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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８ 月，在玉树市选取森林、灌木、高寒灌丛、高寒草甸草原和裸岩 ５ 种生境进行蝴蝶种类资源和群

落多样性的调查，共记录到蝶类个体数 １５８０ 头，６２ 种，隶属于 ７ 科 ４０ 属。 其中古北界 １９ 种，占总种数的 ３０％，东洋界 ２ 种，占
总种数的 ３％，两界共有种（广布种）４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６７％。 蛱蝶科（５３５ 只）个体数量最多，占蝶类个体总数的 ３４％。 计算并

分析了 ５ 种生境中蝴蝶多样性指数（Ｈ′）、优势度指数（Ｄ）、物种丰富度指数（Ｒ）、均匀度指数（Ｊ）和相似性系数（ Ｉ），结果表明：
灌木生境具有最高的多样性指数，较高均匀度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以及最低的优势度指数；高寒草甸草原蝶类的多样性指

数、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均为最低，而优势度指数最高。
关键词：蝴蝶；群落多样性；生境类型；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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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保护是当前国际社会瞩目的重大环境问题，对维持区域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１］。 蝴蝶种类丰富、分布广泛，环境的细微变化能够迅速、准确地反映在蝴蝶的种群

动态和群落结构特征中，因此，蝴蝶非常适合用来监测环境变化趋势、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人力活动对生态系

统的干扰程度等，成为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指示生物［２］。 近几年来，有研究者对玉树地区的蝴蝶资源进行

过一些调查，主要集中在种类调查和区系分析方面［３⁃５］，并未对该地区的蝴蝶群落多样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为进一步了解玉树高原地区蝴蝶种群动态和群落多样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对该地区的

蝶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对该地区的蝴蝶群落多样性及月季变化进行研究，为玉树高原地区的蝶类资源

保护和环境质量监测提供基础资料。

１　 自然环境概况

玉树市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最东部，境内平均海拔 ４４９０ ｍ，地形以山地高原

为主，通天河、扎曲在玉树市境内流过。 地理位置为 ８９°３５′—９７°５５′Ｅ，３１°３５′—３６°３０′Ｎ，属于典型的高原高寒

气候。 昼夜温差大，年均温－２．５—４．９℃，全年降水量 ３８７—５２６．１ ｍｍ，多集中于 ５—９ 月［５］。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地概况

根据环境、海拔高度和植被类型在玉树市选取 ５ 种不同生境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森林（３５７０—３７５７ ｍ），位于龙日村沟内，主要建群种有青海云杉（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大果圆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等。
Ｓｈｒｕｂ：灌木（３５０１—３５７４ ｍ），位于通天河畔勒巴沟内，灌木和草本植物丰富，主要植物有中国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美丽茶藨子（Ｒｉｂｅｓ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甘青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岩生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ｒｕｐｉｃｏｌａ）、刚毛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中国黄花柳（ Ｓａｌｉｘ ｓｉｎｉｃａ）、鲜黄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ｄｉａｐｈａｎａ）、西北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ａ）、草玉梅（Ａｎｅｍｏｎｅ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ａ）、高原毛茛（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等。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高寒灌丛（３７３５—３９８５ ｍ），位于索荣沟内，灌丛和草本植物丰富，主要植物有头花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窄叶鲜卑花 （ Ｓｉｂｉｒａｅ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 金露梅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昌都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ｃｈａｎｇｄｕｅｎｓｉｓ）、高山柳（Ｓａｌｉｘ ｃｕｐｕｌａｒｉｓ）、草玉梅（Ａｎｅｍｏｎｅ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ａ）、小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圆穗

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等。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高寒草甸草原（４１８３—４３８２ ｍ），位于勒巴沟内，植被以高寒植被为主，主要植物有小嵩草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圆穗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短管兔儿草（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ｅｖｉｔｕｂａ）、垫状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ｔａｐｅｔｅ）、高原毛茛（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青藏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ｆｕｔｔｅｒｅｒｉ）、矮火绒草（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等。

Ｎａｋｅｄ ｒｏｃｋ：裸岩（４４２７—４６６２ ｍ），位于索荣沟内，海拔在 ５ 种生境中最高，植被稀少，主要植物有唐古特

红景天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水母雪兔子 （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ｍｅｄｕｓａ）、梭砂贝母 （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红花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ｕｎｉｃｅａ）等。
２．２　 研究方法

