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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蝶飛－校園蝴蝶生態全記錄 

【摘要】 

校園經過許多老師的齊心協力，種植了許多的蝴蝶蜜源與食草之後，吸引了許多的蝴蝶

前來採蜜與棲息；為了更了解蝴蝶的生態，我們進行了中長期的調查研究；調查場域為校園

內各主要蜜源和食草分佈地區；調查對象為蝴蝶蜜源與食草、成蝶、幼蟲。 

希望最後的調查研究成果能夠幫助校園內營造更適合蝴蝶的生物多樣性棲地，並能夠永

續經營，讓校園中能夠擁有豐富的蝶類生態，成為一所「蝴蝶學校」。 

壹、研究動機 

96 年的春天，兔坑野溪旁的斜坡旁多了古色古香的木棧道。也因此在木棧

道旁和遊樂器材區中間被隔出了一塊空地。後來老師們無心插柳在空地上種了

繁星花、馬櫻丹和馬利筋，沒想到引來了樺斑蝶和無尾鳳蝶。而學校也因鄰近

大棟山的緣故，佔了地利之便，所以又多栽種一些蜜源植物，看看是否能將山

裡的蝴蝶們都吸引到我們的校園來。沒想到蝴蝶們真的都尋蜜而來！ 

看著老師每天帶著相機捕捉蝴蝶美麗的倩影，我們也被勾起了好奇心，不

明白這個會飛的昆蟲到底有麼樣的魅力？我們像是跟屁蟲似的，一下課就跟在

老師身後一起尋找和觀察蝴蝶。從春天到秋天，每日都吸引為數眾多的蝴蝶，

讓我們興起了來調查研究，看看蜜源植物區經過大家一起努力改造之下後，能

夠吸引多少種類的蝴蝶前來採蜜。於是在討論後，我們決定進行蝴蝶種類生態

調查研究。除此之外，我們也採集了校園內發現蝴蝶的卵來飼養，藉此了解美

麗的蝴蝶是經由如何的生長過程才能蛻變成翩翩飛舞的仙子。 

貳、研究目的 

一、每日觀察並記錄校園內出現的蝴蝶種類和觀察其生態。 

二、調查與研究校園蝴蝶食草和蜜源植物種類。 

三、觀察並記錄校園蝴蝶食草上發現的蝴蝶幼蟲種類及數量變化情形。 

四、選擇數種蝴蝶幼蟲飼養觀察記錄，瞭解蝴蝶的生態過程。 

參、研究設備與器材 

大型補蝶網、昆蟲養殖箱、數位相機、錄影器材、蝴蝶圖鑑、蝴蝶幼蟲食草-柚子葉、

馬利筋等。 

肆、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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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場域：校園內各主要蜜源和食草分佈地區。 

二、研究步驟及預定進度: 

