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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首次发现中华虎凤蝶种群及其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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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虎凤蝶是一种世界珍稀蝶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濒危物种．2009 年 3 月和 2010 年 3 月于湖南省
桃源县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中华虎凤蝶，并首次在湖南发现了该种较大的种群和栖息地． 

中图分类号：Q969.4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032(2010)06-0683-02 

 

Discovery of a wild population of Luehdorfia chinensis (Lepidoptera: 
Papilionidae) in Hunan, China 

TAN Ji-cai1, LI Mi1, ZHOU Hong-chun1, WANG Peng1, LIU Guo-hua2, ZHANG Wen-wu

 
中华虎凤蝶(Luehdorfia chinensis(Leech，1893)) 

属凤蝶科(Papilionidae)、虎凤蝶属(Luehdorfia(Cruger, 
1878))，是世界珍稀蝶类和中国特有种类，被中国昆
虫学界视为“国宝”，国务院 1989 年批准公布的《国家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将其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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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wild population of Luehdorfia chinensis, which is a rare and endangered butterfly in the world, was 
founded in Wuyunji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The habitats were investigated in March, 2009 and March, 2010. This is 
the first record of this species from Hunan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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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昆虫学家Leech于 19 世纪末在中国湖北长
阳首次采集到中华虎凤蝶，并予以鉴定和命名．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昆虫学家吴琦在南京牛首山采
集到中华虎凤蝶标本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世界濒
危凤蝶》红皮书将其列为K级保护对象． 

[2]．后来又在南京紫金山、中
山陵一带及杭州灵隐寺、宝塔山发现了中华虎凤
蝶，尤其是在南京牛首山发现了近百只的中华虎凤
蝶野生种群，种群属于低海拔类群，寄主植物主要

是杜蘅(Asarum forbesii)[3]．1989 年，南京市政府在
牛首山划定了一块 2 hm2的林地，成立中国第一个
中华虎凤蝶保护基地．1998 年，在浙江省天目山山
顶也发现了中华虎凤蝶种群[4]

据《中国蝶类志》记载, 中华虎凤蝶主要分布于
江苏、浙江、湖北、河南、陕西等省

． 

[5]，一直没有在
湖南发现和采集到中华虎凤蝶的信息．1979—1983
年，湖南省林业厅和林科所组织了全省森林昆虫标
本的普查采集工作，结合湖南林科所、湖南农业大
学和中南林学院等单位的馆藏标本整理，编写了《湖
南森林昆虫图鉴》[6]，其中没有中华虎凤蝶的记载．以
后的文献[7-11]中，也未曾有中华虎凤蝶的记载，其中
包括 2004 年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报告
(内部资料)．1999 年《湖南省及自然保护区蝶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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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记述及保护利用研究》[12]中有在衡山分布的记载，
但经过近 10 年的调查，在衡山并没有发现该种的存
在[13-14]．2002 年 7 月出版的《湖南南岳自然保护区
综合科学考察报告集》(内部资料)，记录了衡山保护
区昆虫 1 835 种，无中华虎凤蝶，由此可见，关于中
华虎凤蝶在衡山的分布并不确切． 

  2007 年起，笔者承担了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项目子课题《湖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昆虫区系调查》，分别于 2009 年 3 月和 2010 年 3
月两次在湖南桃源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
到中华虎凤蝶，并首次在湖南发现了该种较大的种
群和栖息地． 

2009 年 3 月 18 日，首先在乌云界自然保护区
高家山、乌云界村、青菜凹等地发现少量中华虎凤蝶，
3 月 19 日在乌云界顶峰(N 28º33′22″、E 111º 22′28″，
海拔 929 m)发现中华虎凤蝶较大的种群，目测成虫
数量在 50 只以上，成群飞翔于高山草区，此时正
是中华虎凤蝶成虫出现的高峰期．2010 年 3 月 24
日在乌云界顶峰发现了该种大量的成虫、卵和幼虫
(封二图 1-1~6)，同时发现了中华虎凤蝶的寄主植物
——细辛 Asarum sieboldii(封二图 1-7)．因此可以确
定，中华虎凤蝶在乌云界存在较大的种群和栖息
地．种群属于高山类型，栖息地在海拔较高的草丛
地带(封二图 1-8)，人为干扰较小；寄主植物为细辛，
在山顶分布较为广泛．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南京紫金山和牛首山
等地常见有中华虎凤蝶的分布．然而据 2004 年《中
国绿色时报》发表的《南京中华虎凤蝶濒临灭绝？》
报道，近 10 年来南京中华虎凤蝶的数量减少了 2/3，
已濒临灭绝的边缘．专家认为加强中华虎凤蝶的保
护已经迫在眉睫，否则 5 年内可能会灭绝[18]

在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今天，防止濒危物种
灭绝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目的之一．笔者报道
在湖南首次发现了中华虎凤蝶较大的种群及栖息
地，是为了引起保护区管理局和濒危物种保护单位
的重视，加强生境保护，及时阻止一切破坏该物种

栖息地生境的行为，为中华虎凤蝶在适合的生境下
生存繁衍提供有利条件． 

．《金
陵晚报》、《扬子晚报》、《江南日报》、《中国新闻网》、
江苏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了大量关于中华
虎凤蝶面临生存危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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