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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的多樣性 

已記載 100 多萬種動物中，約 90 萬種是昆蟲，根據估計，地球上昆蟲種類數約 400 萬～

8000 萬種（以取樣比率推算而來）。據說有研究者從亞馬孫河流域一立方公尺的土壤中找出

3000 多隻，且分屬 1000 多種類的鞘翅目昆蟲，而這 1000 多種鞘翅目中竟然大多是新種。昆

蟲因為有「變態現象」，才會形成今日的多樣性。昆蟲中有 88﹪是屬於「完全變態」，擁有變

態行為的甲蟲數更有 30 萬種之多。 

蝴蝶的變態系統 

蝴蝶的卵細胞內含有兩套胚胎系統 

幼蟲盤胚胎—此階段會打開此片段基因，誘其細胞持續分裂、成長。幼蟲主要的任務就是

負責吃，吃到一定量時會靠內分泌調控轉變為蛹。 

成蟲盤胚胎—幼蟲期原本休息的胚胎會在蛹期階段藉者基因的再調節，把幼蟲盤胚胎轉化

成營養，成蟲盤基因開始分裂發育。 

因為由兩套不同的細胞成長才會使毛毛蟲和蝴蝶的型態有如此大的差別。 

蝴蝶王國～臺灣蝴蝶的多樣性 

被稱為「蝴蝶王國」的條件不外乎：種類多數量多。全世界約有 2萬種蝴蝶，臺灣

則約有 400 種。以單位面積的比率來看，臺灣的蝶種數確實很高，以美國為例，全美僅約 700

種蝶種，號稱多樣性最高的加州也只有約 250 種蝶種；日本約有 250 種蝶種，但土地面積卻

是臺灣的十倍。數量上，60～70 年代臺灣的蝴蝶工藝品大量外銷，一年中約 3000 萬～5億隻

蝴蝶被做成工藝品外銷，數量之多可見一斑。 

生物地理學中島嶼可分成： 

大陸性島嶼—會有和大陸相連的階段，例如冰河期，因此通常生物種類較多。 

海洋性島嶼—各自發展演化的生物形成高比率的特有種。例如夏威夷（火山島）僅有 2種

蝴蝶，但此兩種皆是特有種。又如喜吃爛水果中酵母的果蠅，在夏威夷輻射

適應的多樣性環境下竟演化出有 500 種左右的特有種（有的果蠅更演化成吃

螃蟹的口沫呢）。 

臺灣蝶類有 40～50 種特有種，比率甚高，究其原因極可能是冰河期的影響加上臺灣 3000 公

尺的高山提供間冰期溫帶生物的棲所，所以大陸性物種得以在此生存。另外，東北、西南向

的氣流也為臺灣帶來日本與菲律賓系的蝴蝶種類。 

蝴蝶與蛾的區分 

不管如何分還是會有爭議，畢竟蝶蛾本一家，都是鱗翅目成員呀！最正確的方法是看觸

角是否為棍棒狀，Yes 的就是蝴蝶！但是此法僅適用歐亞兩洲，因為 1980 年代英國學者研究

美洲的一種夜行性鱗翅目後發現那是竟是一種蝴蝶，但此種蝴蝶卻有絲狀觸角。 

蝴蝶分科 

蛺蝶科近幾年分類有重大改變，傳統的蛺蝶科、蛇目蝶科、斑蝶科等都合併為一科「蛺蝶

科」。特徵是前腳退化成嗅、味覺的器官。 

挵蝶科的蝴蝶有一特徵—其棍棒狀觸角末端會多一尖鉤構造。（例外的種類臺灣沒有） 

鳳蝶科的特徵—鳳蝶科成蟲因為後翅臀脈少了一條，造成雙翅闔起時會露出整個腹部（整

個肚子會跑出來）。 

幼蟲的絲 

幼蟲其實也會吐絲，幼蟲剛吐的絲具有黏性，一旦和空氣接觸後就不黏了，不過牠們腳

上有一圈圈的小鉤子可以鉤住所吐的絲，有點像魔鬼沾的原理，如此一來即使下雨天幼蟲也

不容易掉落地面了。 



陰陽蝶 

正常情形下已受精的卵殼會起化學變化阻止下一個精子進入，如果同時有兩個精子(♂♀)

