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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陕西省地跨世界动物地理分布的古北区和东洋区，生物种类繁多，自然资源丰富，

在我国昆虫区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

引下，全省广大贫下中农和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引

入了新的经济植物和品种，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使农业生产的基

本条件、生物群落、昆虫种类及种群动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查明我省经济昆虫类群

变化的动态，给防治害虫和利用益虫提供科学依据，从1973年以来我们和有关单位协

作，开展了陕西经济昆虫区系的调查研究工作，编写《陕西省经济昆虫图志'。分鳞翅

目蝶类、鳞翅目蛾类、同翅目与半翅目、直翅总目、鞘翅目、汛脉翅目、双翅目与膜翅

目等册，将陆续编出。 “图志》对每种昆虫的成虫采用彩色照像，文字概述分类地位、

鉴别特征、分布、寄主和发生情况。对生产上有益或有害的重要种类，还描述了卵、幼

虫、蛹的鉴定特征，以及防治或利用方法。

《图志》由周尧教授主编，农业昆虫学教研组教师及有关协作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和

工农兵参加编写与讨论。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有限， 《图志》中缺点错误

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决心认真贯行党的十一大路线，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积极响应英明领袖

华主席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努力做好昆虫区系分类研究工作，为实现科

学技术现代化贡献力量。

在鳞翅目蝶类分册图版的制作过程中，国营五二三厂、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

物土壤研究所、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科学用品服务处、陕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西安

市科技情报所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援和协助，特表感谢。

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197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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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说

蝴蝶和蛾类，在分类上都属于昆虫纲，鳞翅目。它们是由各种不同的毛虫变化来

的。很多是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作物的害虫。

鳞翅目的种类很多，在习性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全世界已知的种类在十万种以上，

我省已知种类约一千多种。

鳞翅目昆虫全部是经济植物的害虫，为了正确地认识这类害虫，有效地防治这类害

虫，建立正确的防治指导思想，确定防治原则，掌握测报和防治方法，我们在以往研究的

基础上，对鳞翅目作比较系统地介绍。

鳞翅目的形态特征

成，。 。虫

鳞翅目昆虫在体型上的大或小，因种类而不同。颜色变化很大，有的非常美丽。雌

雄在形态和颜色上有时也有区别。其共同的特征是：身体和膜质的翅上都密被有扁平而

图1 鳞翅目成虫的体型(以小地老虎为例)

1．体区的结构(鳞片及毛已除去)；2．前足构造(示净角器)；3．中足(示端距及刺毛)；

4．后足(示湍距及中距)；5．鳞片的排列及着生；6．雌性腹部末端；7．雄性腹部末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鳞翅且：螓娄

细微的鳞片，这种鳞片是由毛变成的，具有颜色，组成不同颜色的斑纹。鳞翅目的名
’

称，就是这样来的。

图2鳞翅目成虫头及口器的构造(以苹果蠹蛾为例)

1．头的正面；除去鳞毛；2．喙管横断面。

头圆球形或半球形，能

活动。触角多节，线状、梳

状、羽状或棒状。复眼发达；

单眼2个或没有。口器虹吸

式。。就是说，上唇和上颚严

重退化，下唇片状，有一对

3节的须，伸向前面或上方，

下颚的内颚叶和须常不发

达，一对外颚叶延伸很长，

左右可合成一条管子，叫喙

管，以吸收花蜜，喙管当不

用时呈发条状卷曲在头的下

面，这种口器摧鳞翅目所特

有的。

前胸小，背面生有二小

形的领片。中胸很大，生有一对肩板。前翅一般比后翅大，最多有15条脉纹，后翅最多

圈5鳞翅目成虫的脉相(以小地老虎为例)

