斑珍蝶

2. 3. 1 各虫态形态特征 卵 :圆柱形, 直径约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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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mm, 高约 0. 6mm, 表面有纵向脊纹,初产时浅

黄色 (图版 C1,左上 )。幼虫: 6龄。 1龄幼虫体表

各节生长细毛。自 2龄始, 体毛转变成 6列分枝的

棘刺, 每体侧 3列。 3~ 4龄虫体棕黑色, 头部和胸

部背面棕黄色, 棘刺黑色。 5 ~ 6龄幼虫头部黄褐

色,胸腹部体表棕黄色, 各棘刺下部棕黑色, 上部黑

色。背侧线、气门上线和气门下线暗褐色 (图版 C2,

C3)。蛹: 悬蛹,长 14~ 16 mm,宽约 5~ 6mm,乳白

色,圆柱形。触角和喙所在部位黑色。复眼上方和

两侧黑色,并由此向后发出 2条黑色带向腹部延伸。

中胸背面略隆起, 侧面略向外突出。沿背中线两侧

各有 1黑色带,两条黑带向前在头部背面闭合, 向后

在腹部第 1节相会,呈深 ! V ∀形。腹部第 4~ 8节侧

面和腹中线黑色, 有棕色小斑点 (图版 C3, 右下 )。

成虫 : 中小型, 前翅长 32~ 35 mm。雌雄同型。羽

化初期翅正面红色, 消褪后呈浅橙色。前翅顶角较

锐,中室内、中室端脉和中室端外都有黑色斑点,后

翅正面有黑色宽外缘带,带中央有橙红色斑点 (图版

C1)。

图版 丽蛱蝶 (P arth enos sylvia )、文蛱蝶 ( Vindu la erota )和斑珍蝶 (Acra ea viola e)各虫期形态

丽蛱蝶 ( A) : A1, 4龄幼虫和卵 (右上 ) ; A2,蛹; A3,成虫

文蛱蝶 ( B ) : B1,卵串; B2, 5龄幼虫; B3,蛹; B4,成虫

斑珍蝶 ( C ) : C1,成虫和卵串 (左上 ) ; C2,初龄幼虫; C 3, 6龄幼虫和蛹 (右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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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生活史和习性 生活史:实验种群 1年发生

4代,以 3~ 5龄幼虫越冬。第 2代卵期 4 d, 1龄幼

虫期 3 d, 2龄期 3 d, 3龄期 2~ 3 d, 4龄期 4~ 5 d,

5龄期4 ~ 6 d, 6龄期 5 ~ 7 d, 蛹期 7 ~ 9 d, 全代

历期 34~ 45 d。本种为云南的新纪录种,野外成虫出

现于 5月初至 10月下旬, 估计年世代数也为 4~

5代。

成虫习性: 成虫访花,喜在草灌茂盛的溪沟边、

山坡废弃农田活动。发生期间常聚集在寄主植物附

近,飞行缓慢、低矮,寿命较长。卵聚集产于嫩叶、嫩

梢或寄主卷须上,一个卵块最多由 38粒卵组成。

幼虫习性 :幼虫 1~ 3龄期群集性强,栖息在叶

片背面,常吐丝将食物残渣和粪便黏附在一起作为

藏身场所。 1~ 2龄幼虫取食叶片的下表皮和叶肉,

3龄后取食全叶。4龄幼虫开始分散栖息, 老熟幼虫

在寄主枝叶或附近物体下化蛹。幼虫取食三开瓢后

生长发育正常,取食长叶西番莲后死亡率高,不能发

育至蛹期。

3 讨论

五十岚迈等
[ 11- 12 ]

在泰国测量了本研究中 3种

蝴蝶卵的直径、老熟幼虫和蛹体长度,拍摄了各虫态

的图片,并对成虫食性、幼虫取食行为进行了简略记

述。本文详细描述了 3种蝴蝶卵、幼虫各龄期和蛹

的体表形态特征, 弄清了实验种群在蝶种原产地的

生活年史,对成虫和幼虫习性进行了更为细致充分

的观察,为评估其繁育利用价值提供了基础资料。

本研究确认了 3个蝶种的部分寄主植物, 其中

长叶西番莲是新发现的丽蛱蝶寄主植物, 三开瓢也

是文蛱蝶和斑珍蝶的新发现寄主。文献记载的丽蛱

蝶寄主植物包括西番莲科的异叶蒴莲 (Adenia het

erophy lla ( B .l ) Koord. )和马来蛇王藤 (Passif lora

mo luccana R einw. ex B .l ) (马来半岛、菲律宾和印度

尼西亚 ) , 滇南蒴莲 ( Adenia p enang iana ( W al.l ex

G. Don. ) W ilde) (印度安达曼群岛 ) , 以及防己科

(M en isbermaceae)青牛胆属 (T inosp ora M iers)和葫芦

科 ( Cucurbitaceae)茅瓜属 (Solena Lour. )中的部分种

类 (泰国 ),其他记载寄主还有菝葜科 ( Sm ilacaceae )

