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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  蝶  的  解  說  資  料 
第一章  蝴蝶的分類與演化 

一、蝴蝶的分類地位  

    蝴蝶與蛾因為翅膀上密佈鱗片，所以同被列入鱗翅目（Lepidoptera），全世界的鱗翅目

昆蟲高達 20 萬種為昆蟲綱中的第二大家族。蝴蝶種類約估 14000 多種，其中台灣的蝴蝶大

約 400 種，台灣的蛾類則有 4000 多種。（王效岳、李俊延，1998）   

 

二、蝴蝶 V.S.蛾  

鱗翅目、鳳蝶總科中的所有種類就是蝴蝶。（鱗翅目一共 31 總科）蝴蝶與蛾類的唯一區

別方式在於蝴蝶為棍棒狀觸角，至於蛾類的觸角則是絲狀、羽毛狀與櫛齒狀。 

 

三、演化史  

    昆蟲約在四億年前（石炭紀）出現在地球，到了白堊紀(Cretaceous)時出現了各種的寄

主植物，昆蟲大量演化，現今的蝴蝶，是由早期的蛾類進化而來。（表一） 

出    現    時    期 生    物    種    類 

四億四千萬年前 

四億年前 

三億年前 

八千萬年前 

六千萬年前 

四千萬年前 

陸生植物出現 

昆蟲始祖出現 

昆蟲演化開始 

顯花植物出現 

蝴蝶出現 

蝴蝶曲管式口器發展 

          （王效岳、李俊延(1998)  宜蘭縣自然史教育館昆蟲陳列簡介） 

第二章  外部型態與內部構造 

一、蝴蝶的外型  

    蝴蝶成蝶的構造與一般昆蟲相似，由幾丁質外骨骼構成每一體節之體壁，每一體節之間

由可伸縮之節間膜連繫，以便活動。其身體可分成頭、胸、腹三部分。 

（一）頭部   

頭部為球囊狀，有一對觸角、複眼與口器。 

複眼  頭部有一對發達的複眼，是由大約 27000 個六角形小眼所組成，每一個小眼都有一角

膜和感光區，並有色素細胞和其他小眼區隔開，形成自己的視覺形象，再各自投射在視網膜

上，形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觸角  蝴蝶的觸角為棍棒狀，至於弄蝶觸角之末端膨大部位則成鉤狀。觸角為重要的感覺器

官，主司平衡和嗅覺，其基部有亨氏器（Johnston’s orgam），可在飛翔時定位之用。 

口器  蝴蝶的虹吸式口器是由一對小顎外瓣所特化延長而成，可用來吸食流質食物，不用時

可捲曲起來縮在頭胸之間，使用時利用血液壓力伸長，其頭部可產生虹吸壓力，幫助液體食



物由中空口吻上升。但是常吸食黏性汁液容易造成口器阻塞，所以需要以唾液清理口吻。 

（二）胸部 

    蝴蝶的胸部有足和翅膀，胸部另有一可彎曲之頸部和頭部相連。胸部有 3個體節，每一

體節都有一對腳（由基節、三角形的轉節、腿節、脛節、附節和附節末端的一對爪所構成），

同時蝴蝶也可以利用前腳附節的感覺器官來嘗食物的味道。 

翅膀  中胸與後胸各有一對翅膀，每片翅膀含有上下二膜片，兩膜間有中空的翅脈以支持。

蝴蝶後翅前方有翅刺能鉤住前翅腹面的抱帶，飛行時前後翅能同時振動，以利飛行。（蝴蝶

飛行的主力來自前翅，有的蝴蝶會以擬態讓天敵攻擊後翅，在被攻擊後仍能逃脫） 

翅膀的顏色、花紋是由其上如屋頂瓦片般排列的鱗片所形成，蝶翅的鱗片組織不易沾

濕，使牠們在雨中仍可飛行活動。蝴蝶的鱗片容易因外力而脫落，在誤觸蜘蛛網時可藉脫落

鱗片方式逃離。 

    鱗片形成的色彩方式有三：鱗片本身所含的色素決定各鱗片的色彩，稱為色素色（化學

色）；當鱗片表面具有細微而不規則的刻痕、溝紋、稜角等結構，使反射出來的光產生折射

的現象而產生虹彩般的暈光變化則屬結構色（物理色）；至於結合兩者的則是綜合色。 

（三）腹部 

腹部一共 10 節，但雄蝶第 10 節，雌蝶第 9、10 節癒合成生殖器。雄蝶為兩片閉合中央

具狹縫的把握器，可於交尾時抓住雌蝶。雌蝶則有產卵管與受精囊孔（有開口通到儲精囊）。

第 1～8節兩側則有氣孔，為呼吸器官。 

 

