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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蝶类新记录 2 属 11 种 2 亚种记述( 鳞翅目:凤蝶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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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产于云南的中国蝴蝶 2 个新记录属、11 个新记录种和 2 个新记录亚种: 新记录属为弄蝶科

Hesperiidae的拟梳翅弄蝶属 Tapena Moore，［1881］和绿脉弄蝶属 Pirdana Distant，1886;新记录种为弄蝶科的拟梳翅

弄蝶 Tapena thwaitesi Moore，［1881］、绿脉弄蝶 Pirdana hyela ( Hewitson，1860 ) 和奕弄蝶 Iton semamora ( Moore，

［1866］) ，灰蝶科 Lycaenidae的指名锉灰蝶 Allotinus fallax C． ＆ R． Felder，［1865］、珂云灰蝶Miletus croton ( Doherty，

1889) 、大银线灰蝶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 ( Elwes，［1893］) 、塔燕灰蝶 Rapala tara de Nicéville，［1889］、罗燕

灰蝶 Rapala rhoecus de Nicéville，1895 和斯燕灰蝶 Rapala stirni Saito ＆ Inayoshi，2018，蛱蝶科 Nymphalidae的蜡带蛱

蝶 Athyma larymna ( Doubleday，［1848］) 和柬蜡蛱蝶 Lasippa camboja ( Moore，1879) ;新亚种是弄蝶科的布氏秉弄蝶

北越亚种 Pintara boweingi colorata Devyatkin，1998 和蛱蝶科的箭环蝶北越亚种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 Brooks，

1949。所有种类附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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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cords of Butterflies from China ( Lepidoptera: Papilionoidea) :

Two Genera，Eleven Species and Two Subspecies

ZHANG Huihong1，ZHU Jianqing2，LIU Wanlu3，JIANG Zhuoheng4，XU Yan5，HU Shaoji6，7*

( 1． School of Agriculture，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2． Shanghai Zoo，Shanghai 200335，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Forest Ecology，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Mengla，

Yunnan Province 666303，China; 4． School of Life Sciences，Westlake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4，China; 5． Menglun Station

of Xishuangbann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Mengla，Yunnan Province 666303，China; 6．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Eco-Securit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7． 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Transboundary Eco-Secur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Two genera，eleven species and two subspecies of butterflies we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Yunnan Prov-

ince，China． The two genera are Tapena Moore，［1881］and Pirdana Distant，1886 of Hesperiidae． The eleven species are

Tapena thwaitesi Moore，［1881］，Pirdana hyela ( Hewitson，1860) and Iton semamora ( Moore，［1866］) of Hesperiidae，

Allotinus fallax C． ＆ R． Felder，［1865］，Miletus croton ( Doherty，1889 ) ，Cigaritis ( Spindasis ) maximus ( Elwes，

［1893］) ，Rapala tara de Nicéville，［1889］，Rapala rhoecus de Nicéville，1895，and Rapala stirni Saito ＆ Ina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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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of Lycaenidae，Athyma larymna ( Doubleday，［1848］) and Lasippa camboja ( Moore，1879 ) of Nymphalidae． The

two subspecies are Pintara boweingi colorata Devyatkin，1998 of Hesperiidae，and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 Brooks，

1949 of Nymphalidae． Brief descriptions and comparisons of the new record species and subspecies with similar species are

given．

Keywords: Hesperiidae; Lycaenidae; Nymphalidae; new records; Yunnan

云南省是蝶类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特别是

南部的地形复杂、植被丰茂，属热带季雨林气候，具

有很高的蝶类物种多样性，近年来有不少的蝴蝶新

种及新记录种被描述并发表 ( Hu，2009; 胡劭骥，

2009; 胡劭骥，张鑫，2010; 胡劭骥等，2012; Huang

et al.，2017;张晖宏等，2020) 。

2017—2020年对云南省各地进行了多次调查

( 2017 年 3 月 15—20 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弥勒县; 2017 年 4 月 29 日，昆明市禄劝县; 2017 年

12月 14—20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和勐腊

县; 2020年 3月 28—31 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

腊县; 2020 年 6 月 28 日—7 月 6 日，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河口县; 2020 年 9 月 24—30 日，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 2020 年 10 月 2—7 日，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 2020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6 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发现了

2 属 11 种 2 亚种未载入中国蝴蝶专著 ( 李传隆，

1995; 周尧，1999; 王敏，范骁凌，2005; 陈明勇，

2012; Lang，2012; 袁峰等，2015; 武春生，徐堉峰，

2017;朱建青等，2018) 及近年发表文章( 毛本勇，杨

自忠，2000; 周尧等，2000，2001a，2001b，2002; 陈明

勇，2001; 杨自忠等，2001，2002; 周尧，袁向群，

2001;徐中志等，2002; Huang，2003; 王志国，2005;

