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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祁连地区不同生境类型蝶类多样性研究

陈振宁! 曾! 阳
（ 青海师范大学生物系，! 西宁 ! ($###(）

摘要：于 $%%) & $%%% 年对青海祁连地区不同生境类型中蝴蝶多样性进行了 研 究。研 究 中 依 据 海 拔 高 度、气 候、土

壤和植被的不同将该地区的蝴蝶生境划分为 * 种类型：山缘农田、山地草原、森林草原、高寒灌丛草甸、裸岩。共收

集蝴蝶 ’+,) 只，隶属于 , 科 +* 属 *+ 种。计 算 了 * 种 生 境 类 型 中 蝶 类 物 种 丰 富 度、相 似 性 系 数、多 样 性 指 数。其

中，蝶类物种丰富度由小到大的顺序为：裸 岩（, 种 ）- 山 地 草 原（$+ 种 ）- 森 林 草 原（$’ 种 ）- 高 寒 灌 丛 草 甸（""

种）- 山缘农田（"+ 种）；多样性指数依次增加的顺序为：裸岩（!" # $ $ ’,"%）、森林草原（!" # " $ "+%(）、山地草原（!"

# " $ ",),）、山缘农田（!" # " $ )#)$）、高 寒 灌 丛 草 甸（ !. / "0 ))+’）；森 林 草 原 和 山 缘 农 田 的 相 似 性 系 数 最 高（#0

+)#’），其次为山地草原和高寒灌丛草甸（#0 "*##），裸岩与其他生境类型的相似性系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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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世纪初欧洲入境者曾考察过青海的 祁 连 地

区，多 着 重 于 鸟 类（ 李 德 浩，$%(%），蝶 类 未 见 报 道。

%# 年代以来，对祁连地区蝶类物种和分类有一些报

道（ 周尧，$%%’，$%%(；蔡振声等，$%%’），然而对祁连

地区蝶类 成 分 与 生 境 的 关 系 的 研 究 无 人 涉 及。 因

此，作者对祁连地区不同生境类型蝶类的多样性进

行了调查和分析。

<= 地理概况

祁连位于 青 海 省 东 北 部。地 理 位 置 为：%(\#*.

& $#$\#".6，+)\"*. & +%\#*.7，呈西北—东南向的不

规则长条形，南北宽约 $(* TH，东西长约 "(# TH，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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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积约 !% &’ 万 ()* ，占青海省总面积的 *% "+, 。东有

景阳岭、冷 龙 岭，南 有 托 勒 南 山、大 通 山，中 有 托 勒

山，西北及正北与河西走廊接壤。最高海拔为托勒

瓦黄寺沟西岔主峰 +*’- )，最低海拔为黑河下游大

子龙沟 *!’" )，平均海拔为 *-"" . //0" )。属内陆

性高原寒冷气候，地势高峻，空气稀薄，气候干燥，日

照时间 长，年 日 照 时 数 *!0" . *$-" 1，太 阳 总 辐 射

强。! 月均温 2 !’% / . 2 !/% 03 ，- 月均温 2 $% ! .
!*% ’3 ，年 均 温 2 /% - . 2 *% 03 ，极 端 最 低 温

2 /$3 ，极端最高温 /"3 ；""3 积温 $0* . !0$’3 。

全年降水 量 *-" . &"" ))，海 拔 超 过 &""" ) 的 高

山，降水量可达到 0"" )) 以上。春季，多大风和沙

尘暴，冷季长，无绝对无霜期。各生境类型自然条件

的基本情况见表 !。

表 !" 祁连地区各生境类型间基本情况比较
45678 !# 418 9:);5<=>:? :@ A=@@8<8?B 156=B5B BC;8> =? D=7=5? 5<85

生境类型

E56=B5B BC;8
海 拔（)）

F7B=BGA8
气候

H7=)5B8
土 壤

I:=7
植 被

J8K8B5B=:?

山缘农田

E=77C
9G7B=L5B8A

75?A

*’"" . /!""

