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墓
鬟

芝

黝

麓

瞩 曩
狮”约0誊。

廊一，一|也

磊

霪

溺

鬻
鬟

露
吧

囊 冀

羹
懑

霾

鬻

雾

鬻

鬟

鬻

霾



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第五十二卷

鳞翅目
粉蝶科

武春生编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技部 资助)

讲学 出肛．社
北京



Editorial Committee of Fauna Sinica，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Una SlnlCa
1r弋 一● ●

INSECTA V01．52

Lepidoptera

Pieridae

By

Wu Chunsheng

A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 Major Project of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uppoSed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cience Press

Beijing，China



—1L．jL．

刖 吾

蝴蝶是人类最熟悉及最具观赏性和经济价值的昆虫之一，国内外教学、科研单位和

博物馆的昆虫学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竞相研究与收藏。因此，有关它们的研究材料非常

丰富，国内外出版的蝴蝶彩色图鉴随处可见。就国内而言，先后有陕西、广东、江西、

浙江、河南、北京、四川、云南、海南、东北、新疆等地方的蝴蝶图谱问世，特别是李

传隆教授等(1992)W,版的《中国蝶类图谱》和周尧教授(1994)组织编写的《中国蝶类志》，

为蝴蝶的普及、识别等作出了重要贡献。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蝴蝶专著绝大多数均

以成虫的花纹为分类依据，附以彩图或彩照，也有的附以幼期照片。由于季节、地区、

多型、拟态、标本破损等原因，单纯依靠花纹鉴定，其错误率必然较高，对近缘种的鉴

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通过解剖外生殖器对国内已知的蝴蝶种类进行全面订正和系统

总结，其结果不仅可以有力地促进蝴蝶的研究进展，为蝴蝶资源的保护利用作出重要贡

献，而且必将为我国和全球昆虫多样性的研究积累宝贵资料。为此，作者在“九五”期

间完成了《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鳞翅目风蝶科》的编研，对此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抛砖

引玉”的作用。

粉蝶科Pieridae属于鳞翅目Lepidoptera风蝶总科Papilioidea，世界已知1200多种，

广泛分布。我国已记载129种，占世界种类的10％强。本科通常为中型或小型蝴蝶，既

有美丽的观赏种类，也有一些危害蔬菜和果树的害虫，如菜粉蝶就是一种广泛分布的蔬

菜害虫。因此，对粉蝶科的研究历来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在国内外出版的蝴蝶图志中，

粉蝶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中具有种类的文献引证和外生殖器插图的粉蝶科专著却很少

见，国内则根本没有，远远不能满足专业人员对粉蝶种类鉴定的需要。而且，国内已出

版的蝴蝶图书所包括的中国粉蝶种类都不全面，就是收录种类最多的《中国蝶类志》(周

尧等，1994)也只包括了105种，尚有24种我国当时已有记录的种类没有包括在内。作

者十多年来一直注意粉蝶科文献和标本的收集整理，先后承担了《长江三峡库区昆虫》

(1993—1997)、《中国珍稀昆虫图鉴》(1999)、《广西十万大山昆虫》(1998--2004)、《甘肃

南部和秦岭昆虫》(1998--2005)、《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昆虫》(2004)、《习水景观昆虫》

(2000--2005)、《赤水桫椤景观昆虫》(2000--2006)、《梵净山景观昆虫》(2002--2006)、

《贵州大沙河昆虫》(2005)、《贵州雷公山景观昆虫》(2007)等专著中蝶类的鉴定与编写

任务，这些标本加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标本馆近百年积累的大量粉蝶标本以及

作者交换和借用的标本，已整理出中国粉蝶科3亚科24属154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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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完成了本卷的编研工作。

为了尽可能多地提供已知亚种的彩色照片，本志对成虫正、反面都只保留半边翅并

合成l幅(个别左右翅颜色不对称的种类除外)，其中左边为正面，右边为反面。

本志所用标本材料大多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部分标本系从外单位借用。东

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魏忠民同志在我所进修期间参与了粉蝶亚科部分属(橙粉蝶属、斑

