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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南省蝴蝶保护与可持续性利用的关系

顾茂彬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州 ! *%#*"#）

摘要：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年前制订的《 +,-. 红色名录》和 %))/ 年 +,-. 理事会第 /# 次会议上通

过的《 世界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 !"#$ %&’ ()*+ #,+,-./)&*），针 对 我 国 %)&) 年 颁 布 的《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保护名录》和 "### 年国家林业局颁布的《 国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有关

蝴蝶的部分，简述制订时的历史背景，就其中涉及海南分布的蝴蝶保护种划分的科学依据进行了探讨；建议今后蝴

蝶保护名录修订时应将栖息地的保护状况列为评估濒危状况的首要依据，使保护名录更附合客观事实并有利于保

护的可操作性；提出保护生物资源的最终目的是在条件 成 熟 时 对 它 们 进 行 利 用，如 果 可 持 续 性 利 用 的 生 物 资 源 不

加以利用，就是对资源的浪费；在利用中需引入高新技术、开拓创新，以提高利用效益，进而提升资源保护的管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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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世界自然保护 联 盟（ +,-.）在 "# 世 纪 X# 年 代

制订了《 +,-. 红皮书》（ 陈灵芝，%))$），此红皮书制

订以后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纳并作为制订各国保护名

录的参考。%)&) 年，我 国 公 布 了《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动物保护名录》；%))/ 年 +,-. 理事会第 /# 次会

议上通过了修正后的红皮书；同年我国成立了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 员 会；"### 年 国 家 林 业 局 颁 布 了《 国

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价值的陆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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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名录》。

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的蝴蝶 产 业 已 有 %&& 多

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秘鲁也有 !&& 多年的

历史，而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蝴蝶资源没有得到应

有的利用。由于活动于树冠的昆虫调查非常困难，

有些种类 可 能 今 后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不 易 摸 清。 因

此，以前制定的保护名录存在不够准确的情况是正

常的。对第二次公布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海南有

分布的蝴蝶种群，笔者参考了 ’()* !++, 年前后两

版红皮书中确定的濒危等级逐一加以评估，试图以

此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使我国蝴蝶保护名录与保

护级别修订时能比较客观地反映自然界的实际情况

并与《 ’()* 红 皮 书》相 接 轨，既 可 提 高 蝴 蝶 资 源 保

护的可操作性，也有利于对蝴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

用。

!" 我国两次公布 的 海 南 有 分 布 的 蝴 蝶 保 护

种的评估依据

我国对昆虫的调查与保护研究，由于历史的原

因起步较晚，虽然 %& 世纪 "& 年代开展了一些调查，

但远未普及和深入，对蝴蝶等昆虫的资源与濒危状

况不太清楚。为配合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一些学者

根据自己的了解呈报了保护名录。当时认定金斑喙

凤蝶（!"#$%&’(&)* ’)+")*）仅在广东和福建有采集记

录，为中国特有，因此 !+"+ 年公布的蝴蝶 保 护 名 录

中，海南只有金斑喙凤蝶 ! 种，并定为一级保护的野

生动物。

"& 年代后，随 着 昆 虫 区 系 调 查 的 深 入，金 斑 喙

凤蝶在其他地区陆续被发现，到目前为止，已知金斑

喙凤蝶广泛分布于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

西、云南（ 吴云，!+++）、海南（ 顾茂彬，陈佩珍，!++#）

等省；国 外 分 布 于 越 南、老 挝（ ’-./.012，%&&!），并 非

中国特有种。金斑喙凤蝶栖息地为海拔 !&&& 3 左

右的热带山地雨林以及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原始阔

叶林，寄主为种类较多的木兰科（4.-5672.89.9）植物

（ 黄邦侃，%&&!；’-./.012，%&&!），海 南 各 大 林 区 均 有

分布。在天然林已停止采伐的今天，其种群的生存

是安全的。因该种无下飞习性，所以不容易采到，但

这不等于濒危或稀少。例如设在海拔 !&&& 3 处的

广东某保护区的 ! 个保护站的员工，曾用扫把打到

雌性金斑喙凤蝶，并在该地带的草丛中拾到雄性死

虫，也有其他员工拾到过死虫。能够在天然林中多

次拾到死虫，虽 然 目 前 无 法 对 它 按 ’()* 的 有 关 规

定进行定量分析，但可推测其种群密度并不低。根

据 ’()* !++, 年以前濒危等级和保护级别的有关规

定（ 袁 德 成，%&&!；解 焱，汪 松，!++:），我 国 特 产、稀

有或濒于灭绝的野生动物才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按 !++, 年 版《 红 色 名 录》等 级（;)4)，!++,；<<) =
’()*，!++,）系统来套，能定为“ 极危”或“ 濒危”等

