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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间，对广东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的蝴蝶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蝴蝶 $%’ 种，分隶于 ’’

科 ’*# 属。其中中国特有种 )’ 种，占总数的 ’&+ ’, ；国家保护种 ’# 种，占我国两次颁布（’*-* 和 "### 年）的保护

物种名录中蝴蝶总数量（-$ 种）的 ’"+ #, 。通过以人工林生境为 主 的 试 验 区、次 生 林 生 境 为 主 的 缓 冲 区 和 原 生 林

生境为主的核心区等 $ 个功能区中选择样点进行的 蝴 蝶 多 样 性 分 析 表 明，缓 冲 区 的 物 种 多 样 性 及 科、属 多 样 性 均

较高，且有众多的珍稀物种，是一个重要的蝴蝶生 息 地，应 加 强 管 制。进 一 步 说 明 了 保 护 蝶 类 的 根 本 在 于 护 林，进

而为保护好广东省目前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 区———石 门 台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及 不 可 多 得 的 自 然 遗 产———

热带亚热带低地森林提供依据。此外，本文将科、属多样性 与 物 种 多 样 性 综 合 起 来 考 虑，同 时 使 用 ./011213456167

指数与 839 指数，较为全面地评价了该保护区蝴蝶的群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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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深入。大部分蝶类对环境变化敏感，可以很好

地反映环境的质量和变化，作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程

度的指示物种，还可以间接地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变

化；加之蝶类大多白天活动，便于调查，不同区域可

比性强、易鉴定，常作为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及

生境监测的指示材料（%&’’()* + ,(-./，$001；2.)34
+ 5&)6.’7/，"888）。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处于华南地区核心地带。华

南地区是我国境内仅有的两个世界级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之一，位于全球 9 个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

点之一的印度:缅甸区的东北部，有“ 回 归 沙 漠 中 的

绿洲”之称，目前该地区的原生林仅剩 !; 0<（=4.)/
&) ./; ，"888）。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北回

归线上的森 林 是 一 种 特 殊 的 森 林 类 型，是 国 际“ 人

与生物圈”的 重 点 研 究 课 题。但 是，由 于 长 期 以 来

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世界上这种特殊森林类

型多遭到破坏，许多珍贵动植物濒临灭绝。在广东

省大部分地区的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之后，英德

市北部山区至今还保存着一片亚热带天然常绿阔叶

林，具有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如何保护好这一地

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其生物资源得到可持续利

用，这对该地区乃至人类的长远发展无疑将是非常

重要的。本文根据 $000 年 > 月 ? "881 年 ! 月的调

查资料，对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的蝴蝶资源及其多样

性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在华南地区组建一个以蝴蝶

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及环境研究与监测网络、促进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研究地区概况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英德市北部、南

岭山脉最南端（"!@$AB!0C ? "!@1$B8"CD、$$1@8$B$$C
? $$1@!>B""CE），包 括 波 罗、石 牯 塘、横 石 塘、云 岭、

沙口、大镇、横石水等八镇境内的主要连片山地，海

拔 "88 ? $F!9 3，总面积 9" ">8 G3" ，是广东省目前

连片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全区处

于东亚季风 区 的 南 亚 热 带 向 中 亚 热 带 的 气 候 过 渡

带，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8; 0H ，全年无

霜期平均 1$0 天，$ 月均温 $$H ，A 月均温 "9; 0H ，

极端最低温 1; >H ，极端最高温 19; 0H［ 据英德市气

象观测站（"!@"1BD、$$1@$9BE）$0F8 ? $000 年 的 资

料分析］。植 被 以 天 然 常 绿 阔 叶 林 占 绝 对 优 势，其

中有大面积的原生性森林及部分针叶林和针阔叶混

交林。根据保护区地形及海拔分布，可把主要林带

分为沟谷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亚热带

针阔叶混交林、山顶矮林、崖壁矮林、亚热带针叶林、

亚热带灌丛草坡、亚热带草坡等 9 种类型，其中亚热

带草坡呈斑块状分布，主要是历史上人为干扰引起

逆行 演 替 的 结 果（ 苏 志 尧 等，"88"）。 各 林 带 在 沟

谷、山地、山脊和崖壁上保持完整，受人为干扰少，是

广东省境内少见的天然林宝库。

#" 研究方法

#$ !" 调查方法

（$）资 源 调 查。采 用 样 线 法，观 察（ 针 对 熟 悉

而又难以捕捉到的大型蝶类则直接记录）与网捕相

结合，根据林相分布、海拔高度与功能区划类型，在

保护区内选取以试验区边缘为出发点直接深入到核

心区中长为 9 I3 左右的 $F 条样线，于 $000 ? "88$
年间每季度一次进行普查，将采集的蝴蝶包在写有

时间、地点及采集人的三角纸包内，带回室内进行标

本制作、分类鉴定（ 周尧，$00!；武春生，"88$；王敏，

范骁 凌，"88"；J/(*(，$000；KG7)LMN，$0>8）。调 查 选

择晴天或阴 天，采 集、观 察 并 记 录 所 见 到 的 蝴 蝶 种

类、数量、活动状态及生境概况。在夏、秋两季，调查

时间为 0：88 ? $1：88、$F：88 ? $9：88；在冬、春两季，

调查时间为 $8：88 ? $A：88。

（"）代表性样点 多 样 性 分 析。采 用 样 方 法，以

直接计数和网捕累积计数相结合进行蝴蝶种类及数

量的调查。综合保护区的资源条件与自然因子，根

据不同的季节、生境、植被群落类型以及寄主和蜜源

植物的 分 布，在 1 个 功 能 区 域（ 试 验 区、缓 冲 区、核

心区）中各选取 " 个面积为 $ I3" 且能代表其功能

区划模式与 生 境 类 型 的 样 方（ KO()I/ &) ./0 ，$00A；

P.Q76/I7 &) ./; ，"88$），于 "88$ 年 $8 月 ? "881 年 !
月间进行定期调查，每月 $ 次，每次 > 人，每人 $ 网，

每个样方 $ 小时（ 在蝶类活动频繁的 $8：88 R $A：88
进行）。以精 确 计 数 为 主 导，对 数 量 极 大 的 优 势 类

群采用估算。

#$ #" 多样性指数

采用 KG(66&6:S7.6.) 多样性指数和 T:U 指数分

别反映物种的多样性和科、属的多样性，采用相似性

系数分析不同区域的共性与特性。各指数的公式如

下：

（$）多样性指数（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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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公式：!" # $"
%

& # /
’& 0(’&，其

中 ’& 是第 & 物种的个体比例，% 为总的物种数（ 马克

平，刘 玉 明，/11#；杨 大 荣，/112；陈 振 宁，曾 阳，

344/）。

（3）5*6 指数

6 指数（ 科的多样性）：() # "
*

+ # /
(), ，其中 (), 为

+ 科中的物种多样性，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 0(’&

其中 ’& 为群落中 + 科 & 属中的物种数占 + 科物

种总数的比值，- 为 + 科中的属数，* 为群落中的科

数。

5 指数（ 属的多样性）：(. # $ "
/

0 # /
10 0(10，其中 10

为群落中 0 属的物种数与总的物种数之比，/ 为群落

中的属数。

5*6 指数：(). # / 7
(.