只10条脉纹，很少和前翅一样。

翅的基部中央脉纹围成一

大形的翅窒，称为中室。中室

前面以径脉(R)为界，后面

以肘脉(Cu)．为界；中室端部

有横脉媳称为闭式，横脉不完

全或消笑的称为开式。中脉

(M)基部在中室内常消失，

在中室外只有3支。后翅的径

总支(Rs)通常不分支。亚前

缘脉(Sc)和臀脉(A)则从

翅的基部发出。

翅上的图案，可分为线和

纹(或斑)两类，其分布也有

一定的规律，为了记述便利，

给予一定的名称。

足的跗节5节，少数种类

跚节退化，不够5节，胫节上

有距l一2对，距的数目在三对足上也不尽相同。

腹部9一16节。雌性末端有一对小形瓣状的肛突，肛门和生殖孔开口于其间I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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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排列的形状可分为全环式、缺环式、二携带式和中列式，各科、属的幼虫都不一样。
因之趾钩的长度、数目和排列以及腹足对数的变化，是鳞翅目幼虫种类识别的依据。

’“
÷? }：；j、

‘、 ’、I

。幼鱼身上．迪常有笪斑、线条釉刺毛的贫弼也可作为识别种类的辅助特征。线条依
其所在位置的高低+，、依次称为背线-亚背凌、。气r．1上线、气门线、气门下线、基线、侧

、

k‘、，．’’ ÷⋯ j

腹线租腹线。刺毛也依照这样命名j 一

足式：1—5．夜蛾科l 6．7．尺蛾科，．。舭细蛾潲，’9．10j潜蛾稠∥11．天社蛾剩。体型：12．凤蝶科，

13．天蛾稻I’．11；荠蝶科l：i】玉蕊朝蛾潲，il一8：灯蛾科，，“1扎毒蛾科；t、怕；枯叶蛾-科；19．蛱蝶科。

j§≯器，。暴
戡I：蓟0．氲j。萄7

¨01· i”5 。¨，，

，粤，誓tJllEi．幼虫照足的趾钧
1．单序，2．二序；3．三序l 4．中列式，5·二横带式l 6·缺环毒∥7·黟式。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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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Io鳞翅目幼虫的线纹(以粘虫为饲)

一纛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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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为被蛹，即蛹．的tiS自,翅和尽的芽体都包被在幼虫最后—次脱皮肘分泌的粘滞的脱
皮液所形成的包被中，只有末后几个腹节能够添动。腹部末端有刺捧突起。，称为臀棘，有的
还有钩状毛。触角、翅、足长度的比例葙臀棘、钩状毛的情形，对蛹的种类的鉴定具有价值。

1。_-j。 ≥? 墨1、卜鳞孥目蛹妁特征(以峰壤触为缪k，寸。c．，，手《钱，二
1．镌面∥名．德藤％餮腹面，谨．囊斓壤蛹隶麓囊孵酗面、叠臻涸黼哪B霹簿雾濉蛹来j赣}媵面。

鳞翅目的生物学特征

鳞翅目的成虫一般不为害。，有的种类根本不取食，完成了交配、产卵任务后死亡，

一般则以虹吸式的口器娩吸一定植物的花蜜，也帮助植物起了授粉的作用。当它们能够

获得适当的补充营养时，则产卵的数目增加；当营养不足时，产卵量就减少。也有一些

蛾类，它们的喙管末端坚实而尖锐，能够刺破桃、苹果、梨、葡萄和柑桔等果实的果

皮，而吸收其汁液，造成一定的为害，这一些蛾类，称为吸果蛾桶我们可以利用鳞翅
目成虫需要补充营养这个特性来防治它们，对地老虎成虫的糖醋诱杀就是这样设计的。

蝶类的活动多在自赛，。对强光为正趋性。，蛾类则多在晚问潘动，、白天隐藏起来，对

强光表现为负趋性。但不少蛾类对不同强度的人造光表现为正趋性，在200瓦左右的电

灯光下常诱集大量的蛾类，据试验波长为3，600一3，650埃的黑光灯，效果更好，因之在

实践上广泛用作防治测报的手段：波长‘“8'00埃的黄色萤光灯对夜蛾有驱避作用，在果园

中可以防止吸果蛾类的为害：” +： 一 一 。

t

蝶和蛾的潘动，主要是飞翔，为了觅食、交配和产卵，但有一些害虫种类，则有季节性

远距离集体迁飞的习性，仍如粘虫成虫，．这就增加了防治上的困难，而迁飞的原因则至

今还醛清楚。 ： a!。：，
。

～

“·+

成虫产卵在幼虫所取食的植物也，从现象上看，似乎它们“考虑，，到子代的营养条

件，实质上它们是受一种化学物质的引诱，是≥种趋化性的表现。例如菜粉漂在乇字花

科植物上产卵，是由于十字花科植物含有芥子油，这种气味是它所爱好的，也是它的幼

虫所爱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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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初产时，颜色是淡的，随着发育颜色逐渐加深，有的种类还出现各种颜色的斑点或