(一)時間：從 96 年 11 月到 98 年 4 月期間。 

(二)研究對象：研究場域中的蝴蝶蜜源、蝴蝶食草、成蝶、蝴蝶幼蟲。 

(三)參加人員：本校老師三人以及五、六年級學生六人。參加學生於觀察前，先收集瀏

覽有關蝴蝶的生態介紹書籍和蝴蝶圖鑑(含網路資訊)，並與老師討論瞭解蝴蝶的基

本知識，作為觀察蝴蝶的知識基礎。 

(四)觀察及採集工具：捕蝶網、昆蟲養殖箱、數位相機、錄影器材、蝴蝶圖鑑、蝴蝶記  

                    錄觀察表、蝴蝶幼蟲食草-柚子葉、馬利筋等。 

(五)蝴蝶種類觀察重點： 

1.以捕蟲網抓下校園蝴蝶，指導學生利用蝴蝶圖鑑依鑑別重點，辨識蝴蝶的種類。 

2.以數位相機拍照記錄，觀察並記錄校園蝴蝶的行為。 

3.進行中長期（96 年 11 月到 98 年 4 月）的校園蝴蝶種類及數量調查。 

4.進行中長期（97 年 5 月到 98 年 4 月）的校園蝴蝶幼蟲種類及數量調查。 

(六)飼養觀察記錄：將卵或幼蟲採集直接以肉眼觀察並帶回飼養並拍照觀察研究。 

三、調查方法： 

 (一)蝴蝶蜜源與食草：調查研究場域中的蝴蝶蜜源與食草的科別和種類。 

 (二)成蝶：每日定時觀察並記錄研究場域中的成蝶種類和出現的隻（次）數。 

 (三)幼蟲：觀察並記錄研究場域中食草上出現的蝴蝶幼蟲種類和數量、 

伍、研究過程與討論 

研究一：每日觀察並記錄校園內出現的蝴蝶種類和觀察其生態（96 年 11 月至 98 年 4 月） 

◎研究結果 

1.校園蝴蝶種類觀察記錄表（96 年 11 月至 98 年 4 月） 

蝴蝶分類 

科別 蛺蝶科 

編號 
鳳蝶科 弄蝶科 灰蝶科 粉蝶科 

斑蝶 蛺蝶 蛇目蝶 

1 青斑鳳蝶 大綠弄蝶 台灣琉璃小

灰蝶 

端紅蝶 青斑蝶 石牆蝶 紫蛇目蝶

2 烏鴉鳳蝶 埔里紅弄蝶 紅邊黃小灰

蝶 

淡黃蝶 姬 小 紋 青

斑蝶 

台灣小紫

蛺蝶 

小蛇目蝶

3 大琉璃紋鳳蝶 黑星弄蝶 沖繩小灰蝶 紋白蝶 淡 小 紋 青

斑蝶 

孔雀青蛺

蝶 

雌褐蔭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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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鳳蝶 鸞褐弄蝶 台灣黑星小

灰蝶 

台灣黃蝶 小 紋 青 斑

蝶 

孔雀蛺蝶 黑樹蔭蝶

5 黑鳳蝶 大白紋弄蝶 白波紋小灰

蝶 

台灣紋白蝶 琉 球 青 斑

蝶 

黃三線蝶 台灣波紋

蛇目蝶 

6 台灣麝香鳳蝶  琉璃波紋小

灰蝶 

台灣粉蝶 端紫斑蝶 琉球三線

蝶 

 

7 紅紋鳳蝶  墾丁小灰蝶 水青粉蝶 小紫斑蝶 琉球紫蛺

蝶 

 

8 玉帶鳳蝶   黑點粉蝶 斯 氏 紫 斑

蝶 

豹紋蝶  

9 無尾鳳蝶    圓 翅 紫 斑

蝶 

黃蛺蝶  

10 黃裳鳳蝶    黑 脈 樺 斑

蝶 

黃斑蝶  

11 柑橘鳳蝶    樺斑蝶 紅蛺蝶  

12 青帶鳳蝶       

13 麝香鳳蝶       

數量 13 種 5 種 7 種 8 種 11 種 11 種 5 種 

總計：5科 60 種 

 

青斑鳳蝶 烏鴉鳳蝶 大琉璃紋鳳蝶 大鳳蝶 

黑鳳蝶 台灣麝香鳳蝶 紅紋鳳蝶 玉帶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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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鳳蝶 黃裳鳳蝶 柑橘鳳蝶 青帶鳳蝶 

大綠弄蝶 埔里紅弄蝶 黑星弄蝶 台灣琉璃小灰蝶 

紅邊黃小灰蝶 沖繩小灰蝶 台灣黑星小灰蝶 白波紋小灰蝶 

端紅蝶 台灣粉蝶 紋白蝶 台灣黃蝶 

 台灣紋白蝶 水青粉蝶 黑脈樺斑蝶 樺斑蝶 

琉球青斑蝶 端紫斑蝶 小紋青斑蝶 小紫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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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紫斑蝶 青斑蝶 姬小紋青斑蝶 台灣小紫蛺蝶 

孔雀青蛺蝶 黃蛺蝶 黃三線蝶 琉球三線蝶 

琉球紫蛺蝶 豹紋蝶 石牆蝶 紅蛺蝶 

孔雀蛺蝶 琉璃蛺蝶 小蛇目蝶 鸞褐弄蝶  

台灣波紋蛇目蝶 黑樹蔭蝶 雌褐蔭蝶 紫蛇目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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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蝴蝶種類比例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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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觀察整理後，截至 98 年 4