()
，如 果 该 地 区 仅 有 一 个

物种，或仅有几个分布在不同科的物种，则定义该地

区的 5*6 指数为零（ 蒋志刚，纪力强，/111）。

（$）相似性系数（23）

采用 8’99’.: 公 式：23 # 4 5（ 6 7 8 $ 4）。式 中：4
为两个样点中的 共 有 物 种 数，6、8 分 别 为 样 点 ;、<
所具有的物种数（ 阳含熙，卢泽愚，/12/）。

!" 结果与分析

!# $" 蝴蝶种类

从 /111 年 ! 月 = 344/ 年 2 月，通过对 /> 条样

线的野外考察，基本查清了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的蝶

类资源，共记录到 蝴 蝶 $!/ 种，分 属 于 // 科 /14 属

（ 表 /，详细 名 录 见 附 表 /）。其 中 一 个 中 国 新 记 录

种，即越 南 苏 弄 蝶（ %9:&6 ;<463&&）。 除 绢 蝶 科（ ?’.*
(’@@,,:’-）外，我国已有分布记录的科在保护区内均

有发现。这与保护区面积大、森林植被保存完好是

密切相关的（A-B => 6;? ，/11>）。

!# %" 中国特有种、保护种组成及样方中蝶类成分分

析

调查过程中，保护区共发现 >/ 种我国特有的蝴

蝶，约占区内全部种类的 /#C /D（ 见附表 /）。根据

3444 年国家林 业 局 颁 布 的《 国 家 保 护 的 有 益 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保

护区 内 属 于 国 家 保 护 的 蝴 蝶 种 类 有 /4 种（ 见 附 表

/），占我国两次颁布（/121 和 3444 年）的保 护 物 种

名录中蝶类总数量（2$ 种）的 /3C 4D 。可见石门台

自然保护区的蝶类资源中，中国特有种及保护种很

丰富，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样方调查的结果来看（ 附表 /），试 验 区 的

蝶类相对比较单一、种群数量较大、优势种类明显，

其中相当部分种类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如：柑桔凤

蝶（’6/&;&9 @<>A<3）、达摩凤蝶（’? B=*9;=<3）、青凤蝶

（.C6/A&<* 36C/=B9-）、东 方 菜 粉 蝶（ ’&=C&3 46-&B&6）、

菜粉蝶（’? C6/6=）、黑纹菜粉蝶（’? *=;=>=）、稻眉眼

蝶（DE46;=3&3 F9>6*6）、拟 稻 眉 眼 蝶（ D? GC6-4&346）、

曲 纹 紫 灰 蝶（ 2A&;6B=3 /6-B6:6 ）、么 纹 稻 弄 蝶

表 $"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各科蝴蝶的属数、物种数、中国特有物种数和保护物种数的统计
E’F0- /" AGHF-. )I J-(-.’，@K-9,-@，-(:-H,9 @K-9,-@ ’(: -(:’(J-.-: @K-9,-@ ,( -’9& FGLL-.I0M I’H,0M ,( %&,H-(L’, A’LG.- N-@-.O-

科

6’H,0M
属

A)C )I J-(-.’
种

A)C )I @K-9,-@
中国特有种

A)C )I -(:-H,9 @K-9,-@ )I P&,(’
中国保护种

A)C )I -(:’(J-.-: @K-9,-@ )I P&,(’

凤蝶科 ?’K,0,)(,:’- /$ $$ / #
粉蝶科 ?,-.,:’- /! $/ 7 7
斑蝶科 Q’(’,:’- > /R 7 7
环蝶科 ;H’L&G@,,:’- > 2 3 3
眼蝶科 %’LM.,:’- // $> /> 7
蛱蝶科 AMHK&’0,:’- #4 2> // 3
珍蝶科 ;9.’-,:’- / / 7 7
喙蝶科 S,FML&-,:’- / / 7 7
蚬蝶科 N,):,(,:’- # /4 7 7
灰蝶科 SM9’-(,:’- #2 R4 /# /
弄蝶科 T-@K-.,,:’- #! R4 2 /
总计 E)L’0 /1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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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各样点蝴蝶的多样性分析
$%&’( )" *+,(-.+/0 12 &3//(-2’+(. +4 /5-(( ./36+(6 %-(%. 12 75+8(4/%+ 9%/3-( :(.(-,(

样点

7/360 %-(%
生境

;%&+/%/

物种数

91< 12
.=(>+(.

属数

91< 12
?(4(-%

科数

91< 12
2%8+’+(.

@ 指数

@ +46(A
B 指数

B +46(A
@CB 指数

@CB +46(A

75%4414C
D+(4(- 指数

75%4414C
D+(4(- +46(A

试验区

EA=(-+8(4/%’ F14(
人工林

G-/+2+>+%’ 21-(./ HH II #J K< I)H #K< L)L J< H!# K< MKI

缓冲区

N322(- F14(
次生林

7(>146%-0 21-(./ #)M OK #J K< HMH #M< JMI J< HO# !< KK)

核心区

P1-( F14(
原生林

Q-+8%-0 21-(./ O! LK O !< JOK #L< L!H J< HI! !< ))#

表 #"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各样点蝴蝶的相似性系数
$%&’( K" $5( .+8+’%-+/0 >1(22+>+(4/ 12 &3//(-2’+(. +4 ./36+(6 %-(%.
+4 75+8(4/%+ 9%/3-( :(.(-,(

缓冲区

N322(- F14(
核心区

P1-( F14(

试验区 EA=(-+8(4/%’ F14( J< K#!# J< #HOK
缓冲区 N322(- F14( J< )L#!