带纹。一般种类卵产下后即开始发育，发育完成时即孵化出来，有的种类则有滞育现象，

即发育经过一定时期就不再前进，必须经过一定低温阶段，以后温度上升时才打破抹眠

状态继续发育。也有的种类则发商完成以后在辩内越冬，到第二年才出来。

幼虫从卵里初孵化出来，不少种类有吞食卵壳的习性，这在防5除上可以利用，喷胃

毒药剂在卵上就能将幼虫杀死。 。：～”·

幼虫一般5个龄期，极少为3—4个龄期，或多至7‘8个龄期的。一般说来，当营养条

件差耐，脱皮次数会增加，龄期数也增加。，幂同龄瓤的幼虫，身体犬，j、不。榉，在头壳的宽

度上羞异特别明显；随着龄期的增加，头壳的宽度爱几何级数递增i，因之，我们可以根据

头壳的宽度来鉴别龄期，或知道某2个龄期头壳的宽度，推测其他龄耢。同时随着龄期的增

加，食量也猛增数倍以至数十倍，对药剂的抵抗力也大大增强，．所以防治应抓紧在幼龄期

进行。幼虫的营养还关系到成虫的产卵量，营养充足则以君成虫的产卵量就大，反之就小。

鳞翅目幼虫绝大多数种类都是植食性的，只少数的种类为捕食性或寄生性，如一种

小灰蝶Taraka sp． 捕食竹介壳虫，一种寄蛾Epipomponia：sp． 寄生在蜡蝉身上。

植食性的种类，其为害方式又极不同，有食叶、潜叶，、蛀茎。蛀根≮蛀果实、蛀种子

的，也有的则专在仓库内为害贮藏品t粮食、食品。干呆、药材和皮毛等。

幼虫老熟时，‘蝶类多在敞开苘环境中化蛹，凤蝶襁粉蝶从腹部末端的臀棘附丝粘附

着于植物上，腰部再缠一道丝，呈直立状态，叫做缢蛹，蛱蝶和灰蝶则利用腹部末端的

臀棘和丝垫，把身体倒挂起来，称为悬蛹。蛾类和弄删多在化蛹前结戚给质的茧，以
保护自己，化蛹地点有的在树皮下、土块下、卷叶中等隐蔽处，有些媛类则在土壤中作

成土室化蛹，以渡过其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和不利的季节。

鳞翅目昆虫在自然界有很多的天敌：鸟类(如杜鹃、戴胜、燕子、啄木鸟)、蛙

类《如蟾蜍0金钱蛙、金线蛙)。、步行姆、蜾赢蜂、泥蜂、食虫虻、j食虫蝽、蜻蜒等，

都能捕食鳞翅目的幼虫或成虫，寄蝇、、姬蜂和茧蜂寄生于幼虫或蛹体内，。!小蜂和细蜂寄

生于蛹或卵中。还毽各种真菌、细菌和病毒，。可以寄生于幼虫而使其死亡。这些都是生
物防治的很好途径，我国正在大力开展研究和应用；如以赤跟卵蜂防治玉米螟，杀螟杆菌、

青虫菌、白僵菌等防治菜粉蝶稻仓虫等幼虫，都起到显著的效果。

鳞翅目害虫的防治方法

鳞翅目害虫的数量众多，防治方法，因虫而异。必须掌握其具体生活规律，抓住生

活史中薄弱环节，采取有力防治措施，但一般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做好轮

作、合理灌溉、施肥、深耢、除草、整枝⋯⋯等农业栽培管理措施，积极利用有益昆虫

和微生物，如卵寄生蜂，革蛉，杀螟杆菌，病毒等开展生物防治，重点施用药剂防治，

除最常用的农药外，敌百虫、敌敌畏等对老龄幼虫也有效果，1605常用以杀卵，溴甲

烷、氯化苦等用子仓库熏蒸。具体的防治大致有以下途径：

1．利用趋光性，用电灯或黑光灯诱杀蛾类成虫。

2．利用趋化性，设糖、醋盆(如对地老虎)或腐烂果实(对吸果蛾类)等以诱杀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8 鳞囊目t蠕炎