二、蝴蝶的呼吸系統  

    昆蟲利用氣孔讓空氣進出身體，氣孔具有纓毛，可防止灰塵進入體內。氣孔也可以自由

開閉，防止體內水分過分喪失。每個氣孔連通一條或一條以上的氣管，氣管又連通主氣管，

各主氣管之間彼此又有橫走的氣管相連接。各氣管又可分枝成支氣管與微血管，形成蜘蛛網

般的氣管系統。這種藉著擴散作用的呼吸方式所能供給之氧氣有限，此為蝴蝶個體（或是昆

蟲）不大之限制因素。 

 

三、蝴蝶的循環系統  

    昆蟲沒有人類靜脈、微血管之類的組織，其內部器官完全浸潤於體壁之血腔中，血液循

環由背部的長條形心臟控制（背血管），它是一條由數個心腔所串連成的粗血管，會不斷由

後往前做著舒張與收縮的動作。將血液送往身體前方，同時也有腔間瓣，可防血液向後流。

其血液為透明無色或是黃綠色。 

 

四、蝴蝶的消化、排泄系統  

    蝴蝶屬於虹吸式口器，其口吻基部開於球形狀的咽頭，咽頭體壁肌肉的縮張造成體積的

改變，導致幫浦作用使液體食物由口吻上升，當咽頭體積擴大時會造成咽頭內部局部真空，

液體食物得以進入，咽頭體壁收縮時則將食物送入下方食道。咽頭和口吻交接處有一瓣膜可

防止咽頭收縮時食物被擠回口吻。食物進入胃中始被消化，無法消化的物體經後腸由肛門排

出。已消化之食物由血液吸收後以脂肪形式儲存在脂肪體內。 

    蝴蝶無腎臟而以馬氏管行排泄作用，馬氏管位於中後腸連接處，藉著滲透作用由體液中

吸收代謝廢物，含氮的排泄物形成尿酸經馬氏管進入後腸由肛門排出體外。 



第三章  蝴蝶的一生 

蝴蝶為內生翅群昆蟲，其生活史分卵、幼蟲、蛹、成蟲四個時期，為完全變態。若是沒

有遭受到天敵迫害，一對熱帶蝴蝶一季可產生 300 萬隻蝴蝶，但是在平衡的生態系中，一對

蝴蝶約可產生兩隻成熟的蝴蝶後代。各時期的長短因種類、溫度和氣候而有不同，熱帶種類

約 18 天完成羽化（卵期 3天、幼蟲期 8天、蛹期 7天），溫帶地區則約 8週，有的則需一年

時間才完成生活史，冬季低溫時有的需冬眠，熱帶地區有些則需夏眠以度過不良環境。（陳

建志，1990） 

 

一、卵期  

    雌蝶會在找到合適產卵地點後輕快的彎下腹部產下一枚卵粒後立即飛離現場，然後再次

找尋別的位置，但是細蝶則會一次產下上百粒的卵於同一葉片上。一般雌蝶會把卵產在幼蟲

寄主食物上。有的蝴蝶會在產卵後，為卵粒做一些安全上的防護工作，如琉璃波紋小灰蝶會

分泌泡沫狀膠質物，硬化便形成保護罩；白弄蝶則在產完卵後會把尾部細長的絨毛黏附在卵

粒上，形成保護。 

每種蝴蝶的卵形狀、大小、顏色、產卵位置都不盡相同。雌蝶一般會把卵產在葉背，如

此可防止雨淋、日曬或被天敵補食。初產的卵，卵殼只含液體，此時幼蟲胚胎已在卵中逐漸

發育。卵的頂端有一細小的精孔，可供呼吸。營養成分以卵黃形式儲存起來，隨著發育，卵

黃會逐漸消耗調。 

    卵殼成分含幾丁質，幼蟲孵化後，會咬破卵殼後爬出，並吃掉部分或全部卵殼，卵殼可

能含有幼蟲生活必須成分，若阻止幼蟲攝食卵殼會導致幼蟲發育不良。 

 