粉蝶属、尖粉蝶属、园粉蝶属、襟粉蝶属及云粉蝶属)的编研工作，并赠送了部分东北的

标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袁峰同志参与了绢粉蝶属的部分研究工作，并惠借部分标本和

文献，他还从中国农业大学昆虫标本馆借来了红肩斑粉蝶的l对标本；青岛职业技术学

院的黄灏先生(现在华东师范大学)惠借了不少标本(包括一些他发表的新种模式标本)和

文献资料，为本志的编研提供了许多帮助；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诸立新同志(现在安徽滁

州学院化生系工作)参与了黄粉蝶属和小粉蝶属的研究工作，并赠送3种绢粉蝶标本；吉

林延边农学院的袁雨同志(现在重庆快乐昆虫文化有限公司)协助整理了部分标本，并赠

送了一些吉林的标本；北京的罗箭先生和王春浩先生也提供了个别研究标本；黑龙江佳

木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罗志文同志提供了部分佳木斯的标本；台湾师范大学的徐埔峰

教授赠送了巨翅绢粉蝶台湾亚种的l对副模标本；德国的J．Gricshuber博士、比利时的

J．Verhulst博士及日本的O．Yata博士赠送了他们的抽印本，其中J．Grieshuber博士还协

助鉴定了豆粉蝶属Colias的部分种类；东北林业大学的韩辉林博士在留学韩国期间代为

复制部分文献；我所韩红香博士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代为查询部分文献；彩色图版的

加工与排列由博士生陈付强同志完成；赵俊兰女士为所有插图覆墨；刘友樵教授、方承

莱教授、赵仲蚓教授、白九维先生等本研究组老先生在工作中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中
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陶冶主任对文稿格式进行了仔细审查和修改，在此均表

示衷心感谢!

本志涉及面广，而作者知识有限，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武春生

2009年3月于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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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蝶科的研究简史

(一)世界粉蝶科的研究简史及分类系统的演变

粉蝶是人们最熟悉的昆虫之一，菜粉蝶P衙括rapae(Linnaeus)更是最常见的种类。

1758年，Linnaeus在他的巨著SystemaNaturae一书中首次记述了风蝶属(Genus Papilio)，

粉蝶也被包含在该属内。Schrank在1801年建立了粉蝶属Pieris。随着种类的逐步增加，

Duponchel于1 832--1 835年建立了粉蝶科Pieridae。

Doubleday于1847年发表了“Genera ofDiurnalLepidoptera”，将粉蝶科划分为

16个属，随后他又建立了5个属。Wallace于1867年对印度一澳洲地区的粉蝶进行

了系统研究，并发表了2个新属，使粉蝶科包含的属级阶元达到23个。Butler(1870)

对粉蝶的属进行了订正。以后，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地区性的蝴蝶图书，主要有：Verity

(1905--1911)《古北界的蝴蝶》一书中包括粉蝶llO余种；Fruhstorfer(1927)记载了

东洋界的粉蝶260多种；Bollow(1932)报道古北界的粉蝶80余种；Talbot(1949)记

述了印度地区(含缅甸北部)的粉蝶105种。近50年来，关于蝴蝶的论著十分丰富，

不再赘列。

Dixey(1894)首次对粉蝶科的系统发育进行了研究。Klots(193l一1932)在他本

人及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粉蝶科的所有属进行了订正。他将粉蝶科划分为3个亚科

(伪粉蝶亚科Pseudopontiinae、袖粉蝶亚科Dismorphiinae和粉蝶亚科Pierinae)，其中

粉蝶亚科包括3个族，并给出了系统发育分支图(图1a)。Talbot(1935)在《世界鳞

翅目名录》(粉蝶科III)@将黄粉蝶族Coliadini提升为亚科，即黄粉蝶亚科Coliadinae，

使粉蝶科包含4个亚科。Ehrlich(1958)按四亚科的系统给出了粉蝶科的分支图(图

lb)。Scott(1985)的系统发育研究得出了与Ehrlich(1958)相同的结论(图lc)，他们

都没有在粉蝶亚科中划分族级阶元。Jong et a1．(1996)和Braby et a1．(2006)等分别

基于形态和分子性状对粉蝶科进行了系统发育研究，结果都保持了粉蝶科四亚科的

分类系统。现列举粉蝶科一些主要的分类系统(表1)，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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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粉蝶各亚科的支序分支图