年均温 "% ’3 左 右，’", 保 证 率""3 积 温

!+*-3 ，无 霜 期 !!" . !*" 天，作 物 生 长 期

!*" . !+" 天，年均降雨量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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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钙 土、黑 钙 土、山

地黑土

H18>B?GB >:=7， 918<N
?:P8)， ):G?B5=?
6759( >:=7

主要作物 有 小 麦、青 稞、油 菜、马 铃 薯、

豌豆等。野生植物主要有早熟禾、疏 花

针毛、蒿草、黄芪、苜蓿、米口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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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草原

M:G?B5=?
>B8;;8

*!’" . /’/"

年均温 2 *% 03 左 右，’", 保 证 率""3 积

温 $0*% /3 ，无霜期 $" . !!" 天，生 长 期 !""
. !+" 天，年均降雨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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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草原土

F7;=?8 >B8;;8 >:=7

植物类型主要为多年生禾本科，疏花针

毛、紫花针毛、青海苔草、早熟禾及狼 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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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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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分布 于 山 地 阴 坡 和 河 谷 滩 地，年 均 温

2 /% /3 ，’", 保 证 率 " "3 积 温 -/- .
!*0/3 ，无 绝 对 无 霜 期，生 长 期 !"" . !+"
天，年均降雨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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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灰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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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植物为青海云杉、圆柏、早熟禾、冰

草、青 海 苔 草、芨 芨 草、猪 芽 蓼 等，盖 度

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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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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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分布于各山 体 的 山 地 阴 坡、阳 坡 河 谷 滩 地，

年均 温 2 /% $3 ，’", 保 证 率 " "3 积 温

+$03 ，无绝对无霜期，年均降雨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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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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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植 物 为 高 山 柳、沙 柳、山 杨、金 露

梅、沙棘、矮蒿草、蒿草、早熟禾、青 海 苔

草、猪 芽 蓼、圆 穗 蓼 等，盖 度 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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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岩

R5<8 <:9( S /-""

分布于各山体上部或古冰斗和古冰渍地区，

有 些 地 区 为 现 代 冰 川 所 覆 盖，多 为 固 态 降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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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稀 疏 低 等 和 垫 状 植 物。 主 要 植 物

为直立点地梅、西北蚤缀、青海红景 天、

水母雪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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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陈振宁等：青海祁连地区不同生境类型蝶类多样性研究 """##

!" 研究方法

!# $" 调查方法

"）取样方法：每 种 生 境 类 型 按 对 角 线 法 选 取 $
条样带，每条样带面积 !%% & ’ !% &，在样带内采用

路线网捕法采集；每样带 "% 只捕虫网，每天采集时

间不少于 (% &)*。

!）取 样 时 间：于 "++, - "+++ 年 的 暖 季（$ - +
月）每隔 !% 天同时对 $ 种生境调查 " 次，每次连续

采集 ( 天，选在晴朗或多云少风天气、蝶类活动频繁

的 "%! %% - ",! %% 时进行。

(）分类鉴定和统计：.(/, 只蝶类标本，依据《 中

国蝶类志》和《 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并结合检索表

进行鉴定与分类（ 周尧，"++.，"++0），分别进行数量

统计。在生境中数量达到 "%% 只以上的种称为优势

种；网捕量（1 ）2 "%% ’ !" # !，即第 " 种的个体数占

生境中个体总数的比例。

!# !" 数据分析方法

"）多样性指数（$3）采用 456**7*89):*:; 公式：

$3 2 < !%" =*%"，%" & !" # !，其中 %" 是第 " 种的个体

比例，!" 是第 " 物种的个体数，! 是全部物种的个体

总数（ 马克平，刘玉明，"++.；杨大荣，"++0）。

!）均匀度指数（ ’）采用 >):=7?（"+//）公式：’ &
$( # =*)，式中：’ & 均匀度；) & 物种数（ 赵志模，郭依

泉，"++%；杨大荣，"++0）。

(）优 势 度 指 数（ *）采 用 @:;A:;8>6;B:; 公 式：*
& !&6C D !+，式中：!&6C & 优 势 种 的 种 群 数 量；!+ 2 全