進入一個卵子，這樣就可能形成陰陽蝶了！ 

另外一種可能是細胞發育到一半時，性別決定系統喪失功能而形成了鑲合體。補充說明： 

一般來說動物的性別由性染色體決定：XX→♀     XY→♂ 

但是只有鱗翅目和毛翅目(石蠶)例外：XX→♂     XY→♀ 

昆蟲的聚光性 

昆蟲體內有導向系統可以藉著月光和星光保證自己的行進方向是直線。不過人類的光線

讓昆蟲導向系統被誤導，所以昆蟲會不斷調整飛行角度，也就是我們常見到昆蟲以螺旋方向

趨近燈光的原因了。 

蜜源植物與吸蜜 

對於花而言，吸引蝴蝶前來吸蜜，同時也能為牠們達成授粉的目的，花朵採取的策略是

「少量多餐」。花朵小，且蜜不多，如此蝴蝶必須不斷找其他花朵吸蜜，間接為花朵授粉。所

以許多大型蝴蝶在採花蜜時會不停拍翅，不然小小的花朵是承受不了牠們的重量。 

蝴蝶分科簡介 

鳳蝶科 

卵成球型，幼蟲一般五齡。幼蟲的頭胸之間有一「臭角」，平時幼蟲體內會留存所吃食物

的植物精油，一旦遇敵會把全身血液充起，讓臭角伸出散發精油味道驅散天敵。 

以下介紹食草和幼蟲的關係： 

馬兜鈴科—馬兜鈴有毒，幼蟲會把毒素留存體內，讓天敵不敢捕食，因此幼蟲多半長著肉

刺具有鮮明的警戒色彩。如黃裳鳳蝶、紅紋鳳蝶。 

樟科、木蘭科—卵黃白色。 

芸香科—蛹多半有兩型，綠色型和褐色型。至於蛹的顏色會在前蛹期依環境判斷自行決定，

一旦決定後即不能再改變。幼蟲會擬態成鳥糞，但是終齡幼蟲因為體型過大擬態成鳥糞容

易被識破，會轉成綠色的保護色。 

粉蝶科食草與幼蟲 

卵為紡錘狀，上有像雕刻過的花紋。食草有豆科、十字花科和桑寄生科，其中豆科植物最多。

粉蝶類的鱗片特別容易脫落，加上一身黃、白色故名「粉蝶」。 

小灰蝶食草 

卵外殼上有精孔方便精子進入受精。雌蝶產卵方式多樣化，有些種類會有泡沫包圍卵以

避免小蜂科寄生，有的種類會在樹皮下產卵並封膠。小灰蝶的種類不同所吃的食草亦有所差

別，不過小灰蝶對於食性的專一性比其他科蝴蝶來得高。至於小灰蝶的蛹如果是綠色會留在

樹上；反之，如果褐色的蛹則會選擇在落葉下。 

小灰蝶與螞蟻 

小灰蝶與螞蟻的共生行為千奇百怪，不同種類彼此的關係亦不同。通常螞蟻會協助小灰

蝶幼蟲趕跑寄生蜂，而小灰蝶的回報就是好吃的蜜露。有的小灰蝶身上還有「喜蟻器」構造

告知螞蟻這裡有好東西吃。自然界中，某些螞蟻會把小灰蝶幼蟲搬回蟻窩養，但有的小灰蝶

必須到三、四齡後才會分泌蜜露（因為分泌蜜露需要較多養分，小灰蝶也是很聰明的），此時

螞蟻會負責供給食物，有些螞蟻會用自己的幼蟲供小灰蝶幼蟲食用。國外有某些種類的螞蟻

甚至會協助小灰蝶幼蟲剝卵殼，而小灰蝶更演化成若沒有此蟻協助，牠的孵化率會大減！非

洲地區有一「蟻灰蝶」會長出硬殼跑進蟻窩專吃螞蟻幼蟲呢！ 

化蛹之後的小灰蝶有些還會繼續分泌蜜露，不過一旦羽化後牠們必須立刻逃離，否則就

會成了螞蟻的食物了。有些種類會全身長很多毛讓螞蟻一時無法吃牠們，大部分會在一羽化



後立刻爭取時間往蟻窩外衝，為此牠們已經演化成翅膀可以靠身體激素調整變得可以快速乾