（./’-/’/ 0/$/）、曲纹稻弄蝶（.1 2/-2/）、直纹稻弄

蝶（.1 23))/)/）等危害林木果树及农作物的种类；蚜

灰蝶（4/’/5/ 6/7/$/）、中 华 云 灰 蝶（ 8"9&)3( ,6"-&-:
("(）等取食介壳虫、蚜虫的种类（ 附表 #）。缓冲区蝴

蝶的物种数最为丰富，但种群数量比试验区低；核心

区蝴蝶的物种数较多，而种群数量明显低于试验区

和缓冲区。

#$ #" 各样点的多样性分析及相似性系数比较

对石门台自然保护区 K 个样点的蝴蝶群落进行

多样性分析（ 表 )）和相似性系数比较（ 表 K）。物种

多样性指 数 和 @CB 指 数 为 缓 冲 区 R 核 心 区 R 试 验

区；B 指数为缓冲区 R 核心区 R 试验区；而 @ 指数为

核心区 R 缓冲区 R 试验区。在相似性系数上缓冲区

与试验区、核心区之间的相似性系数均高于试验区

与核心区之间的相似性系数。

%" 结论与讨论

75%4414CD+(4(- 指数作为评价生物群落物种多

样性的指数，能够同时反映一个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和均匀度。但从物种分类的角度看，该指数只考虑

了种的分类，而没有涉及到科、属的分类，无法反映

一个生物群落中科、属的多样性。因而本文没有再

计算物种均匀度和丰富度指数，而以 @CB 指数来反

映该地区的生境复杂性。

（#）在 石 门 台 自 然 保 护 区 共 调 查 到 蝴 蝶 KL#
种，分隶于 ## 科 #OJ 属，反映 了 该 地 区 在 科、属、种

各级水平上的多样性均较高，蝴蝶的种类占目前广

东省记 录（I)M 种，本 文 数 据）的 LM< !S ，多 于 调 查

研究较为 充 分 的 南 岭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KJ) 种 ）

（ 陈锡昌，#OOH），充 分 体 现 了 其 世 界 级 生 物 多 样 性

热点地区的特性，也表明了该地区的森林原始性及

其保存的完整性。

（)）由表 ) 可 以 看 出，缓 冲 区 的 多 样 性 指 数 最

高，核心区的多样性指数高于试验区，试验区的蝶类

虽然在科的 数 量 上 高 于 核 心 区，但 其 75%4414CD+(C
4(- 指数和 @CB 指 数 均 低 于 其 他 两 个 区 域，表 明 该

区域种类相对比较单一，这正是因为试验区受人为

干扰较多的结果。通过蝶类组成成分的分析表明，

介于人工林为主的试验区与原生林为主的核心区之

间的缓冲区，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以及反映生境

复杂 性 的 科、属 的 多 样 性（ 张 淑 萍 等，)JJ)），这 与

7-+,%./%,% 在热带 雨 林 中 调 查 的 结 果 基 本 上 是 一 致

的（T%U/14 &) /9< ，#OOM）。

（K）由表 K 可以看出，缓冲区与试验区、核心区

之间蝶类的相似性系数均较高，而核心区与试验区

的相似性系数则较低，体现了缓冲区典型的交错过

渡带属性，表明了其较高的生境复杂性。上述结果

充分证明了生境越复杂、蝶类物种越丰富，因此应加

强对缓冲区的管理，保护其林相的自然演替，以实现

资源的有效保护。

（!）核心区的 75%4414CD+(4(- 指数与 @CB 指数

较缓冲区低，而 @ 指 数 却 是 K 个 区 域 中 最 高 的，这

主要是因为在原生林中蝴蝶种群数量较低，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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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常活动于树冠，因而中、小型种类难以观察、采

集、记录。原生林树冠蝴蝶的多样性以及原生林与

次生林蝶类的多样性比较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合以 上 数 据，要 实 现 该 区 蝶 类 可 持 续 利

用的目标，归根到底是保护南亚热带北缘常绿阔叶

林生态系统。全面保护蝶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

资源和自然环境，使其免遭破坏与污染，是保存蝶类

多样性，保证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所在。

通过 %&’(()(*+,-(-. 指 数、/*0 指 数 的 综 合 应

用，将科、属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结合起来评价，说

明了缓冲区的多样性复杂程度高，加强它的保护与

管制，减少人为干扰———保护好核心区、管理好试验

区，以便保护好广东省目前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及不可多得的

自然遗产———热带亚热带低地森林。

致谢：日本知名蝶类专家九州大学的 12 3454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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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查，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各镇林业站、英

德森林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及当地村民委员会对我

们的考察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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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蝴蝶名录及各样点蝴蝶多度
%&&’()*+ $# % ,-’,./*01 23 1-’ 4511’63/*’0 *( 7-*8’(19* :9156’ ;’0’6<’ 9() 945()9(,’ 23 1-’ 4511’63/*’0 *( 015)= 96’90

种类

7&’,*’0

样点 715)= 96’9

试验区

>+&’6*8’(19/ ?2(’

个体比例

（@ ）

A’6,’(19B’

多度

%45()C
9(,’

缓冲区

D533’6 ?2(’

个体比例

（@ ）

A’6,’(19B’

多度

%45()C
9(,’

核心区

E26’ ?2(’

个体比例

（@ ）

A’6,’(19B’

多度

%45()C
9(,’