Huang et al.，2017; Zhang ＆ Hu，2018; 张晖宏等，

2020) 的中国蝴蝶新记录。

本文报道并详细描述了中国蝴蝶新记录 2 属

11 种 2 亚种。其中，拟梳翅弄蝶属 Tapena Moore，

［1881］和绿脉弄蝶属 Pirdana Distant，1886 为中国

蝴蝶新记录属; 11 种蝴蝶包括 3 种弄蝶: 拟梳翅弄

蝶 Tapena thwaitesi Moore，［1881］、绿脉弄蝶 Pir-

dana hyela ( Hewitson，1860) 和奕弄蝶 Iton semamo-

ra ( Moore，［1866］) ，6 种灰蝶: 指名锉灰蝶 Alloti-

nus fallax C． ＆ R． Felder，［1865］、珂云灰蝶 Mile-

tus croton ( Doherty，1889 ) 、大银线灰蝶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 ( Elwes，［1893］) 、塔燕灰蝶

Rapala tara de Nicéville，［1889］、罗燕灰蝶 Rapala

rhoecus de Nicéville，1895 和斯燕灰蝶 Rapala stirni

Saito ＆ Inayoshi，2018，以及 2 种蛱蝶: 蜡带蛱蝶

Athyma larymna ( Doubleday，［1848］) 和柬蜡蛱蝶

Lasippa camboja ( Moore，1879) ; 2 个蝴蝶新亚种分

别是弄蝶科 Hesperiidae 的布氏秉弄蝶北越亚种

Pintara boweingi colorata Devyatkin，1998 和蛱蝶科

Nymphalidae 的箭环蝶北越亚种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 Brooks，1949。本文的物种中文名均

参考《世界蝴蝶分类名录》( 寿建新等，2006 ) 。本

文中的引证标本均表明采集人全名，保藏机构

( 者) 名称的首字母大写标注于采集人之后的括

号内。

缩写词:

HSJ:胡劭骥私人收藏;

JZH:蒋卓衡私人收藏;

SFU:西南林业大学馆藏;

ZHH:张晖宏私人收藏。

1 弄蝶科

1. 1 拟梳翅弄蝶 Tapena thwaitesi Moore，［1881］

(图版 I: 1，2;图版 III: 1)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粗而短。胸部及腹

部的背腹面均为棕黑色，下唇须棕黑色;触角细长，

末端膨大且弯曲成钩状。

雄性:前翅长 16 mm。前翅短阔，顶角尖锐，外

缘 CuA1脉处圆弧状突出;背面棕黑色，前缘中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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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枚紧密排列的小透明条形斑，亚顶角 R3至 R5室

内各有 1 枚小的透明条形斑，相互紧密排列，翅基

区中室、CuA1及 CuA2室内各有 1 枚黑色圆斑，中域

具 1 枚形状不规则的大黑斑; 腹面棕色，各黑斑较

小，其他斑纹同背面。后翅狭长，外缘 CuA1脉末端

突出成角;背面棕黑色，中室端部具 1 枚透明方形

斑，Rs室近基部有 1 枚稍小的透明半圆形斑，中域

散布数枚形状不规则的黑斑; 腹面棕色，斑纹似背

面。全翅缘毛长，棕黑色。

雄性外生殖器: 背兜约 1. 5 倍长于钩形突，两

侧中间内凹。钩形突背面观近矩形，末端具 1 个粗

短的突起。颚形突发达，呈骨质化，上弯至钩形突

末端，外侧具细齿。抱器背略呈弧形; 抱器内突呈

骨质化，向外伸长，基部下缘具 2 个较长的尖突，外

侧下缘呈内弧状，上面具细齿，末端下弯呈钩状;抱

器端向外呈指状突起。阳茎较直，长度短于抱器，

具 2 个呈钩状的角状突。阳茎轭片呈纤细的

“V”型。

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雌性斑纹似雄蝶，仅

翅形较阔，翅色较浅( Inayoshi，2021) 。

已知分布:缅甸，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 Savela，1990; Osada et al.，1999; Ek-

Amnuay，2012;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云南省勐腊县勐远，2020-Ⅲ-28，

850 m，张晖宏，［ZHH］。

本文中的标本应为拟梳翅弄蝶北缅亚种 Tape-

na thwaitesi minuscula Elwes ＆ Edward，1897( Elwes

＆ Edward，1896; Savela，1990) 。

1. 2 布氏秉弄蝶北越亚种 Pintara boweingi colora-

ta Devyatkin，1998(图版 I:3，4;图版 III:2)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粗而长。胸部背面