的穗菝葜 ( Sm ilax aspera L. )和葫芦科栝楼属 ( Tri

chosanthes L inn. )的部分植物
[ 11, 13 - 16 ]

。文蛱蝶的记

载寄主还有西番莲科的异叶蒴莲、Adenia palma te

( Lam. ) Eng.l、A. macrophy lla ( B lume) Koo rd. 和龙

珠果 (Passif lora foetida Linn. )等
[ 12- 15]

。文献中斑珍

蝶的记载寄主还有西番莲科西番莲属 (Passif lora

Linn. ) ,以及葫芦科、桑科 ( M oraceae)、紫葳科 ( B ig

non iaceae)、锦葵科 (M a lvaceae)、马鞭草科 ( V erben

aceae)和马桑科 ( Coriariaceae)的部分植物
[ 11, 15]

。本

研究表明,长叶西番莲是丽蛱蝶在云南西双版纳的

寄主之一,而三开瓢则同时被文蛱蝶和斑珍蝶用作

寄主。丽蛱蝶幼虫不取食三开瓢, 或仅少量取食后

发育不良而死亡。文蛱蝶幼虫不取食长叶西番莲,

斑珍蝶幼虫取食长叶西番莲后死亡率高。这可能与

同一蝶种不同地理种群的寄主专化有关, 尚待进一

步研究。然而,五十岚迈曾在泰国北部以纱网将 1

头文蛱蝶雌成虫套在龙珠果枝条上, 虽然该成虫在

纱网壁和植物叶片背面产下 30多粒卵, 但最后只有

2头发育至成虫,据此, 他认为龙珠果并非文蛱蝶的

适宜寄主
[ 12]
。在本研究中, 文蛱蝶不取食与龙珠果

同属的长叶西番莲。由此看来, 在云南南部的西双

版纳 (靠近泰国北部 ), 在自然状态下, 多数西番莲

属的植物可能都不是文蛱蝶的寄主。

寄主植物是幼虫取食以完成生长发育的植物,

优良寄主植物的选择和培育是实现蝶类规模化繁育

的第一步。其选择标准,一般为幼虫喜食,食后生长

发育良好,能顺利完成生命周期;生长良好, 生物量

大、枝叶茂盛、叶质量好; 分布广泛,便于引种; 能用

于养殖多种蝴蝶;病虫害少或易于防治, 但是, 对寄

主植物的准确认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由于地理隔

离和长期对特定环境的适应, 同一种蝴蝶在不同地

区可能有不同的寄主。通常, 在自然条件下雌成虫

选择产卵的植物, 幼虫取食后都能正常生长发育, 但

许多蝴蝶的雌成虫往往将卵产在其寄主附近的其他

植物上,老熟幼虫有离开其曾经取食的寄主植株化

蛹的习性。因而, 仅通过卵、蛹甚至幼虫的栖息位置

判断寄主常常有误。此外, 一种蝴蝶在 1年中的不

同季节可能有不同的寄主, 或者说,一种植物可能在

1年中的特定季节被某种蝴蝶作为寄主, 在其他季

节则不再被作为寄主。因此, 在实验条件下确认寄

主植物的标准应当是: 雌成虫接触识别后,选择在其

上或附近产卵, 后代幼虫取食该植物后生长发育

正常。

丽蛱蝶、文蛱蝶和斑珍蝶都具有美丽的色彩, 年

世代多,养殖周期短, 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的潜力

大。尤其是文蛱蝶和斑珍蝶都是聚集产卵的种类,

卵的收集和保育相对简便。成虫活动距离不大, 尤

其适宜在生态蝴蝶观赏园中使用, 在喜庆蝴蝶放飞

175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22卷

和工艺品制作中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必要进

一步确认这 3种蝴蝶在国内的寄主范围, 筛选出优

良种类,同时研究其幼虫对室内饲养、室外放养的适

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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