些成虫。 1、．一 ：∥ 。．j’ ，j、

3．利用隐蔽或其他习性，’：设杨树枝把’(对棉铃虫)『。或谷草把t。(对粘虫)等以诱杀·

定种类成虫。≯ ，4

、 ，1： ，1：：．。 。

4．利用访花习性，在花上捕杀蝶类或蛾类‘(；于晚俩)：成虫。
’

，‘

5．用波长“800埃的黄色萤光灯驱逐夜出性成虫。、’‘ ‘1

6．用果实挂袋、熏烟等办法防止成虫产卵。 j

7．对产卵成块的种类≯可人工灭卵o。9 -’

8．捕杀幼虫，，夜盗性的种类可襁被害株附近的土中发现，，蛀果、，”卷叶、蛀茎的种类

在被害果、卷吁i枯心营和落果中，摘除被害果叶及拾毁落果，有重要意义，暴露的种
类还可以考虑利用捕虫车等机械。 。FJ 一。：o ．，。

．9．利用家禽搜捕幼虫。 ，

10．清除田园杂草特别是中间寄主，，。以减少虫源。 ‘t。j

11．在迁徙牲种类大发生时，、可挖防虫沟以防止前期作物上的幼虫向后期作物的田
里迁移。， r，、 ㈡ +“⋯ +．

。12．在正确测报的基础上，-；唬撒化学药剂，或用毒饵诱杀。 ，，j
．，

13．在树币上束草，．引诱蛀果种类幼虫越冬，以便聚歼之。k 、： 艾：：

“．挖除根茬、及时处理作物藁杆、刮树皮、．填塞树孔，、可以消灭在勇砗显越冬的幼
虫或蛹。 ，J ．

1S．深耕以消灭土中越冬的蛹； 一。 ： 。

16．人工摘除树枝上越冬的蛹。■
‘

17．利用寄生蜂、寄生菌等天歌幽 ， ：、

18．选育獍虫品种。 。■ ，。溶。，

1 9_．对加害贮藏物的种类，她应注意仓库的清洁与消毒，注意控雠撼懑的湿度和温度。
t 20．当贮藏物巳发生害虫时，可用日晒。火烘、过筛，。以漓滚娥姆汰它们。r。j、、．

21·在仓库密闭的条件下，{可用药剂熏蒸√。y一；、，癸褒簿_蠢§。1曩。；：，_·。⋯．1J此外，最近国内外有用性诱剂毒绝育荆等觑溺鼬穗溺黼雀酞“，I、“：’砖玲：；



