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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的蝴蝶——金裳凤蝶

金裳凤蝶是凤蝶科裳凤蝶属的一种大型蝴蝶，我国有 3

种。该蝶飞翔的时候姿态优美，前翅黑色，后翅金黄色和黑色

交融的斑纹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灿灿，显得华贵美丽。此次展出

有 2 个亚种，分别为台湾亚种和四川亚种。它是我国体型最大

的，寿命最长的（成虫生活时长约一月），最漂亮的蝴蝶。

我国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蝶种——金斑喙凤蝶

金斑喙凤蝶被誉为昆虫界的“大熊猫”，是我国唯一的蝶类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排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有着“蝶中

皇后”“梦幻蝴蝶”等美誉。

独一无二的帝王蝴蝶

帝王蝴蝶可能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蝴蝶。具体原因有两

点：一是因为帝王蝴蝶非常漂亮，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看的蝴蝶；

二是因为帝王蝴蝶是唯一的一种迁徙性的蝴蝶，每年会飞行上

千公里躲避北美的严寒，这种习性在昆虫世界里独一无二。

蝴蝶迷人的颜色

科学研究凤蝶发现，其翅膀颜色本来是黄色和蓝色的，但

在一般人看起来，它却是绿色的，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观察

发现，原来在显微镜下：蝴蝶翅膀上有很多很小的下凹的小坑，

小坑底是黄色的，而坑的斜坡上是蓝色的，当阳光照射在蝴蝶

翅膀上的时候，由于发生光的折射作用，人眼看到的蝴蝶翅膀

由于发生光的折射作用，就是绿色的。根据这个现象，人们在

纸币或信用卡上也设置了许多小坑，这样无论假币有多么逼

真，都难逃光学设备的“法眼”。

蝴蝶靠什么辨别味道

蝴蝶是用脚来辨别味道的。蝴蝶的味觉感受器长在脚上，

足部下节位置，蝴蝶的脚比人的舌头要灵敏 2000 倍，不仅能尝

出甜味，还能识别出咸味和苦味，不管什么食物，蝴蝶只有飞上

去踩踩踩，就能判断是否能品尝，为了保证味觉的灵敏，踩之前

还要搓搓脚。

蝴蝶的鳞片

蝴蝶翅膀上的鳞片不仅能使蝴蝶艳丽无比，还像是蝴蝶的

一件雨衣。因为蝴蝶翅膀的鳞片里含有丰富的脂肪，能把蝴蝶

保护起来，所以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起来。

蝴蝶的翅膀其实没有颜色，但它们有无数随光线变换的凹

凸鳞片，复杂又美丽。

蝴蝶的生态指示

蝴蝶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指示物种，一个区域内蝴蝶多

科属种，证明此地生态环境植被良好，水源良好。因其与植物关

系十分密切，加之其具有变温性的特点，因此，蝴蝶对气候变化

与生态环境的改变十分敏感，是国际公认的环境指示生物之一。

花与蝴蝶

地球上是先有蝴蝶还是先有花朵？科学家对昆虫翅膀鳞

片化石的分析显示，早在开花植物即被子植物出现之前 5000

万年，就有了原始的蝴蝶和蛾类。

许多蝴蝶和蛾类的成虫有着能弯曲、伸长的喙，适宜伸进

花朵底部吸食花蜜。科学界先前认为，这类昆虫是在开花植物

出现之后才进化出来的，时间大约是 1 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早

期。然而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脱氧核糖核酸（DNA）差异推演

进化历程，认为鳞翅目昆虫出现的时间比这早得多。

鳞翅目昆虫在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产生了许多新物

种。其中有喙亚目约在 2.12 亿年前就分化出来，早于此前估

计的 1.41 亿年前。原始昆虫为了适应当时炎热干燥的气候

而进化出了虹吸式的喙，便于有效摄入液体、补充迅速流失

的水分。它们起初可能靠吮吸水滴和破损叶片的渗出物生

存，继而发现了原始松柏等祼子植物未成熟种子分泌的高营

养液体——传粉滴。原始蝶蛾与祼子植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是

单方面利用，开花植物出现之后，昆虫在吸食花蜜时也起到传

粉作用，双方形成互利关系，共同进化。

小昆虫 大世界
□ 孙志谦

甘肃省博物馆一楼展厅

有一个名为“眷恋昆虫”的展

览，主要展出了近些年甘肃

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野外采

集的蝴蝶标本和一些其他类

昆虫标本，展出标本 207 盒，

标 本 1400 余 件 ，共 计 10 目

50 科 的 种 类 。 其 中 以 蝴 蝶

为主，共七个单元的分科，辅

以 其 他 昆 虫 和 科 普 两 个 单

元，共九个单元。

目前，全世界约有 1.8 万

—2 万种蝴蝶。通常被分为

17 个科，我国有 12 科，2000

多种。国内蝴蝶居多的省份

前三为：云南、广西、海南，大

概在 600 种以上，其中云南

约 1300 种。这和其地理环

境和气候有关。

甘肃省博物馆自然部的

工作人员，在近些年的野外

工作中，先后对我省陇南地

区的蝶类标本进行了分类鉴

定。通过类比，发现陇南地

区的蝶种初步统计在 160 种

以上。

陇南地区，地理地貌与

大 西 北 很 多 地 方 都 不 太 一

样，这里地处亚热带，植被丰

富，地貌独特，物种多样，区

域内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造

就了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珍

稀性。这里又是全省海拔最

低的地区，陇南文县只有海

拔 600 米。独特的地理气候

和 造 山 运 动 留 下 的 地 理 环

境 ，成 就 了 这 里 的 自 然 资

源。这里更是动植物学者和

爱好者的圣地。

早 在 2013 年 ，甘 肃 就

有 两 种 蝶 类 被 国 家 列 入 二

级保护名录中，一种是凤蝶

科的三尾凤蝶，另一种是绢

蝶 科 的 阿 波 罗 绢 蝶 。 2021

年 又 发 现 了 被 列 入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的 蝶 种 黑 紫 蛱 蝶 及