中国特

有种

>()’8*,
0&’,*’0
23 E-*(9

中国

保护种

>()9(B’6’)
0&’,*’0
23 E-*(9

凤蝶科 A9&*/*2(*)9’
# 金裳凤蝶 .’#"$&( /&/,0( F 1 $G 2 F 1 $H 2 F 1 IG 2 #
3 暖曙凤蝶 4)’#56/-&0’/ /"$#-&/ F 1 FH 2 #
3 麝凤蝶 !*/(/ /7,"-#0(
3 白斑麝凤蝶 !1 $/(/’/$/
3 红珠凤蝶 8/,67"#5)/ /’"()#7#,6"/& F 1 $I 2 F 1 JF 2 F 1 K$ 2
3 褐斑凤蝶 96"7/(/ /:&()#’ F 1 J" 2 F 1 HH 2
3 斑凤蝶 91 ,7*)"/ F 1 I! 2 F 1 IG 2
3 小黑斑凤蝶 91 &5*,"$&( F 1 J" 2
3 玉斑凤蝶 8/5"7"# 6&7&-0( F 1 KK 2 F 1 !! 2 F 1 "! 2
3 美凤蝶 81 ;&;-#- F 1 I! 2 F 1 K$ 2
3 宽带凤蝶 81 -&56&70( F 1 IF 2 F 1 J" 2
3 玉带凤蝶 81 5#7*)&( $ 1 "L 2 2 $ 1 LK 2 2 J 1 "G 2
3 蓝凤蝶 81 5’#)&-#’ J 1 $" 2 2 J 1 IJ 2 2 J 1 IF 2
3 窄斑翠凤蝶 81 /’,)0’0( $ 1 $K 2
3 碧凤蝶 81 <"/-#’ $ 1 IK 2 2 $ 1 KK 2 $ 1 KI 2
3 达摩凤蝶 81 $&;#7&0( F 1 G$ 2 F 1 "$ 2 F 1 "! 2
3 帕里翠凤蝶 81 5/’"( I 1 JK 2 2 2 I 1 HI 2 2 2 J 1 !J 2
3 柑桔凤蝶 81 =0)60( F 1 !L 2 F 1 $H 2
3 金凤蝶 81 ;/,6/#- F 1 JH 2 F 1 K$ 2
3 宽尾凤蝶 4:&6/-/ &7>&(" F 1 IG 2 # #
3 燕尾凤蝶 ?/;5’#5)&’/ ,0’"/ $ 1 JG 2 $ 1 !F 2 #
3 统帅青凤蝶 @’/56"0; /:/;&;-#- F 1 I! 2 F 1 KF 2 F 1 HH 2
3 碎斑青凤蝶 @1 ,6"’#-"$&( F 1 K$ 2
3 宽带青凤蝶 @1 ,7#/-)60( F 1 $F 2
3 木兰青凤蝶 @1 $#(#- F 1 J" 2 F 1 "! 2
3 银钩青凤蝶 @1 &0’*5*70( F 1 IG 2
3 青凤蝶 @1 (/’5&$#- F 1 KK 2 F 1 "! 2 $ 1 "" 2
3 细纹凤蝶 8/’/-)",#5("( ;&:/’0( F 1 GL 2
3 斜纹绿凤蝶 8/)6*(/ /:&)&(
3 绿凤蝶 81 /-)"56/)&( F 1 JL 2 F 1 !! 2
3 升天剑凤蝶 8/A/7/ &0’#/ $ 1 JG 2
3 华夏剑凤蝶 81 :7*,&’"#- F 1 "! 2
3 褐钩凤蝶 B&/-$’0(/ (,"’#- FM I! N $M FJ N
粉蝶科 A*’6*)9’
# 迁粉蝶 9/)#5("7"/ 5#;#-/ F 1 !H 2 F 1 !H 2 $ 1 FJ 2
3 梨花迁粉蝶 91 5*’/-)6& F 1 I$ 2 F 1 !H 2
3 镉黄迁粉蝶 91 (,*77/ F 1 "! 2
3 黑角方粉蝶 C&’,/( 7*,#’"/( F 1 "$ 2 $ 1 FJ 2
3 橙翅方粉蝶 C1 -"-/ F 1 "! 2
3 方粉蝶 C1 %&’60&77" F 1 HH 2
3 斑缘豆粉蝶 9#7"/( &’/)& F 1 K$ 2
3 橙黄豆粉蝶 91 D"&7$""
3 檗黄粉蝶 E0’&;/ <7/-$/ F 1 H$ 2
3 宽边黄粉蝶 E1 6&,/<& K 1 KH 2 2 2 ! 1 $! 2 2 2 H 1 !$ 2 2
3 尖角黄粉蝶 E1 7/&)/
3 钩粉蝶 @#-&5)&’*= ’6/;-"
3 尖翅钩粉蝶 @1 ;/6/:/’/ $ 1 FJ 2
3 橙粉蝶 F="/( 5*’&-& $ 1 F! 2 $ 1 LJ 2
3 红腋斑粉蝶 C&7"/( /,/7"( F 1 GL 2
3 报喜斑粉蝶 C1 5/(")6#& $ 1 IG 2 2 $ 1 FG 2
3 白翅尖粉蝶 455"/( /7<"-/ FM HH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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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续）" %&&’()*+ ,（ -.(/*(0’)）

种类

1&’-*’2

样点 1/0)3 45’4

试验区

6+&’5*7’(/48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缓冲区

?0@@’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核心区

A.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中国特

有种

6()’7*-
2&’-*’2
.@ AB*(4

中国

保护种

6()4(<’5’)
2&’-*’2
.@ AB*(4

! 利比尖粉蝶 "# $%&’()*+ C # ,$ ,
! 灵奇尖粉蝶 "# $’-.%/+ C # DE ,
! 雷震尖粉蝶 "# %-/0+
! 锯粉蝶 10%2-*0%3 ()*3(’$%3
! 大翅绢粉蝶 "420%+ $+05*(*+6% C # F, ,
! 黑脉园粉蝶 7*420+ -*0%33+ C # ## , C # FC ,
! 青园粉蝶 7# -+/%-+ , # ,F ,
! 东方菜粉蝶 1%*0%3 .+-%/%+ G # ,# , , , $ # D# , , ,
! 黑纹菜粉蝶 1# 8*$*(* C # GG , C # E$ , H # ,$ ,
! 菜粉蝶 1# 0+4+* , # D, ,
! 飞龙粉蝶 9+$&2(%+ -+5+-68 C # E# , , # #C ,
! 纤粉蝶 :*4(23%+ -%-+
! 鹤顶粉蝶 ;*&282%+ 5$+6.%44* C # D# , C # F$ , C # !# ,
! 青粉蝶 1+0*02-%+ <+$*0%+ CI EG J
斑蝶科 K4(4*)4’
" 金斑蝶 =+-+63 .)0’3%4463
! 虎斑蝶 =# 5*-6(%+ # # GH , , , H # !H , ,
! 君主斑蝶 =# 4$*>%4463
! 屏纹青斑蝶 9%068+$+ 5+6(+8+ C # !# ,
! 青斑蝶 9# $%8-%+.* C # $, , , # ,F ,
! 蔷青斑蝶 9# 3*4(*-(0%2-%3 C # F$ , , # CH ,
! 绢斑蝶 1+0+-(%.+ +5$*+ H # #$ , , , # EE , , H # !E ,
! 黑绢斑蝶 1# 8*$+-*+ C # !, , , # #C ,
! 大绢斑蝶 1# 3%(+ C # FC ,
! 拟旖斑蝶 ?/*243%3 3%8%$%3
! 旖斑蝶 ?# <6$5+0%3 C # H$ ,
! 幻紫斑蝶 @64$2*+ .20* C # $, , , # #C ,
! 黑紫斑蝶 @# *6-%.* C # DG , C # #C , , # CH ,
! 蓝点紫斑蝶 @# 8%/+863 # # EH , , , , # GH , , H # #H ,
! 异型紫斑蝶 @# 86$.%&*0
! 双标紫斑蝶 @# 3’$<*3(*0
! 妒丽紫斑蝶 @# (6$$%2$+ CI ,$ J
环蝶科 %74/B02**)4’
" 凤眼方环蝶 =%3.24)20+ 32-/+%.+ C # HD , C # H$ , C # DE ,
! 月纹矩环蝶 @-%34* $6-+(68 #
! 纹环蝶 "*82-+ +8+()63%+
! 尖翅纹环蝶 "# $*-+ C # F, ,
! 串珠环蝶 A+6-%3 *68*63
! 灰翅串珠环蝶 A# +*024*
! 箭环蝶 B(%.)24)()+$8+ )2CD6+ #
! 双星箭环蝶 B# -*6825*-% CI C$ J CI DE J # #
眼蝶科 14/35*)4’
" 稻暮眼蝶 E*$+-%(%3 $*/+ , # #! , , C # !, , C # EG ,
! 睇暮眼蝶 E# 4)*/%8+ C # ## , C # ,$ , C # F, ,
! 圆翅黛眼蝶 :*()* &6($*0% #
! 曲纹黛眼蝶 :# .)+-/%.+ C # GG , , # #C ,
! 棕褐黛眼蝶 :# .)0%3(24)% C # DE , #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附表 !（ 续）# %&&’()*+ $（ ,-(.*(/’)）