蝶‘．。亚一目

鳞翅目可分为蝶亚目和蛾亚目两个亚目。

蝶亚目又称为锤角亚目Rhopalocera，包括所有种类的“蝴蝶’’，都是白天飞翔的

种类，休息时翅垂直竖立在身体的背面，或不时地扇动。翅正面的颜色通常比反面鲜

艳，反面有的种类拟似树皮或枯叶的花纹，，所以在静止时不易发现它们。前后翅没有特

殊的联接构造，后翅肩区常扩大，飞翔时直接贴在前翅下面。身体相对地比较纤细，触

角棒状或锤状，没有例外， “锤角亚目"以此得名。没有单眼。

囝12

莱粉蝶：1．休息状；2．触角；3．前后翅的联接法。小地老虎：

4．休息状；5．6．雄虫和雌虫的触角；7．8．雄虫和雌虫翅的联接法。

卵都是散产，不成卵块，极少例外，卵产在叶片、枝梢、芽苞等暴露于外的地方。

幼虫多在白天活动。

蛹一般没有茧，多数为悬蛹或缢蛹。

蝶亚目全世界估计有14，000种，中国已记载的约2300种，陕西省已采到的有187种。

本亚目我国种类可分为ll科：

1．风蝶科Papilionidae

4．斑蝶科Danaidae

7．蛱蝶科Nymphalidae

10．灰蝶科Lycaenidae

各科的区别如下表：

2．绢蝶科Parnassiidae

5．眼蝶科Satyridae

8．喙蝶科Libyteidae

11．弄蝶科Hesperiidae

3．粉蝶科Pieridae

6．环蝶科Morphidae

9．蚬蝶科Riodinidae



10 鳞翅目：蝶类

墚亚目分科检索裹
￡} t

。l ，一

触角端部有钩，前翅径脉5支，都从中堂分出，基酃不合并⋯⋯⋯⋯⋯⋯⋯⋯⋯⋯⋯弄蝶科

触角端部无钩}前翅径脉基部合并或有几条消失⋯⋯⋯⋯⋯⋯⋯⋯⋯⋯⋯⋯⋯⋯⋯⋯⋯⋯2

前足发育正常⋯⋯⋯⋯⋯⋯⋯⋯⋯⋯⋯⋯⋯⋯⋯⋯⋯⋯⋯⋯⋯⋯⋯⋯⋯⋯⋯⋯⋯⋯⋯⋯⋯3

前足退化，不用来步行，无爪至少雄性如此⋯⋯⋯⋯⋯⋯⋯⋯⋯⋯⋯⋯”⋯⋯⋯·一⋯⋯⋯5

前翅有2—3条臀脉；!’‘后翅只l条臀脉⋯⋯⋯⋯⋯⋯⋯⋯⋯⋯⋯⋯⋯⋯⋯⋯⋯⋯⋯⋯⋯⋯⋯⋯4

前翅只1条臀脉，．后翅有2条臀脉⋯⋯”⋯一⋯··⋯⋯⋯”．_．I⋯⋯⋯⋯⋯⋯⋯⋯⋯⋯⋯⋯粉蝶科

前翅有径脉5条，后翅常有尾状突起⋯■⋯⋯·-；⋯⋯⋯⋯⋯即⋯k⋯⋯⋯⋯⋯⋯⋯⋯凤蝶科

前翅有径脉4条，后翅无尾状突起⋯⋯⋯⋯⋯⋯⋯．．．⋯⋯⋯⋯⋯⋯⋯⋯⋯⋯⋯⋯⋯⋯绢蝶科

前翅径脉5条；雌雄的前足都极退化，缩在胸下不起作用⋯⋯⋯⋯⋯⋯⋯⋯⋯⋯⋯⋯⋯⋯⋯6