乱Klots(1931--1932)；b．Ehrlich(1958)；c．Scott(1985)；d．Jongela／．(1996)＆Brabyeta／．(2006)

表l一些主要的粉蝶分类系统

loots(1931--1932) Ehrlich(1958) Ackery(1984) Scott(1985)

Pseudopontiinae

Dismorphiinae

Pierinae

Pseudopontiinae

Dismorphii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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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adinae

Pseudopontiinae

Dismorphiinae

Pierinae

Coliadinae

Pseudopontiinae

DismorpIliinae

Coiladinae

Pierinae

Scoble(1992) Jon8eta／．(1996)Heppner(1998) Braby at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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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粉蝶科的历史记载与近代研究概况

中国的文字形成约在4000年前，在有文字记载后，各辞书中即有很多蝴蝶的记载，

从记述上看多为峡蝶或粉蝶。公元1184年罗愿的《尔雅翼》对菜粉蝶进行了详细记载：

“菜中青虫，当春时行缘屋壁或草木上，以丝自固，一夕视之，有圭角，六七日，其背

坼裂，蜕为蝶出矣”。这也是菜粉蝶被叫做“菜青虫”的由来。粉蝶也是文人墨客借物

言志的重要题材。李白的《长干行》中就有：“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

坐愁红颜老”的诗篇。北宋谢逸在《蝴蝶》中描述到：“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

处寻”；南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二首》诗云：“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分别描述菜粉蝶在白色的梨花中飞舞和黄粉蝶喜欢在黄色的油菜花中飞舞的情景，由于

两种蝶具有保护色，致蝶、花一色，难以辨认。

近代蝴蝶的分类研究大多是区系性的综合研究，也就是对某地区所有各科的蝴蝶都

进行研究，几乎没有专门对粉蝶科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分类研究，至多有粉蝶名录

或地方志发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蝴蝶分类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外国人做的，

粉蝶研究也都包括其中，主要有：Linnaeus(1758)、J．C．Fabricius(1775，1777)、E．Donova

(1798)、J．O．Westwood(1842)、Bremer和Gray(1858)、C．和R．Felder(1862)、C．Oberth诳

(1876--1889)、A．G Butler(187l—1883)、E Moore(1878)、H．J．Elwes(1881)、GA．Poujade

(1885)、W．J．Holland f1887)、J．H．Leech(1892--1894)、S．M．Alpheraky(1889--1897)、J．J．

Walker(1895)、H．Fruhstorfer(1915)、R．Mell(1929)、Bollow(1932)、Matsumura

(1926一193 1)等。

近30年来，中国蝴蝶同样受到国外人士的关注，特别是日本人，例如，小岩屋敏

(Koiwaya，1986--1996)发表了《中国蝴蝶研究》(I—III)，其中有绢粉蝶属Aporia的6个

新种。吉野和羲(Yoshino，1995--2003)发表了“中国蝴蝶的新种及新亚种(1—8)”，其

中也包含几个粉蝶的新种和新亚种。Della Bruna et a／．(2004)出版了《古北界蝴蝶的鉴

别(粉蝶族，部分)》，对我国的绢粉蝶属有较详细的记载，描述了我国西藏、云南西部、

四Jtim地的几个新种和新亚种。

1933年王启虞、陶家驹发表了“浙江昆虫局之风蝶科及粉蝶科名录”，开始了

中国人对粉蝶分类的研究。1935年周尧发表了“宁波粉蝶志”。1938年胡经甫在《中

国昆虫名录》(Catalogus lnsectorum Sienesium，v01．IV)中收录粉蝶loo余种。李传

隆教授是我国蝴蝶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专门研究蝴蝶分类时间最长的学者。他

1955--1985年发表了“中国蝶类新种小志(I—VI)”，1982年在《西藏昆虫》(名录)

