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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锯蛱蝶和白带锯蛱蝶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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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述了珍贵观赏蝶种红锯蛱蝶 Cethos ia biblis和白带锯蛱蝶 C. cyane的形态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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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锯蛱蝶实验种群一年发生约 8代, 以未滞育幼虫和成虫越冬; 成虫访花,

也以腐烂水果为补充营养,卵聚产; 幼虫 5龄, 具强烈的群集习性。白带锯蛱蝶一年发生约 8代, 以幼虫和蛹越冬;

成虫访花, 卵聚产; 幼虫 5龄,群集生活。两种蛱蝶均以西番莲科 Pass ifloraceae蒴莲属 Adenia的三开瓢 A. cardio

phy lla 和滇南蒴莲 A. p enangiana为幼虫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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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pho log ica l and behav iora l characteristics w ere observed for tw o precious ornamenta l butterfly

species, Cethosia biblis and C. cyane, whose larvae both used the lianes of the genus Adenia in the fam ily

Passifloraceae as the ir hosts in X ishuangbanna, south o fYunnan Province. Wh ile the adu lts ofC ethosia biblis were

founded to v isit flow ers such as those o fLantana camara, and to feed on rotted fruits somet imes also, the adu lts of

C. cyane founded to v isit flow ers only. Bo th the adu lt fema les o f the tw o spec ies la id their egg s inmasses, the larvae

had 5 instars and lived g regariously when eating and resting.

Key words: Cethosia biblis; C. cyane; mo rphological character istics; behav iora l characteristics

蝴蝶是一类具有很高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的

资源昆虫,其生物学、保护和利用在国外一直是生态

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
[ 1]
。在国内, 自从 90年

代初期以来, 已对包括中华虎凤蝶 ( Lueho lorf ia

ch inensis Leech)、枯叶蛱蝶 (Kallima inachus Double

day)、裳凤蝶 (Tro ides helena ( L innaeus) )和金斑喙

凤蝶 (Teinopalpus aureusM ell)等在内的约 80种观赏

蝴蝶生物学开展了一些研究
[ 2- 5]
。但相对于中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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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亚洲最为丰富的蝴蝶资源, 已有的研究工作还

远远不够。

红锯蛱蝶 C ethosia biblis ( Drury) ,又名华西裙纹

蛱蝶、齿缘红蛱蝶、黑缘红蛱蝶、花裙蛱蝶和梦露蝶

等,国内分布于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

海南,国外分布于印度、尼泊尔至马来西亚一带。白

带锯蛱蝶 C. cyane ( Drury) ,又名泰裙纹蛱蝶、齿缘

白带蛱蝶和紫白蝶等,国内分布于云南、广东、广西

和海南,国外分布于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
[ 6]
。这

两种蝴蝶均隶属蛱蝶科 Nympha lidae锯蛱蝶属

C ethosia Fabricius。成虫中大型, 访花, 翅面色彩鲜

艳,飞行缓慢,姿态优美,是生态观赏、喜庆放飞和工

艺制作三用的优良蝶种
[ 7]
。

对于这两种备受关注的观赏蝴蝶, 此前国内已

有一些研究工作开展。目前已知红锯蛱蝶在国内有

3个亚种,白带锯蛱蝶有 2个亚种
[ 6]
。吴伟等

[ 8]
曾

在云南西双版纳对当地红锯蛱蝶的生物学特性进行

了观察,杨萍等
[ 9 - 10]

报道了重庆三峡库区红锯蛱蝶

的生物学特性, 对引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白带锯蛱蝶

进行了个体发育初步观察。本文作者在开展蝴蝶人

工繁育技术研究中,也对这两种蝴蝶的幼期形态、幼

虫和成虫习性等进行了初步观察, 但发现结果与报

道资料存在诸多出入。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以

利进一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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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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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网室内栽植的马缨丹 (Lan tana camara

L inn. )花蜜为补充营养。主要供试植物为三开瓢

(Adenia cardiophy lla ( M as.t ) Eng .l )。

1. 3 成虫交配和产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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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栽植三开瓢

供雌成虫产卵。

1. 4 幼期饲育

从产卵园收集两种蝴蝶第 1~ 3代的卵各 100

粒,在室内变温条件下保育。幼虫孵化后转至田间

养虫棚内,在口径 8 cm、高 12 cm的塑料杯内, 采摘

适龄食料叶片单虫饲养。根据食料叶片失水情况和

幼虫消耗速度,每 1~ 2天更换食料。养虫杯加盖保

湿,遇连续炎热天气在瓶底部放吸水纸保鲜。

2 结果

2. 1 红锯蛱蝶

2. 1. 1 各虫期形态特征

卵:柱状至弹头状,直径 0. 84~ 0. 92 mm, 高 1.