部物种的种群数量（ 赵志模，郭依泉，"++%）。

.）物种丰富度（)）即物种的数目，可直接用生

境类型中物种数表示，也可用物种数与个体数的比

值来表示，本文采用前者（ 赵志模，郭依泉，"++%）。

$）相似 性 系 数（ ,- ）采 用 E6FF6;G 公 式：,- & . #
（/ 0 1 2 .），式中：. 为两种生境类型中共有物种数；

/、1 分 别 为 生 境 类 型 H、@ 所 具 有 的 物 种 数（ 阳 含

熙，卢泽愚，"+0"）。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生境类型中蝶类的种类与数量组成

"++, - "+++ 年 共 采 集 到 蝶 类 .(/, 只，分 别 隶

属于 / 科 ($ 属 $( 种。各生境类型中蝶类优势种类

及多度见表 !。从属的组成看，眼蝶科（46IJ;)G6:）K
蛱蝶科（LJ&M56=)G6:）K 灰蝶科（NJF6:*)G6:）K 粉蝶

科（>):;)G6:）K 凤 蝶 科（ >6M)=)7*)G6:）、绢 蝶 科（ >6;8

*6OO))G6:）；从物种的组成看，粉蝶科、眼蝶科 K 蛱蝶

科 K 灰蝶科 K 绢蝶科 K 凤蝶科；从个体数量看，眼蝶

科 K 粉蝶科 K 蛱蝶科 K 灰蝶科 K 绢蝶科 K 凤蝶科。

从网捕量和调查结果看，各生境类型中稀有种

（ 数 量 $% 只 以 下 ）最 多，共 !$ 种，占 总 种 数 的

.,P ",1 ；常见种（ 数量 $% - "%% 只之间）最少，共 ""
种，占总种数的 !%P ,$1 ；优势种（ 数量 "%% 只以上）

居中，共 ", 种，占 总 种 数 的 (!P %01 。山 缘 农 田 种

数最多，其次 是 高 寒 灌 丛 草 甸，裸 岩 生 境 中 种 数 最

少。山缘 农 田 优 势 种 为 牧 女 珍 眼 蝶（ ,345356789/
/7/:6;;"-）和青海 红 珠 灰 蝶（ <6./4"=4- >"5?9/"45-"-），

有 "" 种只在该生境中采集到，它们是：斑缘豆粉蝶

（,3;"/- 4:/+4）、橙 黄 豆 粉 蝶（ ,3;"/- @"4;=""）、菜 粉 蝶

（%"4:"- :/8/4）、云 粉 蝶（%35+"/ =/8;"=".4）、牧 女 珍 眼

蝶、新疆珍眼蝶（,345356789/ A"5B"/5?45-"-）、阿芬眼

蝶（C89/5+38D- 9684:/5+9D-）、白 斑 新 灰 蝶（ !43;6./4E
5/ +45?-+:347"）、青海 红 珠 灰 蝶、豆 灰 蝶（ %;414BD- /:E
?D-）、维 纳 斯 眼 灰 蝶（ %3;6377/+D- F45D-）。 山 地 草

原优势种 为 西 门 珍 眼 蝶（ ,345356789/ -47453F"）和

黑网蛱蝶（G4;"+/.4 B4H/14;），有 ! 种只在该生境中采

集到，它们是荨麻蛱蝶（C?;/"- D:+"./4）、网蛱蝶（G4;E
"+/.4 ="/7"5/）。 森 林 草 原 优 势 种 为 小 檗 绢 粉 蝶

（C83:"/ 9"88"/）和小红蛱蝶（I/54--/ ./:=D"），有 ! 种

只在该生境中采集到，它们是仁眼蝶（JD745"- /D+3E
534）、红 珠 灰 蝶（ <6./4"=4- /:?6:3?53735）。 高 寒 灌

丛草甸优势种为珍珠绢蝶（%/:5/--"D- 3:;4/5-）、四川

绢蝶（%/:5/--"D- -H4.9456""）、妹 粉 蝶（G4-/8"/ 84;3:"E
/）、菩萨酒眼蝶（K454"- 1D==9/）、西门珍眼蝶、珍蛱

蝶（ ,;3--"/5/ ?35?）、灰 蝶 属 一 种（ <6./45/ OMP ），有

"! 种 只 在 该 生 境 中 采 集 到，它 们 是 依 帕 绢 蝶（%/:E
5/--"D- 48/89D-）、珍 珠 绢 蝶（ %/:5/--"D- 3:;4/5-）、四