二、幼蟲期  

    幼蟲頭部之後有 13 體節，前三節為胸節，餘為腹部。幼蟲無複眼，而有 5或 6 對單眼，

但其單眼僅能辨別光線之明暗，無法形成影像。因此幼蟲對於食物定位只要是靠觸覺和嗅覺。 

幼蟲胸部三節各有一對具關節之胸足，腹部十節中，第三至第六腹節和最後一節具有柔

軟無關節之腹足（偽足）。腹足底端具細微之原足鉤，可穩固身體。第一胸節和第 1-8 腹節

各具一對氣孔以為呼吸之用。 

蛻皮  幼蟲表皮柔軟，無法著生肌肉，而是以體液壓力充漲表皮。隨著幼蟲發展，舊皮無法

無法容納增大的組織，必須經過蛻皮，將老舊表皮更換。幼蟲會先建造固定的絲座，經過一

天的休眠，利用肌肉收縮之力使表皮自背部裂開，再由頭部退至尾部，剛蛻皮的幼蟲必須等

到新表皮和口器都硬化之後再進食，同時會轉身吃掉之前所蛻下的舊皮。每蛻皮過一次，稱

做一齡，隨種類有不同齡期（許多鳳蝶種類幼蟲最後一次蛻皮前後兩齡的幼蟲，外觀的斑紋、

顏色會有很大的變化），這種蛻皮行為是由幼蟲體內之激素所控制著！ 

食性  幼蟲具有發達的咀嚼式口器，多數以植物組織為食，極少數為肉食。幼蟲的食性非常

特別，只吃特殊的植物，此種行為應與植物所含的揮發性物質有關。食物中無法消化之纖維

會形成卵形粒狀糞便排出。少數的小灰蝶幼蟲可與螞蟻共生，以螞蟻提供的卵、幼蟲或其他

食物為食，而螞蟻則吸食小灰蝶幼蟲背部體腺所分泌的蜜腺為食。幼蟲的主要任務就是吃，

其體重最多可增加 300 倍。幼蟲的食性專一，常見的幼蟲食草如下： 

 



表二：蝴蝶的食草關係 

食草名稱 蝴 蝶 名 稱 食草名稱 蝴 蝶 名 稱 

馬兜鈴 大紅紋鳳蝶、紅紋鳳蝶、麝香鳳蝶 港口馬兜鈴 珠光鳳蝶、黃裳鳳蝶 

柑橘類 柑橘鳳蝶、無尾鳳蝶、大鳳蝶 琉球馬兜鈴 曙鳳蝶 

飛龍掌血 
台灣鳳蝶、台灣烏鴉鳳蝶、琉璃紋

鳳蝶、孔雀鳳蝶、雙環鳳蝶 

樟樹、大葉楠

紅楠、土肉桂
青帶鳳蝶、寬青帶鳳蝶 

食茱萸 柑橘鳳蝶、烏鴉鳳蝶、白紋鳳蝶 烏心石 青斑鳳蝶、綠斑鳳蝶 

檸檬 柑橘鳳蝶、大鳳蝶、玉帶鳳蝶 桶鉤藤 荷氏黃碟、紅點粉蝶 

魚木 黑點粉蝶、端紅粉蝶、台灣粉蝶 阿勃勒 淡黃蝶 

黃槐 台灣黃蝶 含羞草 星黃蝶 

馬利筋 樺斑蝶、黑脈樺斑蝶 稜果榕 石牆蝶 

山棕 紫蛇目蝶 白茅 黑樹蔭蝶 

五節芒 大波紋蛇目蝶、樹蔭蝶、小蛇目蝶 山黃麻 台灣三線蝶、姬雙尾蝶 

野牽牛 琉球紫蛺蝶 野薑花、月桃 黑弄蝶、白波紋小灰蝶 

水柳 台灣黃斑蛺蝶、紅擬豹斑蝶 島榕 紫端斑蝶 

 