月為止，校園內共觀察紀錄了 5

科 60 種的蝴蝶。因為在校園內

大量的種植蝴蝶蜜源與食草

後，發現在校園內可以觀察到的

蝴蝶物種有明顯的增加，應該成

功的吸引了當地的蝴蝶物種來

學校棲息與繁殖。再加上學校位

於大棟山山區邊緣，植被豐富多

元化，這樣的環境也適合多數的

蝴蝶來此棲息發展。 

2.校園蝴蝶數量種類觀察記錄表（96 年 11 月至 98 年 4 月每日固定上午九時至十時） 

觀察日期 

96 年 97 年 98 年 

蝴蝶

科別 

     蝴蝶數量 

 

蝴蝶名稱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數量

總計

青斑鳳蝶      3 5 8 8 8 3 1       36

烏鴉鳳蝶        5 6 6 4 4 2 2   10 18 57

大琉璃紋鳳蝶        6 3          9 

大鳳蝶     2 3 5 5 3 4 3 3       26

黑鳳蝶     2 3 3 3 3 3 2 2       19

台灣麝香鳳蝶     2 3 3 4 5 5 5 4    2 10 15 56

紅紋鳳蝶     2 2 3 3 4 4 4 3    2 8 10 43

玉帶鳳蝶       2 2 3 3        3 13

無尾鳳蝶 2 2 5 6 7 6 6 13 15 13 10 10 3 2 0 5 6 20 109

黃裳鳳蝶 1                  0 

柑橘鳳蝶 1      1           1 2 

鳳 

蝶 

科 

青帶鳳蝶     3 5 6 8 8 10 7 3     5 10 62

大綠弄蝶          1         1 

埔里紅弄蝶     1 1 3 4 2 3 2 3 1 1     20

黑星弄蝶 3 2   1 1 2 3 3 3 1 1 1 1     16

弄 

蝶 

科 
鸞褐弄蝶      1 1 1 2 3 1 1       10

灰 台灣琉璃小灰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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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邊黃小灰蝶       5 4 4 3         16

沖繩小灰蝶 5 4 1 2 2 3 3 2 2 6 6 4 3 5 4 2 2 3 45

台灣黑星小灰蝶            1       1 

白波紋小灰蝶            1       1 

琉璃波紋小灰蝶              1     1 

蝶 

科 

墾丁小灰蝶          1        1 2 

端紅蝶       1 1 1         2 5 

淡黃蝶        3  1 1 1  2     8 

紋白蝶 1 3 2 3 45 40 20 10           70

台灣黃蝶 1 1   2 2 3 1           6 

台灣紋白蝶 1 2 3 3 30 20 20 8           48

台灣粉蝶      2 2            4 

粉 

蝶 

科 

黑點粉蝶                  1 1 

青斑蝶       5 3 4 3        6 21

姬小紋青斑蝶         3 2 2        7 

黑脈樺斑蝶     1 1 2 4 10 10 6 5       38

樺斑蝶     2 2 1 1 4 8 20 15 1    1 1 54

琉球青斑蝶       3 3 5 6        8 25

端紫斑蝶       2 2 6 8 5 3 2 1     29

小紋青斑蝶       1 2 3 1 2 1 1     5 16

斯氏紫斑蝶       1 2 5 3 1 2 1     3 18

小紫斑蝶       1 1 3 2 1 1 1      10

圓翅紫斑蝶       1 1 3 2 1 1 1     4 14

蛺 

蝶 

科 

： 

斑 

蝶 

淡小紋青斑蝶                  4 4 

石牆蝶       1 1 1 2 2        7 

台灣小紫蛺蝶          1         1 

孔雀青蛺蝶          1         1 

孔雀蛺蝶            3      1 4 

黃三線蝶        3 2 1         6 

琉球三線蝶     3 3 4 4 3 3 2 1 1 1     22

琉球紫蛺蝶     2             1 1 

豹紋蝶       3 3 2 2 1 1 1      13

黃蛺蝶        4 3 3       3 6 19

蛺 

蝶 

科 

： 

蛺 

蝶 

紅蛺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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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蛇目蝶 3 2 1 1 4 5 3 4 1 1 1 1 1 1 1 1 2 4 26