前翅径脉3—4条；雌的前足有作用，雄的相当退化⋯⋯⋯⋯⋯⋯⋯⋯⋯⋯⋯⋯⋯⋯⋯⋯⋯9

后翅中室为一发达的脉纹所闭⋯⋯⋯”一⋯⋯⋯⋯⋯⋯⋯⋯⋯⋯⋯⋯⋯⋯⋯⋯⋯⋯⋯⋯⋯”7

后翅中室开式，或有退化的横脉⋯⋯⋯··7．．．·⋯⋯⋯⋯“⋯⋯⋯⋯⋯⋯⋯⋯⋯⋯⋯⋯⋯⋯⋯8

前翅有几条脉纹基部膨大；雌前足有跗节⋯睁⋯⋯⋯⋯⋯⋯⋯··⋯⋯⋯⋯⋯⋯⋯⋯⋯·眼蝶科

前翅脉纹基部不膨大；雌前足末端呈一皱缩的球⋯⋯⋯⋯··：⋯⋯⋯·⋯⋯⋯⋯⋯⋯⋯”斑蝶科

后翅臀区有一大形凹陷，腹部可以放在里面⋯⋯⋯⋯⋯，．⋯⋯：”一⋯⋯⋯⋯⋯⋯⋯⋯·环蝶科

后翅没有上述的构造⋯⋯⋯⋯⋯⋯⋯⋯⋯⋯⋯⋯⋯⋯⋯⋯⋯⋯⋯⋯⋯⋯⋯⋯⋯⋯⋯⋯蛱蝶科

下唇须很长，为体长的÷一÷⋯⋯⋯⋯⋯⋯⋯⋯⋯⋯⋯⋯⋯⋯⋯⋯⋯⋯⋯⋯⋯⋯⋯⋯喙蝶科
坐 二

下唇须正常⋯⋯⋯⋯⋯⋯⋯⋯⋯⋯⋯⋯⋯⋯⋯⋯⋯⋯⋯⋯⋯⋯⋯⋯⋯⋯⋯⋯⋯⋯⋯⋯⋯⋯10

后翅前缘在肩角处加厚，亚前缘脉基部有一小分枝(即肩脉j ⋯⋯⋯⋯⋯⋯⋯⋯⋯⋯蚬蝶科

后翅肩角不加厚，没有肩脉；触角上有白环⋯⋯⋯⋯⋯．．．⋯⋯⋯⋯⋯⋯⋯⋯⋯⋯⋯⋯灰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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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嘴翅目：蠕类

图15凤蝶科种类的蠕

1，3．金凤蝶蛹的背、腹和侧面；4，5．桔凤蝶蛹的背和侧面，6，7．玉错凤蝶蛹的背，侧面。

凤蝶科的种类主要为害芸香科、樟科、伞形花科和马兜铃科等植物的叶。不少种类

是柑桔的重要害虫。

对凤蝶科害虫的防治，可用人工捕捉幼虫，因其幼虫体大易见，越冬蛹挂在枝梢

上，可收集放置室内，如有寄生蜂羽化，任其飞出，继续寄生。

我省已知的13种，其区别如下表。 。

凤蝶科分种检索表

小形的种类，翅展程60毫米以下，后翅尾状突起细长⋯⋯⋯UUU-ml⋯⋯⋯⋯⋯⋯⋯⋯⋯⋯⋯2

中形或大形种类，翅展在60毫米以下，后翅尾状突起短粗或无⋯⋯⋯⋯⋯⋯⋯⋯⋯⋯⋯⋯3

翅大部分黄白色、斑纹黑色⋯⋯⋯⋯⋯⋯⋯⋯⋯⋯⋯⋯⋯⋯⋯⋯⋯⋯⋯⋯⋯丝带凤蝶(父)

翅大部分黑色，斑纹黄白色⋯⋯⋯⋯⋯⋯⋯⋯⋯⋯⋯⋯⋯⋯⋯⋯⋯⋯⋯⋯⋯丝带凤蝶(早)