级的动物才被列为一级保护。据此，将金斑喙凤蝶

定为一级保护显然是欠妥的，作为保护种也值得商

榷，可列入红色名录。

在 %&&& 年我国第二次公布的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名

录中海南有 !# 种蝴蝶，分别是金斑喙凤蝶、裳凤蝶

污斑亚种（!+%#,"* -"("$’ *&#(%.#’）、海南裳凤蝶（!+%#/
,"* 0>? ）（ 未定种）、金裳凤蝶（ !+%#,"* ’"’0)*）、暖曙

凤蝶（1.+%&-’$")+’ ’#,%$"’）、瓦 暖 曙 凤 蝶 海 南 亚 种

（1.+%&-’$")+’ 2’+)$’ ’*.%+#%$）、玛 暖 曙 凤 蝶 海 南 亚

种（1.+%&-’$")+’ $%3 -’#$’$"*#*）、锤尾凤蝶（ 4%*’+#’
0%%$）、燕凤蝶（4’$&+%&."+’ 0)+#’）、绿带燕凤蝶（ 4’$/
&+%&."+’ 5"6"*）、箭环蝶（ 7.#0-%&-.-’(5’ -%86)’）、双

星箭 环 蝶（ 7.#0-%&-.-’(5’ $")5%6"$$#）、枯 叶 蛱 蝶

（9’((#5’ #$’0-)*）、豹眼蝶（:%*"’ -’#$’$"$*#*）、黑眼

蝶（ ;.-%&" -"$+#0# ）、虎 灰 蝶 （ <’5’5%.%="&->+)*
?8’$6.)$6"$*#*）、森下交脉环蝶（15’.-)3#,#’ 5%+#*-/
#.#）等共 !# 种。其 中 森 下 交 脉 环 蝶 为 新 纪 录 属 新

种，在海南只分布于尖峰岭林区，目前只发现于热带

半落叶季雨 林 中，因 该 植 被 区 域 很 窄，又 地 处 低 海

拔，人为活动频繁，林分破坏严重，应列为“ 濒危”或

“ 易危”级别；其余 !@ 种都为热带常绿季雨林、热带

山地雨林的常见种。只要这些植被类型的生态环境

不被破坏，就 不 存 在“ 危”的 问 题，所 以 不 宜 列 入 保

护名录。

#" 资源保护、保护物种与资源利用的关系

#$ %" 资源保护、保护名录与红色名录

《 全球生物多样性策略》指出：“ 保持物种的最

佳途径是保持它们的生境”（;A’ B ’()* B (*CD，

!++E）。蝴蝶保护名录的确定应依据其资源和栖息

地的保护状况，这是蝴蝶资源能否得到保护的最核

心的问题，也是评估其濒危和保护级别最重要的依

据。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实践中容易被忽视。根据这

一原则，若某种蝴蝶分布范围广，栖息地为多种森林

植被类型，即使因形态美丽等原因捕捉量较大，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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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列 入 保 护 名 录 和 红 色 名 录。 例 如 红 锯 蛱 蝶