26~ 1. 36 mm,表面有纵向浅脊纹。顶部圆钝, 有卵

盖构造。初产时浅黄色,邻近孵化时黑褐色。卵壳

柔嫩,易破裂 (图版 A 1)。

幼虫: 5龄。 1龄幼虫体圆柱形, 头壳黑色, 有光

泽,多原生刚毛, 无头角, 宽 ( 0. 40  0. 02) mm。初

孵时胸腹部半透明,取食叶片后体表呈乳白色, 肛上

板黑色。前胸盾两侧各有 1黑色短刺突, 中胸至腹

部第 10节亚背线, 前胸、中胸和腹部 1~ 8节气门上

线,以及腹部 1~ 8节气门下线均有毛突, 毛突基部

黑褐色。2龄头壳黑色, 有光泽, 多次生刚毛, 上方

两侧各有 1黑色短棒状头角, 宽 ( 0. 74  0. 04) mm。

胸腹部各节体表浅黄色, 节间膜白色, 肛上板黑褐

色。前胸至腹部第 10节背面和侧面着生边缘锯齿

状的长棘刺。各体节棘刺分布为:前胸至第 10腹节

各体节亚背线 1列,最为发达,黑色; 前胸、中胸和腹

部 1~ 8节气门上线 1列,端部浅黑褐色, 基部与体

表颜色一致; 腹部 1~ 8节气门下线 1列,较短, 乳白

色。后胸及第 9~ 10腹节均只在亚背线上有 1个棘

刺。3龄幼虫头壳黑色, 宽 ( 1. 21  0. 07) mm,棒状

头角较 2龄期显著延长。胸腹部各体节中央背面和

侧面具宽橙色环带, 环带前后缘白色, 节间膜深棕

色。各体节棘刺较 2龄期显著延长, 均黑色。其余

特征同 2 龄。 4 ~ 5 龄 幼虫 头壳 宽分 别 为

( 2. 31  0. 16) mm和 ( 3. 29  0. 15) mm。胸腹部各

体节中央背面和侧面具宽橙色或金色环带, 偶见紫

红色个体,环带前后缘白色,节间膜棕黑色。腹部 1

~ 8节气门下线 1列棘刺棕色。气门腔口黑色, 围

气门片白色。亚腹线白色。胸足黑色, 腹足基节棕

色,上有白色斑点,端膜黑色。老熟后各体节颜色变

暗。其余特征与 3龄期相似 (图 1A1、A2)。

蛹:悬蛹,梭形, 长 29~ 34 mm, 宽 11 ~ 13 mm。

体表乳白色, 翅芽及触角上散布浅褐色斑,似鸟粪。

头部前方有一对浅褐色鳃瓣状突起, 中胸背面隆起

呈脊状,后胸和腹部第 1节背面凹陷,各有 1对闪亮

的金色斑点, 腹部前方背面有 1对浅褐色鳃瓣状突

507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22卷

起。胸腹部各节背面有刺状突, 腹部末端腹面散布

有小黑斑,但不连成片。臀棘黑色 (图 1A3)。

成虫: 中大型, 前翅长约 33~ 38 mm, 越冬世代

个体较小。雌雄异型。雄性前翅前缘和端半部底色

黑色,基半部除中室端和前缘黑色外,其余部位底色

橙红色至暗红色。外缘锯齿状, 外缘区有 1列白色

! V ∀形纹,亚外缘区 cu1 ~ r5室内各有 1列形状不规

则的白色斑点,外中区 cu1 ~ r5室各有 1近圆形或深

! U ∀形白色纹。中室端外前方有 1大 2小的小白斑

并列。中室内有 6~ 7条弯曲的黑色短横带, 中室端

纹黑色。后翅正面外缘锯齿状, 外缘区黑色, 其余

部分暗红色至橙红色。外缘区内有 1列白色 ! V ∀

形纹,有时不显著。亚缘区各翅室内有 1列黑色短

横纹,中外缘 cu2 ~ r2室内各有 1黑色斑点。前后

