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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河南南太行山区的蝴蝶的群落组成和分布特点， 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对该地区不同生境的蝴蝶群

落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多样性分析。 结果共记录到蝴蝶 ２ ６８８ 头， 隶属于 ５ 科 ５５ 属 ７９ 种。 蛱蝶科的种类数 （４４ 种）
和个体数 （１ ３２９ 头） 均为最多， 是保护区的优势类群。 玉斑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ｈｅｌｅｎｕｓ 是该地区首次记录的新种。 不同

生境间物种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有明显差异 （Ｐ ＜ ０. ０５）， 天然林中蝴蝶的物种数、 个体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均最高。 不同生境间蝶类的相似性有所差异， 天然林和次生林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最大， 为 ０. ６８４９， 天然林和农田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最低， 为 ０. ３９７１。 区系组成主要以广布

种 （５９. ４９％ ） 为主， 古北种 （３０. ３８％ ） 次之。 蝴蝶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受不同生境的植被类型和人为干扰程

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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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隶属于节肢动物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昆虫纲

Ｉｎｓｅｃｔａ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朱建青等， ２０１８）。 其

种类多、 分布广， 是大多数植物传粉的媒介昆虫，
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赵彩云等，
２０１０）， 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循环不可

缺少的重要环节 （房丽君和关建玲， ２０１０）。 与其

他昆虫相比， 蝴蝶具有生活周期短、 易观察捕捉

和对周围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并快速做出响应的特

性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５； Ｎｏｗｉｃ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因此

常被用来观测环境的变化趋势、 生态系统健康状

况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 是重要的

环境指示物种 （Ｈａｍｂ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也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类群 （徐志峰等， ２０２０；
易浪等， ２０２１）。

太行山起于北京西山， 南至王屋山 （河南与

山西交界地）， 西靠山西高原， 东临华北平原， 是

黄土高原的东部界线。 其地质地貌独特， 是我国

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范俊功等， ２０２０）。 河南

南太行山区是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的重要生态功

能区， 是我国黄河流域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是构筑国家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的关键节点， 富有科学研究价值 （李俊生等，
２０１６）。 近年来， 关于河南南太行山区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行山猕猴 （郭相保等， ２０１０；
付文等， ２０２１）、 松鼠科物种 （姬程鹏等， ２０２１）、
两栖类 （欧阳凤等， ２０１５）、 植被资源 （侯卫锋

等， ２０１７； 闫东锋等， ２０２１） 和鸟类多样性调查

（薛茂盛等， ２０１６） 等方面。 对南太行山区蝶类资

源的研究调查， 主要为 《河南蝶类志》 （王治国，
１９９０） 中记载蝶类 １２５ 种和 《太行山猕猴自然保

护区科学考察集》 （宋朝枢， １９９６ ） 中记载有

１５１ 种蝴蝶， 此后多年未见有关该地区蝶类资源的

研究报道。
本研究采用样线法， 于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连续两

年对该地区蝴蝶资源进行调查， 分析河南南太行

山区的蝴蝶资源及物种多样性与群落分布特征，
明确该地区蝴蝶种类和分布特点， 为河南南太行

山区蝴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

依据， 为该地区野生动物本底资源提供详实的数

据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河南南太行山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济源市境
内， 地域面积 １ ９３１ ｋｍ２， 全市林地面积达 ５. ４２ 万

ｈａ， 地理坐标为 ３４° ５４′ ～ ３５° １７′ Ｎ， １１０° ２′ ～
１１２°４５′Ｅ， 地形北高南低， 西北部为山区， 最高峰

斗顶， 海拔 １ ９５５ ｍ， 东南部为黄土丘陵， 海拔在

１５０ ～ ４００ ｍ， 土质疏松， 地形破碎， 水土流失严

重。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１４. ５℃，
年均降水量 ５６７. ９ ｍｍ， 年均风速 １. ６ ｍ ／ ｓ， 年均

相对湿度 ６８％ ， 森林覆盖率 ４４. ３９％ ， 动植物资源

丰富 （姬程鹏等， ２０２１）。 本研究地点主要包括国

有济源市愚公林场 （以下简称愚公林场） 和国有

济源市南山林场 （以下简称南山林场） ２ 个国有

林场。 愚公林场位于济源市北部山区， 包括黄楝

树林区、 王屋山林区、 九里沟林区与五龙口林区，
区域内环境条件优越， 生物资源丰富， 区系成分

复杂， 具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 森林覆盖率达

７０％ ， 多为天然次生林， 森林植被较好， 生物资

源丰富， 物种多样性复杂 （宋朝枢， １９９６）。 南山

林场乔木林主要树种为栓皮栎 Ｑｕｅｒc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侧 柏 Ｐｌａｔｙc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和 刺 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cａcｉａ 等 乔 木， 林 下 植 被 多 为 荆 条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扁担木 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 ｖａｒ．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和酸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等 小 灌 木 及 荩 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ｈｅ 和隐子草 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等草本植

