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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蝶类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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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灌木丛４种典型植被生境，对昆明西山森林公园蝶类多
样性和区系进行研究．共捕获蝴蝶９３８只，分属于８科４４属７６种．其中凤蝶科的物种数最多，为１９种．
区系组成主要为东洋种，占６０５３％，其余为广布种，占３９４７％，没有发现古北种．多样性分析结果表
明，针阔混交林和灌木丛有最高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常绿阔叶林次之，针叶林最低．研究结果显示，
生境改变对于蝶类群落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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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是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锤角亚目 （Ｒｈｏｐ
ａｌｏｃｅｒａ）昆虫的总称．因为其翅膀宽大，且覆盖有
色彩鲜艳的鳞片，被誉为会飞的花朵，所以蝴蝶具

有重要的美学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１］．蝴蝶的种群
动态变化与分布区气候、寄主植物、环境污染程度

等密切相关，是监测和评价生态系统状况、环境质

量、生境破碎化和气候变化重要的指示生物［２］．因

此，蝴蝶是除害虫之外研究得最多的昆虫类群．我
国对蝶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底调查、多样性分析、

区系分析以及垂直分布等方面，研究手段包括野外

采集、物种鉴定、区系分析和生物学统计等［３－４］．
此外，亦有对重要经济蝶类和珍稀蝶类进行生活史、

生物学特性、防治、保护以及分子遗传研究［５－６］．
这些研究对于了解我国蝶类组成、价值评估和保护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云南省地处板块交界地区，又是物种发生中

心，生物资源非常丰富，被誉为 “动物王国”．目
前中国已知蝶类１３１７种，其中在云南有分布６００
余种，居全国首位［７］．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是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距昆明市区仅１５ｋｍ，紧
邻滇池，景区内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且

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名胜古迹，以及聂耳

墓、陈一得墓、升庵祠等名人陵园坐落其中，成为

我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内外关于蝶类的研究很
多，但尚未见对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蝶类的报

道，就连本区域的昆虫研究都很少见［８］．为了探
清蝶类资源现状，于２０１６年对昆明西山国家森林
公园的蝶类进行调查和分析，旨在为蝶类资源保护

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昆明西山位于昆明市西郊，东经 １０２６１９４～

１０２６３９２°，北纬２４９５８２～２４９９０６°，呈南北走势，
属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的断裂带，海拔１８９０～
２５０７ｍ，为典型的滇中地区山地环境．山中植被类
型多样，海拔垂直差异十分明显，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灌木丛依次出现，中间

夹杂少量竹林、草地等非典型植被类型［９］．其中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为滇青冈 （Ｃｙ
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滇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ｄｅａｌ
ｂａｔｕｓ）等；针阔混交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为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栓皮栎 （Ｑ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针叶
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为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华山松 （Ｐａｒｍａｎｄｉ）、云南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ｅｖｅｌｙｎｉ
ａｎａ）等；灌木丛的主要组成树种为滇含笑 （Ｍｉｃｈ
ｅｌｉ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铁子 （Ｍｙｒｓｉｎ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ａ）等．
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６年５—８月，选取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
林、针叶林和灌木丛４种典型植被生境，每月中旬
选择晴天对每个生境采集３ｄ，每天２人次参与采
集，采集时间为 ９∶００～１６∶００，采集样线长度约
３ｋｍ，采集人沿着样线行走，用捕虫网采集能采集
到的所有蝴蝶．捕虫网长２５ｍ，网兜直径５０ｃｍ，
深１００ｃｍ．将采集到的蝴蝶标本装入三角纸袋带回
实验室，参考 《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１０］ 《中国蝶

类图谱》《云南蝴蝶》进行分类鉴定和区系分析．
１３　数据处理

用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计算物种多样性［１１］：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其中Ｐｉ是第ｉ个物种的个体比例，ｓ为该生境的物
种数．

用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计算物种丰富度：
Ｒ＝（Ｓ－１）ｌｎＮ，

其中Ｓ是物种数，Ｎ为全部物种的个体数．
用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指数计算优势度：

Ｄ＝Ｎｍａｘ／Ｎ，
其中Ｎｍａｘ为优势种的个体数，Ｎ为全部物种的个
体数．

用Ｐｉｅｌｏｕ指数计算均匀度：
Ｊ＝Ｈ′／ｌｎＳ，

其中Ｈ′为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用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系数计算生境之间的物种相

