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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蝶属 ���������� 述评

刘文萍
�重庆自然博物馆 重庆 《 洲刃���

绢蝶以其美丽婀娜而闻名于世
。

由于其分

布区较窄
，

且海拔高
，

标本难以获得
，

显得更为

珍贵
。

也因在种类不多的绢蝶中
，

留下较多亚

种的分类问题
，

使绢蝶属在蝶类中成为研究得

较多的类群
。

它既与凤蝶有着许多相似的形态

特征
，

又有许多独有的特点
，

因此
，

分类地位至

今仍未解决
。

作者试图就绢蝶属 ���
��。 作

一述评
，

以便推动蝶类的研究
。

� 绢蝶属的分类地位

自咖������ 于 ���� 年将绢蝶属 ���
����

������
��� 一�以 作为一族 �『�������与 ��

�了�����族

共同建立绢蝶亚科 ������������� 以来川
，

其归属

一直有两种意见
�
一是将它和凤蝶亚科 �������

�

�����
，
���而� 并 列

，

归 人 凤 蝶 科 �、 �〕����
�

�����仁
，��二是将 �、 �������和 ��刁������分别提升为

亚科
，

组成绢蝶科 �������������
。

迄今
，

仍有些东

亚学者这样处理图
。

经研究
，

�� 种绢蝶的卵壳

很厚
，

具有凹凸不平的表面
，

有别于凤蝶薄的卵

壳和光滑的表面
，

所以
，

一些专家依此作为支持

绢蝶成为独立科的证据闭
。

但是
，

将绢蝶作为凤蝶科 �个亚科之一的

意见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山 〕 。

其证据有
�

���绢蝶具有的衍征�
��〕��������，�凤蝶亚科成员

都有 ����曾被认为是绢蝶独有的交配栓�
����

�

����在凤蝶某些类群也已观察到 ����作为绢蝶

独征������洲” ����场�的阳茎细长
、

较弱
、

端部尖

硬的特点
，

在凤蝶的�������� 和 �������� 也已见

到 ����原认为仅绢蝶亚科幼虫体具小突
，

现发

现伽�����凤蝶幼虫体也有小突��〕 。

服������
」

根

据 �� 个形态特征数据集和核糖体 ��拟线粒体

���
、

蛋白编码基因等的序列分析数据集
，

所作

支序分析的结果认为
，

绢蝶属应作为亚科归属

凤蝶科
。

以后的 ��� 个形态特征的支序分析结

果川都支持这一观点
·

按照新的分类系统
，

绢蝶亚科与凤蝶亚科

儿��������
，
�

������ 组成凤蝶科
。

绢蝶亚科

由 ���
�� ��������� ��俱

，

��州�记 �������
��

�

��� ����
，
������ �曲

��� ����
，

双” 祀

�
���

收稿 日期
�����

一

��
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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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的研究动态