三、蛹期  

    幼蟲的唾腺組織可產生絲，遇到空氣即硬化，絲對幼蟲來說是重要的防護機制。在化蛹

過程如無絲座固定蟲體則無法蛻皮。化蛹的程序如下（帶蛹）： 

化蛹的終齡幼蟲不再進食，並隨著消化道排空多餘水分與廢物後，體型慢慢變小。 

在選定化蛹地點後會吐下大量絲線，稱做「絲座」。 

幼蟲會以尾足的原足鉤，鉤住絲座上的絲線，完成固定的工作。 

幼蟲接著吐出一圈絲線，再將頭部鑽過這圈固定在一個位置的絲帶，形成一個固定 

    支撐的動作，此時幼蟲不再移動位置，稱為前蛹期。 

接下來幼蟲的腹足會失去作用，在經過一天的體質改變，幼蟲會自頭部、胸背側脫 

    皮，露出蛹，此時身體末端的臀鉤會立刻鉤住絲座上的絲線，之後蟲體會扭動以擠掉舊

皮脫離絲座，完成化蛹工作。 

剛化成的蛹表皮柔軟容易受傷，經過一天左右蛹的外皮才會硬化。至於垂蛹則是大同小異，

差別在於垂蛹少了吐出絲帶（第 4步驟）的行為，直接脫皮化蛹。 

蛹為過渡時期，不食不動（但是遇到外界干擾時會蠕動），只有氣孔開口以便交換氣體。

蛹為裸蛹，依固定的形式可分成兩類。一是帶蛹：以臀鉤固定於絲座上後，另吐一絲線懸掛

於胸部，以支持上半身，如鳳蝶、粉蝶科。二為垂蛹：以臀鉤固定於絲座上，身體倒懸掛於

絲座上，如蛺蝶科。 

 

四、成蟲期  

    即將羽化的蝴蝶可由蛹殼上看出翅膀的花紋，羽化時蛹殼從頭後開裂，首先露出足和觸

角，整個身軀再掙扎出來。剛羽化的翅膀皺縮而柔軟，必須先倒垂身體，以便血液輸入翅中，

伸展開來，直到完全乾燥硬化，此時蛹期所堆積的代謝物與多餘體液則由肛門排出。成蟲羽

化時間多為清晨或晚上，以避免天敵侵擾。 



第四章  蝴蝶的生活史 

一、蝴蝶的飲食大餐  

花蜜大餐  菊科植物一般都是不錯的蜜源植物，蝴蝶喜歡花蜜，而這些植物則稱做「蜜源植

物」，常見的有：澤蘭、海洲常山、長穗木、馬纓丹、繁星花、馬利筋、冇骨消、菊科植物、

金露花、非洲鳳仙花、食茱萸….等。 

清水大餐  溪谷旁的潮濕砂地常有一些礦物質成分，這些水液常吸引雄蝶的來到。有些外觀

相近的蝴蝶容易聚在一起吸水。 

尿水與汗水大餐  蝴蝶很喜歡尿水和汗水的味道，如小灰碟、蛺蝶。 

樹液與腐果  喜歡吸食樹液與腐果的蝴蝶種類，包括蛺蝶、蛇目蝶與環紋蝶。樹液以柑橘樹、

竹子、台灣欒樹、構樹、食茱萸較佳，腐果則以鳳梨最棒，其他如哈密瓜、梨子、蘋果、蓮

霧、香蕉都可以吸引蝴蝶的光臨。 

腐屍大餐  少數蛺蝶和蛇目蝶類喜歡吸食動物的屍體。 

糞便大餐  蛺蝶與蛇目蝶喜歡吸食。另外，弄蝶與小灰蝶則有吸食鳥糞的習慣。弄蝶甚至會

排出自己的糞液先溶解已經乾掉的鳥糞，再吸食。 

 

二、求偶與交配  

    蛺蝶、蛇目蝶、小灰蝶、弄蝶都有佔領領域的行為，如果在領域中有同種或他種蝴蝶飛

入，雄蝶會起身追擊。這種行為無非是為了求偶交尾，有時還會形成好幾隻雄蝶一起追求一

隻雌蝶而形成「飄帶舞」，最前方帶頭的就是雌蝶。若是雌蝶願意時，雌蝶會停棲下來與雄

蝶交尾，在交尾中被干擾時，會由雌蝶拖著雄蝶飛離，通常會在距離不遠處停下來，交尾時

間過長時還可一邊訪花吸蜜。 

    有的雄蝶會尋找剛羽化的雌蝶，趁其無行動能力，強行進行交尾。許多種雄蝶在交配過

後會分泌膠狀物填在雌蝶儲精囊的開口，使別的雄蝶無法將精液排入雌蝶體內，因此野外的

雌蝶多半對其他雄蝶的追求視若無睹。 

 

