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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凤蝶科和粉蝶科区系成分初探

吴四暖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农学院植保系 ~ 广西农科院植保所 ~ 桂林叠彩山蝴蝶

馆于 1962 年~1999 年对广西蝶类昆虫进行调查和采集 共采集蝴蝶总科 11 科 195 属 467 种

(含亚种)  标本 4 万余号 O 经鉴定 其中凤蝶科 ( Papilionidae) 有 66 种 (含亚种)  隶属 2 亚
科 18 属; 粉蝶科 ( Pieridae) 44 种 (含亚种)  隶属 2 亚科 14 属 O 凤蝶科 ( Papilionidae) 中

有 9 个亚种为广西新记录 O 作者依据这些已知种 探讨广西蝶类 (凤蝶科和粉蝶科) 的区系

组成特征 为进一步研究广西蝶类乃至昆虫区系的全貌提供参考资料 O

1 凤蝶科和粉蝶科区系成分

在动物地理学上 广西属于东洋区 ( oriental region)  其蝴蝶 (凤蝶科和粉蝶科) 区系成

分以东洋种占绝对优势 特有种 ~ 古北种 ~ 广布种仅占较小一部分 (表 1) O
表 1 广西蝴蝶(凤蝶科和粉蝶科)的数量分析

蝴 蝶
东洋种 古北种 广布种 特有种

种(属) % 种(属) % 种(属) % 种(属) %

凤蝶科 Pa-
pilionidae

凤蝶亚科

Papilioninae 43( 14) 93. 4 0 0 2( 2) 4. 3 1( 1) 2. 15

锯凤蝶亚科

Zerynthiinae
0 0 1( 1) 2. 2 0 0 0 0

合 计 43( 14) 93. 40 1( 1) 2. 2 2( 2) 4. 3 1( 1) 2. 15

粉 蝶 科

Pieridae
粉蝶亚科

Pieridae
22( 9) 66 1( 1) 3. 03 0 0 0 0

黄粉蝶亚科

Coliadinae
10( 3) 30 0 0 0 0 1( 1) 3. 03

合 计 32( 12) 96 1( 1) 3. 03 0 0 1( 1) 3. 03

1. 1 东洋种

凤蝶科有 43 种属东洋种 即 , 美凤蝶 (papzlzo memnon Linnaeus) ~ 蓝凤蝶 (papzlzo
protenor Cramer ) ~ 红基美凤蝶 (papzlzo alCmenor Felder ) ~ 玉斑凤蝶 (papzlzo  elen/S Lin-
naeus) ~玉牙凤蝶 (papzlzo CaStor Westwood) ~马哈凤蝶 (papzlzo ma adeU/S Moore) ~ 宽带凤



蝶 (Papzlzo nephelus Boisduval) ~ 碧凤蝶 (Papzlzo bzano7 Cramer) ~ 巴黎翠凤蝶 (Papzlzo pa7zs
Linnaeus) ~ 达摩凤蝶 (Papzlzo cemoleus Linnaeus) ~ 穹翠凤蝶 (Papzlzo czalzs Leech) ~ 柑桔凤

蝶 (Papzlzo Iuthus Linnaeus) ~ 斑凤蝶 [Chzlasa clytza ( Linnaeus) ]~ 小黑斑凤蝶 [Chzlasa
epyczces (~ewitson) ]~ 臀珠斑凤蝶 [Chzlasa slate7z ( ~ewitson) ]~ 褐斑凤蝶 (Chzlasa agesto7
Gray) ~ 翠蓝斑凤蝶 [Chzlas pa7acoIa ( Zinken) ]~ 宽尾凤蝶 [agehana elUesz ( Leech) ]~ 金裳凤

蝶 [t7ozces aeacus ( Feldr et Felder) ]~ 暖曙凤蝶 [at7ophaneu7a azconea (Doubleday) ]~ 麝凤

蝶 [Byasa alcznous ( Klug) ]~ 纨裤麝凤蝶 [Byasa lat7ezllez ( Donovan) ]~ 长尾麝凤蝶 [Byasa
zmpeczens ( Rothschild ) ]~ 红 株 凤 蝶 [Pachlzopta a7zstolochzae ( Fabricius ) ]~ 燕 凤 蝶 [
Lamp7opte7a cu7za ( Fabricius) ]~ 绿带燕凤蝶 ( Lamp7opte7a meges Zinkin-Sommer ) ~ 青凤蝶

(G7aphzum sa7pecon (Linnaeus) ]~ 碎斑青凤蝶 [G7aphzum chz7onzces (~onrath) ]~ 宽带青凤

蝶 [G7aphzum cloanthus (Westwood) ]~ 木兰青凤蝶 [G7aphzum coson (Felder et Felder) ]~ 统
帅青凤蝶 [G7aphzum agamemnon (Linnaeus) ]~ 黎氏青凤蝶 [G7aphzum leechz ( Rothschild) ]~
银钩青凤蝶 [G7aphzum eu7ypylus ( Linnaeus) ]~ 纹凤蝶 [Pa7antzcopszs maca7eus (Godart) ]~
客 纹凤蝶 [Pa7antzcopszs Ienocles ( Doubleday ) ]~ 细纹凤蝶 [Pa7antzcopszs mega7us ( West-
wood) ]~ 绿凤蝶 [Pathysa antzphates (Gramer) ]~ 斜纹绿凤蝶 [Pathysa agetes (Westwood) ]~
升天剑凤蝶 [Pazala eu7oa ( Leech) ]~ 华夏剑凤蝶 [Pazala manca7zna ( Oberthur ) ]~ 喙凤蝶