（１）研究时间

于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８ 月中旬逐月对玉树市所选取的 ５ 种生境采用样线法进行调查，选择晴朗或多

云天气，蝶类活动频繁的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
（２）数据记录方法

生境内样线长度 ２ ｋｍ，以 １—１．５ ｋｍ ／ ｈ 的速度沿样线缓慢匀速前行，样线宽度设置左右 ２．５ ｍ。 行进过程

中仔细观察和记录所发现的蝴蝶种类及数量，对于常见且能及时辨认的种类，只记录数量，不能及时辨认或疑

难蝶种，网捕后确认种类并原地释放，当场不能确定的，少量网捕编号，带回实验室利用图鉴或请专家进行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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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到种或属。
（３）鉴定与数据统计

依据《中国蝶类志（上、下册）》、《中国蝶类图鉴（全 ４ 册）》、《中国灰蝶志》、《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

十五卷）鳞翅目∙凤蝶科》、《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五十二卷）鳞翅目∙粉蝶科》、《中国动物志∙昆虫纲

（第五十五卷）鳞翅目∙弄蝶科》、《中国蛱蝶科志（鳞翅目，锤角亚目）卷一》进行鉴定与分类［６⁃１２］，分别统计

数据。
２．３　 数据分析

（１）多样性指数（Ｈ′）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公式［１３⁃１４］：
Ｈ′＝ －∑Ｐ ｉ ｌｎＰ ｉ

式中，Ｐ ｉ是第 ｉ 种的个体比例，Ｐ ｉ ＝Ｎｉ ／ Ｎ，Ｎ 是第 ｉ 种的个体数，Ｎ 是全部物种的个体总数。
等级多样性指数公式为：

Ｈ′（ＧＳ）＝ Ｈ′（Ｇ）＋ Ｈ′（Ｓ）
式中，Ｈ′（Ｇ）为属级多样性，Ｈ′（Ｓ）为种级多样性。

（２）均匀度指数（Ｊ）采用 Ｐｉｅｌｏｕ 公式［１４］：
Ｊ＝ －∑Ｐ ｉ ｌｎＰ ｉ ／ ｌｎＳ

式中，Ｊ 为均匀度，－∑Ｐ ｉ ｌｎＰ ｉ为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Ｓ 为物种数。
（３）优势度指数（Ｄ）采用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公式［１５］：

Ｄ＝Ｎｍａｘ ／ Ｎｔ

式中，Ｎｍａｘ：优势种的种群数量；Ｎｔ：所有种类的种群数量。
（４）物种丰富度（Ｒ）采用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公式［１５］：

Ｒ＝（Ｓ－１） ／ ｌｎＮ
式中，Ｓ 为物种数，Ｎ 为个体数。

（５）群落相似性系数采用 Ｊａｃｃａｒｄ 的相似性系数公式［１３］：
Ｉ ＝ ｃ ／ （ａ ＋ ｂ－ｃ）

式中，ａ 为 Ａ 生境物种数，ｂ 为 Ｂ 生境物种数，ｃ 为 Ａ、Ｂ 两生境共有的物种数。 根据 Ｊａｃｃａｒｄ 的相似性系数原

理，当 Ｉ 为 ０—０．２５ 时，为极不相似；Ｉ 为 ０．２５—０．５０ 时，为中等不相似；Ｉ 为 ０．５０—０．７５ 时，为中等相似；Ｉ 为
０．７５—１．００ 时，为极相似。

３　 结果和分析

３．１　 青海玉树高原区蝶类群落特征

３．１．１　 蝶类群落结构特征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８ 月，共记录到蝶类个体数 １５８０ 头，６２ 种，隶属于 ７ 科 ４０ 属（附表）。 其中凤蝶科

１ 种，绢蝶科 ７ 种，粉蝶科 １２ 种，眼蝶科 ９ 种，蛱蝶科 １２ 种，灰蝶科 １６ 种，弄蝶科 ５ 种。
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各科蝴蝶群落数量特征的各项指数（表 １）。 从物种的组成看，灰蝶科＞蛱蝶科＝粉蝶