���飞〕���《�������刊���班�����
·

���
·

，

�������
一

研究
。

最近
，

������扩
�报道

，

在甘肃省玉门发现

及 ��阮�� 尸
�

朋�呵艺与 �
� 、

� 的同域栖息
，

认为前者是

一独立种
。

周尧曰 ����年记载中国绢蝶属有 �� 种
，

除

�新种外
，

�� 种在 �如��尹
‘�����年统计的全球

绢蝶属 �� 种之列 �如
���所记载的 �� 种中尚有

���
��� ��

������ ���������
�，
尸

�

�“ 了��，��群。 ��

�������
，
�

�

刀。 �‘� ��������
� ，
尸

�

���������� ��
��

�����
，
尸浮之灿讯 ���� �种在中国亦有分布

。

李

昌廉图 ����年命名 了 �新种 尸
�

�

��
��

。

因此
，

到目前为止
，

中国已知绢蝶属共有 �� 种
，

其 中 尸
�

�诚 ����
�，� ，

尸
�

口刀�时艺 ������
，

��

���
“ ��������� �� ������

，
�

�

����
����� �������

，
�

�

占留�入忍刀户��
��、���

�

匆 是中国特有种
。

在 �百����记载的 �� 种中
，

有 �� 种的分类

地位被认为有疑问
。

鉴于这 �� 个种中
，

某些种

类形态上非常相似
，

学者们多借助于蝶类地理

研究的成果来帮助判断�’」。

其中在中国分布有

�种
�
���尸

�

�“ �母乞�� �
���� 。 � �������产于西藏北

部�
，

��� 尸
�

����� ��������〕��产于西藏东部�
，

这

两个种的形态都与 尸�子汉�丙在八刁“ ��������产于拉

达克 �月����非常相似
，

因此
，

有人认为它们是

同种
，

有人认为它们是异域成种 ���
�
�������

。

���尸
�

�

�
械�� ���������

，

�� 年代前都将它作

为 尸
�

�
���� 的同物异名

，

但最新研究发现

它分布的范围大大扩展
，

同时又有与 尸
�

� 间

的过渡翅样式
，

其种级位仍待研究
。

���尸
�

���
�

枷 �川���产于西藏东南�与 �
�

���
。
非常相似

，

一直作为后者的亚种
。

但新研究发现了它们生

殖器有恒定差异
，

且发现同域分布
，

故疑可能是

一独立种
。

���尸
�

洲���

����迄今为止
，

仅在西

藏南部获得 �只标本
，

有待进一步调查
。

���

�
�

�漩 ����
��� 先发现于昆仑山

，

后在四川西

部和西藏东南部也有发现
。

它的外生殖器与

尸
�

�

�
�砂 差异不显著

，

有可能与后者为

同种
。

���尸
�

�门����’� ��
�
��

�
与产于我国西南地

区的 尸
�

、

���� ��
助 差异不够显著

，

而且未发现

与 尸
�

、

� 的同域分布
，

故认为分类地位有待

� 亚种研究动态

自�林 ����一 ����年修订绢蝶属至 ����

年
，

全球命名绢蝶亚种 ���个
，

其中�� 亚种在

中国有分布
。

它们中
，

中国蝶类志图 未列人的

有 ��亚种�表 ��
。

表 � ����
一 �臾润�年间命名的中国绢蝶亚种名录

‘

种 名 亚种名及分布

����
�

�

������
�

�
�

����了矛‘
尺于加占 �

���尸
�

翻。
��

�����

�����“ ，未 �吵 不详

��‘夕翻����� ���‘ 西藏

��如� ��缨
�� ������

� 新疆
口刀�石��，�� �砂

�� ������ 不详

� 科�故么戈“ “ � ��
�

以

���������。 不详

����刁侧粉玻功
“ 刀“ ��

��
��，���滋�

���尸
�

硬��子适。

吸〕�己川��】�

���尸
�

������� 以 �挂�����

���尸
记�汉〕�肠 �

���尸
�

“ ��拢
�“ 云�口王�

�白卜乡��翻

� �

�
������ 昆仑一��

� 人�刀�￡� �吵
�� ��
� 西藏

� 邵刀公流
，“ �� �吵

�� ��
� 西藏

� 从翻人��。 肠�飞 �� ������ 不详

� 那以而 ���
����� 青海

� ��滋‘，‘ ����‘川 青海

�
毗

�

汕�
众 ������ 西藏

� 侧护
“ 理���长 云南

� ���。 阮����
�

甘肃

� ���
咬若口�朋 ���������

�

青海

�

�
应企�

�����
�� 青海

� 人����� ��，��，。 西藏

� �

�
�� �����

��

���� 不详

�

�
矛川 几�断�以 ��� 甘肃

、

四川

� �祀��份刁�，〔为。 刀￡氏业 �� ��� 不详

� ��诚 ������ ��� 满洲里

� �� ‘ �。 去 �� ������
不详

� ‘

�
。 �吵

�� ������ 不详
� 哪翔��泌‘爪左巧 �吵

以 ������ 不详

� ����记刀���吵
�� ��
� 不详

� 认“ 诬邵诬刀泛牡，比 ������ 不详

�� 肋�“ �笋名����� 以 ���’��� 不详

� � “ ” 八汉洒召���吵
�� ������ 不详

� ��子��‘�川“ �卿� 以 ��、 �� 不详

� 脚仪〕之口刀�刀占众 ��� 新疆

� 乙翻龙占������ 不详

��� 尸
�

��以涵�‘

�����
�

�����刀占

��祀���口�

������
。 刀之汉沪如枷

氏，� 不详

山褪乒� �砂� �� ������

甲产比加
占

助� 云南

尹�“ �们� �吵 �� ������

不详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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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名 亚种名及分布