三、越冬  

成蟲越冬  部分蛇目蝶和少數蛺蝶、小灰蝶，習慣以成蟲型態越冬。在溫度特別低的日子，

牠們會找隱蔽場所躲起來休息，等到冬陽普照，氣溫回升才又出來覓食。斑蝶類幾乎都是成

蟲型態越冬，且部分有集體度冬的習性，形成「紫蝶幽谷」。一般而言，紫斑蝶類（或部分

青斑蝶類）都會選擇氣溫較不寒冷的低海拔山區，且多半是南向的小型溪谷地度冬。每年秋

季末段，會有大量紫斑蝶類自四面八方湧入台灣南部各個紫蝶谷，且多有固定路線，但是其

原因仍是個謎。這些越冬的蝴蝶會在隔年冬末時就近找尋配偶交配，接著就是離開越冬場

所，散布到各地去繁衍下一代。 

蛹越冬  蛹期不需覓食，這種型態最適合度過環境惡劣的冬季。一般低海拔中的鳳蝶、粉蝶、

弄蝶多半是以蛹型態度冬。一年超過兩個世代的蝶種中，非越冬型的蛹，其蛹期大多在兩個

星期以下，很少超過一個月時間的。但其度冬型蝶蛹，自從幼蟲在秋末冬初化蛹之後，蝶蛹

會一直休眠到隔年春天才陸續羽化，甚至到了初夏才羽化成蟲。有些一年一個世代的蝴蝶，

蛹期可長達半年，如寬尾鳳蝶的終齡幼蟲在 7、8月間化蛹，直到隔年春天才羽化出來（少

數個體會到夏季才羽化）。 



幼蟲越冬  幼蟲越冬的形式可分成兩大類。在中海拔環境中的曙鳳蝶、銀蛇目蝶、鹿野波

紋蛇目蝶，一年只有一個世代，整個幼蟲期的齡數特別多（有的 7齡或 8齡）。在冬季時，

幼蟲活動力雖然減低，但仍會緩慢攝食成長，直至隔年春季至夏初才會化蛹。蛺蝶科中的

大紫蛺蝶、紅星斑蛺蝶、豹紋蝶、白蛺蝶等均以幼蟲休眠過冬，而且會以特定齡期過冬，在

非越冬齡期的幼蟲體色為綠色，越冬齡期幼蟲則為褐色系。如大紫蛺蝶幼蟲會選在落葉堆中

躲藏休眠，直到隔年春天才爬回樹叢繼續攝食；豹紋蝶與白蛺蝶的幼蟲會先在一片準備越冬

休眠的葉片背面吐絲，形成一片絲座，在蟄伏其中，為防止葉片掉落，還會事先在葉柄與枝

條的節間吐下纏繞的絲線。 

卵越冬  大部分會以卵越冬都是小灰蝶，不少小灰蝶的寄主植物都是落葉性喬木，因此雌蝶

在產卵時會把蝶卵產在細枝條的芽點縫隙或樹皮縫隙。這些卵到隔年春天才會孵化出小幼

蟲。 

 