似性［１２］：

Ｃｓ＝ｃ／（ａ＋ｂ－ｃ），
其中ａ为 Ａ生境的物种数，ｂ为 Ｂ生境的物种数，
ｃ为Ａ和Ｂ生境都有的物种数．根据 Ｊａｃｃａｒｄ的相
似性系数原理，当Ｃｓ为０～０２５时，为极不相似；
当Ｃｓ为０２５～０５０时，为中等不相似；当 Ｃｓ为
０５０～０７５时，为中等相似；当 Ｃｓ为０７５～１００
时，为极相似．

物种区系划分以 《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中

国蝶类图谱》《云南蝴蝶》等资料为依据，古北界

和东洋界分界依据秦岭－淮河一线为准，同时分布
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区系的物种定义为广布种．

２　结果

２１　蝶类组成
本研究共采集到蝶类标本９３８只，分属于８科

４４属７６种 （见文后表１）．其中凤蝶科种类最多，
达６属１９种，优势种为中华翠凤蝶；粉蝶科种类仅
次于凤蝶科，为１０属１８种，但是个体数量最多，
共采集到３１３个粉蝶个体，优势种为菜粉蝶；弄蝶
科和蚬蝶科最少，弄蝶科为３属３种，蚬蝶科仅为
２属３种．不同生境的蝶类群落组成为：常绿阔叶林
凤蝶科种类最多，为１２种，弄蝶科最少，仅１种，
未见蚬蝶科种类；针阔混交林粉蝶科种类最多，为

１６种，弄蝶科最少，仅２种；灌木丛凤蝶科种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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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１８种，眼蝶科、灰蝶科、蚬蝶科和弄蝶科种
类最少，均为３种；针叶林的种类和个体均最少，
种类最多的是粉蝶科，有５种，斑蝶科和眼蝶科最
少，均为１种，未见弄蝶科和蚬蝶科种类．
２２　不同生境的蝶类多样性分析

不同生境蝶类多样性指数差异为：针阔混交

林＞灌木丛 ＞常绿阔叶林 ＞针叶林；丰富度差异
为：灌木丛＞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针叶林；
优势度差异为：针叶林＞灌木丛＞常绿阔叶林＞针
阔混交林；均匀度指数差异为：常绿阔叶林＞针阔
混交林＞针叶林 ＞灌木丛 （表２）．针阔混交林和
灌木丛有最高的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针叶林的多

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最低，蝶类种类单一、资

源贫乏．
表２　不同生境蝶类多样性指数

生境 多样性指数（Ｈ′） 丰富度（Ｒ） 优势度（Ｄ） 均匀度（Ｊ）

Ⅰ ３５８９７ ６２８３１ ００６２５ ０９４８６

Ⅱ ３８６２８ ９２０５５ ００５８６ ０９２８８

Ⅲ ２４０８３ １８９９５ ０２０５１ ０９１２６

Ⅳ ３７７６５ ９６４３８ ０１３５４ ０８９８２

　　注：Ⅰ常绿阔叶林；Ⅱ针阔混交林；Ⅲ针叶林；Ⅳ灌木

丛．下表同．

２３　不同生境的蝶类相似性比较
各生境之间的相似性系数差异较大，其中针阔

混交林与灌木丛之间的相似性系数为极为相似；针

阔混交林与常绿阔叶林、灌木丛与常绿阔叶林之间

的相似性系数均为中等相似；针叶林与另外３个生
境之间的相似性系数均为极不相似 （见表３）．

表３　不同生境相同蝴蝶种类及相似性系数

生境 Ⅰ Ⅱ Ⅲ Ⅳ
Ⅰ ３７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
Ⅱ ０５２１１ １４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
Ⅲ ０２３４０ ０２１８８ １４００００
Ⅳ ０６０８７ ０７７０３ ０２０９０

２４　蝶类地理区系分析
在采集到的７６种蝶类中，东洋种有４６种，占

６０５３％，广布种有３０种，占３９４７％，没有发现
古北种 （见文后表１）．这与该地区位于东洋界的
地理位置相符合．

３　讨论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的植被类型主要包括常绿阔

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灌木丛４种，此外，
有少量竹林和草地．４种主要的植被类型中，针阔

混交林和灌木丛的植物种类丰富，透光性好．由于
大量开花植物为蝶类生存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因此蝶类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最高．针
叶林的主要植被为云南松、华山松和云南油杉等高

