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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解說手冊 



 

序 
                                            
 

在這本小冊的版權頁上，您所看到的調查 

小組名單一也就是本計劃的幕後執行者，您一 

定覺得這些名字相當的陌生;不錯，他們不是 

著名的學者，也不是知名的專家，他們是我們 

一百四十六位義務解說員中的十四位;對他們 

來說，蝴蝶只是所學專長之外的一項興趣，基 

於對蝴蝶生態的熱愛，他們主動的向管理處提 

出了這項計劃;現在您手上拿的，就是他們一 

年來辛勤的成果 ，一份由計劃案草擬到設計 

完稿的成品。 

    這個社會真正能學以致用的人不多，但， 

如果一個人能朝著本身的興趣發展，他的成就 

往往裴然，注意的話，你我的左右就有很多這 

樣的例子;站在管理處的立場，我們鼓勵這種 

自我投入的研究方式，同時也更期盼，您能給 

予相同的肯定。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前言 
                                            

除了車業的研究人員，可能沒有人對蠕動 

於枝掗間的毛毛蟲有興趣;相反的，對於蝴蝶 

，不管牠的外表是美、是醜，似乎沒有人會恐 

懼牠的存在;我們不是常看到這樣的畫面，一 

群稚童拿著網子面露興奮和期待的跑在蝴蝶的 

後面。 

    這是本極淺顯的野外賞蝶工具書，為了讓 

您便於攜帶，我們只摘錄了本區 167 種蝴蝶中常 

見的 46種，所以它不大、也不厚，但即使是小 

小的一本，對一個剛踏入賞蝶門檻的人來說， 

它的內容是豐富的;在帶出野外之前，請您先 

慢慢的細閱一次，熟悉一下可能陌生的名字， 

然後再跟著文內所說，穩穩的邁開腳步，不久 

，您就會發現，這個世界比您所想像的還要繽 

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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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使用的方法 

                                             

這木工具書是野外實地觀察的輔助。最主 

要的目的，是幫助您在野外容易地鑑賞蝴蝶活 

體，增加欣賞之趣;而不是藉以來辨認僵死的 

標本一那是圖鑑的任務。所以當您外出賞蝶時 

，除了不要忘記帶望遠鏡外，更要記得隨身攜 

帶本書。 

    書中蝶種的介紹，是按分類學上所謂「科 

」別的次序來區分。「科」是生物學上某幾個 

在彼此之間有許多同源性構造的生物，併入同 

一分類階級內的稱謂。由「科」名即大致可以 

知曉該蝶種的形態與習性。所以熟記本書中每 

一科的簡介，將有助於野外的鑑別，鑑賞過程 

最好一氣呵成，像蝶種的特徵、形態、顏色、 

行為甚至周遭環境記在心中，之後再來參閱書 

本，這樣效果會較大，畢竟「目不能兩視而明」 

。若是所看蝴蝶與其他種實在太相似，無法現 

場明確分辨時(例如粉蝶科中的黃蝶)，最好將 

上述資料以筆記方式記錄之，事後再求助於更 

詳盡的圖鑑、標本或請教專家。若是還不得答 

案，也不必氣餒，只要多接觸、多觀察，總是 

能如願以償。 



為了檢索方便起見，每一蝶種的可能出現 

環境，將以圖誌記號標示於該蝶種簡介上方， 

使之更簡單明瞭。其說明如下: 

        

                           高海拔山地 

 

                           高山草原帶 

 

                               花叢間 

 

                               草叢間 

 

                         樹林內陰暗處 

 

                       樹林邊緣開闊地 

 

                               步道上 

 

                           裸露岩壁處 

 

                               潮濕地 

 

                             開墾農地 

本書僅就玉山國家公園內東埔至八通關草 

原沿線，普遍而常見的蝶種作一簡介，較不易 

見者則予省略。有興趣更深入研究者，或發現 

桸有蝶種時，可參閱其他專門蝴蝶圖鑑或書籍 

，進一步細細品賞。 



 

蝴蝶的形態 

                                           