科＞眼蝶科＞绢蝶科＞弄蝶科＞凤蝶科；从个体数量看，蛱蝶科＞灰蝶科＞粉蝶科＞眼蝶科＞绢蝶科＞凤蝶科＞弄蝶

科，多样性指数排序为：灰蝶科＞眼蝶科＞蛱蝶科＞粉蝶科＞弄蝶科＞绢蝶科＞凤蝶科；均匀度指数排序为：眼蝶

科＞绢蝶科＞弄蝶科＞蛱蝶科＞粉蝶科＞灰蝶科＞凤蝶科；优势度指数排序为：绢蝶科＞眼蝶科＞粉蝶科＞蛱蝶科＞
灰蝶科＞弄蝶科＞凤蝶科；物种丰富度指数依次为：灰蝶科＞粉蝶科＞绢蝶科＞蛱蝶科＞弄蝶科＞眼蝶科＞凤蝶科。
３．１．２　 蝶类群落区系特征

从世界地理区系看，该地区古北界 １９ 种，占总种数的 ３０％，东洋界 ２ 种，占总种数的 ３％，两界共有种（广
布种）４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６７％；从中国地理区划来看，多区共有种占大多数，单一区种类较少，青藏区特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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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２ 种，占总数的 １９％。 玉树市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青藏区，但其蝴蝶区系组成上古北种仅占

３０％，广布种以 ６７％占绝对优势，这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生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区位于古北界青藏

区的边缘，靠近东洋界的西南区，且境内的通天河峡谷作为一条天然通道，为少数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蝶类创

造了渗透北移的条件。 除此之外，该地区的气候虽然寒冷，但蝴蝶种类相较于典型的青藏区内陆更为丰富，与
该区纬度较低，有相邻较低海拔的蝶类种类的渗透有关。

表 １　 不同科属蝴蝶群落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属数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Ｈ′（ ＧＳ） Ｈ′（ Ｇ） Ｈ′（ Ｓ）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Ｄ）

物种丰富度指数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Ｒ）

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１ １ ３７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绢蝶科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ｉｄａｅ １ ７ ９６ １．６９４３ ０ １．６９４３ ０．８３１５ ３．８４００ ２．１７４７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５ １２ ３０１ ３．３００８ １．４７３５ １．８２７３ ０．７３５４ ２．９８０２ ２．３８４４

眼蝶科 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８ ９ ２２０ ３．９４２３ ２．０４３１ １．８９９２ ０．８６４３ ３．２８３６ １．９０２６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８ １２ ５３５ ３．９２１７ １．９７９２ １．９４２５ ０．７８１７ ２．５２３６ ２．０５３５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１４ ６ ３７５ ４．５２０７ ２．５９９３ １．９２１４ ０．６９３０ ２．０２７１ ２．８７３４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３ ５ １６ ２．３７５７ １．０５４９ １．３２０８ ０．８２０７ ２ １．９２３６

　 　 Ｈ′（Ｆ）：科级多样性指数；Ｈ′（Ｇ）：属级多样性指数；Ｈ′（Ｓ）：种级的多样性指数

３．２　 不同生境类型的蝶类群落与多样性

３．２．１　 不同生境类型的蝶类群落特征

根据调查结果，统计生境蝴蝶群落数量特征的各项指数（表 ２），高寒灌丛生境在个体数量上最多。 从物

种组成上看，灌木＝高寒灌丛＞森林＞裸岩＞高寒草甸草原；从个体数量看，高寒灌丛＞灌木＞裸岩＞高寒草甸草

原＞森林；多样性指数依次为灌木＞森林＞高寒灌丛＞裸岩＞高寒草甸草原；均匀度指数依次为裸岩＞森林＞高寒

灌丛＞灌木＞高寒草甸草原；优势度指数依次为高寒草甸草原＞高寒灌丛＞森林＞裸岩＞灌木；物种丰富度指数

依次为灌木＞高寒灌丛＞森林＞裸岩＞高寒草甸草原。

表 ２　 不同生境蝴蝶群落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科数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Ｈ′（ ＧＳ） Ｈ′（ Ｇ） Ｈ′（ Ｓ）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Ｄ）

物种丰富度指数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Ｒ）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６ ２７ ３４ ２２７ ６．２７９３ ３．２４０９ ３．０３８３ ０．８６１６ ０．１４５４ ６．０８３０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 ２９ ３８ ３１８ ６．３１５６ ３．３３１９ ２．９８３７ ０．８２０２ ０．１１５９ ６．４１７８

