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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斑嚎凤蝶生物学特性初步观察及其保护

周春玲 蒋国芳

广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南宁
,

, ,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南宁
,

, ,

摘要 根据野外观察和 己有的资料
,

初步研究广西珍稀濒危昆虫金斑嚎凤蝶的生物学

特性和保护对策
。

其活动范围较狭窄且稳定
,

生活周期短
,

是进行种群生存力分析较理

想的物种
。

认为应及早进行定量分析
,

为政府的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金斑噪凤蝶 生物学特性 种群生存力分析
一 ,

‘

’ ,

馆
,

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热点之一
。

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亦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一项

内容
。

金斑咏凤蝶 , 为我国特有的名贵蝴蝶
,

其外表华美
,

具极高的

观赏价值
,

在科学
、

文化
、

经济
、

艺术
、

工艺娱乐
、

装瑛设计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资源
。

但是
,

由于其栖息地质量的衰退和人为的捕捉
,

野外种群数量锐减
,

已达濒临灭绝的境地
,

列

为我国优先保护的一级动物
, ‘

定为
‘ ’

级
。

分类地位与形态特征

金斑咏凤蝶属节肢动物门
,

昆虫纲
,

鳞翅 目
,

凤蝶科
。

一 一

收稿
。

‘ 国际自然保护同盟
。

‘ “

险情
”
不详的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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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前翅长
,

翅表黑色
,

被有稠密
、

光亮的绿色鳞片及一端缘为亮黄绿色的黑色

带
,

前翅横线大部分为灰色
,

后翅翅表盘域区内具一大型的金黄色斑
,

并有一些蓝黑色
,

桔

色以及绿色带跨越该斑
,

尾状突起与翅表的黑色带近等长
,

端梢黄色
,

翅里斑纹与翅表一致
,

唯色泽略淡仁‘ 。

该物种 已知仅分布在广西
、

广东
、

福建和海南省
。

广西金斑咏凤蝶为金斑咏凤蝶四个亚

种之一 即金斑咏凤蝶广西亚种 了
’

户 户 」,

主要发

现地在大瑶山
。

生物生态习性

山顶林栖性虫种
,

常出现在海拔

粉所诱
,

多在平坦开阔的地方
,

阳光充足
、

一处发现其成虫活动
。

活动时不超过
,

以上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中
,

其不被花

晴朗天气中活动
,

活动时间短
,

连续两年均在同

不活动时多藏匿于隐蔽处
,

飞翔线路固定且快速
,

极少盘旋
,

由于林密树茂
,

很不易捕捉
。

其卵
、

幼虫
、

蛹和成虫均暴露于高山多雾的危险环

境中
,

极易受大雨
、

冰冻
、

霜露
、

大风以及捕食性天敌
、

寄生性天敌和病原体的攻击
。

保护现状及建议

金斑咏凤蝶原在全世界私人和博物馆收藏仅 只
,

后 日本人和国内学者又陆续在中国采

到此虫
。

随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生物资源的规模越来越大
,

强度越来越高
,

如不采取有效措

施保护
,

金斑咏凤蝶将在短时期内被人为地灭绝
。

目前
,

在广西乃至全国均无一个金斑咏凤

蝶的保护区
,

对其在 自然界的种群动态
、

生境
、

分布等均无详细资料
,

给保护工作带来很大

盲 目性
。

因此
,

建议

尽快开展金斑嚎凤蝶分布区调查

广西跨北热带
、

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三个气候带
,

地貌类型多样
,

时空变化复杂
,

生物

种类亦十分丰富
。

金斑咏凤蝶的分布估计不仅大瑶山一处
,

有必要组织区内有关专家对其在

广西的分布作一次摸底调查
,

确定其在广西的分布状况
,

为争取建立全国首家金斑咏凤蝶保

护区奠定基础
。

就地保护
,

建立金斑咏凤蝶保护区

保护栖息地是保护物种最基木的措施之一
,

就地保护已被认为是保护物种最为有力和高

效的保护方法阁
。

建立金斑咏凤蝶保护区
,

可以有效地保护金斑咏凤蝶
,

有利其生境的恢复和

减少人为地干扰
。

蝴蝶历来被各国人 民所珍爱
,

金斑咏凤蝶以其外表的艳丽
,

数量稀少著称

于世
,

建立特别保护区
,

易唤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
,

得到更多的资金以帮助保护区的生存和

保护大片生境及其它物种
。

加强基础研究

目前
,

国际上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已逐步趋向定量化
,

如种群生存力分析已是保

护生物学的核心 内容闭
。

’

金斑嚎凤蝶其活动范围较狭窄且稳定
,

每年都在同一时间出来活动
,

其飞翔线路和休止地点不变
,

生活周期短
,

是进行种群生存力分析较理想的物种
。

种群生存

力分析的结果可得出其在 自然界存活的最小种群数量和期望寿命
,

将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

保护金斑咏凤蝶的措施及宝贵资源持续利用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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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迁地保护

迁地保护作为就地保护的补充
,

可以对受威胁和稀有动物物种及其繁殖体进行长期保存
、

分析
、

试验和增殖阁
。

这对于野外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

各虫期均暴露于高山多雾的危险环境中

的金斑咏凤蝶来讲尤为重要
。

应在进行金斑咏凤蝶分布区调查的同时
,

调查了解其寄主植物
,

对生态环境的要求
,

年发生代数等生物学特性
,

及时采取人工饲养
、

人工助迁扩大分布区等

保护金斑咏凤蝶的积极措施
。

蝴蝶与哺乳动物不同
,

其怀卵量多
、

生殖潜力大
,

有计划地开

展人工饲养研究对 目前的野外种群数量影响不大
。

人工饲养亚待尽快开发
。

总之
,

金斑嚎凤蝶的保护工作应尽早而全面地启动
,

以及早拯救广西这一宝贵资源使之

造福于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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