大乔木，阳光很难透射到林下，因此林下植物种类

单一，数量少，蝶类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最

低．由此可见，植被类型与蝶类多样性存在正相关
性，即生境越复杂，蝶类种类越丰富，植被类型直

接影响了蝶类的分布和种类．
本次选取的４个典型植被生境之间蝶类相似性

差异较大，这与其所处地理位置和生境多样性是分

不开的．针阔混交林与灌木丛相似性系数最高，等
级为极为相似，这除了因为两种生境所处位置相邻

外，还与它们都有复杂的微环境，能够吸引本区域

大量的蝶类相关．针叶林与其余３种生境之间的相
似性系数均最低，主要原因是针叶林的蝶类种类和

数量均最少．
从地理区划来看，昆明西山位于云南省中部，

在地理上属于东洋界西南区，蝶类以东洋种为主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东洋种占６０５３％，这与其地
理位置是相符的．同时其广布种所占比例也达到
３９４７％，表明该地区蝶类在地理分布上存在过渡
和交叉现象，说明云南处于一个地理交汇和生物区

系过渡地带［１３］．
蝴蝶不仅是传粉昆虫，也是十分重要的观赏昆

虫．而昆明素有 “春城”的美誉，一年中大多数

时间的白昼温度在１５～２５℃，西山上一年四季均
能看到鲜花盛开，蝴蝶翩翩起舞的美景，这对于昆

明西山森林公园的旅游价值十分重要．保护蝴蝶资
源，是开发昆明西山旅游资源重要的途径之一．目
前，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全

球蝶类资源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１４］．森林是蝶
类重要的繁衍场所，非法捕捉是野生蝶类资源枯竭

的重要因素［１５］．因此提出以下保护建议：１）保护
蝶类寄主和栖息地．有关部门应加强植物多样性保
护力度，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并控制外来物

种，加强生物安全管理；２）制定蝶类保护措施，
禁止随意采集蝴蝶，并加强对蝶类栖息地和寄主植

物的保护；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力度，提高公民的蝶类资源保护意识．

致谢：张剑樊、赖小刚、宋涛、邹千荣同学帮

助采集部分蝶类标本，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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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蝶类名录及区系

物种　　　　　　　
　　　　　数量

Ⅰ Ⅱ Ⅲ Ⅳ 合计
区系

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糙绒麝凤蝶 （Ｂｙａｓａｎｅｖｉｌｌｉ） ２ ０ ０ ４ ６ Ｏ
藏东麝凤蝶 （Ｂｙａｓａｄａｅｍｏｎｉｕｓ） ０ ０ ０ １ １ Ｏ
娆麝凤蝶 （Ｂｙａｓａｒｈａｄｉｎｕｓ） ２ ４ ０ ７ １３ Ｏ
白斑麝凤蝶 （Ｂｙａｓａｄａｓａｒａｄａ） １ ３ ０ ５ ９ Ｏ
多姿麝凤蝶 （Ｂｙａｓａｐｏｌｙｅｕｃｔｅｓ） ０ ３ ０ ４ ７ Ｗ
短尾麝凤蝶 （Ｂｙａｓａ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０ ３ ０ ４ ７ Ｏ
无尾凤蝶 （Ｐｒｉｎｃｅｐｓｄｅｍｏｌｅｕｓ） ０ ５ ０ ０ ５ Ｗ
长尾金凤蝶 （Ｐｒｉｎｃｅｐｓｖｅｒｉｔｙｉ） １ ０ ０ ６ ７ Ｏ
华西翠凤蝶 （Ａｃｈｉｌｌｉｄｅｓｓｙｆａｎｉｕｓ） ０ ０ ０ ３ ３ Ｏ
宝镜翠凤蝶 （Ａｃｈｉｌｌｉｄｅｓｐａｒｉｓ） ２ ４ ０ ７ １３ Ｏ
中华翠凤蝶 （Ａｃｈｉｌｌｉｄｅｓｂｉａｎｏｒ） ６ ７ ２ １５ ３０ Ｗ
玉斑凤蝶 （Ｍｅｎｅｌａｉｄｅｓｈｅｌｅｎｕｓ） ０ ０ ０ ２ ２ Ｗ
蓝凤蝶 （Ｍｅｎｅｌａｉｄｅｓｐｒｏｔｅｎｏｒ） ２ ５ ０ １１ １８ Ｗ
花椒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ｘｕｔｈｕｓ） ２ １２ ０ ６ ２０ Ｗ
金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ｍａｃｈａｏｎ） ５ ５ ０ １２ ２２ Ｗ
玉带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ｐｏｌｙｔｅｓ） １ ５ ２ ３ １１ Ｗ
宽带青凤蝶 （Ｇｒａｐｈｉｕｍｃｌｏａｎｔｈｕｓ） ０ １ ０ ２ ３ Ｗ
蓝带青凤蝶 （Ｇｒａｐｈｉｕｍｓａｒｐｅｄｏｎ） ２ ７ ０ ５ １４ Ｗ
木兰青凤蝶 （Ｇｒａｐｈｉｕｍｄｏｓｏｎ） １ ３ ０ ６ １０ Ｗ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檗黄粉蝶 （Ｅｕｒｅｍａｂｌａｎｄａ） ５ １１ ２ １８ ３６ Ｏ
橙黄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ｆｉｅｌｄｉｉ） ２ ９ ０ ５ １６ Ｗ
橙黄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ｅｌｅｃｔｏ） ０ １ ０ １ ２ Ｗ
迁粉蝶 （Ｃａｔｏｐｓｉｌｉａｐｏｍｏｎａ） ６ ４ ０ １２ ２２ Ｗ
多点菜粉蝶 （Ａｒｔｏｇｅｉａｃａｎｉｄｉａ） ０ ２ ０ ６ ８ Ｗ
淡色鼠李粉蝶 （Ｇｏｎｅｐｔｅｒｙｘａｓｐａｓｉａ） ０ ２ １ ４ ７ Ｗ
橙赤鼠李粉蝶 （Ｇｏｎｅｐｔｅｒｙｘａｍｉｎｔｈａ） １ ２ ０ ５ ８ Ｗ
缘白斑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ｍｏｎｂｅｉｇｉ） １ ０ ０ ３ ４ Ｏ