种类

0&’,*’1

样点 0./)2 34’3

试验区

5+&’4*6’(.37 8-(’

个体比例

（9 ）

:’4,’(.3;’

多度

%</()=
3(,’

缓冲区

>/??’4 8-(’

个体比例

（9 ）

:’4,’(.3;’

多度

%</()=
3(,’

核心区

@-4’ 8-(’

个体比例

（9 ）

:’4,’(.3;’

多度

%</()=
3(,’

中国特

有种

5()’6*,
1&’,*’1
-? @A*(3

中国

保护种

5()3(;’4’)
1&’,*’1
-? @A*(3

. 白带黛眼蝶 /0 ,#-12(3 $ 0 BB 4 4 $ 0 C! 4 $ 0 DD 4

. 苔娜黛眼蝶 /0 $"3-3

. 长纹黛眼蝶 /0 &2’#53 C 0 EF 4

. 孪斑黛眼蝶 /0 6&7"-3 #

. 深山黛眼蝶 /0 "-(3-3 B 0 CF 4

. 罗丹黛眼蝶 /0 83#$37"3 #

. 直带黛眼蝶 /0 83-3’"( #

. 波纹黛眼蝶 /0 ’#9’"3 C 0 B$ 4

. 蛇神黛眼蝶 /0 (3)*’"-3 #

. 连纹黛眼蝶 /0 (*’,"( #

. 玉带黛眼蝶 /0 %&’73 C 0 D$ 4

. 文娣黛眼蝶 /0 %"-$9*3

. 紫线黛眼蝶 /0 %"#83,&#5",)3 $ 0 EB 4

. 布莱荫眼蝶 :&#5& ;’&7&’" #

. 蒙链荫眼蝶 :0 72"’9&3$" C 0 !F 4 #

. 黄斑荫蝶 :0 528393

. 蓝斑丽眼蝶 <3-$3’"-"3 ’&638"( #

. 拟稻眉眼蝶 <*,38&("( 1’3-,"(,3 G 0 !C 4 4

. 稻眉眼蝶 <0 6#)373

. 小眉眼蝶 <0 7"-&2( $ 0 !$ 4 4 C 0 F$ 4 $ 0 $E 4

. 白斑眼蝶 =&-)9&73 3$&873 C 0 GF 4 C 0 D! 4

. 凤眼蝶 :&#’"-3 53)’"3

. 翠袖锯眼蝶 >8*7-"3( 9*5&’7-&()’3 C 0 $" 4

. 颠眼蝶 ?,’#5#8"( )938"3 $ 0 HG 4 #

. 矍眼蝶 @5)9"73 ;38$3 D 0 C$ 4 4 4 ! 0 D! 4 4 4

. 幽矍眼蝶 @0 ,#-A2-,)3 C 0 FF 4 #

. 黎桑矍眼蝶 @0 8"(3-$’3 C 0 EC 4 $ 0 $E 4 #

. 东亚矍眼蝶 @0 7#)(,928(B*"

. 前雾矍眼蝶 @0 5’3&-2;"83 C 0 B! 4 #

. 古眼蝶 =383&#-*7593 #538"-3 CI D! J #
蛱蝶科 K26&A37*)3’
# 凤尾蛱蝶 =#8*2’3 3’A3 C 0 GD 4
. 大二尾蛱蝶 =0 &2$37"552( C 0 $F 4
. 二尾蛱蝶 =0 -3’,3&3 $ 0 DD 4
. 忘忧尾蛱蝶 =0 -&5&-)9&( $ 0 !C 4
. 白带螯蛱蝶 C93’3D&( ;&’-3’$2(
. 红锯蛱蝶 C&)9#("3 ;";8"( C 0 B! 4
. 武铠蛱蝶 C9")#’"3 2825"
. 罗蛱蝶 E#93-3 53’"(3)"( C 0 GF 4
. 帅蛱蝶 +&59"(3 ,93-$’3 C 0 D! 4
. 银白蛱蝶 F&8,*’3 (2;38;3 C 0 FF 4 #
. 傲白蛱蝶 F0 (25&’;3 #
. 芒蛱蝶 >2’"52( -*,)&8"2(
. 黑脉蛱蝶 F&()"-3 3(("7"8"( C 0 BH 4 C 0 G! 4 $ 0 CG 4
. 大紫蛱蝶 +3(3B"3 ,93’#-$3 C 0 B" 4
. 黑紫蛱蝶 +0 12-&;’"( C 0 D! 4 # #
. 素饰蛱蝶 +)";#,9"#-3 -",&3 CI !F J $I $E J



! 期 王 " 敏等：石门台自然保护区蝴蝶物种多样性研究 ##$""