黑樹蔭蝶                  1 1 

雌褐蔭蝶        1 1 1         3 

蛺 

蝶 

科 

： 

蛇 

目 

蝶 台灣波紋蛇目蝶                 1 1 2 

蝴蝶種類  

總計 
9 8 5 5 17 19 28 33 31 32 25 27 14 11 2 5 10 25  

    將上表(校園蝴蝶數量種類觀察記錄表)的資料轉化成為折線圖：校園蝴蝶出現種類比較

圖表，由折線圖呈現的曲線中，可以看出不同月份，蝴蝶出現種類的變化情形。

校園蝴蝶出現種類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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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1.根據校園蝴蝶出現種類比較圖表發現：觀察到的蝴蝶種類以 6月（33 種）、7月（31          

        種）、8月（32 種）最多，都在 30 種以上；1月（5種）和 2月（5種）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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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蝴蝶觀察數量變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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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校園蝴蝶出現的月份觀察記錄表發現：觀察的蝴蝶隻（次）以 8月的 143 隻（次）

最多，其次為 7月的 132 隻（次）；1月的 5隻（次）最少，次少的為 2月的 11 隻（次）。

由此可知，校園在夏季最適合賞蝶，因為種類多且可觀察到的隻（次）也多。 

3.根據校園蝴蝶出現的月份觀察記錄表，以季節來區分，容易發現的種類整理如下表： 

季節 容易發現的蝴蝶種類 

春季 粉蝶科(紋白蝶、台灣紋白蝶、淡黃蝶)、小灰蝶科 

夏季 
鳳蝶科(無尾鳳蝶、紅紋鳳蝶、台灣麝香鳳蝶、青帶鳳蝶、烏鴉鳳蝶) 

斑蝶科（青斑蝶類、紫斑蝶類、黑脈樺斑蝶、樺斑蝶） 

秋季 斑蝶（青斑蝶類、紫斑蝶類、黑脈樺斑蝶、樺斑蝶） 

冬季 紫蛇目蝶、沖繩小灰蝶 

    將上表的資料轉化成為長條圖，由校園蝴蝶一年出現趨勢比較圖表所呈現的的曲線中，  

可以看出不同季節，各科蝴蝶出現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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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據校園蝴蝶一年出現趨勢比較圖表得知：粉蝶科在春季數量最多；鳳蝶科和蛺蝶科

在夏季的數量最多；而小灰蝶和弄蝶的數量不多，在四季中的數量變化也不大。 

研究二：校園蝴蝶蜜源植物和蝴蝶食草植物種類調查與研究 

◎研究結果 

校園蝴蝶蜜源植物 

馬櫻丹 長穗木 高士佛澤蘭 光葉水菊 

繁星花 馬利筋 大花咸豐草 冇骨消 

大王仙丹 矮仙丹 紫花酢漿草 柑橘屬 

校園蝴蝶一年出現趨勢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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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 非洲鳳仙花 細葉雪茄花 龍船花 

※觀察校園常見的蝴蝶蜜源植物開花季節表 

開花季節 
科別 蜜源植物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馬櫻丹    

長穗木    馬鞭草科 

龍船花          

大王仙丹    

矮仙丹花    茜草科 

繁星花    

忍冬科 冇骨消          

蘿藦科 馬利筋    

大花咸豐草    

高士佛澤蘭           菊科 

光葉水菊         

杜鵑科 杜鵑花屬          

酢漿草科 紫花酢漿草    

芸香科 柑橘屬    

千屈菜科  細葉雪茄花    

鳳仙花科 非洲鳳仙花     
校園蝴蝶食草植物 

火炭母草 石朴 賊仔樹 觀音棕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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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山香 蔊菜 翅果鐵刀木 異葉馬兜鈴 

黃花酢醬草 大葉馬兜鈴 瓜葉馬兜鈴 雙面刺 

葶藶 檸檬 港口馬兜鈴 薄葉牛皮消 

樟樹 香楠 榕樹 華他卡藤 

 