翅反面基半部底色红色,端半部底色暗黄色。外缘

区有 1列边缘为黑色的白色 ! V∀形纹,亚缘和中外

区有 1列人头像样斑纹。白色中横带宽阔, 边缘镶

嵌不规则黑色斑纹。前翅中室基部、中部、端部和

端外,以及后翅亚基区均嵌有黑色边缘的白色横

带。雌成虫前后翅正面颜色很暗淡,多数灰色至黑

色, 少数个体暗黄色。其他斑纹图式与雄成虫相似

(图 1A4)。

2. 1. 2 生活史和习性

生活史 : 多化性种类。在西双版纳关坪, 实验

种群一年约发生 8代, 幼虫和成虫全年可见。越冬

幼虫以 4~ 5龄为主,冬季气温高时仍然取食,次年 2

月下旬化蛹, 3月上旬羽化。第 1代卵见于 3月中

旬,第 1代历期 33 ~ 41天, 第 2代历期 31~ 37天。

第 3代卵历期约 7天, 幼虫期 11~ 22天,蛹期 7~ 11

天,全代历期约为 29~ 35天。在西双版纳关坪, 除

越冬代以外,每饲养 1代一般需要 28~ 45天。

成虫习性: 野外成虫多活动于林间空地、林缘

向阳开阔地带, 有时也在平原地区寻找蜜源植物。

喜访马缨丹花,有时也取食发酵水果汁液、甚至动物

粪便。在产卵园内,红色、橙色和黄色等颜色的花对

成虫最有吸引力, 铺有红布的喂食盘能吸引大量成

虫取食。静止取食时翅膀大多合拢, 偶而将翅膀展

开。飞行低缓,休息时常停栖在低矮灌丛上,翅膀合

拢,但上午有展开翅膀晒太阳的习性。雌成虫产卵

前围绕寄主植株下部长时间飞行, 寻找适宜的产卵

位置。如无惊扰, 雌蝶一天内只产一次卵。卵大多

聚产在寄主卷须、叶片反面、嫩叶和嫩枝上, 偶尔也

产在叶片正面和嫩芽上,卵粒呈片状或串状分布, 每

片或串 12~ 134粒卵。每产下数粒卵后, 成虫即向

前轻微移动位置。卵块中卵粒的数量与雌成虫产卵

中有无惊扰及成虫日龄有关。求偶行为属典型的

!巡游型 ∀,雄成虫对于地面已死亡的雌成虫也感兴

趣,未发现其有明显的领域性。交配发生在晴天上

午,交配场所多在植物叶片下等隐蔽处, 有时也在产

卵园壁上。交配时两成虫翅膀合拢、竖立背面, 呈

!一 ∀字排列。受到惊扰时, 雄成虫带着雌成虫

离去。

幼虫习性: 1~ 5龄幼虫均有强烈的聚集习性,

尤以 1~ 3龄期的集群密度最大。幼虫在上午孵化。

孵化时,幼虫以头部顶开卵盖爬出。不少胚胎在胚

胎发育后期死亡。初孵幼虫取食卵壳后在附近等候

同卵块或卵串的其他幼虫孵化, 并不立即寻找适宜

位置取食。同一卵块中的卵全部孵化后, 所有幼虫

群集在幼嫩叶片反面, 主要聚集在靠近叶尖部位, 有

时多达近百只,取食叶肉和表皮,余下中脉和较粗的

侧脉,有时也余下上表皮,在叶缘留下大的缺刻, 或

在叶片上形成宽大及网状的穿孔。幼虫将该叶片食

尽后集体转移。个别幼虫在活动中暂时脱离群体,

稍后也能再次加入集体。如幼虫偶尔掉落地面或由

于其他原因远离原来群体, 在重新爬上寄主植物后

也会寻找其他同种幼虫群体加入,即使龄期不一致。

如果寄主植株上没有同种幼虫群体, 失散幼虫也加

入到同属的白带锯蛱蝶幼虫群体中。常有大量幼虫

聚集在寄主卷须上脱皮,原因还不清楚。临近脱皮

时,幼虫胸腹部各节肿胀,尤以前胸明显,头部前伸。

先脱皮的个体仍静候同群的其他个体脱皮。 2龄幼

虫仍群集寄主叶片下面取食,可将叶片大部吃掉, 有

时余下中脉微管束。 3龄以后, 幼虫可聚集在叶片