物 （谢会芳等，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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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样线设置

调查前基于全面性、 代表性和可达性原则，
根据河南南太行山区 ２ 个林场的生境与海拔特征，
共设 ２３ 条样线 （图 １）。 根据样线内的植被类型，
将样线划分为天然林、 次生林、 复合生境、 人工

林和农田 ５ 种生境类型 （张翔等， ２０２２）。 各生境

植被具体情况如下： （１） 天然林： 植被种类丰富，
多为多年生的高大乔木， 如： 栓皮栎、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和槲栎 Ｑｕｅｒc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等， 受人为干扰

程度较小。 （２） 次生林： 主要为天然林受到采伐、

放牧等人类活动后形成的次生林， 主要植被为栓

皮栎、 核桃 Ｃａｒｙａ c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等乔木， 荆条、 扁担

杆等灌木。 （３） 复合生境： 包含有天然林、 次生

林、 人工林、 农田的生境类型。 （４） 人工林： 主

要以人工种植的栓皮栎、 刺槐和侧柏为主的生境

类型。 （５） 农田： 以旱田为主， 种植小麦 Ｔｒｉｔｉc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大豆 Ｇｌｙcｉｎｅ ｍａｘ 等农作

物。 生境类型和干扰类型及强度依据 《生物多样

性观测技术导则 蝴蝶》 （ＨＪ ７１０. ９ － ２０１４）。

图 １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样线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１. ３　 调查方法

采用样线法， 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每年的 ４、
６、 ８ 和 １０ 月， 选择晴朗微风、 蝴蝶活动频繁的时

间段内 （８ ∶ ００ － １８ ∶ ００）， 进行蝴蝶标本的采集与

调查。 样线长度 ２ ｋｍ， 调查时间 ２ ｈ。 记录样线左

右 ２. ５ ｍ、 上方 ５ ｍ、 前方 ５ ｍ 范围内见到的所有

蝴蝶的种类和数量， 具体方法详见 《生物多样性

观测技术导则 蝴蝶》 （ＨＪ ７１０. ９ － ２０１４）。 拍摄蝴

蝶野外生态照， 采用网捕法捕捉在观察范围内不

能识别的蝴蝶， 将捕捉到的蝴蝶标本放入三角纸

袋中， 带回室内， 制作针插标本。 标本保存在愚

公林场标本馆。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流行的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等的

分类系统， 将蝴蝶划分为 ５ 个科， 依据蝴蝶的形

态学特征， 参考 《中国蝴蝶图鉴》 （武春生和徐堉

峰， ２０１７）、 《中国蝶类志》 （周尧， ２０００）、 《河
南昆虫志： 鳞翅目： 蝶类》 （王治国， １９９８） 和

《河南蝶类志》 （王治国， １９９０） 等进行分类和鉴

定。 根据各物种在我国的地理分布记录并进行区

系成分划分 （王敏等， ２００３）， 把跨越两个或两个

以上大动物地理区的种类称为广布种； 主要或完

全分布于东洋区的种类称为东洋种； 古北界中的

物种称为古北种 （洪芳等， ２００４）。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联合发布的 《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和 ２０１７ 年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颁布的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统计列入这两个名

录的蝴蝶物种。
１. 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Ｈ）、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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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昆虫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４５ 卷

丰富度 （ Ｒ）、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物种优势度 （ Ｄ）、
Ｐｉｅｌｏｕ 物种均匀度 （Ｊ） 对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群

落的多样性进行评估 （马克平和刘玉明， １９９４）。
各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Ｈ ＝ －∑Ｐ ｉ ｌｎ Ｐ ｉ

Ｒ ＝ （Ｓ － １） ／ ｌｎ Ｎ
Ｄ ＝ Ｎｍａｘ ／ Ｎｔ

Ｊ ＝ Ｈ ／ ｌｎＳ
式中： Ｐｉ 为物种 ｉ 的个体数占群落内总个体数

的比例， Ｓ 为物种数， Ｎ 为所在群落的所有物种的

个体数总和， Ｎｍａｘ 为优势种的种群数量， Ｎｔ为全

部物种的种群数量。
在针对蝴蝶群落个体数据进行分析前， 进行

ｌｏｇ （ｘ ＋ １） 对数转换， 以保证其满足正态分布。
蝶类群落相似性分析采用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

（ Ｉ） （Ｊａｃｃａｒｄ， １９００）， 计算公式如下：
Ｉ ＝ c ／ （ａ ＋ ｂ － c）

式中： ａ 为 Ａ 生境的物种数， ｂ 为 Ｂ 生境的物

种数， c 为 Ａ 和 Ｂ 生境的共有物种数。 根据

Ｊａｃｃａｒｄ 的相似性系数原理， 当 Ｉ 为 ０ ～ ０. ２５ 时， 两

个生境的物种极不相似； 当 Ｉ 为 ０. ２５ ～ ０. ５０ 时，
为中等不相似； 当 Ｉ 为 ０. ５０ ～ ０. ７５ 时， 为中等相

似； 当 Ｉ 为 ０. ７５ ～ １. ００ 时， 为极相似。
本文定义蝴蝶个体数≥１５０ 头以上的为优势

种； 仅记录到 １ 头的个体定义为稀有种。 记录个

体数在 ２ ～ ５ 头的定义为少见种 （胡冰冰等，
２０１０）。

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计算各指数，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单因素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生境蝴蝶群落特征和多样性的

