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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了两种襟粉蝶，下面多
花点笔墨，讲一下关于黑纹粉蝶的
故事。因为，对于这种蝴蝶，我不
仅拍到了它的照片，还“考证”了它
的命名，甚至还亲眼目睹了一个非
常有趣的场景。

黑纹粉蝶属于常见蝴蝶，但这种
蝴蝶的名字却有好几个，令我这个蝴蝶

初学者一度十分费解。作为博物爱好者，
确认一个物种的名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

只有把名字搞明白了，才能按“名”索骥，进一步
了解该物种。但是，同为分布在华东地区的黑纹
粉蝶（拉丁文学名：Pieris melete）却在不同的专业
书籍中具有不同的名字。

我手头的《中国蝴蝶图鉴》《浙江天目山蝴蝶
图鉴》与《南京蝴蝶生态图鉴》，都采用“黑纹粉
蝶”这个名字。同时，《南京蝴蝶生态图鉴》还注
明：黑纹粉蝶，别名“褐脉菜粉蝶”。林海伦老师
则在文章中说，现在常说的黑纹粉蝶，在《浙江蝶
类志》中名为“暗脉菜粉蝶”。不过，《上海蝴蝶》
一书中却没有“黑纹粉蝶”，但是有“华东黑纹菜
粉蝶”（Pieris latouchei），其中文名与拉丁名均与
前述黑纹粉蝶不同。但是，我看书上的图片，却
实在看不出“华东黑纹菜粉蝶”与黑纹粉蝶有何
不同。后来才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到，所谓“华
东黑纹菜粉蝶”（也有叫“华东黑纹粉蝶”的）就是
黑纹粉蝶，之所以又取了一个名字，是因为《上海
蝴蝶》的编著者采纳了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华东
地区的黑纹粉蝶应该是一个独立物种，才另外取
名，以示区分。

在宁波，黑纹粉蝶发生很早，在二三月间就
已从蛹羽化为成虫，因此是一种早春即可见到的
蝴蝶。2021年2月19日，在海拔约600米的四明
山高山上，天气寒冷，我见到了一只刚出来的黑
纹粉蝶，可惜它的翅膀没能打开，而是皱在一起，
说明羽化失败。2022年3月中下旬，在龙观的四
明山中，才多次见到鲜活的黑纹粉蝶，特别是在
白花碎米荠成片开放的地方见到好多。

黑纹粉蝶为体形中等的粉蝶，翅展宽度46-
56毫米，和菜粉蝶近似或略大。本种分春型与夏
型。据书上描述，其春型个体稍小，翅略细长，黑
色部分色深；夏型体较大，体色稍浅且明显。我
尚未见过夏型的黑纹粉蝶，而近日在四明山观察
到的春型特征为：雄蝶双翅正面看上去很白，深
色翅脉较细，而反面的翅脉颜色较深；而雌蝶不
论翅正反面，翅脉都显得更加黑而且粗，雌蝶后
翅反面呈鲜亮的黄色。

林海伦说：“这种粉蝶的春型形态与夏型有
很大差异，春型的雌蝶非常漂亮。黑纹粉蝶雌蝶
反面，深色的脉纹明显且翅面黄色很浓艳，这在
夏型个体上是见不到的。由于黑纹粉蝶只生活
在山区环境中，幼虫多数以白花碎米荠的嫩叶作
为食物，平原地区是看不到这个种类的。”

2021年3月底，在山里，我先拍到了黑纹粉
蝶雌蝶在产卵，后在白花碎米荠的花丛中发现一
幕难得一见的场景：一只雌蝶停歇在花下，高高
翘起腹部，这动作是表示它已经交尾过了，拒绝
与其他任何雄蝶亲近。但奇怪的是，此时仍有3
只雄蝶丝毫没领会这个很明显的意思，依旧争先
恐后地飞过来，围着雌蝶前前后后扑闪着翅膀，
大献殷勤，拼命“骚扰”，欲与之交尾。但雌蝶丝
毫不为所动，始终高高翘着腹部，表示“严词拒
绝”，众雄蝶扑腾良久，没有任何成效，最后都悻
悻飞走。

讲完了故事，再发几句感慨。我以前不注意
观察蝴蝶，见到白色的蝴蝶，就称之为菜粉蝶。
其实，当在山里看到一只白蝴蝶在快速飞舞的时
候，有时是难以给它马上定种的，它可能是菜粉
蝶，也可能是东方菜粉蝶，或黑纹粉蝶，或橙翅襟
粉蝶的雌蝶……若以稍远的距离观看，甚至会把
凤蝶科剑凤蝶属的蝴蝶也误认为是菜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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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春气和暖，
山花烂漫，蝴蝶也
逐渐多了起来。关
注宁波的蝴蝶多样
性，寻找、拍摄这些
美丽的“会飞的花
朵”，是我今年自然
观察与摄影的主要
目 标 。 而 有 些 蝴
蝶，一年仅发生一
代，它们的成虫只
能 在 春 天 被 观 察
到，一旦错过三四
月份这个黄金时间
段，基本上就只能
等待明年春天了。
因此，近日我去四
明山特别勤，一边
观花，一边寻蝶。