� 方口门 ‘，斑刀〕 ����� 西藏

� �诬打翻�，“ �石八王更孟� ������ 西藏

�����汉哪
〕产诬。 �出 �

����
�

�������笼��� �

�����泊
理八，该范

����� 以 ������

����尸
�

�
���

之人，移��勿，

嘴 ����� �� ������ 西藏
���刀为����

���� 青海

产心敌少记及训。 �，

� 西藏
�以
勺
�刀

蝴￡�月�
� 西藏

�����
�

矛泥翻司�“ �

���������

�巧�尸
，

记三。 五巧���

����
�

��������五��

� �������� “ �人�州
‘�� �����

�
西藏

� �‘去，�人瓦 以心� 青海

� �句话创众 侥��� 西藏

� 乙�汉翻，�友配及� ���
�陇川 新疆

� 梦
。
�� �， ，�团 �

西藏

� ��而硫艺人泛公
乙
�� �吵 四川

�����
，

切军斑爪王‘丫

峨〕氏�五臼�

� 了�夕��
��������

�
西藏

� ��奴砚“ 六�����
����

青海

� ���八��“ ���
��团〕

西藏

� �

�
。 ����� 青海

� ����刊应
乙刀泛巧�门��� 青海

勺了山四“ �田��
，

���� 不详

拓刀侧滋 �������以 �诫�� 西藏
�了公翻，“ �� �����

�

内��
︸工

� �切应五切泛 �。 旧
‘ ��

����尸
�

�〕口�之‘ ，

�
����

�����
� 、

� ����
以 ������

刀‘发六
硬

瑙众 ���泛川�

青海

青海

新疆

�����
�

朋�呼

�

�

�

�

�������

�

�

�

����尸 ��夕�妙刀群刃厄

��������

之肋“ ，访八艘去艺�‘” ��
一

��正玛�������
� ，
�卯��

甘肃
更人” 人沪刃反几，�� ��

� 不详
咬
罗理赶硬������ 甘肃

���而���
�����

�� 甘肃
用艺八 〕七乙 ���乏���� 西藏

����‘ 侧汉三 �卫” �

甘肃

���曲�� � ” ��� 青海
占八动几川幻�������

�
甘肃

么切动‘ ����，��� 青海

山诬山〕了互刀艺��

� 西藏

此
。

凤蝶的主要寄生植物是木兰科 ���������
��

��
、

番荔枝科 ���
�

���
���

、

樟科 �力�

���
���

、

芸香科

�������� 和马兜铃科 ���
����������

���
，

前 �科是

木本植物
，

后 �科为草本植物
。

绢蝶以荷包牡

丹科 �

�
���
��

、

虎耳草科 �����鳍
�����

、

景天

科 �挑�����
��� 和玄参科 ������

���面��
��� 为主要

寄主植物���
，

除个别属外
，

多为草本
。

草本植物

起源晚于木本植物
，

木本中樟科最原始
，

但均起

源于木兰 目�含木兰科和番荔枝科�
。
��℃����

�

褚
’�」根据绢蝶与植物代谢次生物的关系

，

认为

绢蝶所寄生的植物是从马兜铃科转为荷包牡丹

科的
。

因此
，

从 昆虫 与植 物协 同进化 的观

点�‘�」，

可有两个推测
�
���绢蝶起源晚于凤蝶

，

���绢蝶起源于凤蝶中以木兰科
、

樟科或马兜铃

科植物为寄主的某一类群
。

绢蝶属化石在中新世已有发现
，

而木兰 目

植物化石出现在白坐纪
。

因此
，

也有人推测是

绢蝶起源的时间在白奎纪晚期至第三纪中新世

之间
。

�������记
’�〕认为绢蝶起源于昆仑山一带

，

实际上
，

除 尸
�

�

�产功沈�� ��
��������和 尸滩�刀￡����

������
� 以外

，

中国西南部分有 �� 种绢蝶
，

占

世界绢蝶 的 ��
�

�� ������
，

�� 种含 �
�

�
����

������ ����，〕
，
尸

�

占记������站 ���
〔’�了。

因此
，

绢

蝶属很可能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
，

特别是横断

山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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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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