討論： 

     1.經過整個校園的實際踏查研究，我們發現校園內的蝴蝶蜜源植物共有：繁星花、馬櫻

丹、高士佛澤蘭、光葉水菊、大王仙丹花、繁星花、冇骨消、馬利筋、大花咸豐草、

非洲鳳仙花、杜鵑花屬、紫花酢醬草、龍船花、柑橘屬、矮仙丹花、細葉雪茄花等共

16 種。 

     2.校園內主要的蜜源植物大多數都具備花期長，很容易吸引多數的蝴蝶前來採蜜、棲

息。而且外觀美麗加上取得、栽種容易且生長快速、價格便宜這些優點，所以校園

內普遍大量種植這些蜜源植物。 

     3.根據我們長期觀察成蝶的生態得知，蜜源植物的花季會影響不同種類及數量的蝴蝶前

來採蜜棲息；而蝴蝶對蜜源植物的選擇並非專一，而是有喜好的先後次序。 

     4.根據季節細分，初春開始，學校旁的兔坑野溪兩側遍布了大花咸豐草，所以只要是好

天氣，都可以看見數量頗多的紋白蝶和台灣紋白蝶在大花咸豐草間到處飛舞。所以在

春季到夏季之前，大花咸豐草是最佳的蝴蝶蜜源植物。除了兩種紋白蝶是隨處可見之

外，鳳蝶科也陸續出籠。因為學校鄰近大棟山，所以校園裡主要的蜜源植物：繁星花、



 - 13 -

大仙丹、馬櫻丹、長穗木、馬利筋等，也吸引了不少的蝴蝶前來棲息採蜜。此外，校

園裡最近也有為數不少的杜鵑花盛開，也曾觀察到有烏鴉鳳蝶來採蜜，但因杜鵑花的

花季只有約一個月的時間，所以不列入校園主要的蜜源植物。夏季、秋季則因廣植冇

骨消、高士佛澤蘭這些對鳳蝶和斑蝶有強大吸引力的蜜源植物後，夏季裡的蝴蝶種類

比起春季，只能以『暴增』兩字來形容。尤其是高士佛澤蘭對斑蝶有強大的吸引力；

紫斑蝶、青斑蝶和黑脈樺斑蝶每天都來報到；這樣的盛況到九月、十月，因為花季慢

慢的結束，加上天氣逐漸的轉涼，蝴蝶來訪的數量才逐漸減少。冬季：由於校園內主

要強勢的蜜源植物（冇骨消、高士佛澤蘭、光葉水菊）都結束花期，其他的蜜源植物

數量並不多，所以許多蝴蝶也都不見蹤影。 

     5.經過整個校園的實際踏查研究，我們發現校園內的蝴蝶食草植物共有：柚子、檸檬、 

       柑桔、賊仔樹、雙面刺、過山香、食茱萸、異葉馬兜鈴、港口馬兜鈴、大葉馬兜鈴、 

       瓜葉馬兜鈴、樟樹、香楠、魚木、翅果鐵刀木、馬利筋、華他卡藤、榕樹、石朴、火 

       炭母草、山猪肉、月桃、觀音棕竹、蔊菜、黃花酢醬草、高麗菜、葶藶、薄葉牛皮消、 

       白玉蘭、竹子等 30 種。    

研究三：觀察並記錄校園蝴蝶食草上發現的蝴蝶幼蟲種類及數量。 

◎研究結果 

1.校園蝴蝶食草與幼蟲記錄調查表 

科別 名  稱 發現攝食的蝴蝶幼蟲 

柑橘類（柚子、柑桔、

檸檬） 
無尾鳳蝶、黑鳳蝶、大鳳蝶、柑橘鳳蝶、玉帶鳳蝶。 

賊仔樹 烏鴉鳳蝶。 

雙面剌 玉帶鳳蝶。 

過山香 無尾鳳蝶。 

芸香科 

食茱萸 烏鴉鳳蝶、柑橘鳳蝶、玉帶鳳蝶。 

異葉馬兜鈴 臺灣麝香鳳蝶、紅紋鳳蝶。  

港口馬兜鈴 臺灣麝香鳳蝶、紅紋鳳蝶。  

大葉馬兜鈴 臺灣麝香鳳蝶、紅紋鳳蝶。  

馬兜鈴科 

瓜葉馬兜鈴 臺灣麝香鳳蝶、紅紋鳳蝶。  

樟樹 青帶鳳蝶 。 
樟科 

香楠 青帶鳳蝶。 

山柑科 魚木 端紅蝶。  

豆科 翅果鐵刀木 水青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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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利筋 樺斑蝶。 
蘿藦科 

