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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视觉和嗅觉信息在白带锯蛱蝶雌蝶识别异性中扮演的作用，从而加深对性二型蝶类两性交流机

制的认识。［方法］在网室内分别悬挂白带锯蛱蝶雄蝶和雌蝶的真实翅模型、打印的翅模型和活蝴蝶模型，记录雌

蝶对以上模型的访问次数。［结果］表明：仅有视觉或嗅觉信号存在时，雌蝶对雄蝶模型访问次数均大于雌模型。

雌蝶对雌雄翅和纸模型访问平均次数均有显著差异，说明雌蝶仅靠视觉信息能够辨别雌雄。雌蝶对雌雄嗅觉模型

访问平均次数有显著差异，说明雌蝶仅靠嗅觉信息能够辨别雌雄。视觉和嗅觉信息均存在时，雌蝶对正常雄蝶访问

平均次数多于雄蝶视觉和嗅觉模型，且对３种雄蝶的平均访问次数有显著差异，说明雌蝶识别雄蝶时偏好２种信息
的综合作用。［结论］白带锯蛱蝶雌蝶利用视觉或嗅觉信息均能识别雌雄两性，雌蝶在识别两性时较偏爱同时有视

觉和嗅觉信息的雄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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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交配系统中，物种选择配偶时必须定位
和识别不同质量的个体。准确、高效的识别和评估

配偶需要不同物种个体根据其交配环境利用合适的

交配信号和感官通道。此外，动物可能进化出通过

多种感官信号来识别配偶以应对波动的和多样化环

境［１－２］。昆虫识别配偶的关键信号可能通过视

觉［３－５］、嗅觉［６－８］、听觉［９－１１］和触觉信号等途径来传

达［１２］。视觉信号可能涉及色彩、翅大小、运动模式

和形状等［１３－１４］。嗅觉信号是由雄性或雌性释放的，

以吸引配偶或同种个体，在近距离或远距离发挥作

用的挥发物［１５－１７］。

蝶类的两性交流涉及在配偶识别和不同选择阶

段使用多个信号，从而构成复杂的场景。蝶类求偶

一般是雄蝶追求雌蝶，雄蝶主动而雌蝶被动。求偶

中的蝶类发现同类后，通常会上前追逐（即开始求

偶），雄蝶的该行为通常都是靠视觉而非嗅觉或其他

因素引起［１８－１９］；而在追逐的过程中通过视觉、嗅觉

或触觉等信息辨别同类及异性配偶［２０］。蝴蝶在广

泛的可见光谱范围内有良好的色彩辨别能力［２１］，很

多蝶类的翅除了有多彩的颜色外，还有反射紫外线

的能力［２０，２２］。菜粉蝶（ＰｉｅｒｉｓｒａｐａｅｒａｐａｅＬ．）雌雄蝶
在翅颜色上有差异，雄蝶靠视觉区别雌雄两性［２３］。

雄性灰蝶（ＺｉｚｅｅｒｉａｍａｈａａｒｇｉａＭéｎéｔｒｉèｓ）不能仅依
靠视觉来辨别异性，因为雌雄蝶的翅下表面反射模

式几乎相似，雄蝶通过嗅觉辨别雌雄蝶［１９，２４］。在蝶

类中，雄蝶在求偶过程中的两性识别阶段对视觉和

嗅觉等信号的利用有较多报道［２３－２４］，但雌蝶利用何

种信号来辨别雌雄两性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以白带锯蛱蝶为对象探究雌蝶种内识别

时对视觉和嗅觉信号的利用。白带锯蛱蝶（Ｃｅｔｈｏｓｉａ
ｃｙａｎｅｃｙａｎｅＤｒｕｒｙ）（鳞翅目：蛱蝶科）又名泰裙纹蛱
蝶、齿缘白带蛱蝶和紫白蝶等，国内分布于云南、广

东、广西、四川和海南等，国外分布于中南半岛和印

度尼西亚［２５］。成虫中型，雌雄异型。幼虫寄主为西

番莲科（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蒴莲属（Ａｄｅｎｉａ）的三开瓢
（Ａ．ｃａｒｄｉｏｐｈｙｌｌａ（Ｍａｓｔ．）Ｅｎｇｌ）和滇南蒴莲（Ａ．ｐｅｎ
ａｎｇｉａｎａ）［２６］。目前，有关白带锯蛱蝶的研究主要有
生物学特性［２７－２８］、种群生命表［２９］、其幼虫和蛹的营

养成分［３０］、觅食过程中对视觉和嗅觉信号的利用途

径［３１］、生物地理学及系统分类学［３２］等。但未见有

关白带锯蛱蝶利用何种信号识别同类及异性的

报道。

本研究通过探究视觉和嗅觉信息在白带锯蛱蝶

雌蝶的异性识别扮演中的作用，以及探讨：（１）雌蝶
是否可仅靠视觉信息识别雌雄两性；（２）雌蝶是否
可仅靠嗅觉信息识别雌雄两性；（３）雌蝶是否较偏
爱同时有视觉和嗅觉信息的雄蝶。以期为深入了解