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群落的物种组成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连续两年系统的调查， 在河南

南太行山区共观测到蝴蝶 ２ ６８８ 头， 隶属于 ５ 科

５５ 属 ７９ 种。 其中， 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４ 属 １１ 种，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８ 属 １２ 种，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３２ 属 ４４ 种，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７ 属 ７ 种，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４ 属 ５ 种。 碧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ｂｉａｎｏｒ、 菜粉

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黄钩蛱蝶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c⁃ａｕｒｅｕｍ、 绿豹

蛱蝶 Ａｒｇｙｎｎｉｓ ｐａｐｈｉａ 和酢浆灰蝶 Ｐｓｅｕｄｏｚｉｚｅｅｒｉａ ｍａｈａ

的数量都超过了 １５０ 头， 为该地区的优势种。 蓝凤

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ｐｒｏｔｅｎｏｒ、 玉斑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ｈｅｌｅｎｕｓ、 圆翅

钩粉蝶 Ｇｏｎｅｐｔｅｒｙｘ ａｍｉｎｔｈａ、 黄尖襟粉蝶 Ａｎｔｈｏcｈａｒｉｓ
ｓcｏｌｙｍｕｓ、 白瞳舜眼蝶 Ｌｏｘｅｒｂｉａ ｓａｘｉcｏｌａ、 迷蛱蝶

Ｍｉｍａｔｈｙｍａ cｈｅｖａｎａ、 锦瑟蛱蝶 Ｓｅｏｋｉａ ｐｒａｔｔｉ、 折线

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ｓｙｄｙｉ、 斑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ｄｉｄｙｍｏｉｄｅｓ
和靛灰蝶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cｏｅｌｉｇｅｎａ 均只有 １ 头， 为该地区

的稀有种。 玉斑凤蝶为该地区新记录的物种。 列

入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的蝴蝶物种仅有 １ 种， 为冰

清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ｇｌａcｉａｌｉｓ， 没有列入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的蝴蝶物种 （附录Ⅰ）。
２. ２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群落的数量特征与多样

性分析

　 　 从属的数量来看， 蛱蝶科 ＞ 粉蝶科 ＞ 灰蝶科

＞弄蝶科 ＝ 凤蝶科。 从种的数量来看， 蛱蝶科 ＞
粉蝶科 ＞ 凤蝶科 ＞ 灰蝶科 ＞ 弄蝶科。 从个体数来

看， 蛱蝶科 ＞凤蝶科 ＞ 粉蝶科 ＞ 灰蝶科 ＞ 弄蝶科。
蛱蝶科在属数、 种数和个体数上， 都占有绝对的

优势， 有 ３２ 属 ４４ 种 １ ３２９ 头， 为该地区的优势

科， 其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３. ０７）、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
富度指数 （５. ９８） 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０. ８１）
最高，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 （０. １９） 最低。 灰

蝶科 （０. ５２ ） 的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最高

（表 １）。
２. ３　 不同生境蝶类群落的种 －多度等级分析

不同生境蝴蝶物种 － 多度等级， 对每种生境

的物种的个体数进行 ｌｏｇ２转换后为纵坐标， 仅标注

个 体 数 排 名 前 三 的 物 种。 天 然 林： 碧 凤 蝶

（６. ９５４）、 绿豹蛱蝶 （６. ７２８）、 卓矍眼蝶 Ｙｐｔｈｉｍａ
ｚｏｄｉａ （５. ７５５）； 次生林： 碧凤蝶 （６. ６２９）、 拟斑

脉蛱 蝶 Ｈｅｓｔｉｎａ ｐｅｒｓｉｍｉｌｉｓ （ ５. ５５５ ）、 酢 浆 灰 蝶

（５. ３９２）； 复合生境： 碧凤蝶 （５. ３５８）、 菜粉蝶

（５. ２０９）、 蓝灰蝶 Ｅｖｅｒｅｓ ａｒｇｉａｄｅｓ （５. ０８７）； 人工

林： 东亚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ｐｏ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ｕｓ （６. ０００）、 黄

钩蛱蝶 （５. ４９２）、 酢浆灰蝶 （４. ７００）； 农田： 菜

粉蝶 （ ６. ６５８ ）、 黄 钩 蛱 蝶 （ ６. ２２９ ）、 蓝 灰 蝶

（５. ２４８）。 结果表明： 碧凤蝶在天然林、 次生林和

复合生境这 ３ 种生境中的物种多度指数最大， 农

田蝶类的物种多度指数与其他生境蝶类的物种多

度指数分布较为分散， 因此， 农田的优势性最强，
次生林的优势性最低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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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群落的数量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数