華他卡藤 淡小紋青斑蝶。  

桑科 榕樹 端紫斑蝶、石牆蝶。 

榆科 臺灣朴樹 豹紋蝶。 

清風藤科 山猪肉 無發現。 

薑科 月桃 大白紋弄蝶。 

棕櫚科 觀音棕竹 黑星弄蝶、紫蛇目蝶。  

蓼科 火炭母草 紅邊黃小灰蝶。 

夾竹桃科 薄葉牛皮消 黑脈樺斑蝶。  

木蘭科 白玉蘭 青斑鳳蝶。 

十字花科 葶藶、蔊菜、高麗菜 臺灣紋白蝶、紋白蝶。  

酢醬草科 黃花酢醬草 沖繩小灰蝶。 

禾本科 竹子 鳳眼方環蝶。 

  

2.校園蝴蝶幼蟲數量記錄表 

 

 觀 察 時 間 

民國 97 年 民國 98 年 幼蟲數量 

 

植物名稱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總計

榆科 石朴            1 1 

桑科 榕樹     2       1 3 

蓼科 火炭母草           3 2 5 

玉蘭科 白玉蘭 6 10 8 5        4 33 

樟樹            3 3 樟科 

香楠            4 4 

異葉馬兜鈴   2 2 1      10 10 25 

大葉馬兜鈴           9 8 17 

港口馬兜鈴           7 9 16 

馬兜鈴科 

瓜葉馬兜鈴           3 3 6 

蔊菜          4 20 32 56 

葶藶          5 18 30 53 

十字 

花科 

高麗菜          10 22 33 65 

豆科 翅果鐵刀木            38 38 

酢漿草 

科 

黃花酢漿草  4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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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類 13 14 14 8 9 1     5 20 81 

賊仔樹   3 2       8 12 25 

食茱萸   1 1       5 6 13 

雙面刺            4 4 

芸香科 

過山香            3 3 

馬利筋 1 1 3 6 30 20 3      64 

薄葉牛皮消            3 3 

夾竹桃科 

華他卡藤            20 20 

竹子           6  6 禾本科 

觀音棕竹         2 1 2 6 11 

薑科 月桃            1 1 

 幼蟲數量 總計 20 29 31 24 42 21 3 0 2 20 118 256 566 

 

討論： 

     根據以上觀察記錄圖表發現：蝴蝶幼蟲以 98 年 4 月的 256 隻最多，其次為 98 年 3 月的

118 隻；97 年 12 月的 0隻最少，次少的為 98 年 1 月的 2隻和 98 年 2 月的 3隻。其他月份的

幼蟲數量介於 20 至 40 隻。由此可知，春季的幼蟲數量最多（紋白蝶和台灣紋白蝶），冬季的

幼蟲數量最少。 

 

研究五：飼養蝴蝶的幼蟲以瞭解蝴蝶的生活史。 

實驗一：使用芸香科植物柚子樹這種食草餵養無尾鳳蝶幼蟲，並使用數位相機拍下型態，記

校園蝴蝶幼蟲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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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觀察無尾鳳蝶的卵孵化過程、幼蟲蛻皮成長、幼蟲吐絲成蛹、幼蟲化蛹及羽化過程。        

1. 根據我們的飼養觀察，無尾鳳蝶的觀察記錄如下： 

※無尾鳳蝶飼養日記(九十七年五月八日至六月九日) 

   

97年 5月 8日於學校柚子樹上

發現無尾鳳蝶的卵 

97 年 5 月 11 日無尾鳳蝶卵剛

孵化幼蟲身長約 0.3 公分 

97 年 5 月 12 日第一次脫皮的

幼蟲身長約 0.6 公分(一齡幼

蟲) 

   