性二型蝶类两性交流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在云南省元江县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元

江试验站（１０２°００′Ｅ，２３°３６′Ｎ）进行。海拔４００ｍ，
年平均气温 １９ ２０°Ｃ，年平均降水量 ５００ ６００
ｍｍ，属于干热气候。
１．２　试验材料

白带锯蛱蝶来自元江试验站人工养殖的种群。

幼虫饲喂寄主植物三开瓢，在（２７±２）℃，光照条件
为１３Ｌ∶１１Ｄ，湿度为６０％的条件下饲养。行为实验
所用成虫均为羽化第３ ４天未交配的成虫（雌雄
成虫均能够在羽化第２天交配）。

雌雄蝶视觉模型。翅模型：将羽化当天的成虫

处死，放置３０ｄ后用镊子将翅小心取下，分别将雌
雄翅按照背腹面粘在黑色塑料条上（２．０ｃｍ×０．６
ｃｍ），翅处于平展状态，再粘上黑色假触角。打印的
彩色纸模型：将制作的翅模型用复印机扫描后，再用

喷墨相片纸打印出来，按照翅轮廓剪裁而成。

雌雄蝶嗅觉模型：实验开始前１２ｈ将羽化４ｄ
的雌雄蝶翅背面用双面胶粘牢，翅合拢仅露出腹面

颜色，然后用黑色记号笔将雌雄腹面颜色涂成黑色。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视觉模型试验　在４ｍ×２ｍ×２ｍ的网室
内分别悬挂白带锯蛱蝶雄蝶和雌蝶的翅模型各 ２
个，２模型间距４０ｃｍ，模型距网室顶部１５ｃｍ。网室
内放入３０只羽化３ ４ｄ的未交配雌蝶，每次观察
２０ｍｉｎ，记录在此期间雌蝶对雌雄模型的接近（雌蝶
朝模型飞来，进入以模型为圆心，半径 ２０ｃｍ的区
域，不接触模型，时间不少于２ｓ）和触碰行为（雌蝶
触碰到模型），观察时间为雌蝶较活跃和求偶交配较

多的１５：００—１８：００，雌雄模型均重复４次。
为进一步排除气味等信息的影响，用打印的雌

雄蝶彩色纸模型代替翅模型，重复以上实验。所用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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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为３０只羽化３ ４ｄ的未交配雌蝶，每次观察
２０ｍｉｎ。雌雄模型均重复４次。访问次数为接触和
触碰模型次数之和。

１．３．２　嗅觉模型试验　在４ｍ×２ｍ×２ｍ的网室
内分别悬挂雄蝶和雌蝶嗅觉模型（活蝴蝶，翅处于合

拢状态）各２个，２模型间距４０ｃｍ，模型距网室顶部
１５ｃｍ。网室内放入３０只羽化３ ４ｄ的未交配雌
蝶，每次观察２０ｍｉｎ，记录在此期间雌蝶对模型的接
近和触碰行为，观察时间为１５：００—１８：００。雌雄模
型均重复４次。
１．３．３　视觉 ＋嗅觉模型试验　在４ｍ×２ｍ×２ｍ
的网室内分别悬挂正常雄蝶和雌蝶（均为羽化４天
的活蝴蝶，用线轻轻系在成虫腹部将其悬挂，此时飞

行行为与自由飞行相比无明显差异）各２个，２只蝴
蝶间距４０ｃｍ，距网室顶部 １５ｃｍ。网室内放入 ３０
只羽化３ ４ｄ的未交配雌蝶，每次观察２０ｍｉｎ，记
录在此期间雌蝶对正常蝴蝶的接近和触碰行为，观

察时间为１５：００—１８：００。雌雄蝶均重复４次。
１．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绘图，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差异性检验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计算方法参考文献［３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白带锯蛱蝶雌蝶识别两性时对视觉信号的利用

排除白带锯蛱蝶雌雄成虫气味信息后，雌蝶对

雄蝶模型（翅和纸模型）访问次数均大于雌模型，对

雄蝶和雌蝶翅模型访问次数均大于相应的纸模型

（图１）。雌蝶对雌雄翅模型访问平均次数有显著差
异（Ｚ＝－２．３２３，Ｐ＝０．０２０）；雌蝶对雌雄纸模型访
问平均次数有显著差异（Ｚ＝－２．３２３，Ｐ＝０．０２０），
说明白带锯蛱蝶雌蝶仅靠视觉信息能够辨别雌雄。

２．２　白带锯蛱蝶雌蝶在识别两性时对嗅觉信号的
利用

　　排除白带锯蛱蝶视觉信息仅留下雌雄成虫的气
味信息时，雌蝶对雄蝶气味模型的访问平均次数多

于雌蝶（图２）。雌蝶对雌雄嗅觉模型访问平均次数
有显著差异（Ｚ＝－２．３６６，Ｐ＝０．０１８），说明白带锯
雌蝶仅靠嗅觉信息能够辨别雌雄。

２．３　白带锯蛱蝶雌蝶在识别两性时对视觉和嗅觉
信号利用权重

　　白带锯蛱蝶雄蝶的视觉和嗅觉信息均存在时，
雌蝶对正常雄蝶的访问平均次数多于雄蝶翅和嗅觉

图１　白带锯蛱蝶雌蝶对雌雄翅和纸模型访问次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ｗｉｎｇｅｄａｎｄｐａｐｅｒ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Ｃｅｔｈｏｓｉａｃｙａｎｅｃｙａｎｅ