后翅有3个尾状突起⋯⋯⋯．．．⋯⋯⋯⋯⋯⋯⋯⋯⋯⋯⋯⋯⋯⋯⋯⋯⋯⋯⋯⋯⋯⋯⋯三尾凤蝶

后翅只1个或无尾状突起⋯⋯⋯⋯⋯⋯⋯O QO QQO⋯⋯⋯⋯⋯⋯⋯⋯⋯⋯⋯⋯⋯⋯⋯⋯⋯⋯⋯⋯4

尾状突起很大，通进2条脉纹⋯⋯⋯⋯⋯⋯⋯⋯⋯⋯⋯⋯⋯⋯⋯⋯⋯⋯⋯⋯⋯⋯”大尾凤蝶

不如上述⋯⋯⋯⋯⋯⋯⋯：⋯⋯⋯⋯⋯⋯⋯⋯⋯⋯⋯⋯⋯⋯⋯⋯⋯⋯⋯·一⋯⋯⋯·DOQ·UO⋯⋯5

翅上的斑纹绿色⋯⋯⋯⋯⋯⋯⋯·⋯⋯⋯⋯⋯⋯⋯⋯⋯⋯⋯⋯⋯⋯⋯⋯⋯⋯⋯⋯⋯⋯⋯⋯”6

不如上述⋯⋯⋯⋯⋯⋯⋯⋯⋯⋯⋯⋯⋯⋯⋯⋯⋯⋯⋯⋯⋯⋯⋯⋯⋯⋯⋯⋯⋯⋯⋯⋯⋯⋯⋯7

前翅中室内及沿外缘有绿色斑纹⋯⋯⋯⋯⋯⋯⋯⋯⋯⋯⋯⋯⋯⋯⋯⋯⋯⋯⋯⋯⋯木兰青凤蝶

前翅中室内格外缘无斑纹⋯⋯⋯⋯⋯⋯⋯⋯⋯·⋯⋯⋯⋯⋯⋯⋯⋯“⋯⋯⋯⋯⋯⋯⋯樟青风蝶

后翅金黄色⋯⋯⋯⋯·矗⋯⋯⋯⋯⋯⋯⋯⋯⋯⋯⋯⋯⋯⋯⋯⋯⋯⋯⋯⋯⋯⋯⋯⋯⋯⋯⋯⋯⋯8

不如上述⋯⋯⋯⋯⋯⋯⋯⋯⋯⋯⋯⋯⋯⋯⋯⋯⋯⋯⋯⋯⋯⋯⋯⋯⋯⋯⋯⋯⋯⋯⋯⋯⋯⋯⋯9

后翅每一外缘室有一个黑斑⋯⋯⋯⋯⋯⋯⋯⋯⋯⋯⋯⋯⋯⋯⋯⋯⋯⋯⋯⋯⋯金裳凤蝶(岔)

后翅每一外缘室有2个黑斑⋯⋯⋯⋯⋯⋯⋯⋯⋯⋯⋯⋯⋯⋯⋯．．．⋯⋯⋯⋯⋯金裳凤蝶(早)

翅狭长，尾状突起长，腹部有红色毛⋯⋯⋯⋯⋯⋯⋯⋯⋯⋯⋯⋯⋯⋯⋯⋯⋯⋯⋯⋯⋯⋯⋯10

翅三角形，尾状突起短，腹部无红色毛⋯⋯⋯⋯⋯⋯⋯⋯⋯⋯⋯⋯⋯⋯”⋯⋯⋯-·⋯⋯⋯··11

后翅中室外有一白色斑纹⋯．．．⋯⋯⋯⋯⋯⋯⋯⋯⋯⋯⋯⋯⋯⋯⋯⋯⋯⋯⋯⋯⋯一自斑麝凤蝶
后翅无白色斑纹⋯⋯⋯⋯⋯⋯⋯⋯⋯⋯⋯⋯⋯⋯⋯⋯⋯⋯⋯⋯⋯⋯⋯⋯⋯⋯⋯⋯⋯⋯麝凤蝶

前翅黑色，无斑纹⋯．．．⋯⋯．．．⋯⋯⋯⋯．．．⋯⋯⋯⋯⋯⋯⋯⋯⋯⋯⋯k⋯⋯⋯⋯⋯⋯⋯⋯⋯12

前翅黄色或黄绿色，有黑色斑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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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亚目 13

12．后翅中部从前缘到后缘有一列斑纹⋯⋯⋯⋯⋯j·⋯⋯·⋯⋯⋯⋯⋯⋯⋯⋯州⋯⋯⋯⋯⋯⋯⋯13

12 7．后翅中部无斑纹⋯⋯⋯⋯⋯⋯⋯⋯⋯⋯⋯⋯⋯⋯⋯⋯⋯⋯⋯⋯⋯⋯⋯⋯⋯⋯⋯⋯⋯⋯⋯⋯14

13．后翅只中部有一列白色斑纹⋯⋯⋯⋯⋯⋯⋯⋯⋯⋯⋯⋯⋯⋯⋯⋯·⋯⋯⋯⋯”玉带凤蝶(客)

13 7．后翅除中部一列白色斑纹外，在臀角与沿外缘有红色斑纹⋯⋯⋯⋯⋯⋯⋯⋯玉带凤蝶(早)