97 年 5 月 13 日幼蟲身長 0.8

公分 

97 年 5 月 14 日身長 0.8 公分 97 年 5 月 15 日第二次脫皮的

幼蟲身長 1.2 公分(二齡幼蟲)

   

97 年 5 月 18 日身長 1.5 公分

(三齡幼蟲) 

97 年 5 月 19 日身長 2公分 97 年 5 月 21 日身長 2.3 公分

(四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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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5 月 23 日脫皮成為終齡

幼蟲 

97 年 5 月 23 日身長 2.6 公分

(終齡幼蟲) 

97 年 5 月 24 日身長 3.1 公分 

   

97 年 5 月 25 日身長 3.2 公分 97 年 5 月 26 日身長 3.4 公分 97 年 5 月 27 日身長 3.8 公分 

   

97 年 5 月 28 日身長 4.1 公分 97 年 5 月 29 日準備化蛹時，

會爬到適當的地方，慢慢吐出

絲將身體固定在枝條上。 

97 年 5 月 29 日變成蛹，這是

「帶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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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5 月 30 日褐色的蛹 97年 6月 8日經過多天的等待

蛹漸漸變黑 

97年 6月 9日無尾鳳蝶破蛹而

出 

   

97年 6月 9日成蟲破蛹而出的

時間很快，會先停留在原地，

讓體液留進翅膀，使翅脈伸

展，等翅膀乾後才飛離。 

97 年 6 月 9 日，翅膀乾了想要

飛離飼養箱。 

97年 6月 9日漂亮的無尾鳳蝶

2.根據飼養的過程與研究記錄，我們發現無尾鳳蝶完整的生長歷程約 30 天左右。無尾鳳蝶完

整的生長紀錄如下： 

 

蝴蝶齡期 生長天數 體長範圍 特徵 

卵 2-3 0.2-0.5 通常把卵產在柑橘植物，卵呈圓球形、黃色，直徑約 1.2mm。

一齡蟲 2-3 0.3-0.4 孵化出來後吃掉自己的卵殼，一齡幼蟲身體褐色中帶有白

色，不是很明顯。 

二齡蟲 2-3 0.3-15 二齡幼蟲身體特徵很明顯，褐色中帶有白色，因為要欺敵

保護自己，而擬態成的「鳥糞狀」。 

三齡蟲 3-4 1.4-3 

四齡蟲 3-5 1.8-2.5 

三齡、四齡幼蟲身體一樣持續二齡的模樣，沒有特別的不

一樣。褐色中帶有白，顏色較深，身長較長。 

終齡幼蟲 3-4 2.5-4.5 終齡幼蟲，大變身為具有保護色的草綠色和之前擬態鳥糞

狀的模樣完全不一樣。全身呈綠色，帶褐色斑紋，胸部兩

側有用來嚇唬天敵的眼紋。 

蛹 6-9 1.5-1.9 蛹屬於「帶蛹」，有褐色、綠色兩種不同的顏色。 

成蟲  5.5-6.8 1.展翅約 70~80mm，翅膀主要有米黃色斑紋，下翅前緣有一

枚似眼狀斑，肛角有一塊紅褐色斑紋，無尾狀突起。 

2.喜歡在公園、庭院、山路旁花叢中吸食花蜜。 

實驗二：使用蘿蘿科馬利筋這種食草餵養樺斑蝶幼蟲，並使用數位相機拍下型態。並觀察樺

斑蝶的卵孵化過程、幼蟲蛻皮成長、幼蟲吐絲成蛹、幼蟲化蛹及羽化過程。 

※樺斑蝶飼養日記(九十七年九月月五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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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 9月5日學校馬利筋發

現卵 

97 年 9 月 6 日剛孵化的幼蟲

（一齡幼蟲） 

97 年 9 月 6日剛孵化的幼蟲，

身長約 0.4 公分 

   

97年 9月8日脫皮成為二齡

幼蟲 

97 年 9 月 8 日二齡幼蟲，身

長約 1.2 公分 

97 年 9 月 11 日蛻皮成三齡幼

蟲 

   