金裳凤蝶。

金裳凤蝶属昆虫纲、鳞

翅目、凤蝶科、裳凤蝶属，为

大型蝶，是中国最珍贵的蝴

蝶之一，被全球公认为最具观

赏性的蝴蝶，也是我国最大的

蝶种。雌雄异型，雌蝶体型稍

大。它数量稀少，颜色艳丽，飞

行较慢，但飞翔能力极强，可几

个小时不停歇地飞翔。在甘

肃仅一年一代，每年 6月左右

成虫孵化，成虫有 1个月左右

的生活周期，是国内生活寿命

最长的蝶种。

黑紫蛱蝶属昆虫纲、鳞

翅目、蛱蝶科、紫蛱蝶属，为

大型蝶，中国最珍贵的蝴蝶

之 一 ，它 通 体 黑 色 ，有 着 天

鹅绒般的蓝色光泽，随着光

线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呈现

出蓝黑色或蓝紫色光泽，为

素 雅 的 蝶 翅 增 添 了 几 分 华

丽 和 神 秘 。 黑 紫 蛱 蝶 一 年

繁殖一代，11 月以幼虫形态

在 寄 主 植 物 朴 树 枝 条 上 越

冬，不吃不喝，静静等待严冬

过去。等到第二年 4 月苏醒

过来，6月左右化蛹，7月左右

羽化，8月高温天气下，午间常

在溪水旁或石壁上休息。虽

然它翩跹起舞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大自然中还是留下了短

暂而美丽的身影。黑紫蛱蝶

的雌蝶更是罕见，很多研究蝴

蝶的专家，穷极一生也未曾谋

面。它被冠以“黑皇后”的名

号，真是名副其实。

很 幸 运 ，在 此 次 展 览

中 就 有 这 两 种 蝴 蝶 ，也 是

展 览 中 的 明 星 蝴 蝶 。 除 了

这 两 种 蝴 蝶 ，展 览 还 给 观

众 呈 现 了 其 他 珍 稀 蝶 种 ：

丝 带 凤 蝶 、乌 克 兰 剑 凤 蝶 、

明 窗 蛱 蝶 、傲 白 蛱 蝶 等 ，每

一 只 蝴 蝶

背 后 都 有

故 事 。

昆虫从卵中孵化，从幼虫不

断成长，再到成虫产下后代，这

个循环称为世代，而群体形成的

循环称为生活史。

昆虫是动物界最庞大的存

在，其生命的意义在于繁殖，也

就是把基因传递下去。其中最

为奇妙的是完全变态昆虫，它们

也 是 昆 虫 家 族 数 量 占 优 的 类

群。完全变态发育的昆虫，卵期

和蛹期都是不食不动的，幼虫阶

段负责吃，大量进食为后代提供

营养基础；成虫阶段负责生产，

许多成虫甚至放弃进食能力，进

入繁殖。

不了解昆虫的人很难想象

幼 虫 和 成 虫 这 样 的 巨 大 差 距 ，

这 两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形 态 ，可 以

说 是 昆 虫 的 两 种 不 同 生 活 方

式 ，这 就 避 免 了 对 领 地 和 食 物

的竞争。看，为了生存，昆虫都

演化出了“转生”的能力。终其

一 生 ，昆 虫 说 到 底 就 是 一 切 为

了繁殖。

昆虫属于无脊椎动物中的

节 肢 动 物 ，是 地 球 上 数 量 最 多

的 动 物 群 体 ，在 所 有 生 物 种 类

（包括细菌、真菌、病毒）中占了

超 过 50% ，它 们 的 踪 迹 几 乎 遍

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最

常 见 的 有 蝗 虫 、蝴 蝶 、蜜 蜂 、蜻

蜓、苍蝇、蟑螂等。昆虫的分布

面 之 广 ，没 有 其 他 纲 的 动 物 可

以 与 之 相 比 ，几 乎 遍 及 整 个 地

球每个角落。

你知道吗，在过去 30 年中，

全球有超过 40%的昆虫种类数

量正在下降，更有约 1/3 的品种

处于濒危状态。

在 这 个 星 球 上 ，昆 虫 有

150—200 多万种。每年都有逝

去 的 物 种 ，也 有 不 断 发 现 的 新

物 种 。 昆 虫 纲 目 前 定 义 为 33

目 ，由 于 科 研 水 平 和 新 设 备 的

