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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7年～ 1999年在广西大瑶山对金斑喙凤蝶 ( Teinopal pus aureus Mell) 的成虫交配和取食行为进行观

察 , 结果发现: 雌雄成虫交配前快速相互追逐直飞高空达 1 000 m～ 1 500 m, 然后突然双双俯冲而下 ; 交配时

雌雄生殖器相互对接 , 历时 0. 5 h～ 3 h; 交配后雌成虫取食蜜露 (如蜂蜜稀释液 ) , 第 7天开始产卵 , 第 8天死

亡 ; 雄成虫交配后不取食 , 第 5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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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 ations were taken in Dayaoshan a rea of Guangxi in the period of 1997 to

1999, fo r copula to ry and preda to ry behaviors o f adult male& female o f Teinopalpus aureus Mell

fi rst-class pro tected animal in China. Befo re copulation, the females and males chase each other

erect ly up to about 1 000 m～ 1 500 m in heigh t, then div e. When copula tion is done, females '

and ma les ' reproductiv e o rg ans connect tai l to tail for 0. 5 h～ 3 h of thei r copula tion. The

female adult siphoned nectar like di luted honey and layed egg s on the seventh day of post-

copulation and died on the eigh th day. The male adult a te no thing af ter thei r copulation and

died on the fif th day of post-c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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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斑喙凤蝶 ( Teinopal pus aureus Mell)为我国

特产、 珍稀、濒危蝴蝶 ; IU CN列为 R级或 K级 , 我

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1～ 3 ]。其雌雄色彩亮丽 , 是观赏

蝴蝶中之极品。因此 , 人为破坏十分严重 , 甚而有些

外国人也潜入我国境内捕捉。该种分布广西、 广东、

福建、海南等省区 ,现仅有外部形态特征描述及生物

学特性初步观察报道
[1, 4 ]

, 有关其成虫的交配和取食

行为研究未见报道。为此 , 我们于 1997年～ 1999年

在广西大瑶山地区对该虫的成虫交配和取食行为进

行了比较细致的观察研究。现将野外及室内观察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及结果

1. 1　野外观察
1998年 8月～ 9月在广西大瑶山海拔 1 300 m

的山顶对金斑喙凤蝶进行定点观察。
该虫成虫交配峰期是 8月 28日。 先是个别雄成

虫出现 , 接着雄虫数量增多 , 飞翔相当活跃 , 后来雌
成虫出现 , 交配前 , 雌雄相互追逐 , 径直快速飞向高
空 ,高度可达 1 000 m～ 1 500 m ,然后又双双急速俯

冲而下。交配时雌雄腹部生殖器对接 , 交接后由于互
相牵制 ,几乎无法飞翔而掉到树枝叶或地上。交配时
间一般为 0. 5 h～ 3 h。受外界干扰时 ,交配时间较短 ,

无干扰时交配时间较长。交配前雄成虫喜欢停息于壳
斗科 ( Fagaceae)植物上 ,交配后喜停息在壳斗科、网
脉山龙眼 ( Helicia reticulata W. T. Wang)、 瑶山杜
鹃 ( Rhododendron yaoshanese Chun) 上。交配前后
雄成虫停息次数与飞翔次数之比值以及其停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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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金斑喙凤蝶雄成虫交配前后停息次数与飞翔次数
的比值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 f ratio of stopping times to flying

times of ma le adult of Teinopal pus aureus Mell befo re and

after their copulation

　　图 2　金斑喙凤蝶雄成虫交配前后停息平均高度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ave rage stopping height of male

adult o f Teinopalpus aureus Mell befo re and after their

copula tion

高度见图 1、 图 2。交配后未曾见过雌成虫出现。

1. 2　室内观察

1999年 4月 13日我们把正在交配中而自然坠

到地面上的一对雌雄金斑喙凤蝶捕回室内饲养观察。

室内养殖观察地点为广西金秀县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 , 海拔 800 m。雌雄成虫交配时其腹部生殖器

相互对接 , 雌成虫腹部大小约为雄成虫的 2倍。在交

配后当天内 ,雄成虫交配后立即开始活动 ,时而飞翔

拍翅 ,雌成虫交配后静伏 10 min后才开始活动。交配

后第 1天 , 雌成虫白天较安静 , 静止时翅向上竖起 ,

雄成虫经常飞扑 , 翅平展。当给与稀释蜂蜜液时 , 雌

成虫吸食 , 雄成虫不吸食 , 雌雄夜间静伏不动 , 但喂

稀释蜂蜜液时雌亦吸食 , 雄成虫拒食。第 2天 , 雌成

虫吸食蜜露 (蜂蜜稀液 ) , 偶而飞翔拍翅 , 雄成虫不

吸食 , 时而有飞动 , 但活动能力比前一天弱 , 夜间静

伏不动。第 3天 , 雌成虫吸食蜜露 , 活动能力比第 2

天强 ; 雄成虫很少爬动 , 拍翅 , 拒食。第 4天 , 雌成

虫继续吸食蜜露 ,时而静伏时而爬动 ,下午比上午活

跃 , 而夜间静伏 ; 雄成虫几乎整天静伏。第 5天 , 雌

成虫继续吸食蜜露 , 时而振翅 , 振翅时间长达 5 min

～ 10 min; 雄成虫死亡。第 6天 , 雌成虫继续吸食蜜

露 , 时而爬动时而振翅。第 7天 , 雌成虫开始产卵 ,

产卵后不吸食蜜露 , 常静伏。第 8天 , 雌成虫死亡。

2　讨论

由野外观察结果可知 ;雄成虫在交配前的飞翔次

数多 , 停息次数少 , 停息次数与飞翔次数之比值低 ,

停息位置比较高 , 趋色较单一 , 为天蓝色 (人工色 )。

交配后飞翔次数相对减少 ,停息次数相对增多 , 停息

次数与飞翔次数之比值增大 , 停息位置的高度逐降

低 , 趋色杂乱 , 白色、 浅蓝色、 红绿白黑蓝相间杂色

(人工色 ) 均趋。

金斑喙凤蝶雄成虫交配前后活动特性差异的原

因可能有: ( 1)交配前精囊精子盈满 , 刺激中枢神经

及复眼视觉神经 ,精力充沛 ,受雌成虫释放的性外激

素刺激
[5 ]
,飞翔力强且活跃 ,视觉敏锐 ,应激程度大 ,

判断力强 ; ( 2) 交配后体能消耗 , 精囊精子射出 , 对

中枢神经及复眼的视觉神经刺激程度有改变 ,飞翔力

弱 , 视觉敏感度下降 , 迟钝 , 应激程度减少 , 判断力

减弱 , 辨色能力变差。雄成虫趋色行为变异可能与其

复眼的屏蔽色素分布位置变化以及小眼晶锥末端与

小网膜细胞远端之间区域的结构变化有关
[6, 7 ]

; ( 3)雄

成虫交配后不取食 ,亦是其活动力变弱的原因之一。

雌成虫交配后取食蜜露有延长其寿命的作用。

所以 , 金斑喙凤蝶雄成虫交配前后活动特性变

化 ,诸如飞翔力强弱 ,趋色情况变化及其应激变化程

度 ,可作为判断其是否交配的一个依据 ,从而初步判

定可否采捕 (科研需要采捕除外 ) , 以期解决保护与

合理利用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 ,金斑喙凤蝶雄成虫的重点保护期应是
其交配前及交配期 , 而采捕期 (除科研需要外 ) , 应
是在交配后期 (即交配完成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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