（占比 ／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

（占比 ／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占比 ／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

Ｂｅｒｇ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４ （７. ２７） １１ （１３. ９２） ５５６ （２０. ６８） １. ６２ １. ５８ ０. ６８ ０. ４８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８ （１４. ５５） １２ （１５. １９） ４１０ （１５. ２５） １. ８１ １. ８３ ０. ７３ ０. ４０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３２ （５８. １８） ４４ （５５. ７０） １３２９ （４９. ４４） ３. ０７ ５. ９８ ０. ８１ ０. １９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７ （１２. ７３） ７ （８. ８６） ３１０ （１１. ５３） １. ０７ １. ０５ ０. ５５ ０. ５２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４ （７. ２７） ５ （６. ３３） ８３ （３. ０９） １. ４９ ０. ９１ ０. ９３ ０. ３３

图 ２　 河南南太行山区不同生境蝴蝶物种的多度等级

Ｆｉｇ. 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注： 多度通过 ｌｏｇ２进行转换， 各物种按在生境中的多度

顺序进行排布， 仅标注了各生境多度排名前三的物种。
ａ， 碧凤蝶； ｂ， 绿豹蛱蝶； ｃ， 卓矍眼蝶； ｄ， 拟斑脉蛱

蝶； ｅ， 酢浆灰蝶； ｆ， 菜粉蝶； ｇ， 蓝灰蝶； ｈ， 柑橘凤

蝶； ｉ， 黄钩蛱蝶。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ｇ２，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ａ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ｗｅ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ａ，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ｂｉａｎｏｒ；
ｂ， Ａｒｇｙｎｎｉｓ ｐａｐｈｉａ； ｃ， Ｙｐｔｈｉｍａ ｚｏｄｉａ； ｄ， Ｈｅｓｔｉｎａ ｐｅｒｓｉｍｉｌｉｓ；
ｅ， Ｚｉｚｅｅｒｉａ ｍａｈａ； ｆ，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ｇ， Ｅｖｅｒｅｓ ａｒｇｉａｄｅｓ； ｈ，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ｘｕｔｈｕｓ； ｉ，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c⁃ａｕｒｅｕｍ．

２. ４　 不同生境蝴蝶群落的多样性分析

不同生境蝴蝶群落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 不

同生境物种数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Ｆ ＝ ３. ７２５， Ｐ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５）； 不同生境个体数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 （ Ｆ ＝ ２. ３８１， Ｐ ＝ ０. ０７８ ＜ ０. ０５ ）； 不同生境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Ｆ ＝
２. ５０６， Ｐ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５）； 不同生境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

富度指数有显著性差异 （Ｆ ＝ ３. １４２， Ｐ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５）； 不同生境间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无显著差异

（Ｆ ＝ ２. ４７２， Ｐ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５ ）； 不同生境间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无显著性差异 （ Ｆ ＝
２. ３８５， Ｐ ＝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５）。 天然林和次生林的物

种数、 个体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
富度指数显著高于人工林和农田 （Ｐ ＜ ０. ０５）， 人

工林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天然林 （Ｐ ＜
０. ０５）， 农田的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显著高于

次生林和天然林 （Ｐ ＜ ０. ０５） （图 ３）。
２. ５　 不同生境蝴蝶的相似性分析

不同生境蝴蝶群落的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
天然林和次生林、 天然林和复合生境、 次生林和

复合生境、 复合生境和人工林、 复合生境和农田、
人工林和农田的相似性系数在 ０. ２５ ～ ０. ５ 之间， 为

中等相似； 天然林和人工林、 天然林和农田、 次

生林和人工林、 次生林和农田的相似性系数在

０. ２５ ～ ０. ５ 之间， 为中等不相似。 相似度最高的是

天然林和次生林 （０. ６８４９）， 最低的是天然林和农

田 （０. ３９７１）。 复合生境的与其他生境类型的相似

度系数均在 ０. ５ ～ ０. ７５ 之间， 为中等相似 （表 ２）。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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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河南南太行山区不同生境蝴蝶群落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 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注： 同一张图中不同字母代表在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Ｐ ＜ ０. ０５）．

表 ２　 河南南太行山区不同生境中共有蝴蝶种数 （对角线下） 及相似性系数 （对角线上）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复合生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ａｂｉｔａｔ
人工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 ０. ６８４９ ０. ５２８５ ０. ４０００ ０. ３９７１

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５０ － ０. ５８２１ ０. ４２６５ ０. ４２４２

复合生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３７ ３９ － ０. ６５３１ ０. ５９１８

人工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８ ２９ ３２ － ０. ６８２９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７ ２８ ２９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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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的区系分析