（.&)/#("0 1"12"(）和 短 尾 翠 凤 蝶（ 304"2"# $#$$("），虽

然我国只在海南岛有分布，但因其栖息地为热带天

然林，其种群有相当的密度，故不会因采捕等原因受

胁迫，可不列入保护名录和红色名录。

要明确红色名录和保护名录的侧重点不同以及

它们之间的联系：红色名录编制较详细，种类较多，

侧重于科学功能、资源濒危评估功能和潜在经济价

值的预测；保护名录是在红色名录的基础上制订的，

它强调保护的可操作性、管理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

肃性（ 袁 德 成，$%%#）。因 此，对 保 护 名 录 的 制 定 应

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参与保护名录制定的专家不仅

要有较深的专业知识（ 主要指从事昆虫生物学和生

态学研究的 经 验）外，还 应 对 重 点 保 护 物 种 的 遴 选

和定级原则有所了解，以便准确评估在保护好栖息

地的前提下，捕捉等人为因素能否对有关种群造成

濒危，以及目前状况下能否利用及利用的原则；还可

对蝴蝶商进行调研，了解相关信息。

!" #$ 资源保护与利用

要辩证地认识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问题，一切不

利于开发的保护就失去保护的意义；同理，不加保护

的开发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方面，只要正确处理就能起

到相互促进的作用。我国蝴蝶资源丰富的地区大多

为贫困山区，森林资源破坏严重是保护意识差和生

活水平低造成的。由于毁林烧山，很多珍贵的生物

资源在被人们发现或认识以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我们既要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又要重视当地农民的实际利益，引导和鼓励他们

通过出售 抓 捕 或 饲 养 蝴 蝶 来 改 善 生 活。 在 此 过 程

中，让人们认识到若森林没有了，就没有蝴蝶可捕可

养的朴素道理，增强不毁林、不破坏蝴蝶生存环境的

观念。在贫困地区只有发挥资源效益，实现区域经

济的发展，才能在有效地保护资源的同时也维护贫

困人群的资源利益。小规模蝴蝶产业在南美、非洲

有报道，国内 在 云 南 西 双 版 纳、海 南 尖 峰 岭 也 可 见

到，但因缺乏统一管理、规模小、资源利用效益差，因

此破坏热带林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我们要开拓

新的思路，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民众，吸收高素质

的人才参与资源管理和利用。蝴蝶不仅具有观赏价

值，还 有 为 植 物 传 粉、食 用（ 文 礼 章，#&&!；尤 民 生，

#&&’）、药用和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有较高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对某些种类进行人工养殖并在自然界

种植蝴蝶的寄主植物，发展近自然林业，可以保护蝴

蝶的栖息地，增加它们在自然界的种群密度。

%$ 资源利用的几个认识问题

%& ’$ 对蝴蝶的生物学特性的了解

媒体曾将一级保护的大熊猫与一级保护的蝴蝶

相提并论。大熊猫生命历程数十年，自然界或人工

繁殖一头很不容易；而蝴蝶不仅个体小，而且繁殖能

力强，年世代数多，如蘖黄粉蝶（56’&70 120-$0）# 年

#$ 代（ 顾茂彬等，#&&#）、迁粉蝶（.0)#4("2"0 4#7#-0）

# 年可达 #( 代（ 顾茂 彬，#&!)），每 头 雌 虫 产 卵 从 几

十粒到二 百 多 粒 不 等（ 顾 茂 彬，陈 佩 珍，#&!’）。 只

是自然界有生态平衡的调节机制，蝴蝶从卵到成虫

的发育过程 中，大 多 被 食 物 链 中 的 天 敌 捕 食（ 顾 茂

彬，#&!’）；其次 是 成 虫 寿 命 短，如 海 南 蝴 蝶 成 虫 寿

命在 # 周左右，交尾后雄蝶 # * ) 天死亡，雌蝶接近

产完卵时死 亡，未 经 交 尾 的 雄 蝶 和 雌 蝶 寿 命 稍 长。

因此只要蝴蝶的栖息地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少量

利用不会构成对其种群的胁迫，而不利用却是对资

源的浪费。因此在评估蝴蝶保护种类及保护等级时

不宜与大、中型的鸟兽相提并论。树冠昆虫的种群

密度由其寄 主 多 寡、寄 主 分 布、天 敌 等 自 然 法 则 决

定，若某种昆虫的寄主植物在天然林中分布范围窄、

种群密度低，加上人为破坏使该植物过少或消失，就

会导致某种昆虫的消失。我国约有昆虫 #( 万种以

上（ 尤民生，#&&’），目 前 很 多 昆 虫 的 寄 主 我 们 还 不

了解，而 林 区（ 包 括 保 护 区 ）盗 伐 木 材 的 现 象 还 存

在，因此保护栖息地是保护蝴蝶种群的关键。

%" #$ 捕蝶对种群濒危的影响

人为捕蝶对蝴蝶的胁迫作用，是有争议的一个

问题。 对 于 栖 息 于 热 带 原 始 林 的 蝴 蝶（ +,-./，

#&!)），有些种我们目前还无法知道它的种群密度，

有的种甚至还未被发现。蝴蝶的生境极为复杂并经

历了千百年的自然选择，经受了食物短缺、疾病、天

敌捕食和各种恶劣天气的考验，它凭借的是栖息地

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复杂食物网络所拥有的生态环境

的整体抗逆修复功能（ 马克明，$%%#）。由此可以得

出，生活在热带林中的蝴蝶，在停止天然林采伐的今

天，有健康的生态系统存在，其种群是安全的。目前

海南保护较好的热带林都划为保护区，不允许捕猎

包括蝴蝶在内的野生动物。捕蝶活动大多在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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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带进行。笔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如下