中记载粉蝶40种，1987年《云南森林昆虫》(名录)中记录粉蝶52种，1992年在《中

国蝶类图谱》中记载粉蝶74种。近30年来，一些大型的考察报告、地方志和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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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出版。周尧等1978年在《陕西省经济昆虫图志(鳞翅目：蝶类)》中记载粉蝶26

种，1994年在《中国蝶类志》中记载粉蝶105种。伍杏芳1985年在《岭南绿洲蝴蝶》

中记载粉蝶24种。王治国等1990年和1998年在《河南蝶类志》记载粉蝶25种。

诸瑞龙等1991年在《赣东北蝶类》中记载粉蝶11种。童雪松1993年在《浙江蝶类

志》中记载粉蝶16种。方承莱等1993年在《横断山区昆虫》中记载粉蝶29种。杨

宏等1994年在《北京蝶类原色图鉴》中记载粉蝶16种。赵力等1996年在《中国鳞

翅目：四川省蝴蝶v01．1—2》中记载粉蝶50种。顾茂彬等1997年在《海南岛蝴蝶》

中记载粉蝶37种。黄人鑫等2000年在《新疆蝴蝶》中记载粉蝶36种。江凡等2001

年在《福建昆虫志》(第5卷)中记载粉蝶33种。罗益奎等2005年在《郊野情报蝴蝶

篇》(第2版)报道了香港的粉蝶20种。武春生1997--2007年先后在《长江三峡库区

昆虫》、《中国珍稀昆虫图鉴》、《广西十万大山昆虫》、《甘肃南部和秦岭昆虫》、《西

藏雅鲁藏布大峡谷昆虫》、《习水景观昆虫》、《赤水桫椤景观昆虫》、《梵净山景观昆

虫》、《贵州大沙河昆虫》、《贵州雷公山景观昆虫》及《中国蝶类识别手册》中报道

了粉蝶科的种类，使我国的粉蝶科种类达到154种。

粉蝶科的形态特征

(一)成虫(adult)

1．头部(headl

头部是感觉的中心，位于体躯的前部，圆形或半圆形，两侧有大型半球状的复眼，

由上万个六角形的小眼组成。复眼之间有一对触角，分成若干节，棍棒状。

2．胸部(thorax)

胸部是运动中心，位于体躯的中部，由前胸、中胸及后胸三个体节组成，前胸最小，

中胸最大，后胸次之。各节腹面着生一对足，足的变化不同，往往是分科的依据。粉蝶

科前足跗节的爪二分叉，是本科的主要鉴别特征之一。在中、后胸各有一对翅膀。前翅

与后翅大小和形状略有不同。

(1)翅(wing)：近似三角形，展开时向前方(或上方)的边称前缘(costal margin)，向外

方(或外端)的边称外缘(outer margin，termen)，向后方(或下方)的边称为内缘或后缘(inner

margin)。翅有三个角：前缘与外缘相交构成的角为顶角或上角(apical angle)，外缘与内

缘相交构成的角为臀角或下角(anal angle，tomus)，后缘与前缘构成的角为基角或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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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umeral angle)。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方便记述，将翅断的线(1ine)、带(band，fascia)、斑(spot，dot，stripe)

及其所在的部位进行了区划和命名，如基区(basal)与基线(basal line)、中区(med，distal)

与中带(med band，discal band)、中室端斑(diseal spot)、Ⅱ缘线(亚端线subterminal fascia)

等r图2，图31。

图2耪蝶科强商斑纹的强常命名f仿Yam，1975)

(2)脉相(venation)：根据Comstock-Needham命名法，粉蝶前翅的第一条纵脉为亚缘

脉(Se)，从基角发}¨，不分支；第二条是径脉(R)，R脉3条或4条，极少有5个分支(R1，

R2，凡，R4，R5)：第三条纵脉是中脉(M)．其丛部消失而形成中室(median cell，discoidal cell)，

留下3个分支(M1，M2，M3)位于中室外方：第四条是肘脉(cu)，从基部的后方伸{{{，有

2个分支(Cul，Cu2)：最后从基角伸出l条臀脉(IA+2A)。中室端的横脉，位j。M1和M2

脉之问的部分称作中横脉(middle discocellular，mdc)；位于M2和M3脉之间的部分称作

F横脉(10wer discocellular，lde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