附表 !（ 续）" %&&’()*+ ,（ -.(/*(0’)）

种类

1&’-*’2

样点 1/0)3 45’4

试验区

6+&’5*7’(/48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缓冲区

?0@@’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核心区

A.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中国特

有种

6()’7*-
2&’-*’2
.@ AB*(4

中国

保护种

6()4(<’5’)
2&’-*’2
.@ AB*(4

! 电蛱蝶 "#$%&’’()#( *+,#-($%., C / DE 0
! 襟蛱蝶 1.2%( +’3-(*4%#,
! 珐蛱蝶 5%(6(*4%( 2%(6(*4%(
! 绿豹蛱蝶 7’)3**#, 2(2%#(
! 斐豹蛱蝶 7’)3’+., %32+’8#., C / $# 0 C / FE 0 D / ,E 0
! 青豹蛱蝶 "(-&’( ,()(*(
! 银豹蛱蝶 1%#69’+*( $%#69’+*#
! 绿裙玳蛱蝶 :(*(+$#( ;.6## C / !# 0
! 黄翅翠蛱蝶 <.4%(6#( =&,+-2&*( #
! 红斑翠蛱蝶 </ 6.8+*4#*(
! 暗斑翠蛱蝶 </ -&*#*( C / G! 0
! 绿裙边翠蛱蝶 </ *#+2+64# C / EG 0
! 黄带翠蛱蝶 </ 2(4(6(
! 尖翅翠蛱蝶 </ 2%+-#.,
! 铂翠蛱蝶 </ 2’(44# #
! 捻带翠蛱蝶 </ ,4’+2%&* #
! 黑角律蛱蝶 >+?#(, 9#’4+(
! 小豹律蛱蝶 >/ 2(’9(6#,
! 迷线蛱蝶 >#-+*#4#, -#,.;# #
! 残锷线蛱蝶 >/ ,.62#4#( , / GF 0 0 , / D, 0
! 珠履带蛱蝶 74%3-( (,.’(
! 双色带蛱蝶 7/ $(-( C / E# 0
! 幸福带蛱蝶 7/ @&’4.*( #
! 玉杵带蛱蝶 7/ ;#*(
! 相思带蛱蝶 7/ *+@4+ C / !, 0
! 虬眉带蛱蝶 7/ &2(6#*(
! 玄珠带蛱蝶 7/ 2+’#., C / #C 0
! 六点带蛱蝶 7/ 2.*$4(4(
! 离斑带蛱蝶 7/ ’(*)(
! 新月带蛱蝶 7/ ,+6+*&2%&’( , / H$ 0 0 , / D# 0
! 婀蛱蝶 78’&4( )(*)(
! 穆蛱蝶 A&9.B( 2’&$’#,
! 丫纹俳蛱蝶 5(’(,(’2( 9.9. C / ,C 0
! 奥蛱蝶 7.B(=#( 9(*(C( C / EE 0
! 耙蛱蝶 D%()(9(44( (.,4+*#( C / ,G 0
! 芘蟠蛱蝶 5(*4&2&’#(* 8#+4#
! 金蟠蛱蝶 5/ %&’9&*#( C / #C 0
! 蔼菲蛱蝶 5%(+93-( (,2(,#( C / F$ 0
! 柱菲蛱蝶 5/ $&6.-+66( C / D$ 0
! 阿环蛱蝶 E+24#, (*(*4(
! 羚环蛱蝶 E/ (*4#6&2+ #
! 矛环蛱蝶 E/ (’-(*9#(
! 折环蛱蝶 E/ 8+’&+ #
! 卡环蛱蝶 E/ $(’4#$( C / ,E 0
! 珂环蛱蝶 E/ $6#*#( C / ,G 0
! 桂北环蛱蝶 E/ ).#( #
! 中环蛱蝶 E/ %36(, G / ,C 0 0 0 D / H$ 0 0 D / $# 0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附表 !（ 续）$ &’’()*+, %（ -.)/+)0(*）

种类

1’(-+(2

样点 1/0*3 45(4

试验区

6,’(5+7()/48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缓冲区

?0@@(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核心区

A.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中国特

有种

6)*(7+-
2’(-+(2
.@ AB+)4

中国

保护种

6)*4)<(5(*
2’(-+(2
.@ AB+)4

. 玛环蛱蝶 /0 12-2(2

. 弥环蛱蝶 /0 1"23 # 0 C# 4

. 啡环蛱蝶 /0 53"6*’2

. 断环蛱蝶 /0 (2-72’2

. 娑环蛱蝶 /0 (#12

. 司环蛱蝶 /0 (5&*&’"