川绢蝶、蓝精灵绢蝶（%/:5/--"D- /.=4-+"-）、君主绢蝶

（%/:5/--"D- "784:/+3:）、豆 粉 蝶 属 一 种（ ,3;"/- OMP ）

（ 曾阳等，"+++）、古北拟酒眼蝶（%/:3454"- 8/;/4/:.+"E
.D-）、锡金 拟 酒 眼 蝶（ %/:3454"- -"LL"745-"-）、菩 萨 酒

眼蝶、龙女宝蛱蝶（M3;3:"/ 8/;4-）、曲斑珠蛱蝶（ N--3E
:"/ 4D?45"/）、灰蝶属一种。裸岩优势种为无名舜眼

蝶（ <3A4:41"/ OMP ），有 . 种只在该生境中采集到，它

们是元首绢蝶（%/:5/--"D- .489/;D-）、爱珂绢蝶（%/:E
5/--"D- /..3）、西猴绢蝶（%/:5/--"D- -"73）、无名舜眼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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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生境类型蝴蝶种类及多度
%&’() "# *+,-.&./ 01)2-)0 &.3 &’4.3&.2) +5 /6) ’4//)75(-)0 -. 3-55)7)./ 6&’-/&/

种类

81)2-)0

山缘农田

9-((: 24(/-;&/)3
(&.3

山地草原

<+4./&-.
0/)11)

森林草原

=+7)0/
0/)11)

高寒灌丛草甸

>(1-.) 0674’
,)&3+?

裸岩

@&7)
7+2A

个体比例（B ）

C)72)./&D)

多度

>’4.E
3&.2)

个体比例（B ）

C)72)./&D)

多度

>’4.E
3&.2)

个体比例（B ）

C)72)./&D)

多度

>’4.E
3&.2)

个体比例（B ）

C)72)./&D)

多度

>’4.E
3&.2)

个体比例（B ）

C)72)./&D)

多度

>’4.E
3&.2)

