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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蝴蝶因其优美的形体，绚丽的色泽，轻盈的舞态 ， 颇受古今中外

人们的喜爱 ， 给大自然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 它不仅是一类极负盛

名的观赏 昆虫， 更重要的是自然 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在 经

济、科学、 文化、 艺术等方 面都具有 重要价值 ，是极具开发利用前

景的自然资源。

甘肃省迭部县位于祖 国西部 ，地处白龙江上游 ，属于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地带 ， 地貌复杂多样 ，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地貌 O 多样化的

地貌和气候，造就了 多样化的植物群落带和丰富的昆虫资源， 同 时

也孕育了 种类繁多 、形态万 千的蝶类， 是我国 蝶类资源 较为丰富的

地区之一 。 但是近几十年来 ，由于人类不适当的 生产活动，如森林 、

草原的破坏、农药的大量使用 ， 生态环境遭到日益严重 的破坏，生

物多样性受 到 严重威胁，许多蝴蝶种类濒临灭绝 ， 蝶类的保护与持

续利用已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 因此 ， 开展对我省蝶类研究与保

护的工作也是迫在眉睫的事 O

多年来 ，我 省从事蝶类研 究的专业 人员及蝶类收集爱好者在蝶

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很多成果 ，省 内许多地区都相

继公布了本区域内的蝶类名录。就全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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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的 《中国蝶类图

谱》和周尧教授 ( 1994)组织编写的〈中国蝶类志》和《中国蝴蝶分

类与鉴定》为蝴蝶的普及、识别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 .'of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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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迭部县森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毛王选主持编写的《迭部蝴

蝶图志》将正式出版，它充分彰显了基层森防战线蝶类研究者辛勤工

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它将是我省森防战线中的骄傲 飞 该书系统研究

了迭部境内的 蝴蝶资源和分布特点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 护好我省

珍稀蝴蝶具有重 要意义，对进一步开展珍稀蝶 类的保护 、研究和 开发

利用我省的蝶类资源 为人类的美好幸福 生活做出更犬贡献 U

甘肃省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皂站研究员 L~1-}主
2015 年 1 月 16 日

专-令



价言

在昆虫世界中 ， 刷蝶是最美丽的昆虫 是最 受 人类 喜爱 的大自

然精 灵 υ t 们艳丽的色彩和优美的舞姿 ，宛若飞舞的花朵，被人们

誉为 " 虫国的佳丽"、 " 大自 然的 舞姬"、 "美的精灵 " 、 "虫国西

施\ "百花仙子令人赞叹不已 O 蝴蝶是幸福 、 爱情的象征 ， 它能

给人以鼓舞 、 陶醉和向往【J 千姿百态的蝴蝶 ， 展现给人们一个五彩

缤纷的世界 . 使人感到人和自然的和谐与温馨 是一种高雅文 化 的

象征 ， 可令人体 会 到回归犬自然的赏心悦目。历史上 ， 不知有多少

文人墨客 为 之挥毫泼墨，也不知有多 少 人与蝴蝶结下了不解之缘 υ

由 于 人们对蝴蝶 的钟爱 ， 致使蝴 蝶 的 踪迹遍及人们生活的每个角 落，

点缀和美化着人 们 的生活 υ 《芥子园画传》中就有 "出 入花丛中，

丰致自翩翩 O 有花须有蝶，花色愈增如。浑如美人旁，追随有双踵 "

的 动人记载 ， 赞美了蝴蝶在大 自 然中所占有的地位和人们 !~， 目中的

价值 。

蝴蝶与人类 关 系极为密切 这主要就是因 为 它们艳 丽 的姿态美

化了大自然 ， 它 们 与有花植物协同演化 ， 在访花的活动中 ， 为植物

传递花粉 ， 维持了地球上五彩缤纷的自然景观 O 也 因 此而启发了人

类对于美好事 物 和精神的追求 O 许多国 家 教 育 青少年认识自然 ， 掌

握自然科学知识 ， 激发学习兴趣 ， 就 是 从观察研究蝴蝶开始 ， 引导

他们进入科学的殿堂 ， 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的良好意识 。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 兴 旺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