. 波蛱蝶 8’"2$-& 2’"2$-& # 0 D! 4 # 0 D# 4

. 网丝蛱蝶 9*’&()"( )3*#$212( # 0 EE 4 # 0 F% 4

. 枯叶蛱蝶 :266"12 "-2,3;( # 0 GG 4 % 0 CH 4 #

. 幻紫斑蛱蝶 <*5#6"1-2( =#-"62 # 0 !C 4 # 0 !# 4

. 小红蛱蝶 >2-&((2 ,2’$;" # 0 EH 4

. 大红蛱蝶 >0 "-$",2

. 琉璃蛱蝶 :2-"(72 ,2-2,& # 0 "" 4 % 0 #! 4

. 黄钩蛱蝶 ?#6*@#-"2 ,A2;’&;1 % 0 #G 4 # 0 HG 4

. 美眼蛱蝶 B;-#-"2 2612-2 # 0 "" 4 # 0 "G 4

. 波纹眼蛱蝶 B0 2)6")&(

. 黄裳眼蛱蝶 B0 3"&’)2 # 0 D% 4

. 钓翅眼蛱蝶 B0 "53")2 # 0 FC 4

. 蛇眼蛱蝶 B0 6&1#-"2(

. 翠蓝眼蛱蝶 B0 #’")3*2 # 0 !! 4

. 黄豹盛蛱蝶 +*1=’&-)3"2 =’2="’2

. 散纹盛蛱蝶 +0 6"62&2 #I E! J
珍蝶科 &-54(+*4(
$ 苎麻珍蝶 8,’2&2 "((#’"2 CI DG J J
喙蝶科 K+=3/B(+*4(
$ 朴喙蝶 C"=*)3&2 ,&6)"( %I CH J
蚬蝶科 L+.*+)+*4(
$ 白点褐蚬蝶 8="(2’2 =;’-"" # 0 CF 4
. 蛇目褐蚬蝶 80 &,3&’";( # 0 GF 4 % 0 #! 4
. 黄带褐蚬蝶 80 D*662 # 0 CF 4
. 长尾褐蚬蝶 80 -&#53’#-
. 白蚬蝶 +)"=#@&( -*153"$"2 # 0 CG 4
. 波蚬蝶 E&1&’#( D6&@*2( D 0 !% 4 4 4 ! 0 G! 4 4 4
. 银纹尾蚬蝶 F#$#-2 &;@&-&(
. 黑燕尾蚬蝶 F0 $&#$2)2 # 0 G! 4
. 无尾蚬蝶 F0 $;’@2 # 0 %D 4
. 斜带缺尾蚬蝶 F0 #;"$2
灰蝶科 K3-4()+*4(
$ 德锉灰蝶 866#)"-;( $’;1"62
. 中华云灰蝶 G"6&);( ,3"-&-("( # 0 F" 4
. 蚜灰蝶 H2’272 3212$2 C 0 #H 4 4 % 0 GC 4 4
. 尖翅银灰蝶 9;’&)"( 2,;)2
. 蒲银灰蝶 90 =;6"( % 0 !" 4
. 珂灰蝶 9#’$&6"2 ,#1&( #
. 北协珂灰蝶 90 7")2I27"" # 0 DG 4 #
. 璐灰蝶 C&;,2-)"@";( 2)2*26",;( #
. 虎灰蝶 J2121#)#K&53*’;( 7I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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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续）" &’’()*+, %（ -.)/+)0(*）

种类

1’(-+(2

样点 1/0*3 45(4

试验区

6,’(5+7()/48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缓冲区

?0@@(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核心区

A.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中国特

有种

6)*(7+-
2’(-+(2
.@ AB+)4

中国

保护种

6)*4)<(5(*
2’(-+(2
.@ AB+)4

! 紫轭灰蝶 "#$%&$ ’()%*+), #
! 陈氏何华灰蝶 -(.$)*/,$ 0/+1, #
! 美丽何华灰蝶 -2 3+44, #
! 何华灰蝶 -2 2’C D 2 E! 5
! 裂斑金灰蝶 6/)7%(8+&/7)#% 9,%&$)$*#% D 2 %D 5
! 闪光金灰蝶 62 %0,1*,44$1% #
! 百娆灰蝶 :)/(&$4$ ;$8$4$
! 小娆灰蝶 :2 &$)$3#*$ D 2 $D 5
! 奇娆灰蝶 :2 0(3,0$
! 玛灰蝶 <$/$*/$4$ $3+),$ D 2 %F 5
! 婀玛灰蝶 <2 $),$9+=$
! 碧俳灰蝶 >$10/$4$ ;,)3$1$
! 黑俳灰蝶 >2 &$)$?$1+%$
! 锁铠花灰蝶 @4(%+ $%(A$ D 2 %G 5
! 异灰蝶 B)$(*$ *,3(4+(1
! 鹿灰蝶 C(D#)$ $*731#%
! 斑灰蝶 -()$?$ (17D
! 白斑灰蝶 -2 $4;,3$0#4$
! 捞银线灰蝶 E&,19$%,% 4(/,*$ D 2 %D 5
! 豆粒银线灰蝶 E2 %7$3$ D 2 !F 5
! 双尾灰蝶 F$G#),$ 0,&&#%
! 豹斑双尾灰蝶 F2 3$0#4$*$
! 珀灰蝶 >)$*$&$ 9+=$
! 克灰蝶 6)+(1 04+(;,% D 2 %G 5
! 莱灰蝶 H+3+4$1$ G$1?$4$
! 安灰蝶 :10+3$ 0*+%,$
! 玳灰蝶 I+#9(),D +&,G$);$% D 2 DH 5
! 拟燕玳灰蝶 I2 &%+#9()$&$4(,9+% #
! 绿灰蝶 :)*,&+ +)7D D 2 $$ 5
! 霓纱燕灰蝶 H$&$4$ 1,%%$
! 高沙子燕灰蝶 H2 *$A$%$?(1,% #
! 麻燕灰蝶 H2 3$1+$
! 生灰蝶 E,1*/#%$ 0/$19)$1$ D 2 G# 5
! 尼彩梳灰蝶 :/4;+)?,$ 1,0+=,44+, #
! 杨氏斯灰蝶 E*)73(1,9,$ 7$1?, #
! 浓紫彩灰蝶 -+4,(&/()#% ,4$
! 斜斑彩灰蝶 -2 &/(+1,0(&$)7&/#% D 2 !D 5 #
! 烤彩灰蝶 -2 A(/,3+1%,% D 2 F# 5
! 锯灰蝶 J)*/(3,+44$ &(1*,%
! 峦太锯灰蝶 J2 )$1*$,8$1$ D 2 E! 5 #
! 福建锯灰蝶 J2 ’#A,+1+1%,% #
! 细灰蝶 E71*$)#0#% &4,1,#% D 2 %H 5
! 娜灰蝶 K$0$9#;$ A#)$=$ D 2 %G 5
! 雅灰蝶 L$3,9+% ;(0/#%
! 素雅灰蝶 L2 $4+0*(
! 咖灰蝶 6$*(0/)7%(&% %*)$;(
! 亮灰蝶 C$3&,9+% ;(+*,0#% DC FI J DC !# J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附表 !（ 续）$ &’’()*+, %（ -.)/+)0(*）

种类

1’(-+(2

样点 1/0*3 45(4

试验区

6,’(5+7()/48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缓冲区

?0@@(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核心区

A.5( 9.)(

个体比例

（: ）

;(5-()/4<(

多度

&=0)*>
4)-(

中国特

有种

6)*(7+-
2’(-+(2
.@ AB+)4

中国

保护种

6)*4)<(5(*
2’(-+(2
.@ AB+)4

. 吉灰蝶 /"0&&’"1 21’(1-$’1

. 砟酱灰蝶 3(&4$#0"0&&’"1 5161 " 7 !! 8 8 8 % 7 C% 8

. 长腹灰蝶 /"0491 6*91:

. 珐灰蝶 ;15&<1-1 19(494(

. 长尾蓝灰蝶 =%&’&( 91,)4’-4( D 7 "E 8 D 7 F% 8

. 波太玄灰蝶 >#-<&"1 ?#)1-"-" D 7 %E 8

. 黑丸灰蝶 3")6&,#?( ,#’%4(

. 钮灰蝶 @,*)#9&?"( ?4(?1 % 7 DE 8

. 白斑妩灰蝶 A$1’1 19B#,1&’49&1

. 妩灰蝶 A7 $"9&,)1 % 7 F# 8 ! 7 EC 8

. 美姬灰蝶 C&<"(B1 5191*1

. 紫灰蝶 D6"91$&( 91E4(

. 曲纹紫灰蝶 D7 ?1-$1%1 D 7 CG 8

. 福来灰蝶 ;’&*&’"1 )’#,6*94( DH #F I
弄蝶科 J(2’(5++*4(
$ 白伞弄蝶 !"B1("( <#51)1
. 大伞弄蝶 !7 5"’1,491 D 7 %E 8 D 7 "% 8 # #
. 钩纹伞弄蝶 !7 (&-1
. 无趾弄蝶 F1(#’1 1-4’1 D 7 "% 8
. 双斑趾弄蝶 F7 ,6’#54( D 7 %D 8
. 银针趾弄蝶 F7 )15"-1)1
. 纬带趾弄蝶 F7 %"))1
. 尖翅弄蝶 !1$15"1 &:,9151)"#-"(
. 绿弄蝶 D6#1(?&( B&-E15"-"" D 7 #E 8
. 毛刷大弄蝶 D1?"91 ?&-","991)45
. 窗斑大弄蝶 D7 )’1-(94,"$1 #
. 双色带弄蝶 G#B,91 B"H1(,"1)1
. 疏星弄蝶 D&91&-#’’6"-4( 1(?&’(4(
. 斜带星弄蝶 D7 14’"%"))1)4(
. 周氏星弄蝶 D7 ,6#4" D 7 DE 8 #
. 斑星弄蝶 D7 51,49#(4( D 7 %C 8
. 小星弄蝶 D7 ’1)-1
. 白弄蝶 @B’1:"5#’?61 $1%"$""
. 黑脉白弄蝶 @7 6&’"-<" #
. 黑弄蝶 I1"5"# )&)6*( D 7 %D 8
. 中华捷弄蝶 J&’#("( ("-",1 D 7 DE 8 D 7 CK 8
. 匪夷捷弄蝶 J7 ?6"(1’1
. 白边裙弄蝶 >1<"1$&( <1-1
. 沾边裙弄蝶 >7 9")"<"#(1
. 毛脉弄蝶 C##’&1-1 )’",6#-&4’1 D 7 !D 8
. 飒弄蝶 +1)1’4?1 <#?191
. 密纹飒弄蝶 +7 5#-B&"<"
. 锦瑟弄蝶 +&(&’"1 $#6&’)*"
. 明窗弄蝶 D#91$&-"1 1<-"#"$&( #
. 黄窗弄蝶 D7 91:5"
. 幽窗弄蝶 D7 (6&"91 #
. 花窗弄蝶 D7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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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续）" &’’()*+, -（ ./)0+)1(*）

种类

2’(.+(3

样点 201*4 56(5

试验区

7,’(6+8()059 :/)(

个体比例

（; ）

<(6.()05=(

多度

&>1)*?
5).(

缓冲区

@1AA(6 :/)(

个体比例

（; ）

<(6.()05=(

多度

&>1)*?
5).(

核心区

B/6( :/)(

个体比例

（; ）

<(6.()05=(

多度

&>1)*?
5).(

中国特

有种

7)*(8+.
3’(.+(3
/A BC+)5

中国

保护种

7)*5)=(6(*
3’(.+(3
/A BC+)5

! 黄襟弄蝶 "#$%&’(’)*&$+,* &*+ D - EE .
! 彩弄蝶 /*01’+* *2*3*
! 梳翅弄蝶 /4$+’04,)%3 5*#*+*
! 角翅弄蝶 6&’+4’04,)%3 *+2%)*4%3
! 越南苏弄蝶 7’5,* )%(*#,, D - -% .
! 拟苏弄蝶 "*1#’5,* 0$18))* D - DE . #
! 曲纹袖弄蝶 9’4’(1:04* (%15,;*#(,* D - -E .
! 姜弄蝶 <&*#0$# ;’)%#
! 雅弄蝶 =*381,> #*)#*)* D - FE .
! 腌翅弄蝶 ?#4,(4’04$1%# @*3* D - -% .
! 独子酣弄蝶 A*)0$ B’3’)$*
! 双子酣弄蝶 A- 0’1%#
! 讴弄蝶 6+1:C* 3*2*
! 琵弄蝶 ",4B*%1,* 3%1&*5*
! 花裙陀弄蝶 DB’1$##* #%83*(%)*
! 刺胫弄蝶 E*’1,# ;*11,
! 方斑珂弄蝶 /*)4’1,# (’13*#*
! 籼弄蝶 E’18’ (,++*1* D - FG .
! 拟籼弄蝶 "#$%&’8’18’ 8$5*+,
! 么纹稻弄蝶 "*1+*1* 8*&* D - H% .
! 曲纹稻弄蝶 "- 2*+2* - - -F .
! 直纹稻弄蝶 "- 2%44*4* - - %% . . D - E# .
! 隐纹谷弄蝶 "$)’0,&*# 3*4B,*# D - !$ . D - $E .
! 黄纹孔弄蝶 "’):41$3,# )%81,(*+#
! 针纹赭弄蝶 6(B)’&$# F)*00$1,(B,,
! 黑豹弄蝶 DB:3$),(%# #:)5*4,(%# D - -D .
! 旖弄蝶 =#’4$,+’+ )*301’#0,)%# D - -E .
! 黄斑蕉弄蝶 G1,’+*4* 4’1%#
! 玛弄蝶 H*4*0* *1,*
! 须弄蝶 7(’8%1* (’+,*4* #
! 素弄蝶 7%*#4%# 21$3,%# D - !# .
! 孔子黄室弄蝶 "’4*+4B%# (’+;%(,%#
! 曲纹黄室弄蝶 "- ;)*5%# D - H% .
! 宽纹黄室弄蝶 "- 0*5%# D - G# .
! 长标弄蝶 D$),(’4* (’)’+
! 黄纹长标弄蝶 D- ’B*1* - - -- .
! 黄斑弄蝶 ?30,44,* &,#’#(’1,&$# - - DE . D - GH .
! 钩形黄斑弄蝶 ?- 5,12*4* DI !- J

多度 J ：- K $D 只；J J ：$- K -DD 只；J J J ：-DD 只以上

&>1)*5).( J ，- K $D +)*3I ； J J ，$- K -DD +)*3I ； J J J ，/L(6 -DD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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