燥，不像其他蝶種羽化後必須等翅膀乾才能行動。 

蛺蝶科：卵型變化多，大部分長得有點像糖球。幼蟲身上多半有棘刺，頭上有角。 

有毒的蛾—臺灣的蝴蝶都不會因為觸摸而中毒。但蛾類中刺蛾科、枯葉蛾科和毒蛾科則

千萬不可觸碰。以刺蛾來說，其身上光滑，但上有毛刷狀毛，刺基部有毒囊，內有化學

物質，不可觸摸。 

挵蝶科 

卵像被壓扁的圓球。幼蟲吃葉子的速度頗快，如此才能快速的躲回巢中。葉巢內常見白

粉，其實那是牠們新陳代謝的廢物，不過卻有臘一般的防水功能，也算是物盡其用了！ 

蝶種介紹 
紋白蝶 

這種嗜吃十字花科蔬菜的蝴蝶在 1950 年代以前為臺灣稀有的蝶種，在農委會的歷史資料

中原本臺灣紋白蝶在當時僅是 2顆星的害蟲，但 1955 年前後紋白蝶入侵後卻爆升為 4顆星級

蔬菜害蟲。陳維壽先生認為紋白蝶是隨日本蔬菜進入臺灣，故又名「日本紋白蝶」，但另有人

懷疑此蝶乃臺灣原生蝶種，只是數量暴增，原因雖有可能由國外入侵，但來源不一定是日本。

例如北美洲的紋白蝶乃歐洲蔬菜而來，花了 30 年就從東岸征服全美。 

不過目前已知紋白蝶特愛栽培種的蔬菜。至於另一種臺灣紋白蝶雖然也愛吃蘿蔔，但更

鍾情野生的十字花科植物，如：薺、小團扇薺、臺灣假山葵等。 

關於紋白蝶身世之謎現已有進一步研究，假設紋白蝶乃外來引進種，則其遺傳背景的多

樣性必定較低，但是目前徐堉峰的研究顯示：紋白蝶的遺傳多樣性、基因交流質竟比其他區

的紋白蝶種更高。所以紋白蝶應是外來種，但不是日本來的（因臺灣的基因多樣性高於日本

的紋白蝶），粒線體中的 DNA 中發現有日本、香港和大陸的基因群。 

數量上，紋白蝶以冬末夏初的數量最多，此原因是夏天的蛹有 99﹪的高比率被姬小蜂寄

生。（如果蛹是活的，觸碰蛹時蛹體會扭動） 

R 策略—生態學中稱之，生物的子代數量生得越多，保存子代的機會就越高，所以

此種生物的食性多半專一性較高，以供大量出生的子代。對於此種生物來說棲地

保育遠重於物種保育，因為一旦棲地破壞食物缺乏，族群極可能瀕臨滅絕。 

香蕉挵蝶 

為夜行性蝴蝶，1986 年在高屏地區被發現，想不到 3年內竟遍佈全島，幼蟲會捲香蕉的

葉子造成蕉農的損害，且此蝴蝶也會吃原生種的芭蕉，在防治上更行困難。其源頭應是從中

南半島而來，原來猜測源於菲律賓的說法應不正確，因為菲律賓亦是近年才遭受和臺灣相同

的命運。 

黑星挵蝶 

幼蟲吃棕櫚科植物，臺灣的棕櫚科植物較少，但近年都市大量種植的結果，讓黑星挵蝶

的數量反而在都市中較多。 

無尾鳳蝶 

一般說來蝴蝶的翅膀顏色明亮比較喜歡在明亮區域活動，反之，翅膀顏色暗灰者喜於陰

暗的環境出沒。無尾鳳蝶鮮明的翅膀正說明此一原因，同時牠們耐污染的能力一流，讓牠成

了都市常見的蝴蝶。 

蘇鐵小灰蝶 

最早的標本採自 1937 年的台東，但當年並未被發表，一直到 1980 年代才被學者發表，

同時列為臺灣的稀有種。生活形態主要吃台灣蘇鐵的新芽，而台灣蘇鐵在每年春季萌發新芽，