高寒灌丛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６ ２９ ３８ ４２３ ６．２７５８ ３．２８１７ ２．９９４１ ０．８２３１ ０．１８６８ ６．１１８４

高寒草甸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７ １４ １９ ３０２ ４．６８７３ ２．５７９６ ２．１０７６ ０．７１５８ ０．３５７６ ３．１５２１

裸岩 Ｎａｋｅｄ ｒｏｃｋ ７ １５ ２３ ３１０ ５．２９７７ ２．４６４５ ２．８３３２ ０．９０３６ ０．１３５５ ３．８３５１

　 　 Ｈ′（Ｆ）：科级多样性指数；Ｈ′（Ｇ）：属级多样性指数；Ｈ′（Ｓ）：种级的多样性指数

由表 ２ 可知，灌木生境蝶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都比较高，由于该生境内灌木和林下

植被种类丰富，水源充足，沟内狭窄，气候温暖，相较于其他生境存在有较多的蝴蝶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 灌木

生境的优势度指数最低，优势种不明显，表明其生境内的自我调节能力强，适合多种蝶类的生存，蝴蝶种类丰富。
高寒草甸草原的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都比其他生境低，该生境内海拔较高，是为蝴

蝶生长发育的主要制约因素。 优势度指数高于其他生境，表明在该生境中蝴蝶种类和数量分布不均匀，生境

内自身调节能力弱，抗外界干扰能力差。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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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岩生境在 ５ 种生境中的海拔最高，该生境内蝶类属数和种数都较少，并且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指

数、优势度指数都较低，主要是因为该生境海拔较高、温度低、植物种类稀少，只适合少数高海拔蝶类生存。
３．２．２　 不同生境蝶类群落相似性分析

不同生境蝴蝶分布的相似性系数中（表 ３），森林生境与灌木、高寒灌丛、高寒草甸草原、裸岩生境，高寒灌

丛与高寒草甸草原和裸岩生境的物种相似性系数都在 ０．２５—０．０５ 之间，为中等不相似。 灌木生境和高寒草甸

草原、裸岩生境，高寒草甸草原和裸岩生境的物种相似性系数都在 ０．５０—０．７５ 之间，为中等相似。 灌木生境和

高寒灌丛的物种相似性系数在 ０—０．２５ 之间，为极不相似。

表 ３　 不同中生境中相同蝴蝶种数及相似性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高寒灌丛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高寒草甸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裸岩
Ｎａｋｅｄ ｒｏｃｋ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２ ９ １１ １５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０．２６６７ ９ ２４ ２７

高寒灌丛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０．２７２７ ０．１７３１ １０ １４

高寒草甸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０．２６１９ ０．５ ０．２１２７ ２５

裸岩 Ｎａｋｅｄ ｒｏｃｋ ０．３５７１ ０．５５１ ０．２９７８ ０．５３１９

由表 ３ 可知，灌木和高寒灌丛的物种相似性为极不相似，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海拔差距较大，植被组成各不

相同，而且在空间距离上也相隔较远。 高寒草甸草原和裸岩的物种相似性为中等相似，这主要是因为二者海

拔高度较相近，并且植物分布有相似。
３．２．３　 不同生境蝶类群落的月季变化特征

对各月份蝴蝶个体数、种数、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进行时序动态分析（图 １、图 ２）。 ７ 月份蝴蝶的种类

最多，共 ４０ 种，５ 月份蝴蝶的种类最少，共 １５ 种，个体数的高峰出现在 ８ 月份，共 ４９５ 头，５ 月份蝶类个体数最

低，共 １１６ 头。 多样性指数从 ５—７ 月逐渐升高，并且在 ７ 月达到最高点，随后逐渐下降，物种丰富度指数从

５—７ 月逐渐上升，并且在 ７ 月达到最高点，随后逐渐下降。 蝴蝶的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都在 ７ 月份

达到最高值。 这种变化趋势与当地的气候变化相符，５ 月份玉树地区温度较低，活动的蝴蝶大部分是以成虫

越冬、或以老龄幼虫越冬的种类，因此蝴蝶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少。 ６ 月份温度上升，大部分植物进入展叶期，
以蔷薇科及小檗科等植物为寄主的箭纹绢粉蝶和以十字花科植物为寄主的皮氏尖襟粉蝶和大卫粉蝶在此时