正面、幼嫩枝干和叶柄处取食,直到化蛹前也大多保

持聚集习性, 但群体会越来越小,个别个体会离群活

动。幼虫取食叶片、卷须和嫩茎, 可将叶柄取食殆

尽,偶尔会取食老黄的叶片。食物不足时,也取食寄

主主茎的表皮。老熟幼虫喜在较为开阔干燥的地方

化蛹,如寄主叶片下、养虫杯盖下及饲养笼的顶部。

越冬幼虫仍然取食寄主植物基部茎皮, 而未进入滞

育状态。

2. 2 白带锯蛱蝶

2. 2. 1 各虫期形态特征

卵: 柱状至弹头状,直径 0. 86~ 0. 96 mm,高 1.

24~ 1. 32 mm。表面粗糙, 有纵向浅脊纹。顶部圆

钝,有卵盖。初产时浅黄色,临近孵化时黑褐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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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红锯蛱蝶相仿,肉眼难以区分 (图 1B2)。

幼虫: 5龄。 1龄幼虫圆柱形, 头壳黑色, 有光

泽,多刚毛, 无头角, 宽 ( 0. 38  0. 03) mm。初孵时

虫体半透明,渐变为肉红色,腹部第 2、4、6和第 8节

乳白色。前胸盾两侧各有 1短刺突, 中胸至腹部第

10节亚背线, 前胸、中胸和腹部 1~ 8节气门上线,

以及腹部 1~ 8节气门下线均有毛突。 2龄头壳黑

色,宽 ( 0. 82  0. 07) mm, 有光泽, 多次生刚毛, 上方

两侧着生 1对黑色短棍状头角。胸部各节背面及侧

面有乳白色斑纹, 在有的个体中扩展至整个体节表

面,而在另一些个体中则退化成白色斑点或全部消

失。腹部第 1、3、5、7和第 9节背面栗色 (初脱皮时

肉红色 ) ,第 2、4、6和第 8节乳白色至浅黄色, 第 10

腹节黑色,各节间膜栗色。前胸至腹部第 10节背面

和侧面着生黑色棘刺, 棘刺分布为:前胸至第 10腹

节亚背线 1列;前胸、中胸和腹部 1~ 8节气门上线 1

列;腹部 1~ 8节气门下线 1列。后胸及第 9~ 10腹

节均只在亚背线上有 1个棘刺。 3~ 4龄幼虫头壳

黑色,各宽 ( 1. 41  0. 06) mm和 ( 2. 32  0. 23) mm,

头角和体表棘刺显著延长。其余特征同 2龄。 5龄

幼虫头壳宽 ( 3. 41  0. 13) mm。原表面栗色的体节

转变为深粉红色, 腹部第 2、4、6和第 8节亚背

红锯蛱蝶 ( A ): A1. 1龄幼虫和卵块 (左上 ) A2. 5龄幼虫 A3. 蛹 A4. 成虫 ( # )

白带锯蛱蝶 ( B ) : B1. 成虫 ( ∃ ) B2. 嫩枝上的卵串 B3. 3龄幼虫 B4. 5龄幼虫 B5. 蛹

图 1 红锯蛱蝶 C ethosia biblis和白带锯蛱蝶 C. cyane各虫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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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棘刺基部或基半部白色。节间膜黑色至棕黑色,