四、蝴蝶的天敵  

寄生性天敵  寄生性天敵有體外寄生和體內寄生兩種。體外寄生主要是蹣類，常附著於蝴蝶

體壁吸食體液為食，但不會造成蝴蝶個體死亡。另一種的寄生性天敵常造成蝴蝶的死亡，這

類天敵有寄生蜂（姬蜂科、小繭蜂科、小蜂總科）和寄生蠅（寄生蠅科）。 

寄生蜂種類的不同，寄生方法亦相異，有的寄生在卵內、有的寄生在幼蟲或是蛹內，幼

蟲蛻皮期和化蛹時表皮柔軟最容易遭到寄生。雌蜂循著氣味找到幼蟲之後，會以銳利的產卵

管穿透幼蟲表皮，將卵產在幼蟲體內，孵化的寄生蜂幼蟲以寄主體內組織為食，先吃脂肪體

再吃其他致命器官，發育完成的寄生蜂幼蟲會鑽出幼蟲體內結繭化蛹於附近或是留在寄主體

內化蛹。寄生蠅會產卵於蝴蝶幼蟲的寄主食物上，趁蝴蝶幼蟲攝食時黏附其身而鑽入幼蟲體

內，因此群聚性幼蟲更易受害。 

捕食性天敵  蝴蝶的捕食性天敵有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和蜘蛛、昆蟲等。其中鳥

類、蜘蛛、蜻蜓、食蟲氓、陸生肉食性椿象、胡蜂總科下的各類蜂類都是蝴蝶的重大威脅。 

五、保命絕招  

（一）行為上 

    活動性不高的幼蟲和蛹不但具有保護色之外，有些種類會潛入葉肉中攝食以自衛。弄蝶

科的幼蟲會吐絲將葉片捲成葉苞，躲在其中生活和化蛹；有些小灰蝶可在土中化蛹（某些小

灰蝶幼蟲與蛹會與螞蟻共生，身上分泌蜜露供螞蟻食用以換來螞蟻的保護與食物）。至於成

蝶就靠飛行躲避敵害。幼蟲並無強大活動力，有些幼蟲演化出化學防衛武器。 

鳳蝶科幼蟲在其頭部後方具有臭角（Osmeteria），當受到經擾後會翻出叉狀臭角而散發

出不好的味道驅敵。柑橘鳳蝶的臭角有類似醋酸味的揮發性物質；以樟科為食的黃星鳳蝶則

產生樟腦味；以馬兜鈴為食的鳳蝶則產生辛辣的中藥味。 

    斑蝶亞科蝴蝶則會把寄主植物的毒性累積至體中，讓天敵補時候產生不愉快的經驗而不

去捕食。（見警戒色）部分寄主植物為低矮禾本科植物的少數蛇目蝶亞科幼蟲在受干擾時會

裝死掉落地面以避敵，另外大白斑蝶也會裝死。 

（二）外形上 

    利用外表型態的構造來保護自己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如蛺蝶類的幼蟲長滿許多肉刺讓