羽 化成蝶。７月份是玉树市温度最适合植物生长的季节，蝴蝶的丰富度达到最高。此时植物进入花期，生长

图 １　 玉树市蝴蝶物种数和个体数的时间动态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

图 ２　 玉树市蝴蝶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时间动态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ｉｎ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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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茂，开花植物会吸引婀灰蝶、珍蛱蝶等访花蝴蝶并为它们提供食物来源。 ８ 月份温度降低，气温的变化对蜜

源植物和寄主植物都有影响，蝴蝶成虫逐渐减少，开始以不同虫态越冬。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玉树高原蝶类资源

玉树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为蝶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陈振宁等［５］在玉树地区蝴蝶调查中记录到蝶类 ７ 科 ３０ 属 ４７ 种，而本次研究记录到蝶类 ７ 科 ４０ 属 ６２ 种，从
各科蝴蝶的种数来说，本次研究所调查到的粉蝶科、灰蝶科、弄蝶科蝴蝶种类比陈振宁等［５］ 所记录种类增多，
本次调查新记录到蝴蝶 ３４ 种。
４．２　 蝶类群落结构特征

由附表可见，粉蝶科的大卫粉蝶（Ｐｉｅｒ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ｓ）、皮氏尖襟粉蝶（Ａｎｔｈｏｃｈａｒｉｓ ｂｉｅｔｉ），眼蝶科的古北拟酒眼蝶

（Ｐａｒｏｅｎｅｉｓ ｐａｌａｅａｒｃｔｉｃａ）、蛱蝶科的曲斑珠蛱蝶（ Ｉｓｓｏｒｉａ ｅｕｇｅｎｉａ）、灰蝶科的婀灰蝶（Ａｌｂｕｌｉｎａ ｇａｂｏｒｒｏｎｋａｙｉ）在本

地区分布较普遍，凤蝶科仅有金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 ｍａｃｈａｏｎ）１ 种，绢蝶作为高海拔地区分布的代表种，在该地区分

布较多，弄蝶科蝴蝶种类及数量都较少；灌木生境蝴蝶种类较多，裸岩生境和高寒草甸草原蝴蝶种类较少，这
与该地区的海拔高度有关，各生境中蝶类群落的物种数总体上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呈逐渐下降趋势，多样性

指数也呈现出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张鑫等［１６］、陈振宁等［５］的研究结果相符。
４．３　 不同生境蝶类多样性

植物及其环境是蝴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蝴蝶的食物来源，同时由于对寄主植物的依赖性，蝴蝶的分布

以寄主植物为中心，因此植被丰富程度和植物种类组成是影响蝶类群落的重要因素［１７⁃１８］。
不同生境蝶类物种丰富度的顺序为：灌木＞高寒灌丛＞森林＞裸岩＞高寒草甸草原。 通过对不同生境蝴蝶

种类和数量的比较，发现蝴蝶种类和数量与生境类型的复杂程度呈正相关，即生境越复杂，蝴蝶种类和数量越

多，这与陈振宁等［１９］、王敏等［２０］研究的结果相符。
４．４　 蝶类多样性保护

玉树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同时也为蝶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有利于蝶

类种群发展。 近些年随着雪线上移，部分分布在高寒草甸草原生境的蝶类向高海拔的裸岩生境迁移，使裸岩

生境的物种丰富度增加，而高寒草甸草原生境的物种多样性减少，有研究表明，物种丰富度与海拔高度呈峰状

关系［２１⁃２２］，如果低海拔物种的迁移不能够补偿高海拔物种的减少，那么低海拔物种向高海拔迁移最终导致整

个地区的物种丰富度的下降［２３］，为了降低气候变化对蝴蝶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应该加强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

性具体影响的研究，并积极寻求适应性应对办法，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昆虫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蝴蝶成虫可为植物授粉，幼虫主要寄生在植物表面，其整个生活史都