气门黑色,无显著的气门下线和亚腹线。胸足黑色,

腹足基节黑色, 端膜黑紫色。其余特征与 4龄期形

态相同 (图 1B3、B4)。

蛹: 悬蛹, 梭形,长 26~ 37 mm, 宽约 11 mm, 体

表大部乳白色, 杂有黑色及浅褐色斑点。头部前方

有一对黄褐色鳃瓣状突起, 胸腹部各节背面有刺状

突起。中胸背面隆起呈脊状, 后胸和腹部第 1节背

面凹陷,各有 1对金属斑,腹部前方背面有 1对黄褐

色鳃瓣状突起。腹部末端黑斑界限模糊,连成一片,

可以此与红锯蛱蝶的蛹相区别 (图 1B5)。

成虫: 中大型, 前翅长 35 ~ 39 mm。前后翅形

与红锯蛱蝶成虫相似, 雌雄异型。雄蝶前翅中后部

分 (后角至中室后段 )橙色,其余部分底色黑色。中

室端外前缘至 m1室有 1白色斑列组成的宽阔斜横

带,是本种与红锯蛱蝶成虫的最显著区别。外缘锯

齿状, 外缘区有 1列白色 ! V∀形纹,亚外缘区 cu1 ~ r5

室各有 1列形状不规则的白色斑点。后翅正面外缘

锯齿状,外缘及前缘区黑色,其余部分橙色。外缘区

内有 1列显著的白色 ! V∀形纹。前、后翅反面基半

部暗红色,端半部暗橙色, 外缘区黑色, 各有 1列白

色 ! V∀形纹, 亚缘和中外区有 1列人头像样斑纹。

前翅中室端外有 1白色斜横带, 中室基部、中部、端

部及端外,以及后翅亚基区均嵌有黑色边缘的横带。

雌成虫前后翅正面颜色暗淡, 灰白色至黑色。其余

斑纹图式与雄成虫相同 (图 1B1)。

2. 2. 2 生活史和习性 多化性种类。在西双版纳

关坪, 实验种群一年发生约 8代, 以幼虫和蛹越冬。

其第 1代历期为 33~ 42天, 第 2代历期为 32~ 35

天。第 3代的卵期约 7天, 幼虫期为 12 ~ 16天, 蛹

期约为 7~ 11天, 全代历期约为 29~ 31天。在西双

版纳关坪,实验种群 1代历期一般为 29~ 45天。该

成虫和幼虫习性都与红锯蛱蝶极为近似。

3 讨论

3. 1 红锯蛱蝶的幼虫形态

体表的色彩和斑纹模式是鳞翅目 ( Lepidoptera)

幼虫分类的重要特征。由于在描述颜色时, 各作者

用词并不统一, 而且未配相应图片, 给对比造成困

难。但从整体看来,本文作者观察结果与已发表的

观测结果有较大差异。在吴伟等人
[ 8 ]
对红锯蛱蝶幼

虫特征的描述中, 2龄及 2龄后幼虫头黑色,顶部着

生 1对黑色棒状突起; 体红褐色, 胸、腹部各节无瘤

状突起; 胸部各节背面具 1横向黄色带, 前胸背面具

1对黑色刺,腹面具 1黄色突起,中、后胸背面各具 2

对黑色刺;腹部 1~ 8节各具 3对黑色刺, 9、10两节

各具 1对黑色刺。其中 !腹部 2、4、6、8节背面各具 1

黄色横带,第 1、3、5、7和第 9各节背面各具 1条肉

红色横带∀这一重要特征,在本文作者的观察中未能

发现,而与本研究中的白带锯蛱蝶幼虫特征颇为相

似。考虑到本文和前者两个观察中的成虫样本均来

自西双版纳, 这种差异显得极不寻常,值得进一步探

讨。这种差异的形成, 可能有地理种群内部个体差

异的原因 (作者并未说明观测样本数量 )。另一种

可能的原因则是样品的混淆。这两种蝴蝶在卵期很

难以肉眼区别开,而在饲养过程中可能在蛹期发生

死亡,从而使作者难以在成虫期发现这种混淆。

在杨萍等人
[ 9]
的观察中,重庆红锯蛱蝶的 2~ 5

龄幼虫胸腹部各体节大多具深红色和黑色体圈 (横

带 ) ,这与五十岚迈等
[ 11]
记载的、采自尼泊尔的 5龄

幼虫胸腹部各体节为紫红色相似。在本文作者的观

察中,也发现实验群体中存在这种紫红色幼虫, 但频

率很低。推测这种幼虫体表颜色可能与遗传有关,

而各地理种群之间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导致这种表

型差异的产生。目前红锯蛱蝶在国内被认为存在 3

个亚种: C ethosia biblis biblis ( D rury ), 分布于云南;