在这里，就为大
家重点介绍 3 种典
型的春蝶，均为粉
蝶，即橙翅襟粉蝶、
黄尖襟粉蝶和黑纹
粉蝶。前两种是仅
在春天可见，后一
种虽然一年可发生
（相当于繁殖）多
代，但分春型与夏
型，春型的黑纹粉
蝶更漂亮。

从2月下旬至今，我在本
地见到了近20种蝴蝶。这个数字低于
早先的预估，其原因可能在于，最近一个月气温
起伏太大，特别是3月中下旬，受冷空气影响，宁
波多阴雨低温天气，这大大抑制了蝴蝶的活动。
根据我的经验，当最高气温低于15℃且又是阴
天的话，在野外见到蝴蝶的概率将大大下降。

今年春节后我第一次见到蝴蝶，是在2月
25日，那天我到四明山里，原想拍一些野花，谁
知到了之后发现，多数野花还只是花苞。下午
沿古道下山的时候，忽见一只琉璃蛱蝶从身旁
飞过，它很快停在路面上，张开了翅膀一动不
动，似乎在享受温暖的阳光。此后几天，我在山
里又见到了朴喙蝶、黄钩蛱蝶、大红蛱蝶、美眼
蛱蝶等，跟琉璃蛱蝶一样，它们也都是能以成虫
越冬的蝴蝶，所以只要气温一升高，就会从躲藏
的地方飞出来。

到了3月，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蝴蝶也越来
越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种，我还见到了菜粉
蝶、东方菜粉蝶、宽边黄粉蝶、东亚豆粉蝶、蓝灰
蝶、碧凤蝶、蓝凤蝶、曲纹蜘蛱蝶、剑凤蝶等。这
些蝴蝶除剑凤蝶外，一年中大部分时候都可以见
到。剑凤蝶也是一年只发生一代的蝴蝶，很漂
亮，而且比较稀有，可惜我只是见到过一眼，
并没有拍到，因此这里只好一笔带过。

接下来先“有请”橙翅襟粉蝶和黄尖
襟粉蝶亮相。对于这两种美丽的粉蝶，
我很久以前就在宁波的蝴蝶专家林海伦
老师的图文里见过，但从未在野外遇见
过。3月24日，我去四明山拍野花视频，
下山的时候已是16时许，驱车路过清源溪

畔，看到右边山脚的空地上有一大片盛开的
刻叶紫堇（宁波最常见的早春野花之一），它们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无数淡紫的小花随风轻
摇。我忍不住下车，拿起相机拍摄。此时忽见
一抹鲜亮的橙黄在花丛中一闪而过，定睛一瞧，
呀，可不是橙翅襟粉蝶的雄蝶嘛！心中大喜，立
即蹲了下来，用长焦镜头瞄准了这小小的粉
蝶。所幸它正忙着吸取花蜜，常会在一朵花上
停留好几秒钟，因此得以让我从容地观察、拍
摄。

论大小，橙翅襟粉蝶比最常见的菜粉蝶略
小，其雄蝶特征特别明显：前翅的正面除了边缘
黑色、且中央有黑斑外，几乎全部是显著的橙黄
色；后翅正面为灰白色，反面密布棕褐色的云状
斑纹，很有迷彩效果。而雌蝶双翅的正面均以
白色为主，后翅特征与雄蝶相似。因此，不留
心的话，有可能会把橙翅襟粉蝶的雌蝶误认
为是菜粉蝶。

在宁波，橙翅襟粉蝶是一种比较少见
的珍稀蝴蝶。我看到新闻报道称，在南
京，这种蝴蝶被称为“南京最美粉蝶”，还
入选“南京十大名蝶”。依我看，在宁波，
橙翅襟粉蝶也绝对配得上“宁波最美粉
蝶”的称号。

几天后，在山里我见到了相对常见的
黄尖襟粉蝶，巧的是，当时这只蝴蝶也是在

刻叶紫堇的花丛中活动。黄尖襟粉蝶雄蝶
的前翅正面也有橙色斑（雌蝶无），但是橙色的
范围远小于橙翅襟粉蝶，只分布在翅膀的顶角
处。这两种襟粉蝶的区别还在于，橙翅襟粉蝶
的前翅轮廓比较圆润，而黄尖襟粉蝶的前翅顶
角处呈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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