３９第３期　　　　　　　刘小龙，陈子牛，杨晓虹，等：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蝶类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续表１

物种　　　　　　
　　　　　数量

Ⅰ Ⅱ Ⅲ Ⅳ 合计
区系

黄翅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ａｇａｔｈｏｎ） ２ ０ ０ ４ ６ Ｏ
大翅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ｌａｒｇｅｔｅａｕｉ） ２ ３ ０ ３ ８ Ｏ
暗脉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ｎａｐｉ） ２ １１ ３ １０ ２６ Ｗ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ｒａｐａｅ） ３ １８ ５ ６５ ９１ Ｗ
大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 ０ １ ０ ５ ６ Ｗ
斑粉蝶 （Ｐｏｎｔｉａｄａｐｌｉｄｉｃｅ） ２ ８ ０ ８ １８ Ｗ
黑缘橙粉蝶 （Ｉｘｉａｓｐｙｒｅｎｅ） ５ １５ １ ２２ ４３ Ｏ
维氏斑粉蝶 （Ｄｅｌｉａｓｗｉｌｅｍａｎｉ） ０ ３ ０ ３ ６ Ｏ
艳妇斑粉蝶 （Ｄｅｌｉａｓｂｅｌｌａｄｏｎｎａ） ０ ２ ０ ０ ２ Ｏ
洒青斑粉蝶 （Ｄｅｌｉａｓｓａｎａｃａ） ０ １ ０ ３ ４ Ｏ
　　斑蝶科 （Ｄａｎａｉｄａｅ）
金斑蝶 （Ａｎｏｓｉａｃｈｒｙｓｉｐｐｕｓ） ３ ０ ０ ２ ５ Ｗ
粗脉棕斑蝶 （Ｓａｌａｔｕｒａｇｅｎｕｔｉａ） ４ ５ ０ ２ １１ Ｏ
啬青斑蝶 （Ｔｉｒｕｍａｌａ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ｉｓ） ４ １８ ２ １９ ４３ Ｏ
异型紫斑蝶 （Ｅｕｐｌｏｅａｍｕｌｃｉｂｅｒ） ０ ７ ０ ３ １０ Ｏ
大绢斑蝶 （Ｐａｒａｎｔｉｃａｓｉｔａ） ０ １ ０ ２ ３ Ｗ
橙青斑蝶 （Ｐａｒａｎｔｉｃａｍｅｌａｎｅｕｓ） ０ ３ ０ ４ ７ Ｗ
斯氏绢斑蝶 （Ｐａｒａｎｔｉｃａｓｗｉｎｈｏｅｉ） １ ４ ０ ２ ７ Ｏ
虎斑蝶 （Ｄａｎａｕｓｇｅｎｕｔｉａ） ２ ７ ０ １１ ２０ Ｏ
　　眼蝶科 （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纵条林眼蝶 （Ａｕｌｏｃｅｒａｍａｒｌｉｎａ） ０ ２ ０ ０ ２ Ｏ
窄点林眼蝶 （Ａｕｌｏｃｅｒａｓｙｂｉｌｌｉｎａ） １ ４ ０ ４ ９ Ｏ
网纹荫眼蝶 （ＮｅｏｐｅＣｈｒｉｓｔｉ） ０ １ ０ ０ １ Ｏ
丝链荫眼蝶 （Ｎｅｏｐｅｙａｍａ） ０ ２ ０ ０ ２ Ｏ
普通粼眼蝶 （Ｙｐｔｈｉｍａｂａｌｄｕｓ） １ ４ ０ ８ １３ Ｏ
霍氏眉眼蝶 （Ｍｙｃａｌｅｓｉｓ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 １ ０ ０ ０ １ Ｏ