观点：虽然从生态学方面来看捕蝶对蝴蝶是有一定

影响，但因为捕蝶范围较窄，未造成生态系统的群落

结构变化，这种影响只限于种群密度的波动，不会导

致种群的濒危。因为有大片热带天然林的存在，人

不可能在林中挥网捕蝶，对主要活动于十多米至数

十米高的树冠的蝴蝶，人不可能捕到，而只能在林中

小片空地、溪边、林缘等小范围内捕获那些吸水、取

食、交 配 和 寻 觅 寄 主 的 属 优 势 种 群 的 少 量 个 体

（#%& 左 右 为 雄 性 ）。 这 种 影 响 与 恶 劣 天 气（ 台 风

等）相比 而 言，小 到 可 以 忽 略 不 计。而 且 昆 虫 种 群

密度在自然界有自我调节潜能。例如海南尖峰岭在

!##’ ( )%%! 年都有人去收购蝴蝶，这些蝴蝶基本采

自林缘、水沟边。经对蝴蝶采集者调查，每年采捕的

蝴蝶以红授绿凤蝶（!"#$%&" ’()*+&）、斑凤蝶（,$*-".
&" /-%#*"）、青斑蝶（ 0*1+)"-" -*)’*"/2）等 *+ 种为主。

上述种类在每年 + ( , 月份的晴天 #：%% ( !)：%% 时，

可在林缘的植物上见到，其年际间种群数量没有变

化，只是某些种群的密度有变化。

!" #$ 蝴蝶饲养与可持续利用

国家鼓励对 野 生 动 物（ 包 括 蝴 蝶）进 行 人 工 饲

养，利用人工饲养的生物不会破坏生态环境，是可持

续性的，只有这种利用才能被认可和批准。饲养蝴

蝶的关键技术是：饲养地的生态环境应能满足所饲

养种类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要求：繁育室要有足够

大的空间，内部种植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有饮水及

防范天敌的设施。这些从技术层面看难度不大，但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化饲养蝴蝶的企业，其主要原

因是产品不能被市场所接受。因为我国蝴蝶产业还

未发育好，需求总量少，人工饲养的产品价格昂贵。

若饲养珍稀种类，还需到大山深处去选址发展，饲养

成本更是成倍增加；加之产品发展空间有限，饲养数

量增多后价格就会下降，饲养业必然面临困境而破

产。因此，对蝴蝶的饲养要突破以前仅限于室内的

概念，将蝴蝶饲养扩展到自然环境中去，发展近自然

林业。可选择交通方便的林缘地带设计营造有多种

蝴蝶寄主的混交林，既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又可将蝶

类幼虫的密度控制在经济阈值之内。这种增殖自然

界蝴蝶种群与种群密度的林业措施，既是蝴蝶资源

的保护与更新建设，也是遵循生态学原理的科学管

理。例 如 次 生 林 边 缘 规 划 一 片 由 黄 皮（ ,-"+&2’"
-"’&*+)）、黄 兰（ 3*/$2-*" /$")4"/"）、鱼 木（ ,1"#"25"

12-*6*(&2）、木豆（,"7"’+& 8-"5+&）组成的混交林，就可

为美 凤 蝶 （ !"4*-*( )2)’(’）、玉 带 凤 蝶 （ !"4*-*(
4(-%#2&）、达摩 凤 蝶（ !"4*-*( 92)(-2+&）、统 帅 青 凤 蝶

（:1"4$*+) "6")2)’(’）、木 兰 青 凤 蝶（ :1"4$*+) 9(.
&(’）、鹤 顶 粉 蝶（ ;2<()(*" 6-"+/*442）、灵 奇 尖 粉 蝶