凤蝶科 C&1-(-+.-3&)
# 柑橘凤蝶 ./0"1"# 23)43( !F G H IF ! H
# 金凤蝶 .5 6/,4/#- "F I H "F J H !KF L
绢蝶科 C&7.&00--3&)
# 依帕绢蝶 ./’-/(("3( &0/043( JF M H H
# 珍珠绢蝶 .5 #’1&/-( MF K H H H
# 四川绢蝶 .5 (7&,4&-*"" MF M H H H
# 元首绢蝶 .5 ,&04/13( !KF " H H
# 爱珂绢蝶 .5 /,,# !F J H
# 蓝精灵绢蝶 .5 /,$&()"( LF " H
# 君主绢蝶 .5 "60&’/)#’ LF N H
# 西猴绢蝶 .5 ("6# "$F " H H
粉蝶科 C-)7-3&)
# 斑缘豆粉蝶 8#1"/( &’/)& "F ! H
# 橙黄豆粉蝶 85 9"&1$"" "F M H
# 山豆粉蝶 85 6#-)"36 IF K H H IF I H H JF L H
# 黧豆粉蝶 85 ’",4)4#9&-" !!F ! H H MF " H H
# 豆粉蝶属一种 OF 01F !F ! H
# 小檗绢粉蝶 :0#’"/ 4"00"/ NF ! H H "LF G H H H
# 妹粉蝶 ;&(/0"/ 0&1#’"/ JF J H JF G H IF G H H H
# 菜粉蝶 ."&’"( ’/0/& NF J H H
# 大卫粉蝶 .5 $/%"$"( !F $ H GF M H H
# 云粉蝶 .#-)"/ $/01"$",& "F I H
# 侏粉蝶 !/1)"/ <3)1&’" !F ! H KF G H
# 皮氏尖襟粉蝶 :-)4#,4/’"( <"&)" !F " H !F I H
眼蝶科 8&/:7-3&)
# 斗毛眼蝶 =/("#66/)/ $&"$/6"/ LF N H !F G H
# 白眼蝶 ;&1/-/’>"/ 4/1"6&$& !F M H "F " H
# 锡金拟酒眼蝶 ./’#&-&"( ("??"6&-("( LF M H
# 古北拟酒眼蝶 .5 0/1/&/’,)",3( !F " H
# 仁眼蝶 @36&-"( /3)#-#& GF I H
# 菩萨酒眼蝶 A&-&"( <3$$4/ !LF " H H H
# 牧女珍眼蝶 8#&-#-*604/ /6/’*11"( !GF I H H H
# 新疆珍眼蝶 85 2"-B"/->&-("( JF I H
# 西门珍眼蝶 85 (&6&-#%" !NF $ H H H !"F G H H H
# 阿芬眼蝶 :04/-)#03( 4*0&’/-)43( NF $ H H
# 红眼蝶 @’&<"/ /1,6&-/ JF $ H H IF K H
# 无名舜眼蝶 =#2&’&<"/ 01F JIF G H H H
蛱蝶科 P:,16&(-3&)
# 银斑豹蛱蝶 +0&*&’"/ />1/B/ !F ! H "F ! H
# 灿福蛱蝶 C/<’","/-/ /$"00& !F $ H JF L H
# 珍蛱蝶 81#(("/-/ >#-> !"F ! H H !JF K H H H
# 龙女宝蛱蝶 !#1#’"/ 0/1&( "F N H
# 曲斑珠蛱蝶 D((#’"/ &3>&-"/ JF J H H
# 荨麻蛱蝶 :>1/"( 3’)",/& "F $ H
# 小红蛱蝶 E/-&((/ ,/’$3" !F M H "!F L H H H
# 黄缘蛱蝶 F*604/1"( /-)"#0/ LF M H "F G H
# 黑网蛱蝶 ;&1")/,& B&7/<&1 !NF G H H H MF ! H H
# 网蛱蝶 ;5 ,"-2"/ !F ! H
灰蝶科 Q:2&).-3&)
# 白斑新灰蝶 F&#1*,/&-/ )&->()’#&6" "F ! H
# 灰蝶属一种 =*,/&-/ 01F MF N H H H
# 枯灰蝶 830"$# 6"-"63( "F I H !F M H
# 胡麻霾灰蝶 ;/,31"-&/ )&1&"/ $F " H H !LF M H H
# 婀灰蝶 :1<31"-/ #’<")31/ !!F $ H H GF M H H
# 红珠灰蝶 =*,/&"$&( /’>*’#>-#6#- !F I H
# 青海红珠灰蝶 =5 G"->4/"&-("( !$F M H H H
# 豆灰蝶 .1&<&B3( /’>3( "F M H
# 维纳斯眼灰蝶 .#1*#66/)3( %&-3( JF K H

多度 H ：! R ML 只；H H ：M! R !LL 只； H H H ：!LL 只以上（>’4.3&.2) H ：! R ML -.30F ；H H ：M! R !LL -.30F ；H H H ：+;)7 !LL -.30F ）。

#$ !" 生境类型间物种相似性及聚类分析

各生境类 型 间 具 有 的 相 同 蝶 类 种 数 与 S&22&73
相似性系数见表 J、G。从 M 种蝶类生境类型相似性

系数看，各生境类型相似性较低，生境类型间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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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生境类型间具有的相同蝶类物种数
%&’() #$ %*) +,-’). /0 1/--/+ ’,22).0(3 45)16)4 6+ 7600).)+2 *&’62&24

山地草原

8/,+2&6+ 42)55)
森林草原

9/.)42 42)55)
高寒灌丛草甸

:(56+) 4*.,’ -)&7/;
裸岩

<&.) ./1=

山缘农田 >6((3 1,(26?&2)7 (&+7 # "@ " @
山地草原 8/,+2&6+ 42)55) A B @
森林草原 9/.)42 42)55) " @
高寒灌丛草甸 :(56+) 4*.,’ -)&7/; !