河南南太行山蝴蝶区系分析结果表明： 该区

域蝴蝶区系是以古北种为主导， 南北种类过渡交

叉为特色的， 广布种有 ４７ 种， 占比 ５９. ４９％ ； 古

北种有 ２４ 种， 占比 ３０. ３８％ ； 最少的东洋种有 ８
种， 占比 １０. １３％ 。 东洋种、 古北种和广布种均以

蛱蝶科的物种最多 （表 ３）。

表 ３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区系成分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ｕｕ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东洋种 （头）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古北种 （头）
Ｐａｌｅｏｂｅ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广布种 （头）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１ ２ ８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２ ３ ７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５ １５ ２４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０ ２ ５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０ ２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２４ ４７

占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０. １３ ３０. ３８ ５９. ４９

３　 结论与讨论

３. １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群落构成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共观测到蝴蝶 ２ ６８８ 头， 隶属

于 ５ 科 ５５ 属 ７９ 种。 凤蝶科 ４ 属 １１ 种， 粉蝶科

８ 属 １２ 种， 蛱蝶科 ３２ 属 ４４ 种， 灰蝶科 ７ 属 ７ 种，
弄蝶科 ４ 属 ５ 种。 蛱蝶科从属级、 种级和个体数

上， 均占有绝对优势， 为该地区的优势科。 优势

种有５ 种， 分别为碧凤蝶、 菜粉蝶、 黄钩蛱蝶、 绿

豹蛱蝶和酢浆灰蝶。
连续两年样线观测共记录蝴蝶 ７９ 种， 这一数

据与 《河南蝶类志》 （王治国， １９９０） 中记载的

１２５ 种和 《太行山山猕猴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
（宋朝枢， １９９６） 中记载济源地区有 １５１ 种蝴蝶报

道有差异， 由于本研究仅为两年期几个月的监测

结果， 还需要通过长期监测才能调查到更多种类，
其次 ２０ 多年来该地区生境的变化可能影响一些蝴

蝶种类的发生。 在本次调查中， 监测到原来文献

未记载的蝴蝶种类有 １ 种， 为玉斑凤蝶。 玉斑凤

蝶主要分布于中国黄河以南， 至台湾岛、 海南岛

（朱建青等， ２０１８）， 《河南昆虫志： 鳞翅目： 蝶

类》 中记载信阳鸡公山地区也有分布， 该物种在

河南南太行山区仅发现 １ 头， 其在南太行山区的

物种种群现状以及分布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２　 影响蝴蝶分布的因素

影响蝴蝶物种分布的因素除受自身的生物学

特性外， 还与植被类型、 非生物因素和人类活动

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黄敦元等， ２０２０）。 不同生境

的蝴蝶的差异最主要与植被类型有关， 蝴蝶是一

种重要的传粉昆虫 （Ｒｄｓ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植被既

是蝴蝶生存的栖息环境， 也是其食物的主要来源，
植被的变化会导致蝴蝶的分布发生相应的变化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灌木

和草本植物地区， 蝴蝶幼虫和成虫依靠特定的寄

主植物获取树叶、 花蜜和花粉作为食物， 因此，
蝴蝶的多样性反映着植被的多样性 （Ｓｉｌａｍｂａｒａｓ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有研究结果显示， 蝴蝶的种类构

成、 数量与各生境类型的复杂程度、 植被多样性

有关， 植被多样性越高， 蝶类越丰富 （李雷雷等，
２０１９）， 而森林系统蝴蝶的多样性要高于其他生境

类型 （Ｋａｌａｒｕ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生境蝴蝶群落多样性存在差异。 天然林和次

生林生境， 植被类型丰富， 林分结构复杂， 蝴蝶

能够取食的蜜源植物种类繁多， 而人工林和农田

生境由于植被结构单一， 蝴蝶的丰富度远低于其

他生境的丰富度。 研究发现， 天然林、 人工林和

复合生境中均有单独分布的物种， 这些物种的寄

主植物和蜜源植物有可能只分布在这几类生境中，
具体有关不同蝴蝶物种对栖息地的要求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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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会对蝶类群落产生正面

或者负面的影响 （洪雪萌等， ２０１８）， 适度的干扰

会提高蝶类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富度 （ Ｂｈａｒｄｗａｊ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Ｒｉｖ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但过度的人为干

扰会导致生境结构的简单化， 大大降低蝴蝶的多

样性 （Ｃｅｂａｌｌ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
农田和人工林受到较强的人为干扰， 因此这两种

生境中蝴蝶多样性低于其他 ３ 种生境； 而遭受一

定干扰的次生林， 蝴蝶的多样性指数高于天然林，
该结果支持中度干扰假说理论， 即适度的干扰会

增加生境的物种丰富度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１９７８）。 有研究

结果显示， 随海拔的升高， 生境破碎化和植被破

坏程度较轻， 因此高海拔地区的蝴蝶的物种数、
多样性指数、 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要高于低