頭部位於身體的最前端，由側而看，可明 

顯的看到一對大型的複眼，是蝴蝶的視覺器官 

;在複眼中間有一對向前伸出，前端膨大或棍 

棒狀的觸角，是蝴蝶主要的感覺器官。在頭部 

下方，有一特殊成捲曲的長管狀構造稱為口器 

，在使用時可向前伸出拉直，藉以吸取花蜜、 

露水等食物，在口器旁有很發達的下唇鬚，是 

重要的分類依據。 

    胸部可分為前胸、中胸、後胸三部份，每 

一部份均附有一對足;足又可分成基節、轉節 

、腿節、脛節及跗節五部份，粉蝶的爪上有二 

分裂，而蛺蝶則前腳退化，有如只剩二對足一 

般，在中胸及後胸的背面上各長有一對翅，蝴 

蝶的翅為膜質，前翅較後翅大，翅上眽紋發達 

，且縱脈較橫脈多，並有許多分支，翅上並佈 

滿鱗片，每一片鱗片都有色彩，並有一定的排 

列形式，形成蝴蝶身上美麗的花紋及色彩;有 

的鱗片可發出特殊的味道，稱為"發香鱗"，而 

粉蝶及蛺蝶科的雄蝶身上具有"腺鱗"。當蝴蝶 

休息時翅收起直立於胸上方。 



腹部一般有十節，但第一節退化，而第九 

、十節則形成生殖器，因此外觀上只有七節， 

生殖器也是蝴蝶在鑑定上的重要依據，但一般 

在野外的觀察則尚不必用之以為分類 

 



 

蝴蝶的生活史 

                                           

蝴蝶是完全變態的昆蟲，一生中可明顯的 

區分為卵、幼蟲，蛹及成蝶四個生活階段。一 
般蝴蝶完成此一循環約需 2~3 個月，較短的如 

夏季的紋白蝶則僅需一個月即可，而高山的蝴 
蝶有的可活上一年。 

    雌蝶在交配後，會尋找幼蟲所食的植物， 
而後將卵產在葉上或附近植物的葉上，使幼蟲 

孵出後免除找尋食物的困擾。卵一般呈圓形或 
橢圓形，顏色多為白色、黃色或綠色，卵的表 

面有的光滑，有的具各式各樣的花紋，相當美 
麗。 

    當卵內的脫胎形成幼蟲後，幼蟲會咬破卵 
殼爬出，並將卵殼吃下做為第一餐。而後幼蟲 

立刻不停的吃，長大，並脫皮。幼蟲剛孵出時 
稱為"初齡幼蟲"，而後每脫一次皮則增加一齡 

，脫皮前的不動時期稱為"眠"，經四~六次脫 
皮後而為終齡幼蟲，此時幼蟲會尋找一個適當 

的地方，開始分泌膠質包褢軀體以便形成蛹。 
  蛹可依生長方式分成三種型式:1﹒帶蛹: 

蛹頭朝上，蛹中央以絲環繞縛於樹枝上;2﹒懸 
蛹:蛹尾朝上，絲在尾端將蛹掛於枝條上; 

3.被蛹:以帶狀絲褢於身上，而後藏於花、果 
實中，蛹多具有保護色或擬態，且多附於枝頭 

的隱蔽處，以阞天敵發現。 



蛹的外表看似平靜，但要由毛毛蟲狀的幼 

蟲變成一隻色彩豔麗的蝴蝶即不是那麼簡單的 
。首先，牠必須破壞幼蟲時的身體結構，而後 

再組合成蝴蝶的構造，當這些工作都順利完成 
，成蟲就破蛹而出了。 

    剛羽化的蝴蝶肥胖而背上有由翅皺折而成 
的囊袋，當爬出蛹殼後，蝴蝶身體內的液體會 

由肌肉壓縮經翅脈送到翅內以撐開雙翅，然後 
再由腹部排出這些液體，此時翅脈也癒合，待 

翅乾燥後即可振翅開飛了。 
    成蝶主要的目的是繁殖，因此一邊以花蜜 

、樹汁、果汁、活水等為食物，一方面也不斷 
的在尋找伴侶，以便能順利交配，產卵而完成 

傳宗接代的工作。 

    

青斑鳳蝶的卵呈圓形狀(左漢榮攝)   紫蛇目蝶的幼蟲(陳寬祐攝) 

   

紫蛇目蝶的蛹屬懸蛹(左漢榮攝)  大紅紋鳳蝶的蛹屬帶蛹(陳寬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