2～4月是高峰期，另外夏秋之際另有一波小高峰。所以蘇鐵小灰蝶為了適應此環境，卵至蝴



蝶在 20℃的環境只需 20 多天即可完成一個世代。春天時小灰蝶大發生，夏秋冬則剩下極少

數族群，這也是之前牠們被列入稀有蝴蝶的原因。 

1990 年代全台大量種植蘇鐵當成園藝景觀植物，而蘇鐵一年開芽期有 3次，且和台灣蘇

鐵開芽期錯開，填補了幼蟲食物的空窗期，大量生長的結果讓蘇鐵小灰蝶一夕間成了蘇鐵的

害蟲，更甚者已可能造成原生種臺灣蘇鐵的危機。 

紅擬豹斑蝶—吃柳樹，為菲律賓來的外來種。 

樺斑蝶 

幼蟲吃馬利筋、丁頭果。但令人不解的是，馬利筋和丁頭果皆為外來植物，但樺斑蝶卻

是本土原生種，何以原生種蝶種卻吃外來種植物？且野外反而常在此二種植物上才見得到樺

斑蝶。不過在東南亞的樺斑蝶倒是會吃當地的藦蘿科植物。 

圓翅紫斑蝶 

較常見的蝶種，幼蟲吃榕樹新芽。此蝶於北部 3月份開始產卵，幼蟲於 4、5月集中出現，

6月份雖然仍有許多榕樹新芽，但卻很少見到幼蟲了。反觀南部的圓翅紫斑蝶，一整年都易

見幼蟲，推估一年應有兩個世代 

荷氏黃蝶(黃蝶)：食草為黃槐。相似的蝶種至少六種，且部分有季節的變異，十分難分辨。 

沖繩小灰蝶 

幼蟲食草黃花酢醬草屬於陽性植物，常分佈於公園或是校園中，拜人類除草美化環境所

賜，通常黃花酢醬草會在除草完後長得更好（因為牠們是較低矮的植物）也因此沖繩小灰蝶

的數量就更多了！沖繩小灰蝶的斑紋有明顯的季節變異。夏溫型的蝶翅斑紋明顯，但是冬季

型的後翅斑紋就不明顯了！原因不明，但推估此與保護效果的適應有關。 

沖繩小灰蝶幼蟲白天喜歡躲在石縫下，晚上才出來覓食。 

臺灣單帶挵蝶 

幼蟲吃禾本科植物，且對於食物是來者不拒，操場上的禾本科植物亦吃，所以校園中不

乏牠們的身影。 

臺灣姬小灰蝶 

號稱是世界最小的蝴蝶之一。原屬於南部的蝶種，但是近年分佈不斷北推，目前在新竹

地區亦有發現紀錄。原因不明，疑與地球溫室效應有關。 

大鳳蝶 

雌蝶分成有尾型與無尾型兩類，此乃屬於「性別的顯隱性遺傳」。幼蟲吃芸香的植物，但

有偏好柚子的傾向。 

蝴蝶吸水之謎 

一般觀察，大部分雄蝶喜歡吸水和動物的尿液，雌蝶僅在花蜜叢中穿梭取食。 

♂：雄蝶生存的最大目的就是為了求偶，因此需要水中的礦物質和無機鹽成分，此類成分在

尿中也有很多，尿液中的阿摩尼亞散發的味道就是最好的指標，可以吸引雄蝶飛去吸收

尿中所需的成分。不過雄蝶也需要吸取花蜜以補充能量。 

♀：雌蝶的目的在於繁衍，因此需要醣類、蛋白質和脂肪，所以雌蝶主要還是吸花蜜和腐爛

水果為主。 

最近新發現：雄蝶另有一個原因而必須前去吸取水及尿液。事實上雌蝶也需要礦物質及無機

鹽，但是有動物糞尿的地方即代表該區域是牠們天敵的活動帶（糞尿當然是牠們的天敵排放

的呀），比較危險，雌蝶身負繁衍重任不宜涉險。因此，雄蝶前去吸取礦物質、無機鹽後會將

之存在精莢中，等到交配時會把整個精莢送入雌蝶體內。雌蝶把精莢收入體內後，等產卵時

再一點點放出精莢，一一受精。 

 