（=44*"& -%’/*9"）、镉黄迁粉蝶（,"#(4&*-*" &/%--"）等多

种蝴蝶营造繁殖基地，如果林内再种上攀缘植物珠

龙 果（ !"&&*8-(1" 8(2#*9" ）就 增 加 了 白 带 锯 蛱 蝶

（,2#$(&*" /%"’2）、红锯蛱蝶（,2#$(&*" <*<-*&）、斑珍蝶

（=21"2" 5*(-"2）、文 蛱 蝶（ >*’9+-" 21(#"）等 的 寄 主 植

物。

上述蝴蝶都是抗逆性、观赏性较强的乡土种类，

一般情况下这种开放式饲养都能获得成功。可见，

发展近自然林业不仅仅是蝴蝶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

需要，而且是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 讨论与建议

%" &$ 修订我国蝴蝶保护名录

我国蝴蝶保护名录应以《 世界物种红色名录濒

危等级》为根据，尽快启动修订程序，参与修订的人

员要有较深的生态学理论基础或是蝴蝶生物学与生

态学研究的专家；也就是说，有关专家必须了解相关

蝴蝶的栖息地生境、生态分布、致危原因和掌握有效

保护的技术，这样保护名录才能正确定位。

%" ’$ 保护与利用

!#"# 年我国首次公布了《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在 此 之 前，鸟 兽 等 大、中 型 野 生 动 物 被 人

们大量捕猎后食用、药用或用其毛皮等，利用时间已

较长。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提出，是在对这些资源

被过度利用的濒危状况比较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

而我国蝴蝶的保护名录是在蝴蝶产业尚未形成以及

资源状况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提出的，明确这一点

有助于理解 我 国 两 次 提 出 蝴 蝶 保 护 名 录 的 科 学 基

础。因此，一方面要对已列入的保护种进行调查；另

外，修订保护名录时应认真参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制订的《 -./0 红 色 名 录》和《 世 界 物 种 红 色 名 录 濒

危等级》划分保护种类及其等级的标准。考虑到我

国蝴蝶资源研究与利用的滞后，保护区内的蝴蝶资

源已经得到保护以及人为捕捉不会对种群造成胁迫

的情况，有些资源状况不太清楚的种类可暂不列入

保护名录，鼓励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发展以解决贫困

山区农民的生活问题和热带林有效保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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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人力资源

世界蝴蝶市场与前二三十年相比，已有了很大

不同，有关动物保护组织反对用蝴蝶制作的工艺品

进行贸易，这有它积极的一面，但也不完全正确。对

可持续性利 用 的 生 物 资 源 不 加 利 用 无 异 于 浪 费 资

源，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也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

的提高。尤其象我国这样有 $% 亿人口的大国，学校

用于生物课教学的标本还十分缺乏，这不符合重视

基础教育的时代要求。因此，将原始的生物资源转

化为教育资源，市场潜力巨大、意义深远。目前蝴蝶

加工从业人员大多科技知识水平不高，市场上的某

些工艺品制作粗糙或不科学，有些还不如日本 &" 世

纪 ’" 年代的产品；某些人工蝴蝶园的设计缺乏对蝴

蝶生态学的了解，效果很差。因此，应在政策导向和

媒体宣传方面重视对蝴蝶资源的利用，培养专门人

才，加强对栖息地资源的管理、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濒危物种的评估体系、建立信息系统和开展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解决蝴蝶产

业化进程中保护与利用的关键技术问题。在提高工

艺品档次的 同 时，研 究 扩 大 蝴 蝶 资 源 利 用 范 围，使

&$ 世纪我国蝴蝶产业与时俱进，使蝴蝶资源的可持

续性利用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封志明，&"""）。

!" %$ 建议与结语

有关部门在划定保护种类和划分保护等级时，

应对脊椎动物与节肢动物有所区别。虽然同样是野

生动物，但它们之间在个体大小、寿命长短、繁殖能

力、濒危机制等方面差异很大，如老虎与昆虫类是不

能在同一层次上相比的。被列为濒危的蝴蝶物种，

应有明确的应急措施和负责单位，例如海南尖峰岭

的森下交脉环蝶，因为个体大，它的濒危不仅是环境

破坏或滥捕的问题，还有最小可生存种群（()*）的

问题，需要制定保护计划，解决栖息地保护和遗传学

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因为笔者对热带林中的蝴蝶区系比较熟知，所

以本文只述及海南蝴蝶种群，对不熟悉地区的蝴蝶

种类不妄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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