補食者不敢下手（而且這些棘刺不易消化，讓天敵難以下嚥）；以馬兜鈴為食的鳳蝶類幼蟲

長滿許多肉刺，而蛹也具有奇怪的外表以嚇唬捕食者。 



（三）顏色上 

蝴蝶的顏色變化主要以保護色、警戒色和擬態三種途徑產生自衛效果。 

保護色  蝴蝶的卵、幼蟲和蛹都具有和棲息環境背景相同的保護色。野外的自然環境中，綠

色和褐色為主要的兩個色調，蝴蝶中的蛇目蝶和部分的蛺蝶、弄蝶，都是褐色系體色。幼蟲

更是常利用這種方法保護自己。不少同種蝶蛹會隨著化蛹環境不同而有綠色與褐色兩種不同

的保護色。 

警戒色  蛺蝶科中的斑蝶亞科各類斑蝶的幼蟲所食的植物多是有毒植物，並且把毒素累積在

體內，使捕食者產生不愉快的經驗，以後不再捕食，所以這類幼蟲的體色都是鮮豔醒目，讓

天敵加深印象。同時這些毒素也會留存到蛹期和成蟲期，所以他們的蛹和成蟲也都有鮮明的

色彩，斑蝶的成蟲因有此種保護，平時飛行也就特別悠閒緩慢。 

    鳳蝶科中有一類以馬兜鈴為食的鳳蝶（大紅紋鳳蝶、紅紋鳳蝶、麝香鳳蝶、曙鳳蝶、珠

光鳳蝶），身上都有一種特殊味道讓天敵不敢捕食，所以這類鳳蝶都較鮮明的外觀也是讓捕

食者記得更清楚些，而這些鳳蝶平時飛行也特別緩慢悠閒。 

擬態  為避免天敵捕食，某些動物的外觀會演化成天敵所不願吃或不能吃或不敢吃的東西，

這種方式就稱做「擬態」。擬態形式有兩大類：無毒的種類模仿有毒的種類，這種稱做「貝

氏型擬態」；另一種是兩種有毒的種類互相模仿，為「穆氏型擬態」。 

擬態成身上有毒的斑蝶，如：黃星鳳蝶擬態成姬小紋青斑蝶 黑端豹斑蝶與雌紅紫

蛺蝶的雌蝶擬態成樺斑蝶類 斑鳳蝶擬態成青斑蝶 玉帶鳳蝶的雌蟲有兩種型態，其中一

種就是擬態成紅紋鳳蝶。 

擬態成枯葉或是葉子等敵人不想吃的東西，如：枯葉蝶擬態成樹葉，它們和翅時的外

觀還具有葉柄、主脈、支脈等結構。甚至在上翅中還有一個不具鱗片的透明小洞，像是被蟲

子蛀過一般 蛇目蝶類、孔雀蛺蝶等的秋冬型成蝶都是擬態成枯葉。 

蝶蛹多半是擬態成植物的枝葉以保護自己。如石牆蝶的蛹擬態成一片捲曲的榕樹葉片；

寬尾鳳蝶的蛹擬態成枯樹枝。 

擬態成鳥糞讓鳥類不去吃它，如：鳳蝶科中 Papilio 屬下各種 2～4齡幼蟲。因為鳥類

不太吃它，所以這類幼蟲反而常在葉片上活動。 

有些幼蟲會擬態成小蛇來嚇小鳥。如：Papilio 屬的終齡幼蟲在胸部背側都有一對左右

對稱的眼狀斑紋，當它們受到干擾時會抬高前半身，左右緩慢擺動身體，宛如一條小蛇（但

是不見得管用）；端紅蝶的幼蟲身材修長，綠色外觀屬於保護色，但是當它受到干擾時會膨

大整個前半身，抬起頭，變成一條兇惡的小蛇一般，但也是不見得管用。 

假眼紋  一般智慧較低等的肉食動物，會被孔雀蛺蝶和青擬蛺蝶翅膀上的「大眼睛」所嚇到，

以為是大型動物而躲避，而達到保命效果。另外蛇目蝶的下翅外緣或肛角附近均有小形眼

紋，讓天敵誤認是頭部而攻擊錯目標，蝴蝶本身則藉機逃命。 

    另外，小灰蝶科的許多種類的下翅，在肛角附近也有一枚小眼紋或類似頭部的花紋， 

而且這些小灰蝶下翅外側還有細長的尾狀突起，當它們停棲時會左右搓動下翅，看起來就像

是頭部一般，達到欺敵目的。鳳蝶科的尾狀突起也是為了分散天敵的注意力。 

 

 



第五章  蝴蝶的分科介紹 

    台灣的蝴蝶分類中有弄蝶科、鳳蝶科、蛺蝶科、小灰蝶科、長鬚蝶科與小灰蛺蝶科等。 

一、弄蝶科（台灣約 64 種）  

    卵多為半球形，顏色有白、黃、紅或淺褐色，表面光滑或具有數條隆起脈。幼蟲的頭部

寬大，以清風藤科、薑科、棕櫚科或禾本科為寄主植物，幼蟲喜於寄主植物之葉面吐絲，將

葉面捲曲成圓桶狀，構成隱蔽的巢穴生活其中（幼蟲還會將腹部末端伸出葉苞排便），終齡

幼蟲會將巢的兩端封閉，並於其中化蛹（帶蛹）。 

    弄蝶的體型短小肥胖，進行短距離的突進式飛行，其瞬間飛行是所有蝶類中最快的；有

寬大的頭部；長長的觸角末端錘節（膨大處）延伸成鉤狀；休息時翅合於背部或前後翅呈不

同角度展示，這些特徵是弄蝶與其他科蝴蝶的不同之處。弄蝶的體色以褐色、黑、白為主。

成蝶喜愛吸食花蜜、清水、尿液與鳥糞等食物。 

 

二、鳳蝶科（台灣約 37 種）  

    鳳蝶科的卵形呈圓球形，有紅、白、黃、綠等色，表面多光滑。卵經過適當發育後，幼

蟲破殼而出，幼蟲前胸具有可外翻的臭角，於受驚嚇時伸出，發出異味以禦外敵。幼蟲有兩

大類型，吃馬兜鈴類的幼蟲體壁有許多肉質突起，其他種類的體壁則多屬光滑的外觀。本科

幼蟲以馬兜鈴科、樟科、木蘭科、芸香科為寄主植物。以馬兜鈴為寄主植物的幼蟲可將其毒

素留置體內，身上演化出強烈對比色的花紋。 

    蛹為帶蛹形式。大部分的鳳蝶後翅具有尾狀突起，胸部具有三對發達的腳。成蝶屬於中

大型的蝶種，喜歡在陽光充足的地區活動。多數喜歡吸食花蜜，訪花時多數種類上翅會狹幅

振動，大部分雄蝶常在溪邊、濕地、山路旁駐足吸水或是尿液。 

 