稻眼蝶 （Ｍｙｃａｌｅｓｉｓｇｏｔａｍａ） ３ ２ ３ ５ １３ Ｗ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三线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ｈｙｌａｓ） ０ ２ ０ ０ ２ Ｗ
华西三线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ｍａｈｅｎｄｒａ） １ ３ ０ ６ １０ Ｏ
斐豹蛱蝶 （Ａｒｇｙｒｅｕｓｈｙｐｅｒｂｉｕｓ） ３ ４ ０ ３ １０ Ｗ
全球赤蛱蝶 （Ｖａｎｅｓｓａｃａｒｄｕｉ） ０ ３ ０ １ ４ Ｗ
西藏绿蛱蝶 （Ｅｕｔｈａｌｉ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２ ４ ０ ４ １０ Ｗ
荨麻蛱蝶 （Ａｇｌａｉｓｕｒｔｉｃａｅ） ６ ４ ６ ８ ２４ Ｗ
双色带蛱蝶 （Ａｔｈｙｍａｃａｍａ） １ ２ ０ ６ ９ Ｏ
玄珠带蛱蝶 （Ａｔｈｙｍａｐｅｒｉｕｓ） ２ １ ０ ６ ９ Ｏ
玉杵带蛱蝶 （Ａｔｈｙｍａｊｉｎａ） １ ２ ０ ３ ６ Ｏ
虬眉带蛱蝶 （Ａｔｈｙｍａｏｐａｌｉｎａ） ０ ５ ０ ５ １０ Ｏ
苎麻斑蛱蝶 （Ａｃｒａｅａｉｓｓｏｒｉａ） ７ ２ １ ５ １５ Ｏ
拟蒙蛱蝶 （Ａｒａｓｃｈｎｉａｐｒｏｒｓｏｉｄｅｓ） ０ ９ ２ ３ １４ Ｏ
灰眼蛱蝶 （Ｐｒｅｃｉｓａｔｌｉｔｅｓ） ０ ０ ０ １ １ Ｏ
单列双尾蛱蝶 （Ｐｏｌｙｕｒａｄｏｌｏｎ） ０ ２ ０ ０ ２ Ｏ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古铜黄灰蝶 （Ｈｅｌｉｏｐｈｏｒｕｓｂｒａｈｍａ） ０ ２ １ ５ ８ Ｏ
翠蓝黄灰蝶 （Ｈｅｌｉｏｐｈｏｒｕｓｓａｐｈｉｒ） ３ ４ ０ １１ １８ Ｏ
锯缘灰蝶 （Ａｈｌｂｅｒｇｉａｃｈａｌｃｉｄｉｓ） ５ １７ ８ ３２ ６２ Ｏ
浮几琉璃灰蝶 （Ｃｅｌａｓｔｒｉｎａｈｕｅｇｅｌｉｉ） ２ ０ ０ ０ ２ Ｏ
　　蚬蝶科 （Ｒｉｏｄｉｎｉｄａｅ）
斜带缺尾砚蝶 （Ｄｏｄｏｎａｏｕｉｄａ） ０ ２ ０ ６ ８ Ｏ
无尾砚蝶 （Ｄｏｄｏｎａｄｕｒｇａ） ０ １ ０ ３ ４ Ｏ
白带褐砚蝶 （Ａｂｉｓａｒａｆ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０ ９ ０ １４ ２３ Ｏ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黑条赭弄蝶 （Ｏｃｈｌｏｄｅｓｓｉｖａ） ０ ５ ０ ９ １４ Ｏ
云南银弄蝶 （Ｃａｒｔ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ｌｃｉｎｏｉｄｅｓ） １ ４ ０ ３ ８ Ｏ
曲纹稻弄蝶 （Ｐａｒｎａｎａｇａｎｇａ） ０ ０ ０ ４ ４ Ｏ
　　　　合计 １１２ ３０７ ３９ ４８０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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