表 #" 祁连地区各生境类型蝶类的相似性系数
%&’() A$ %*) 46-6(&.623 1/)00616)+2 /0 ’,22).0(6)4 6+ 7600).)+2 *&’62&24 6+ 2*) C6(6&+ &.)&

山地草原

8/,+2&6+ 42)55)
森林草原

9/.)42 42)55)
高寒灌丛草甸

:(56+) 4*.,’ -)&7/;
裸岩

<&.) ./1=

山缘农田 >6((3 1,(26?&2)7 (&+7 @D @E@E @D #B@A @D @!!B @
山地草原 8/,+2&6+ 42)55) @D "B#E @D !F@@ @
森林草原 9/.)42 42)55) @D @!GH @
高寒灌丛草甸 :(56+) 4*.,’ -)&7/; @D @BHE

表 $" 各生境类型中蝶类的主要指标比较
%&’() F$ %*) 1/-5&.64/+ /0 2*) -&6+ 6+761)4 /0 ’,22).0(6)4 6+ 7600).)+2 *&’62&24

$ $ $ 生境类型

$ $ $ >&’62&2 235)
科

9&-6(3
属

I)+).&

物种数 J
J5)16)4
+,-’).

个体数 K
L+76?67,&(
+,-’).

多样性指数 >M
J5)16)4 76?).4623

6+7)N

均匀度指数 O
P?)++)44
6+7)N

优势度指数 Q
Q/-6+&+1)

6+7)N
山缘农田 >6((3 1,(26?&2)7 (&+7 F "E !# ""!B !D B@B" @D GH#A @D "EF!
山地草原 8/,+2&6+ 42)55) F "" "# FBE !D !HBH @D GGA" @D "BEH
森林草原 9/.)42 42)55) F "# "A AEF !D !#EG @D GAGB @D !"@"

高寒灌丛草甸

:(56+) 4*.,’ -)&7/; F "H !! "GF" !D BB#A @D GEB# @D "#H"

裸岩 <&.) ./1= # A H #"F "D AH!E @D G"HA @D #GA"

$ $ $ $ $ 图 %" 各生境类型间蝶类物种 O&11&.7 相似性聚类图

$ $ $ $ $ 96RD "$ %*) O&11&.7 46-6(&.623 1(,42).6+R R.&5*4 /0 ’,22).0(3 45)16)4 /0 7600).)+2 *&’62&24

相同物种数较少，山缘农田和森林草原具有的相同

物种数相对较多，其次是山地草原和高寒灌丛草甸，

而裸岩和山 缘 农 田、山 地 草 原、森 林 草 原 无 相 同 物

种。

$ $ 聚 类 分 析 采 用 类 平 均 法（ 阳 含 熙，卢 泽 愚，

"EG"；颜京松，魏善武，"EG#；8&R,..&+，"EGG）。聚类

结果表明：森林草原和山缘农田、山地草原和高寒灌

丛草甸分别在相似性系数为 @S #B@A 和 @S !F@@ 时先

聚在一起，然后二者在相似性系数 @D @EHG 时聚为一

类，最后在相 似 性 系 数 @D @@GF 时 与 裸 岩 聚 为 一 类

（ 图 "）。说 明 生 境 类 型 的 海 拔 高 度 和 植 被 状 况 等

特征对蝶类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 !" 各生境类型中蝶类的多样性、均匀度和优势度

指标比较

祁连地区各 生 境 类 型 中 蝶 类 的 指 标 见 表 F：物

种多样性指数为高寒灌丛草甸 T 山缘农田 T 山地草

原 T 森林草原 T 裸岩；均匀度为高寒灌丛草甸 T 山

地草原 T 山缘农田 T 森林草原 T 裸岩；而优势度则

是裸岩 T 森林草原 T 山缘农田 T 山地草原 T 高寒灌

丛草甸。高寒灌丛草甸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量、物种

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等指标略高于其他各生境

类型，表明此生境中的植物种类和空间结构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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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整个生态环境复杂而稳定，具备各种蝶类生存与