海拔地区 （徐志峰等， ２０２０）。 这一结果与本研究

相似， 即天然林生境的样线均存在于较高的海拔

范围内， 处于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内， 动植物资源

的保护力度大， 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较低， 在

该生境类型中单独分布的物种数最多， 因此天然

林的物种丰富度高于其他生境类型。
总体而言， 河南南太行山区整体生态结构比

较稳定， 适宜蝶类的生存发育， 但部分区域由于

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 不利于蝴蝶生存。 此外，
在两年期调查中发现蝴蝶的种类较前人报道的少

了很多。 因此， 要重视蝴蝶资源的本底调查， 长

期持续地对当地的蝴蝶资源进行监测， 找到蝴蝶

物种减少的原因，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以期对蝴

蝶资源进行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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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河南南太行山区蝴蝶群落的物种组成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编号

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头）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复合生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ａｂｉｔａｔ

人工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农田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区系

Ｆａｕｕ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麝凤蝶属 Ｂｙａｓａ

凤蝶属 Ｐａｐｉｌｉｏ

丝带凤蝶属 Ｓｅｒｉcｉｎｕｓ

绢蝶属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灰绒麝凤蝶 Ｂ． ｍｅｎcｉｕｓ ２ ６ ２６ ４ １ ３９ Ｏ

多姿麝凤蝶 Ｂ． ｐｏｌｙｅｕcｔｅｓ ３５ １４ ４ － － ５３ Ｗ

玉带凤蝶 Ｐ． ｐｏｌｙｔｅｓ － － ９ ３ １２ Ｗ

玉斑凤蝶 Ｐ． ｈｅｌｅｎｕｓ １ － － － － １ Ｗ

蓝凤蝶 Ｐ． ｐｒｏｔｅｎｏｒ － － １ － － １ Ｗ

碧凤蝶 Ｐ． ｂｉａｎｏｒ １０６ ９９ ３４ １９ ６ ２６４ Ｗ

绿带翠凤蝶 Ｐ． ｍａａcｋｉｉ １３ １ － － － １４ Ｗ

柑橘凤蝶 Ｐ． ｘｕｔｈｕｓ ２４ ２８ ２４ １８ １７ １１１ Ｗ

金凤蝶 Ｐ． ｍａcｈａｏｎ － － １０ ３ ７ ２０ Ｗ

丝带凤蝶 Ｓ． ｍｏｎｔｅｌｕｓ － － － １ ４ ５ Ｐ

冰清绢蝶 Ｐ． ｇｌａcｉａｌｉｓ∗ ８ ５ ８ ６ ９ ３６ Ｐ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豆粉蝶属 Ｃｏｌｉａｓ

黄粉蝶属 Ｅｕｒｅｍａ

钩粉蝶属 Ｇｏｎｅｐｔｅｒｙｘ

绢粉蝶属 Ａｐｏｒｉａ

粉蝶属 Ｐｉｅｒｉｓ

云粉蝶属 Ｐｏｎｔｉａ

襟粉蝶属 Ａｎｔｈｏcｈａｒｉｓ

小粉蝶属 Ｌｅｐｔｉｄｅａ

东亚豆粉蝶 Ｃ． ｐｏ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ｕｓ １８ １２ １６ ２６ １８ ９０ Ｗ

橙黄豆粉蝶 Ｃ． ｆｉｅｌｄｉｉ ２ ９ １ ３ １ １６ Ｗ

尖角黄粉蝶 Ｅ． ｌａｅｔａ － ４ ２ １７ ６ ２９ Ｗ

宽边黄粉蝶 Ｅ． ｈｅcａｂｅ － － ５ ２ １ ８ Ｗ

圆翅钩粉蝶 Ｇ． ａｍｉｎｔｈａ １ － － － － １ Ｏ

大翅绢粉蝶 Ａ． ｌａｒｇｅｔｅａｕｉ ３ ２ － － － ５ Ｐ

菜粉蝶 Ｐ． ｒａｐａｅ １２ １８ ４１ １９ ７５ １６５ Ｗ

东方菜粉蝶 Ｐ． cａｎｉｄｉａ １ １０ ６ ３ ２３ ４３ Ｗ

黑纹粉蝶 Ｐ． ｍｅｌｅｔｅ ９ １１ － － － ２０ Ｏ

云粉蝶 Ｐ． ｄａｐｌｉｄｉcｅ ３ ３ ４ ２ ２ １４ Ｗ

黄尖襟粉蝶 Ａ． ｓcｏｌｙｍｕｓ － １ － － － １ Ｐ

莫氏小粉蝶 Ｌ． ｍｏｒｓｅｉ ２ １３ ２ １ － １８ Ｐ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网眼蝶属 Ｒｈａｐｈｉcｅｒａ