平的 提 高， 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 的 变化 υ 保护大自然 ， 热爱大 自

专 (11争 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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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是人们较为普遍的共识 于是飞舞于田间树林中的蝴蝶成为人们

的关注点，各类蝴蝶标本和工艺制品备受众多蝴蝶爱好者的青睐，其

潜在的商品价值备受许多商家的注视 蝴蝶公园 蝴蝶饲养试验场以

及蝴蝶工艺美术加工等产业相应而出 风靡全球 人们对蝴蝶知识的

渴求欲加迫切 O

迭部县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位于北纬 330 39' -340 20' ，东经

1020 55'-1040 05' 。东与舟曲、石昌县相接，北靠卓尼县，东北与山民县

接壤，西南分别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毗邻，东西长 110 千

米，南北宽 75 千米，面积 5108 平方千米。迭部全境属于青藏高原东

部边缘地带，秦岭向西延伸的山民、迭山系之间，过渡性特征显著，境

内山高谷深，高低悬殊，气候复杂，生物资源丰富。全县整体地形呈

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海拔最低处为白龙江洛大出境处 1600 米，最

高为迭山错美峰 4920 米(甘南藏族自治州最高峰) ，自西北至东南具

有寒、温、热的气候特征，因此孕育了本区特殊而丰富的生物资源

(和蝶类资源)。

白龙江流域迭部林区蝴蝶据我们调查已知有 166 种，其中包括甘

肃省新纪录 18 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0% 以上 而且在现有的蝴蝶种

群分布中，其区系组成亦复杂多样。根据动物地理分区，我国是古北

界和东洋界及喜马拉雅的交汇区，而古北界与东洋界之间是一个连续

的地带，没有明显的晴离或屏障，两大区之问的种群互相渗透，于是

昆虫的种类丰富多彩。我们采到的蝴蝶标本，除有东洋界、古北界的

种类外，也具有青藏高原的种类，其中还有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特有

种，如无斑红 ~R 蝶、艾手IJ 灰蝶等，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从自然艺

术的角度讲，为自然界的多姿多彩增色不少，美不 }J生收。

迭部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昆虫学方面专

业人才缺乏，所以到目前为止，白龙江流域迭部县境内还没有在蝴蝶

资源方面组织实施过全面而又系统性的调查研究。为了能够填补白龙

专川j事如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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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迭部县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查清本区特殊地理环境条件下蝶

类资海分布情况，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迭部蝴蝶，让蝴蝶的价值为

迭部的经济发展服务，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本书主编组织专业人员

通过野外调查研究，采集实物标本，拍摄蝴蝶原色生态彩图，编撰了

《迭部蝴蝶图志〉一书，↑:其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广大蝴蝶爱好者以及

蝴蝶的人工养殖与利用提供参考。

读书在编写及标本鉴定中得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雅林教授、

崔卿博士、北京市蝴蝶协会王春浩先生、甘肃农大张如力教授、甘南

藏族自治州正高级工程师杜品同志的悉心指导 甘肃省林业厅王洪建

研究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在此致以诚挚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缺乏，鉴定和编排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

处，敬请批评指正。

告罐串静争

编者毛王选

2014 年 10 月



编写说明

叫琅炉'

1. {迭部蝴蝶图志》 一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包括第一章

至第十二章，论述了蝴蝶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分类方法、蝴

蝶的标本采集与制作方法、人工饲养以及工艺制作等内容;各论

包括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具体描述了各科蝴蝶形态特征，寄

主及分布区域。

2. 该书对蝴蝶种的描述以本种区别于同一属内其他种的明显特征为

主，以便于识别 O

3. 本书蝴蝶图片均为各种蝴蝶的原色标本照片，蝴蝶种类的中文名、

拉丁名以 《中国蝶类志》 中的用名为主要依据，书后附有中文名 、

拉丁学名索引 。

4. 本书中所有蝴蝶的拉丁文属名、种名按国际惯例一律用斜体排印 O

5. 本书中照片下注有♀、 3 、正 、 反，是专指这一蝴蝶照片的雌 、

雄 、 正面、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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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了举世稀有的巨凤牒;澳大利亚的悉尼蝴蝶公园，内有 300 多种蝴蝶供人欣赏;我