三、粉蝶科（台灣約 36 種）  

    粉蝶的卵外觀呈梭形或是砲彈形，顏色為白、淺黃或是橙色，表面通常具有十數條隆起

脈。卵發育成熟後孵化成幼蟲，幼蟲大多呈綠色的細長圓桶狀，具有極佳的保護作用，寄主

植物主要是十字花科、豆科、白花菜科、鼠李科植物。 

    蛹為帶蛹，粉蝶為中型的蝶種，外觀大多樸素，成蝶亦有 3對發達的腳，有些種類有聚

集在濕地一起吸水的習性。粉蝶多喜歡在陽光充足處活動，以花蜜為主食，亦喜歡吸食清水

與尿液，粉蝶成蟲的生活習慣與活動環境與鳳蝶大同小異。 

 

四、蛺蝶科、斑蝶亞科（台灣約 22 種） 

    蛺蝶科的共同特徵是成蟲的前腳退化不用。全世界共有 6000 多種，新的分類法中蛺蝶

科下包含斑蝶亞科、蛇目蝶亞科、環紋蝶亞科..等。而蛺蝶科中的其他如：細蝶亞科、蛺蝶

亞科、黃領蛺蝶亞科、小紫蛺蝶亞科共稱為「蛺蝶類」蝴蝶。（張永仁，2000） 

斑蝶的卵呈現半橢圓形或半紡錘形，顏色白、淺黃或橙色，表面具有網目狀的隆起脈，

幼蟲分別以桑科榕屬、蘿摩科或夾竹桃科等有毒植物為寄主植物，因此幼蟲、蛹都具有強烈

的對比警戒色，同時幼蟲也有成對的長軟肉刺。 

    蛹為垂蛹，外表常具有金屬光澤可驚嚇天敵，或反射背景產生掩飾作用。斑蝶的前腳退

化而無法行走。斑蝶多屬熱帶性蝴蝶。 



五、蛺蝶科、蛇目蝶亞科（台灣約 43 種） 

    蛇目蝶的卵為球形，顏色有白、黃、淺藍或綠色。表面光滑或有肉眼不易辨識的微細網

目狀隆起脈，孵出之幼蟲之體色多為綠色或是褐色，披有細毛，尾端分叉成燕尾狀，大多以

棕櫚科（紫蛇目蝶）或禾本科為寄主植物。 

    蛹為垂蛹，成蝶顏色較暗，多為褐色，多數具有眼紋狀圖案，喜歡活動在昏暗的環境中，

如竹林或樹林陰濕地，飛行動作遲緩，行日光浴時，常面向太陽以減少陰影，避免顯露目標

被天敵發現。 

 

六、蛺蝶科、蛺蝶類（台灣約 78 種） 

    卵集中產於葉背、葉面或是單個產於莖、芽、小枝上，卵形多呈球形、橢圓形，且表面

有 20～30 條突起脈，另有半球形者有網目狀凹陷並散生細毛，顏色有白綠或黃色具琉璃光

澤。孵化之幼蟲身上多長有錐柱狀突起或佈滿毛刺，可阻礙天敵順利吞食，幼蟲寄主植物有

蕁麻科、菫菜科、大戟科、桑科、榆科、旋花科、錦葵科、爵床科等植物。 

    蛹為垂蛹，前腳退化無法步行，但是蛺蝶類的飛行能力頗強，且成蝶的顏色變化極大，

翅背、腹面的顏色都大不相同，一般均喜歡在陽光充足的地方活動。但成蝶的習性差異頗多，

有的喜歡訪花吸蜜、有的喜歡吸食動物排泄物、動物屍體汁液或樹汁、腐果等。 

 

七、小灰蝶科（台灣約 116 種） 

    卵多呈圓盤形，顏色為白、綠或淺藍色，表面有網目狀凹孔，中央較大的凹孔為精孔，

有些種類則散生針狀凸起。幼蟲以豆科、薑科、蓼科、莎草科、蘇鐵科為寄主植物。食性非

常複雜，有些以葉芽、花苞、果實或豆莢為食；有些則棲息於蟻窩內，因其幼蟲腹部背面有

蜜腺，螞蟻由此得到蜜露，而幼蟲則藉此得到防衛（如台灣琉璃小灰蝶）。 

    蛹為帶蛹。小灰蝶前腳發育正常，觸角上具有白色環紋，某些種類後翅具有尾狀突，且

尾狀突起基部具有眼點，讓敵人誤認是頭部，具欺敵作用。翅背、腹面顏色通常不同，大部

分種類喜在陽光下活動。台灣的小灰蝶多半分佈於中高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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