毛眼蝶属 Ｌａｓｉｏｍｍａｔａ

眉眼蝶属 Ｍｙcａｌｅｓｉｓ

蛇眼蝶属 Ｍｉｎｏｉｓ

绢眼蝶属 Ｄａｖｉｄｉｎａ

矍眼蝶属 Ｙｐｔｈｉｍａ

古眼蝶 Ｐａｌａｅｏｎｙｍｐｈａ

网眼蝶 Ｒ． ｄｕｍｉcｏｌａ － ３ － － － ３ Ｐ

斗毛眼蝶 Ｌ． ｄｅｉｄａｍｉａ ５ ３ ２ １ ２ １３ Ｐ

拟稻眉眼蝶 Ｍ． ｆｒａｎcｉｓcａ ５ ２ － － － ７ Ｏ

蛇眼蝶 Ｍ． ｄｒｙａｓ ４ － － － １ ５ Ｏ

绢眼蝶 Ｄ． ａｒｍａｎｄｉ ２ － － － － ２ Ｗ

矍眼蝶 Ｙ． ｂａｌｄａ ４ ２２ ９ ７ １５ ５７ Ｗ

卓矍眼蝶 Ｙ． ｚｏｄｉａ ５４ ２５ １ － ２ ８２ Ｏ

中华矍眼蝶 Ｙ． c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７ － － － ７ Ｐ

古眼蝶 Ｐ． ｏｐａｌｉｎａ ９ １ － － － １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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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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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头）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复合生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ａｂｉｔａｔ

人工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农田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区系