不 断 提 升 ，昆 虫 纲 的 分 类 也 是

动 态 的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科

学 家 通 过 研 究 昆 虫 ，熟 悉 它 们

的生活规律、生长过程、生活习

性 等 ，从 而 把 它 们 利 用 到 现 代

生活中。

褐钩凤蝶

昆虫是动物界
最庞大的存在

我们身边奇妙的
昆虫世界

神奇的大自然奥妙无穷，花鸟草虫，江海河
湖，大自然的一切都有可能带给我们不尽的惊喜
和深沉的思考。

如若不信，可以来甘肃省博物馆看看，这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为大家呈现了一个趣味的
昆虫王国。

领 略 妙 趣 的
蝴蝶世界

【相关链接】

黑紫蛱蝶

（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蝴蝶鳞片

金裳凤蝶

我们熟悉的蝴蝶不仅是昆

虫界中最常见的，它还是一种生

物多样性指示物种。蝴蝶对栖

息地环境质量要求很高，对环境

变化非常敏感，非常适合用来观

测环境变化趋势、生态系统健康

状况、人类活动对生态形态的干

扰程度等。

我们之所以把蚂蚁、蜜蜂之

类的称为社会性昆虫，是因为它

们是自然界最伟大的种群，没有

之一。如果你认真观察过蚂蚁，

你 就 会 发 现 它 们 有 多 么 不 简

单。单个蚂蚁很难在野外独自

存活，即使在人工环境下，它们

也会不知道如何行动——蚂蚁

只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算

一 个 真 正 的 生 物 ，因 而 严 格 地

说，单个蚂蚁就等同于是这个物

种的一个“单细胞”。在很多关

于蚂蚁的纪录片中，你会看到蚂

蚁抱团在一起，变成蚁球，从而

利用浮力过河；你也会看到它们

一起倾巢出动，把叶子切碎后搬

运回来，经营自己的家园；你甚

至会看到一些蚂蚁为了守护家

园，抵御入侵者时用自爆喷毒的

方 式 和 敌 人 同 归 于 尽 ，保 护 手

足。它们的集体行动堪称最精密

的协作系统，其超强的统一性、协

调性，放在哪里都是堪称完美的。

你一定听说过“飞蛾扑火”，

飞蛾为什么会扑火呢？最新的

研究表明，昆虫有一种“背部光

反应”，即通过纠正自己的飞行

线路来使背部朝向光源。对于

太阳这类自然光源来说，这种反

应能使昆虫保持准确定位地平

线的飞行路线，但人造光源可能

会 干 扰 它 们 的 准 确 定 位 能 力 。

最早的文字记录，罗马帝国就有

利用光诱捕昆虫的记载，当时限

于认识，人们对背后的原因一直

不明。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昆

虫有趋光性。现代社会大量的

人造光源出现，会改变昆虫的垂直

方向感，破坏其保持向前飞的能

力。因此，有时我们会在城市中看

到有些昆虫会有一种“死亡飞行”

的现象，这就是信息素被干扰了。

在展览中我们还可以近距

离 观 察 到“ 大 脑 袋 、大 眼 睛 、长

‘ 尾 巴 ’”的 蜻 蜓 标 本 ，翅 长 而

窄 ，网 状 翅 脉 极 为 清 晰 。“ 小 荷

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 蜻 蜓 点 水 ”，这 些 名 场 面 都 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奇特的身体

构 造 ，使 得 蜻 蜓 的 两 对 翅 膀 可

以独立运动，造就了一代“飞行

大师”的美誉。

昆虫世界需要我们更多地

去观察、研究、探索。它们是如

此庞大，又是如此神奇，保护好

昆虫，利用好昆虫，正是人类需

要做的。

蜻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