与植物密切相关。 蝴蝶类群分布格局的变化会导致其与寄主植物之间协同关系的改变，为了有效的对其进行

保护，需要增强对蝴蝶物种的监测，减少本地物种的高海拔迁移现象，有效的保护当地的蝶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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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玉树不同生境蝴蝶的种类与数量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ｃ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高寒灌丛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高寒草甸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裸岩
Ｎａｋｅｄ
ｒｏｃｋ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区系成分
Ｆａｕｎ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一、凤蝶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１ 金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ｍａｃｈａｏｎ １０ ５ ４ １ １７ ３７ Ｗ
二、绢蝶科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ｉｄａｅ
２ 四川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ｉ ２４ ２４ Ｐ
３ 君主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 ２ ２ Ｗ
４ 依帕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ｅｐａｐｈｕｓ １ ２５ ２６ Ｗ
５ 珍珠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ｏｒｌｅａｎｓ ６ ６ Ｐ
６ 蓝精灵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ａｃｄｅｓｔｉｓ １４ １４ Ｐ
７ 西猴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ｓｉｍｏ ２０ ２０ Ｗ
８ 元首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４ ４ Ｗ
三、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９ 山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ｍｏｎｔｉｕｍ １ ３ ４ ８ Ｐ
１０ 橙黄豆粉蝶 Ｃｌｏｉａｓ ｆｉｅｌｄｉｉ １ １ Ｗ
１１ 黧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ｉ １ １ ２ ４ Ｐ
１２ 大卫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ｓ １１ ２ ７９ ９ １０１ Ｐ
１３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９ ２ １ １２ Ｗ
１４ 妹粉蝶 Ｍｅｓａｐｉａ ｐｅｌｏｒｉａ １ １０ ３７ ４８ Ｗ
１５ 箭纹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 ｐｒｏｃｒｉｓ １４ ３７ ２ ５３ Ｗ
１６ 暗色绢粉蝶 Ａｐｐｒｉａ ｂｉｅｔｉ １ １ Ｗ
１７ 马丁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 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ｉ １ １０ １１ Ｏ
１８ 酪色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 １ １ Ｐ
１９ 皮氏尖襟粉蝶 Ａｎｔｈｏｃｈａｒｉｓ ｂｉｅｔｉ ９ ３５ ９ ５３ Ｗ
２０ 库茨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ｋｏｚｌｏｖｉ １ ７ ８ Ｐ
四、眼蝶科 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２１ 小型林眼蝶 Ａｕｌｏｃｅｒａ ｓｙｂｉｌｌｉｎａ ２ ２ Ｗ
２２ 蛇眼蝶 Ｍｉｎｏｉｓ ｄｒｙａｓ １０ ７ １７ Ｗ
２３ 西门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ｓｅｍｅｎｏｖｉ ２ ７ ９ １８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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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ｃ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高寒灌丛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高寒草甸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裸岩