(teznopalpus zmpe7zalzs ~ope ) ~ 金 斑 喙 凤 蝶 (teznopalpus au7eus Mell ) ~ 褐 钩 凤 蝶

(meanc7usa scz7on Leech)  占广西凤蝶科总数的 93. 4% , 凤蝶科中有小黑斑凤蝶 ~ 臀珠斑凤

蝶 ~ 褐斑凤蝶 ~ 翠蓝斑凤蝶 ~ 红基美凤蝶的海南亚种和西藏亚种 碧凤蝶红头屿亚种 斜纹绿凤

蝶 ~ 华夏剑凤蝶共 9 个亚种为广西新记录,
粉蝶科有 32 种属东洋种 即: 菜粉蝶 [Pze7zs 7apae ( Linnaeus) ]~ 东方菜粉蝶 [Pze7zs

canzcza ( Sparrmar) ]~ 橙粉蝶 [IIzas py7ene ( Linnaeus) ]~ 报喜斑粉蝶 [delzas paszthoe ( Lin-
naeus ) ]~ 优 越 斑 粉 蝶 (delzas hypa7ete Linnaeus ) ~ 艳 妇 斑 粉 蝶 [delzas bellaconna
( Fabricius ) ]~ 白 翅 尖 粉 蝶 [appzas albzna ( Boisduval ) ]~ 雷 震 尖 粉 蝶 [appzas znc7a
( Moore ) ]~ 灵 奇 尖 粉 蝶 [appzas lynczca ( Cramer ) ]~ 兰 姬 尖 粉 蝶 [appzas lalage
( Doubleday) ]~ 联眉尖粉蝶 (appzas 7emeczos Schroder et Treadaway) ~ 兰西尖粉蝶 (appzas
lalasszs Gross-Smith ) ~ 红翅尖粉蝶 [appzas ne7o ( Fabricius) ]~ 锯粉蝶 [P7zonezs thestylzs
( Doubleday) ]~ 红肩锯粉蝶 [P7zone7zs clemanthe (Doubleday) ]~ 黑脉圆粉蝶 [Cepo7a ne7zssa
( Fabricius) ]~ 青圆粉蝶 [Cepo7a naczna ( Lucas) ]~ 飞尤粉蝶 [talbotza naganum (Moore) ]~
鹤顶粉蝶 [pebomoza glauczppe ( Linnaeus) ]~ 青粉蝶 [Pa7e7onza Uale7za ( Gramer ) ]~ 尖角黄

粉蝶 [Eu7ema laeta ( Boisduval ) ]~ 宽 边 黄 粉 蝶 [Eu7ema hecabe ( Linnaeus ) ]~ 檗 黄 粉 蝶

[Eu7ema blanca ( Boisduval) ]~ 安迪黄粉蝶 (Eu7ema ance7sonz Moore) ~ 迁粉蝶 [Catopszlza
pomona ( Fabricius) ]~ 梨花 迁 粉 蝶 [Catopszlza py7anthe ( Linnaeus) ]~ 檀方粉蝶 [de7cas
Ue7huellz ( Van der ~oeven ) ]~ 黑 角 方 粉 蝶 [de7cas lyco7zas ( Doubleday ) ]~ 橙 翅 方 粉 蝶

(de7cas nzna Mell) ~ 橙黄豆粉蝶 (Colzas fzelczz Menetries) ~ 镏金豆粉蝶 [Colzas ch7ysotheme
(Esper) ]~ 钩粉蝶 [Conepte7yI 7hamnz ( Linnaeus) ] 占广西粉蝶科总数的 96% ,

因各自不同的地理渊源和分布范围等差异 广西的东洋种凤蝶和粉蝶尚可划分为不同亚

级的地理成分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1. 2 古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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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蝶科有 1 种 ; 丝带凤蝶( Selzczn~s montel~s Gray) ,占总数的 2. 2% G 粉蝶科有 1 种 ; 黑
纹粉蝶[ Pzelzs canzdza ( Sparrmar) ], 占粉蝶科总数的 3. 03% G 古北种能在本区生存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广西盆地边缘 缺口 甚多以及桂东北的湘桂低谷, 是冷空气入侵广西最主要的通

道,有利于古北种的渗透扩散 G 从采集地来看,这些古北种主要集中分布在桂东北地区 G
1. 3 广布种

凤蝶科有 2 种属广布种 ; 玉带凤蝶 (Papzlzo polytes Linnaeus)  金凤蝶 (Papzlzo macf aon
Fruhstorfer) ,占总凤蝶科总数的 4. 3% G 粉蝶科无广布种 G
1. 4 特有种

凤蝶科有 1 亚种属特有种 ; 金斑喙凤蝶的广西亚种,占该区凤蝶总数的 2. 15% G 粉蝶科特

有种 1 种 ; 黑角方粉蝶,占该区粉蝶总数的 3. 03% G

2 结语

由区系分析看出, 广西地域总面积不到全国的 3% , 但蝴蝶种类颇为丰富, 凤蝶科约占全

国的 1/15,广西的盆地地形和喀斯特(即石灰岩)地貌对其蝶类的丰富组成至关重要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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