14．前翅后满布金绿色鳞片⋯⋯⋯⋯⋯“⋯⋯⋯⋯⋯⋯⋯⋯⋯⋯⋯⋯⋯⋯⋯⋯⋯⋯⋯⋯⋯⋯⋯·15

147．前翅有成列的黄色鳞片⋯⋯⋯⋯⋯⋯⋯⋯⋯DQO Q6U⋯⋯⋯⋯⋯⋯⋯⋯⋯⋯⋯⋯⋯⋯⋯⋯蓝风蝶

15．前翅中室后方有天鹅绒状长毛⋯⋯⋯⋯⋯⋯⋯⋯⋯⋯⋯⋯⋯⋯⋯⋯⋯⋯⋯⋯’⋯碧凤蝶(客)

15 7．前翅中室后无天鹅绒状毛⋯⋯⋯⋯⋯⋯⋯⋯⋯⋯⋯⋯⋯⋯⋯⋯⋯⋯⋯⋯⋯⋯一碧风蝶(早)

16．翅黄色，中室内无粗线条⋯⋯⋯⋯⋯⋯⋯⋯⋯⋯⋯⋯⋯⋯⋯⋯⋯⋯·⋯⋯⋯⋯⋯⋯⋯”黄凤蝶

16 7．翅淡黄或黄绿色，中室内有4黑色粗线条⋯⋯⋯⋯⋯⋯⋯⋯⋯⋯⋯⋯⋯⋯⋯⋯⋯⋯⋯⋯⋯17

17．翅黄绿色，斑纹黑色⋯⋯⋯⋯⋯⋯⋯⋯⋯⋯⋯·⋯⋯⋯⋯⋯⋯⋯⋯⋯⋯⋯⋯”桔凤蝶(舍)

17 7．翅淡黄色，斑纹灰黑色⋯⋯⋯⋯⋯⋯⋯⋯⋯⋯⋯⋯⋯⋯⋯⋯⋯⋯⋯⋯⋯⋯⋯桔凤蝶(早)

1--3柑桔凤蝶、Papilio z“thus Linnaeus，I坼未考反蟮
有的叫“凤子蝶”， “燕尾蝶”， “桔狗"， “春风蝶"。

为凤蝶科最常见的种类。体绿黄色，背面有黑色的直条纹，腹面和两侧也有同样的

条纹。翅绿黄色或黄色，沿脉纹两侧黑色，外缘有黑色宽带，带的中间前翅有8个，后

翅有6个绿黄色新月斑；前翅中室端部有2黑斑，基部有几条黑色纵线，后翅黑带中有

散生的蓝色鳞粉，臀角有橙色圆斑，中有一小黑点。

一年约2代。六一七月发生的为春型，体型较小而斑纹明显，雌的比雄的色黄，七

一十月发生的为夏型，体型较大，雌的后翅前缘带黑色。以蛹越冬。

卵产在叶背或芽上，每处只一个。圆球形，略扁，黄色，孵化前淡紫到黑色。

幼虫初龄黑褐色，头尾黄白，拟似鸟粪，老龄全体绿色，侧面有3条蓝黑色斜带，

后胸两侧有眼状斑，中间有2对马蹄形纹。峻再丰鳘戋它
本种为柑桔的大害虫，严重发生时会将苗木的叶‘子吃光0还加害枸桔，黄蘖，吴茱

萸、山椒等植物。

普遍发生于关中!及陕南。

4—5黄凤蝶Papilio machaon Linnaeus

异名：金凤蝶。 ，

和前种很相似，但较大，体翅金黄色，腹面和侧面没有黑条纹，前翅基部三分之一

黑色，散生黄色鳞片。

一年约发生2代，五一六月发生的为春型，个体较小；七一八月发生的为夏型，体

型较大。雌的比雄的黄色较淡。以蛹越冬。

卵产在叶、花、或芽上，每处只1个，圆球形，淡黄色到紫黑色。

幼虫老熟时体长52～55毫米，绿色，各节有断续的黑色横带纹。

： 为害茴香、胡萝卜、芹、，防风、独活、羌活、柴胡、窃衣等伞形花科植物。

普遍发生于关中及陕南等地区。

d一8玉带凤蝶Papilio polgtgs Linnaeus

有的叫“自带蝶"，“黑凤蝶”，“缟风蝶"、。

体翅均黑色，前翅外缘有7个小白斑，后翅中部有7个黄白斑。反面沿外缘有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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