Ｎａｋｅｄ
ｒｏｃｋ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区系成分
Ｆａｕｎ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４ 牧女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ｓ ３ ５ ２０ ３ ３１ Ｗ
２５ 斗毛眼蝶 Ｌａｓｉｏｍｍａｔａ ｄｅｉｄａｍｉａ ２ ２ Ｗ
２６ 白瞳舜眼蝶 Ｐａｒａｒａｇｕｔｔａｔａ Ｂｒｅｍｅｒｅｔ １ ２７ ２８ Ｐ
２７ 红眼蝶 Ｅｒｅｂｉａ ａｌｃｍｅｎａ ２ ８ １０ ２０ Ｗ
２８ 古北拟酒眼蝶 Ｐａｒｏｅｎｅｉｓ ｐａｌａｅａｒｃｔｉｃａ １０ １８ １５ ２４ ６７ Ｐ
２９ 阿芬眼蝶 Ａｐｈａｎｔｏｐｕｓ ｈｙｐ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１ １２ ２２ ３５ Ｐ
五、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３０ 镁斑豹蛱蝶 Ｓｐｅｙｅｒｉａ ｃｌａｒａ ５ ８ ８ １２ ３３ Ｐ
３１ 银斑豹蛱蝶 Ｓｐｅｙｅｒｉａ ａｇｌａｊａ ３ ２ １０ ３ ２９ ４７ Ｐ
３２ 龙女宝蛱蝶 Ｂｏｌｏｒｉａ ｐａｌｅｓ １ ７ ４２ ５０ Ｗ
３３ 菌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ａｇａｒ ４ ２０ ７ １７ ４８ Ｐ
３４ 黑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ｊｅｚａｂｅｌ ３ ２ ３ ８ Ｗ
３５ 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ｐｒｏｔｏｍｅｄｉａ ５ ５ Ｐ
３６ 白钩蛱蝶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ｃ－ａｌｂｕｍ １ ３ ４ Ｐ
３７ 荨麻蛱蝶 Ａｇｌａｉｓ ｕｒｔｉｃａｅ ７ ２１ ２ １１ ５ ４６ Ｗ
３８ 拉达麻蛱蝶 Ａｇｌａｉｓ ｌａｄａｋｅｎｓｉｓ ２ ２ ４ ２３ ３１ Ｗ
３９ 珍蛱蝶 Ｃｌｏｓｓｉａｎａ ｇｏｎｇ ２２ ２ ２６ ５０ Ｗ
４０ 曲斑珠蛱蝶 Ｉｓｓｏｒｉａ ｅｕｇｅｎｉａ １８ ３４ ３５ １０８ １７ ２１２ Ｗ
４１ 缕蛱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ｋｏｚｌｏｖｉ １ １ Ｗ
六、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４２ 李梳灰蝶 Ａｈｌｂｅｒｇｉａ ｌｅｅｉ ２ ２ １ ５ Ｐ
４３ 枯灰蝶 Ｃｕｐｉｄｏ ｍｉｎｉｍｕｓ ７ ２ ２ １１ Ｐ
４４ 胡麻霾灰蝶 Ｍａｃｕｌｉｎｅａ ｔｅｌｅｉａ １ ３ ４ Ｐ
４５ 庞呃灰蝶 Ｌｙｃａｅｎａ ｐａｎｇ ８ １４ １ ２３ Ｗ
４６ 红灰蝶 Ｌｙｃａｅｎａ ｐｈｌａｅａｓ ４ ２ ５ １ １２ Ｗ
４７ 喇灿灰蝶 Ａｇｒｉａｄｅｓ ｌａｍａｓｅｍ １０ ７ ９ ２６ Ｗ
４８ 婀灰蝶 Ａｌｂｕｌｉｎａ ｇａｂｏｒｒｏｎｋａｙｉ ３３ ２３ ５４ ５４ ２１ １８５ Ｗ
４９ 安婀灰蝶 Ａｌｂｕｌｉｎａ ａｍｐｈｉｒｒｈｏｅ ７ ７ Ｏ
５０ 多眼灰蝶 Ｐｏｌｙｏｍｍａｔｕｓ ｅｒｏｓ ２ ３ ５ Ｐ
５１ 维纳斯眼灰蝶 Ｐｏｌｙｏｍｍａｔｕｓ ｖｅｎｕｓ １０ １ ２ １３ Ｐ
５２ 丽罕莱灰蝶 Ｈｅｌｌｅｉａ ｌｉ ２ ２ ４ Ｏ
５３ 青海红珠灰蝶 Ｌｙｃａｅｉｄｅ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１９ ８ ２ ２９ Ｐ
５４ 珞灰蝶 Ｓｃｏｌｉｔａｎｔｉｄｅｓ ｏｒｉｏｎ ５ １ ６ Ｐ
５５ 烂僖灰蝶 Ｓｉｎｉａ ｌａｎｔｙ １ １ Ｗ
５６ 大紫琉璃灰蝶 Ｃｅｌａｓｔｒｉｎａ ｏｒｅａｓ ｏｒｅａｓ ３２ ３２ Ｗ
５７ 埃灰蝶 Ｅｕｍｅｄｏｎｉａ ｅｕｍｅｄｏｎ １２ １２ Ｐ
七、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５８ 小赭弄蝶 Ｏｃｈｌｏｄｅｓ ｖｅｎａｔａ １ １ Ｗ
５９ 克里银弄蝶 Ｃａｒｔ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１ ２ ３ Ｐ
６０ 北方花弄蝶 Ｐｙｒｇｕｓ ａｌｖｅｕｓ １ ２ ３ Ｗ
６１ 三纹花弄蝶 Ｐｙｒｇｕｓ ｄｅｊｅａｎｉ １ ７ ８ Ｗ
６２ 黄点银弄蝶
Ｃａｒｒ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ｆｌａｖ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１ １ Ｗ

合计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２２７ ３３３ ４０８ ３０２ ３１０ １５８０

　 　 Ｗ：广布种，ｔｈ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Ｐ：古北种，ｔｈｅ ｐａｌａｅａｒｃ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东洋种，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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