97 年 9 月 11 日三齡幼蟲身

長 2.3 公分 

97 年 9 月 15 日蛻皮成終齡幼

蟲 

97 年 9 月 15 日終齡幼蟲身長

3.8 公分 

   

97 年 9 月 19 日結成蛹 翠綠如翡翠顏色的蛹 97 年 9 月 27 日孵化成為樺斑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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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9 月 27 日漂亮的樺斑

蝶 

樺斑蝶在教室內飛行 飼養完後野放至校園 

2.根據飼養的過程與研究記錄，我們發現樺斑蝶完整的生長歷程約 20-25 天左右。樺斑蝶完

整的生長記錄如下： 

 

討論： 

1.從飼養觀察及蒐集到的資料得知，蝴蝶的一生成長週期如下表： 

蝴蝶齡期 生長天數 體長範圍 特徵 

卵 2-3 0.2-0.5 卵呈黃白色米粒狀 

一齡蟲 2-3 0.3-0.4 孵化出來後吃掉自己的卵殼 

二齡蟲 2-3 0.3-15 頭部開始出現黑色肉刺 

三齡蟲 3-4 1.4-3 幼蟲身體呈黑黃相間的警戒色，有六根黑色肉刺， 

四齡蟲 3-5 1.8-3.8 終齡幼蟲頭部黑色，頭頂板有白色環紋。體色為白色底

色佈有黑色環紋。 

蛹 6-9 1.5-1.9 蛹為垂蛹，蛹體藉尾部之懸絲器懸掛於絲墊固定物上，

蛹體大致成橢圓形。 

成蟲  5.5-6.8 1.翅膀底色呈黃褐色，外緣具有如蕾絲般的黑白兩色的

花邊。 

2.前翅翅頂黑色，其上佈有些許白斑，後翅中央有三個

黑斑。 

3.雄蝶並在三個黑斑後方有一個黑色性斑。 



 - 21 -

2.飼養觀察無尾鳳蝶後，我們發現無尾鳳蝶結蛹會有綠色和褐色的蛹。 

  

無尾鳳蝶綠色和褐色的蛹-

這個是飼養後發現竟然會

出現不同顏色的蛹。 

根據文獻，原來無尾鳳蝶的

蛹有褐色、綠色兩種不同的

顏色。幼蟲會根據最後棲息

成蛹的地方顏色演化成不

同的顏色。 

3. 無尾鳳蝶和樺斑蝶結蛹的差異： 

無尾鳳蝶－帶蛹 樺斑蝶－垂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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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蛹：除尾端固定在附著物上，還有一粗絲

帶圍繞支撐在背側。 

垂蛹：只有尾端一點固定在附著物上，其他

整個身體倒懸在半空中。 

陸、結論 

1.歷經一年八個月的調查，研究團隊發現校園中出現的蝴蝶共有 5科 60 種；春季的蝴蝶 

  隻（次）最多，夏、秋季的蝴蝶種類最多，冬季的蝴蝶種類和隻（次）都最少。 

2.研究團隊調查發現校園中的蝴蝶蜜源植物共有 16 種；蝴蝶食草共有 30 種。 

   3.研究團隊調查發現蜜源植物的花季會影響不同種類及數量的蝴蝶前來採蜜棲息；而蝴蝶 

     對蜜源植物的選擇並非專一，而是有喜好的先後次序。蝴蝶食草上的幼蟲數量變化情形 

     和主要蜜源植物的開花季節而吸引蝴蝶來的種類和數量變化情形是呈正比的，故若要成 

     功經營蝴蝶棲地，蜜源、食草、環境是三者缺一不可。    

4.研究團隊從觀察飼養過程中發現，兩種蝴蝶的四個成長週期約一個多月。在幼蟲期中 

  觀察到，幼蟲在成長發育過程中會有蛻皮的現象；當無尾鳳蝶幼蟲感覺被驚擾時，會伸 

  出臭角並散發出難聞的臭味。在蛹期中發現，蛹的型態有帶蛹（無尾鳳蝶）和垂蛹（樺 

  斑蝶）兩種；此外，蛹體會隨著當時結蛹的環境而有綠色和褐色兩種保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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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02 

觀察得很詳細，將來可以從觀察所得到的結果思考可以深入

的問題，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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