埔里波紋小灰蝶 

後翅有 2個尾突，上有一黑點，且停棲時會不斷摩擦此 2小尾突，這可收到欺敵效果，

讓天敵誤以為是頭部而攻擊錯地方。至於翅上的波浪狀紋路懷疑有混淆天敵視線的效果。 

枯葉蝶 

幾乎沒有兩隻斑紋相同的枯葉蝶擁有良好的擬態效果。但如果不幸為天敵發現，枯葉蝶

會突然閃開雙翅，其背面鮮豔的色彩可以讓天敵被突然的變化嚇一跳趁機逃脫。 

三線蝶類 

三線蝶這一類蝴蝶臺灣共有 14 種，有些種類有型態的變異，非常難分辨。其中以臺灣三

線蝶為數量最多最常見的物種。 

青帶鳳蝶 ＆ 黃星鳳蝶 

兩種蝴蝶的食草都是樟樹，但是青帶鳳蝶耐污染能力較高，所以都市中較常出現，黃星鳳

蝶就必須在郊區了！另外黃星鳳蝶幼蟲有群聚的特性。青帶鳳蝶的蛹則會擬態成樟樹的葉子。 

黃裳鳳蝶 

所謂上衣下裳，黃裳鳳蝶後翅的黃色斑塊讓牠贏得「黃裳」之名。原分佈南部，目前亦

有向北擴張的趨勢，連台北地區都有發現紀錄。原因可能是人工飼養逸出、野放，但亦有可

能是地球暖化之故，仍待進一步研究。 

淡黃蝶 

此蝶為黃蝶翠谷的主角，食草有阿勃勒等。外觀上有多種型態 

無紋型：生殖非休眠型，一旦羽化後即可生殖。 

銀紋型：生殖休眠型，羽化後仍須生活一段時間精巢才能發育完全。 

中間型 

迷你小灰蝶 

號稱世界最小的蝴蝶之二。分佈南部的牠們因大安水蓑衣大量推廣種植之故，近年族群

數量不斷增加。同時族群也開始向北擴張。 

墾丁小灰蝶 

名稱雖有墾丁二字，實際上全島都有分佈，只是南部數量較多。幼蟲食草為鼠李、無患子。 

蚜灰蝶 ＆ 白紋灰小灰蝶 

幼蟲皆是肉食性，非常特殊。蚜灰蝶幼蟲主食竹子上的蚜蟲。另一種小灰蝶幼蟲則吃介殼蟲。 

曙鳳蝶 

曙鳳蝶一年只有一世代，分佈範圍侷限在臺灣中部 2000～2500M 海拔的區域，算是一種

特殊的蝶種，一般鳳蝶都是以蛹的型態來度冬，但是曙鳳蝶卻是以幼蟲型態度冬，當天氣轉

寒，幼蟲會漸緩體內新陳代謝，如此看來牠們應是原屬於熱帶型蝴蝶，而後適應冷溫帶環境。 

紫小灰蝶：幼蟲食草為殼斗科植物。後翅有亮麗的光澤。 

蝴蝶展開雙翅上光澤的生態意義： 

求偶的信號：有實驗顯示利用人工製造一褐一銀的閃動頻率可以吸引雌蝶，但亦另有

一說認為多數小灰蝶都有此種巧合，求偶時容易產生辨認上困難。 

避敵：拍翅時經過陽光照射一閃會產生「後像」，讓天敵不易捕獲。 

大紅紋鳳蝶 ＆ 紅紋鳳蝶：談生殖器結構與演化的變異 

演講者曾經觀察大紅紋被紅紋鳳蝶騷擾的現象，證實碟種彼此也有誤認的狀況發生。像

此類的生物為避免錯誤雜交，會靠一套複雜的生殖器結構以阻止此一情形，牠們的生殖器就

有點類似鎖與鑰匙的關係，不正確的物種是插不進生殖器完成交尾。但是也因為過度複雜的



生殖器結構容易產生變異，一旦有了變異往往形成新種，演化的種類也就越來越多了！ 

小黃斑挵蝶 ＆ 孔雀蛺蝶 

因為幼蟲食草為濕地的植物的關係，使得此兩類蝴蝶在海濱地區反較常見。而小黃斑挵

蝶更是只吃李氏禾（必須生長在水質良好的濕地），整個日據時代僅有一筆紀錄，其實數量並

沒有那麼少見。 

大白斑蝶（大笨蝶） 

為海洋性蝶種，臺灣地區的大白斑蝶其實分成蘭嶼、綠島、恆春半島和東北角四個族群，

且彼此獨力演化。但近年的放蝶活動，南蝶北放恐干擾其自然的演化。 

石牆蝶（地圖蝶）：幼蟲會將大便用絲纏成一串，讓天敵混淆。 

警戒色原理有二：一是利用鮮豔的顏色。另外則是以明暗相間紋路引起注意（斑馬線原理）

近年的外來種 

鳳眼方環蝶為環紋蝶科，幼蟲吃竹子，也是一種夜行性蝶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