图２　白带锯蛱蝶雌蝶对雌雄嗅觉模型访问次数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Ｃｅｔｈｏｓｉａｃｙａｎｅｃｙａｎｅ

模型，对雄蝶翅和嗅觉模型访问平均次数基本无差

异（图３）。雌蝶对正常雄蝶的平均访问次数与雄蝶
翅模型（Ｚ＝－２．３２３，Ｐ＝０．０２０）和嗅觉模型（Ｚ＝
－２．３０９，Ｐ＝０．０２１）相比均有显著差异，说明雌蝶
识别雄蝶时偏好两种信息的综合作用。

图３　白带锯蛱蝶雌蝶对３种雄蝶模型访问次数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ｅｔｈｏｓｉａｃｙａｎｅｃｙａｎ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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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蝴蝶羽化后进入成虫期，首要任务便是完成交

配产卵等生殖过程，交配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雌雄

蝶如何识别同种异性配偶，以防止错误交配。蝴蝶

在求偶过程中可通过视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方式识

别异性配偶。本研究发现白带锯蛱蝶雌蝶可同时利

用视觉和嗅觉信息识别雌雄两性。在昆虫中，同时

利用多种信号识别配偶较常见，如视觉和嗅觉信息

在雌性丛林斜眼褐蝶（ＢｉｃｙｃｌｕｓａｎｙｎａｎａＢｕｔｌｅｒ）选择
配偶时扮演同等重要的作用［３４］。雄性猎狼蛛

（Ｓｃｈｉｚｏｃｏｓａ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的视觉和振动信号
都足以导致成功交配，而雌性交配时偏好同时展现

两种信号的雄性［３５］。

白带锯蛱蝶雌蝶利用视觉或嗅觉信息均能辨别

两性，这种双保障机制在雌蝶交配中有重要作用。

该蝶成虫寿命较短（一般小于１０ｄ），因此，准确识
别异性配偶完成交配至关重要。仅通过视觉信号常

常无法准确判断配偶，导致雄蝶追逐错误的对象，而

嗅觉信号可能受到风和温度的影响而变化［１４］，同时

依靠２种信息准确识别配偶的概率比仅靠一种信息
的大。本研究还发现，羽化４ｄ后的雄蝶翅鳞片经
常脱落和破损，改变了翅视觉信息，此时雌蝶识别雄

蝶可能更多地依靠嗅觉信息。因此，当一种信号不

起作用时，另一种信号还可以替代和补充，以完成交

配过程。

白带锯蛱蝶雌蝶对雄蝶和雌蝶翅模型访问次数

均大于相应的纸模型（图１），可能是打印的翅纸模
型与真实的翅差异造成的。纸模型与真实翅相比，

不仅亮度减少，还缺少紫外反射能力（未发表数

据），这些都可能减少纸模型对雌蝶的吸引力。

在动物交流中同时使用多个信号是常见的，研

究者提出了几种假说以解释在求偶示爱中不同信号

的进化［１，３６］。多通路的信号可能会提供给接收者有

关配偶质量的信息（多重信息假说）；或者提供相同

的信息，增加物种评估的准确性和质量（备份假

说）［３７－３８］；亦或在物种识别和配偶评估方面均发挥

作用（物种识别）［３９］。本研究发现，雌蝶利用视觉或

嗅觉信息均能识别两性，符合物种识别假说，且视觉

和嗅觉所起的作用相同，均是给雌蝶辨别雌雄提供

依据，并增加雌蝶辨别两性的准确度，因此，也符合

备份假说。

白带锯蛱蝶雌蝶识别两性所利用的视觉信号包

括翅大小、颜色和紫外反射能力，具体利用哪种信号

有待验证。雌蝶识别两性所利用的嗅觉信号主要是

身体挥发物，雌雄身体挥发性化合物已测出（未发表

数据），从组成和含量上看雌雄差异较小，仅有雪松

醇ｃｅｄｒｏｌ为雌蝶特有。行为实验表明，雪松醇在雄
蝶识别雌蝶过程中发挥作用（未发表数据），那么雪

松醇是否为雌蝶识别雌蝶的依据还有待验证，是否

还有其他化合物参与雌蝶识别两性的过程仍有待

验证。

４　结论
白带锯蛱蝶雌蝶利用视觉或嗅觉信息均能识别

雌雄两性，雌蝶在识别两性时较偏爱同时有视觉和

嗅觉信息的雄蝶。这种双保障机制在雌蝶交配中有

重要作用，同时依靠２种信息准确识别配偶的概率
比仅靠一种信息的大，有利于雌蝶在多变的环境中

快速识别合适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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