Ｆａｕｕａ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舜眼蝶属 Ｌｏｘｅｒｂｉａ

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喙蝶属 Ｌｉｂｙｔｈｅａ

豹蛱蝶属 Ａｒｇｙｎｎｉｓ

斐豹蛱蝶属 Ａｒｇｙｒｅｕｓ

老豹蛱蝶 Ａｒｇｙｒｏｎｏｍｅ

云豹蛱蝶 Ｎｅｐｈａｒｇｙｎｎｉｓ

银豹蛱蝶属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福蛱蝶属 Ｆａｂｒｉcｉａｎａ

蛱蝶属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ｓ

琉璃蛱蝶属

Ｋａｎｉｓｋａ Ｍｏｏｒｅ

钩蛱蝶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红蛱蝶属 Ｖａｎｅｓｓａ

尾蛱蝶属 Ｐｏｌｙｕｒａ

网蛱蝶属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闪蛱蝶属 Ａｐａｔｕｒａ

迷蛱蝶属 Ｍｉｍａｔｈｙｍａ

帅蛱蝶属 Ｓｅｐｈｉｓａ

紫蛱蝶属 Ｓａｓａｋｉａ

脉蛱蝶属 Ｈｅｓｔｉｎａ

猫蛱蝶属 Ｔｉｍｅｌａｅａ

姹蛱蝶属 Ｃｈａｌｉｎｇｏ

窗蛱蝶属 Ｄｉｌｉｐａ

线蛱蝶属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环蛱蝶属 Ｎｅｐｔｉｓ

白瞳舜眼蝶 Ｌ． ｓａｘｉcｏｌａ １ ２ － － － ３ Ｗ

牧女珍眼蝶 Ｃ．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ｓ － ６ － － － ６ Ｐ

朴喙蝶 Ｌ． ｌｅｐｉｒａ ２ ６ － － － ８ Ｗ

绿豹蛱蝶 Ａ． ｐａｐｈｉａ １２４ １９ ２ ７ － １５２ Ｐ

斐豹蛱蝶 Ａ． ｈｙｐｅｒｂｉｕｓ １ １ １ － ５ ８ Ｗ

老豹蛱蝶 Ａ． ｌａｏｄｉcｅ １９ ７ ６ － － ３２ Ｗ

云豹蛱蝶 Ｎ． ａｎａｄｙｏｍｅｎｅ ４７ ３ － １ ３ ５４ Ｐ

曲纹银豹蛱蝶 Ｃ． ｚｅｎｏｂｉａ １７ ６ ２ － － ２５ Ｐ

灿福蛱蝶 Ｆ． ａｄｉｐｐｅ ２０ ４ ３ － － ２７ Ｐ

朱蛱蝶 Ｎ． ｘａｎｔｈｏｍｅｌａｓ ３ － － － － ３ Ｗ

琉璃蛱蝶 Ｋ． cａｎａcｅ ５ ２ ２ ２ １ １２ Ｐ

白钩蛱蝶 Ｐ． c⁃ａｌｂｕｍ ９ ４ １ ７ １０ ３１ Ｗ

黄钩蛱蝶 Ｐ． c⁃ａｕｒｅｕｍ ３０ ３１ ２８ ６４ １０１ ２５４ Ｐ

大红蛱蝶 Ｖ． ｉｎｄｉcａ ７ ５ ４ ７ ３５ ５８ Ｗ

二尾蛱蝶 Ｐ． ｎａｒcａｅａ － ２ ２ １ ２ ７ Ｏ

斑网蛱蝶 Ｍ． ｄｉｄｙｍｏｉｄｅｓ － １ － － － １ Ｗ

柳紫闪蛱蝶 Ａ． ｉｒｉｓ － － ６ ４ ３ １３ Ｗ

迷蛱蝶 Ｍ． cｈｅｖａｎａ １ － － － － １ Ｗ

白斑迷蛱蝶 Ｍ． ｓcｈｒｅｎcｋｉｉ ７ １６ １ － － ２４ Ｐ

黄帅蛱蝶 Ｓ． ｐｒｉｎcｅｐｓ － １ １ － － ２ Ｗ

大紫蛱蝶 Ｓ． cｈａｒｏｎｄａ ３ １８ ７ － － ２８ Ｗ

黑脉蛱蝶 Ｈ． 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ｓ ６ ９ ２ ２ １９ Ｗ

拟斑脉蛱蝶 Ｈ． ｐｅｒｓｉｍｉｌｉｓ ５ ４２ ２ ２ １ ５２ Ｐ

猫蛱蝶 Ｔ． ｍａcｕｌａｔａ ３ ２５ － － － ２８ Ｗ

锦瑟蛱蝶 Ｃ． ｐｒａｔｔｉ １ － － － － １ Ｗ

明窗蛱蝶 Ｄ．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 １ ４ － － － ５ Ｗ

折线蛱蝶 Ｌ． ｓｙｄｙｉ １ － － － － １ Ｗ

扬眉线蛱蝶 Ｌ． ｈｅｌｍａｎｎｉ ８ ２８ ２ ２２ １ ６１ Ｐ

断眉线蛱蝶 Ｌ． ｄｏｅｒｒｉｅｓｔ ３ １５ １ ８ － ２７ Ｗ

小环蛱蝶 Ｎ． ｓａｐｐｈｏ ２５ ４０ １６ ２ １６ ９９ Ｗ

啡环蛱蝶 Ｎ． ｐｈｉｌｙｒａ ３ １ － － － ４ Ｐ

黄环蛱蝶 Ｎ． ｔｈｅｍｉｓ １２ － － － － １２ Ｗ

单环蛱蝶 Ｎ．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１５ １２ １０ ２ ５ ４４ Ｐ

链环蛱蝶 Ｎ． ｐｒｙｅｒｉ １４ １３ １ － － ２８ Ｗ

重环蛱蝶 Ｎ． ａｌｗｉｎａ １ － ４ ８ － １３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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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Ⅰ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编号

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头）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复合生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ａｂｉｔａｔ

人工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农田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区系

Ｆａｕｕａ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燕灰蝶属 Ｒａｐａｌａ 霓纱燕灰蝶 Ｒ． ｎｉｓｓａ １ ４ １ － ２ ８ Ｗ

灰蝶属 Ｌｙcａｅｎａ 红灰蝶 Ｌ． ｐｈｌａｅａｓ － ３ － ２ ５ Ｗ

吉灰蝶属 Ｚｉｚｅｅｒｉａ 酢浆灰蝶 Ｚ． ｍａｈａ １５ ４７ ２３ ４５ ３０ １６０ Ｗ

蓝灰蝶属 Ｅｖｅｒｅｓ 蓝灰蝶 Ｅ． ａｒｇｉａｄｅｓ ９ ２４ ３７ １０ ３８ １１８ Ｗ

靛灰蝶属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靛灰蝶 Ｃ． cｏｅｌｉｇｅｎａ － １ － － － １ Ｗ

爱灰蝶属 Ａｒｉcｉａ 中华爱灰蝶 Ａ． ｍａｎｄｓcｈｕｒｉcａ １ － － １ － ２ Ｐ

眼灰蝶属 Ｐｏｌｙｏｍｍａｔｕｓ 多眼灰蝶 Ｐ． ｅｒｏｓ ６ ９ １ － － １６ Ｐ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带弄蝶属 Ｌｏｂｏcｌａ

黑弄蝶属 Ｄａｉｍｉｏ

珠弄蝶属 Ｅｒｙｎｎｉｓ

赭弄蝶属 Ｏcｈｌｏｄｅｓ

双带弄蝶 Ｌ． ｂｉｆａｓcｉａｔａ ４ １９ － － １ ２４ Ｗ

黑弄蝶 Ｄ． ｔｅｔｈｙｓ ５ ２２ － － － ２７ Ｗ

珠弄蝶 Ｅ． ｔａｇｅｓ １６ － － － － １６ Ｐ

小赭弄蝶 Ｏ． ｖｅｎａｔａ ８ １ － － － ９ Ｗ

白斑赭弄蝶 Ｏ． ｓｕｂｈｙａｌｉｎａ － ７ － － － ７ Ｐ

注： Ｗ， 广布种； Ｏ， 东洋种； Ｐ， 古北种。∗代表被列入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Ｎｏｔｅ： Ｗ，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 Ｐａｌａｅａｒｃ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ｗ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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