C. b. phanaroia Fruhstorfer, 分布于香港; C. b. hain

ana Fruhstorfer,分布于海南
[ 6]
。分布于云南南部的

种群 (云南亚种 )主要寄主为三开瓢和滇南蒴莲

(Aden ia penangiana (W al.l ex G. Don) W ilde)
[ 7]
。

无论在野外还是在饲育条件下, 未发现幼虫取食同

科西番莲属 ( Passif lora Linn. )的西番莲 ( P. co

chinchinensis L inn. )、鸡蛋果 ( P. edulis S ims)、龙珠

果 ( P. foetida L inn. )、心叶西番莲 ( P. eberhard tii

G agnep. )、长叶西番莲 (P. siam ica Cra ib)和蛇王藤

(P. mo luccana var. tey smanniana (M iq. ) W ilde)等。

而杨萍等报道产于重庆的红锯蛱蝶以杯叶西番莲

(Passif lora cup iform is Mas.t )为寄主
[ 9]
。因此, 从幼

虫形态和寄主分化来看, 推测分布于重庆三峡库区

的红锯蛱蝶很可能是一个不同于现知 3个亚种的新

亚种。

3. 2 红锯蛱蝶幼虫的龄期

本文作者观察结果表明, 2005年 1~ 3代红锯

蛱蝶幼虫均只具有 5个龄期。初龄幼虫头壳多原生

刚毛,但绝无头角或任何其他棒状突起; 除前胸背板

两侧各有 1骨化刺突外, 其余胸腹部各节上均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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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突, 无骨化刺。吴伟等人
[ 8 ]
报道云南西双版纳的

红锯蛱蝶幼虫为 4龄,其对初龄幼虫形态特征的描

述如下:幼虫头顶部着生 2对黑色棒状突起,前胸背

面具 1对黑色肉棘和 3对黑色肉瘤, 肉棘上生有 4

根黑色刺,背部中央 1对肉瘤上生有 2根黑色刺, 侧

面 2对肉瘤上着生 1根黑色刺; 中、后胸背部各具 5

对黑色肉瘤,其上各具 1根黑色刺; 腹部 1~ 8节各

具 6对黑色肉瘤, 9、10两节各具 4对黑色肉瘤, 瘤

上各具 1根黑色刺, 腹足外侧黑色,内侧淡黄色
[ 8]
。

在本文作者的观察中,吴伟等人描述的以上大多数

特征, 都只能出现在 2龄以后。此外,他们测得的 1

龄头壳宽度为 0. 6 mm,与本文作者测得的 2龄头壳

宽 ( 0. 74 mm )较为接近, 而与 1龄期头壳宽 ( 0. 40

mm)差异较大一些。因此,本文作者认为, 云南南部

的红锯蛱蝶幼虫一般情况下应为 5龄, 而非 4龄。

吴伟等人的实验幼虫可能采用了群体饲养的方法,

观测时误将 2龄幼虫作为 1龄虫描述。因为 1龄头

壳极小,很难与幼虫粪便区分开。杨萍等人
[ 9 ]
报道,

在 2003年 9月对重庆地区红锯蛱蝶幼虫的单头饲

养观察中,幼虫龄期为 6龄, 在 2004年 6月的饲养

观察中,幼虫龄期为 5龄。幼虫龄期的增加,可能与

两次观察中的温湿度和食料叶片质量差异有关, 在

许多昆虫中都存在类似情形。

3. 3 养殖利用

红锯蛱蝶和白带锯蛱蝶是国产蛱蝶中最艳丽的

种类之一。成虫飞行低矮、缓慢,非常适合在蝴蝶观

赏园中使用,也是工艺制作和喜庆放飞的优良蝶种。

对经济和园林植物无危害记录, 各地放飞利用的生

态风险较低。世代周期短,卵聚产, 幼虫群集取食,

适合室内饲养, 应在南方各地大量推广养殖。各地

红锯蛱蝶的报道寄主有西番莲科的西番莲、杯叶西

番莲、龙珠果、鸡蛋果和异叶蒴莲 (Adenia heterophy l

la ( B .l ) Koord. )等
[ 6, 9, 11- 12]

。白带锯蛱蝶在云南

景洪和元江等地的主要幼虫寄主为西番莲科的三开

瓢和滇南蒴莲
[ 7]
。其他报道寄主还有西番莲科的蒴

莲 (Adenia chevalieri Gapnep. )、杯叶西番莲、龙珠果,

以及鸭跖草科 ( Comme linaceae)、旋花科 ( Convo lvu

laceae)和大戟科 ( Euphorb iaceae)的一些明显存疑种

类
[ 6, 9, 12- 13]

。与红锯蛱蝶相同,在本研究地点, 无论

在野外还是在饲育条件下, 均未发现该种的幼虫取

食西番莲属的西番莲、鸡蛋果、龙珠果、心叶西番莲、

长叶西番莲和蛇王藤等植物。因此, 养殖生产上推

荐使用三开瓢作为这两种蝴蝶幼虫的主要食料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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