繁衍的优良条件。裸岩生境的蝶类物种多样性指数

最低，表明此生境海拔较高、环境简单、植被结构单

一，不利于多种蝶类的生存和繁衍。从各生境类型

的蝶类组成来看，高寒灌丛草甸的物种多，优势种群

也较多，各种种群间数量差异不显著，说明该生境类

型结构较为稳定，物种种群相对稳定；而裸岩优势度

指数最高，说明该生境各种种群个体数量差异显著，

具有明显的优势种群。

!" 结论与讨论

!）在祁连地 区 共 调 查 到 %& 种 蝶 类，分 别 隶 属 于 ’
科 &% 属，从属种数量上看单种属多，即有 () 属在该

地区均仅分布 ! 种，占总属数的 ))* !"+ ，反映了该

地区蝴蝶种类虽然贫乏，但属级多样性仍较高。属

种及个体数量以眼蝶科最多，凤蝶科最少。而高寒

地区特有属有 ) 属，占总属数的 (,* ,,+ ，其中绢蝶

属最有代表性。高寒地区特有种有 &! 种，占总种数

的 %-* "$+ ，绢蝶、侏粉蝶、无名舜眼蝶最有代表性，

说明祁连地区的蝴蝶有一定的高寒代表性，这与祁

连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根据植被、海拔、土壤、气候等生 态 因 素，将 该 地

区划分为 % 种蝶类生境类型：山缘农田、山地草原、

森林草原、高寒灌丛草甸、裸岩，其物种丰富度的顺

序为：山缘农田 . 高寒灌丛草甸 . 森林草原 . 山地

草原 . 裸岩。对其蝶类组成成分的分析表明，各生

境类型中蝶类的种类组成和数量与生境的复杂程度

呈正相关，即生境越复杂，蝶类物种越多。造成差异

的主要原因在于植被和海拔高度，植被是提供蝴蝶

生存和繁衍的场所，海拔高度决定了生境中的植被

类型，同时间接影响了蝴蝶的分布。

&）裸岩生境中蝶类种类较少，仅与高寒灌丛草甸有

( 种相同种 类。与 其 他 生 境 类 型 无 相 同 种 类，其 余

生境类型间共有的种类也较少，相似性低；不存在 %
种生境类型之间都共有的种类。蝶类组成相似性与

各生境的海拔高度、植被结构有关。聚类结果显示：

森林草原和山缘农田、山地草原和高寒灌丛草甸分

别聚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的海拔高度相近，植物相对

丰富，适合多种蝶类生活。而与裸岩的相似性系数

接近于零，是 因 为 裸 岩 所 处 的 海 拔 最 高，植 物 种 类

少，只适合少数蝶类生存。

"）高寒灌丛草甸蝶类的多样性、物种丰富 度、均 匀

性都高于其他生境类型，表明其生境多样、植物种类

丰富，生态稳定而平衡，具备了蝶类生活和繁衍的优

良条 件。而 裸 岩 的 ./、0 值 最 低，是 由 于 其 海 拔 最

高、风大、环境气候条件恶劣、植被组成成份单调，成

为影响蝶类分布的主要因素，不利于蝶类的生存繁

衍。裸岩的 1 值高于其他生境类型，表明其生境类

型中优势种少或单一，生境自身调节能力弱，抗外界

干扰能力差。而高寒灌丛草甸的 1 值最低，表明其

生境优越，蝶类种类组成复杂，优势种不突出，自我

调节能力强，破坏后的恢复能力强。以上结果表明：

!/多样性中 的 ./、+、0、1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相 关 性，即

生境类型中的 + 值 高，其 ./值 一 般 较 高，0 值 也 较

高，而 1 值较低。这些指标可以从不同侧面较好地

反映蝶类多样性情况。

%）绢蝶是高寒灌丛草甸蝶类的典型代表，主要分布

在高寒灌丛草甸中。加强对高寒灌丛草甸蝶类多样

性的研究，可更好地揭示生境类型的自然条件与蝴

蝶数量的制约关系，从而获得不同生境类型的功能

情况和动态变化规律，有计划地减少人为干扰，对保

护生态环境和利用珍贵的绢蝶资源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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