国的云南大理蝴蝶泉、西双版纳的小副养等地建立了蝴蝶饲养试验场;陕西杨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建有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和西北唯一的蝴蝶放养场，其目的是为研究

和开发利用蝶类资源开辟新的途径，为经济社会服务 。 迭部林区植被资源丰富，具有

良好的蝴蝶自然生存环境 如能科学合理开发利用 将有利于公益性林场 、 旅游业 、

自然保护区的较快发展 对促进本区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发挥显著作用 。

蝶类资糠的保护方面，环境是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 生物是 自然的产物，

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 蜕类最大的威胁就是生息地(生境)遭到破坏，通常会造成

蝴蝶种类、数量的减少和种类的消亡 。 如:在马达1m斯加和卢旺达的凤蝶 、 斑蝶 、 环

麟 、 !峡蝶和其他一些蝴蝶 由于森林被砍伐，无生存之地而大iLI死亡 。 上世纪中后期，

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迭部林区大量吱产木材，导致森林资源减少.植被破坏，虽无

资料证实，但可推断其对部分蝴蝶种类、数量造成减少或市i 失是不可避免的 O 自 1998

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全区森林植被在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保护

与恢复，为蝶类资源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 因此.应充分利用本县已

建立的多儿 、 腊子、扎杂那等保护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依法开发、科学利用

向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花蝶图 : 和i皆自然

专.夺



对自人 第 二章 蝴 续 与 人 类 A际

第二章 蝴蝶与人类
也知σψ

蝴蝶 自然界的美丽精灵 白花丛中的忠实慨。它飞舞在花丛之中，帮助

切J 植物传授花粉，促进了植物繁衍与进化 维持了自然生态平衡 。 又以其自

身绚丽色彩，装点了大自然，自古而来，都有人们去竞相欣赏，并给予了最美的赞誉:

被称之为"虫国的佳丽" 、 "大自然的舞姬"、 "会飞的花朵"、 "有生命的灿烂图画"

一、观赏价值

蝴蝶有三美，色美、身美 、 形美 。 蝴蝶双翅色彩斑斓为色美，体态窃究为身美，

炯娜多姿为形美 。 在鲜花盛开的地方，总有蝴蝶翩翩起舞，花蝶相映，点缀了青山绿

水，赋予大自然以生机，使自然界更加绚丽多彩，给人以美的享受 。 人们在观赏蝴蝶

时，可以放松心情，激发想象，感觉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舒适和快乐，领悟到生命

的自由和美好 。 蝴蝶之美，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美化人们的生活，引起了人们的赞

赏和钟爱 。

二、人文价值

美丽的蝴蝶为大自然增添了无限情趣和诗情画意，引人浮想联翩，寄托情怀。 古

往今来，文人墨客为之留下了无数诗词佳作，咏蝶 、 赞蝶的诗词多达 5000 余首，如:

"蝴蝶忽然满芳草.， (李白 《山人劝酒} )、 "山蝶成群争绕惠" (唐钱起 《登刘宾客

斋} ) 、 "鸟啼三月雨，蝶舞百花风" (唐姚合 《寄安陆友人)))等等。其中尤以北宋诗

人谢逸最为代表，他为蝴蝶作诗 300 多首，被时人称之"谢蝴蝶"。 如 "狂随柳絮有时

见，舞入梨花何处寻。 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 ( ((咏蝴蝶 } ) 、 "刺桐花上

蝶翩翩" ( ~虞美人 })等许多描写蝴蝶的诗句，形象生动，脸炙人口 o 在我国古代，

蝴蝶更是自由 、 幸福与美好爱情的象征梁祝化蝶"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妇需

皆知 。 "庄周梦蝶"的故事体现了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 。 以蝴蝶入画流传下来的多达

百余幅，我国近代和现代蝶画名家万钟先生，画号‘蝶痴出版了 《百蝶画》 蝴蝶画

册 。 其他如唐宫放蝶、韩凭之妻裙带化蝶 、 云南蝴蝶泉青年男女双双化蝶的神奇故事

为人们所广为传颂 。 蝴蝶还是制作邮票的主要题材 世界上已有 2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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