棕黑色，腹面橘黄色，下唇须棕黑色，腹部棕黑色与

橘黄色相间;触角细长，末端膨大且弯曲成钩状。

雄性:前翅长 24 mm。前翅狭三角形，顶角尖

锐，外缘向外弓出，后缘平直; 背面棕黑色，具蓝紫

色光泽，中域沿翅脉布有白色线纹，中室端部具

1 枚白色方形斑，顶角具 5 枚白点，呈“S”形排列，

外缘近后角具 4 枚弧形排列的白斑，其中 M3室及

CuA1室内的较大白斑为矩形; 腹面深棕色，后缘灰

黄色，斑纹似背面; 缘毛短，深棕色。后翅阔，略呈

方形，外缘中部向外弓出; 背面棕黑色，R1及 Rs 室

内各有 1 枚黑色长椭圆形斑，并围有灰黄色边缘，

中域及后缘具大片橘黄色区域，中室内具 1 枚黑色

圆斑，外缘嵌有数枚黑色长椭圆形斑，其中 CuA2室

内的 2 枚黑斑显著内移，外缘各室深棕色，呈三角

形嵌入橘黄色区域; 腹面斑纹似背面，但黄色区域

的颜色较浅; 缘毛短，M1室之前为棕黑色，之后为

橘黄色。

雄性外生殖器:背兜较短，背部不平整;钩形突

约 1. 4 倍长于背兜，基半部高厚，端半部呈细长的

指状。颚形突短，呈骨质化，上弯，表面密布细齿。

囊形突极短。抱器背大;抱器呈矩形，向上突起，外

缘具细锯齿，末端具 1 个向上的尖锐刺突; 抱器腹

侧平直;抱器端近矩形，向外伸长，末端外缘具细锯

齿，上方和下方均呈尖状。阳茎长度短于抱器，末

端向上弯曲，顶端具刺状突起，具 2 个呈钩状的角

状突。阳茎轭片较小，呈“V”型。

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文献中亦未记录

雌性。

已知分布:越南( Savela，1990; Devyatkin，1998;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云南省河口县马格，2020-Ⅸ-26，

160 m，张晖宏，［ZHH］。

1. 3 绿脉弄蝶 Pirdana hyela ( Hewitson，1860 )

(图版 I: 5 ～ 8;图版 III: 4)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粗而长。胸部及腹

部背面蓝绿色，胸部腹面浅黄色，腹部黄色与黑色

相间，下唇须橘黄色;触角细长，末端膨大且弯曲成

钩状。

雌性:前翅长 23 mm。前翅狭长，顶角尖锐，外

缘向外弓出，后缘平直;背面黑色，近基部具蓝紫色

光泽，无明显斑纹; 腹面黑色，具蓝紫色光泽，后缘

灰黄色，前缘及翅脉蓝绿色;缘毛短，棕黑色。后翅

短而阔，臀角向外呈圆弧状突起;背面黑色，近基部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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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蓝紫色光泽，臀角处翅缘橘黄色;腹面黑色，具蓝

紫色光泽，翅脉草绿色，臀角处翅缘橘黄色;臀角处

缘毛长，橘黄色，其余短，棕黑色。

雌性生殖器: 肛突近长三角形。后表皮突短。

前阴片“U”型分裂;后阴片近梯形，外缘波状，密布

细毛。囊导管轻微骨质化，细短。交配囊长椭圆

形，膜质，无交配囊片。

本研究中未见雄性标本。雄性斑纹似雌性，仅

翅形较短，背面缺乏蓝紫色光泽( Inayoshi，2021) 。

已知分布: 缅甸，老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 Inoué ＆ Kawazoé，1970; Savela，1990; Chiba ＆

Tsukiyama，1993; Osada et al.，1999; Inayoshi，

2021) 。

检视标本: 1♀，云南省河口县戈哈，2020-VI-30，

160 m，张晖宏，［ZHH］; 2♀，云南省河口县戈哈，

2020-Ⅸ-28，160 m，张晖宏，［ZHH］。

本文中的标本应属于绿脉弄蝶中南亚种 Pir-

dana hyela rudolphii Elwes ＆ de Nicéville，［1887］

( Savela，1990) 。

1. 4 奕弄蝶 Iton semamora (Moore，［1866］) (图

版 I: 9，10;图版 III: 3)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粗而长。胸部背面

被黑色绒毛，腹面被白色绒毛，腹部背面被黑色绒

毛，并间有白色绒毛，腹面被白色绒毛，下唇须背面

黑色，腹面白色; 触角细长，末端膨大且弯曲成

钩状。

雄性:前翅长 18 mm。前翅长三角形，顶角尖

锐，外缘微向外拱曲，后缘平直; 背面深褐色，无中

室斑，亚顶角区 R3至 R5室内各有 1 枚小白斑，中域

M2至 CuA1室内各具 1 枚白斑，向后渐大;腹面深褐

色，斑纹似背面; 缘毛长，深褐色。后翅阔，臀角处

向外侧呈圆弧状突起; 背面深褐色，臀角处具 1 枚

方形大白斑;腹面深褐色，Rs 脉至内缘的三角形区

域白色，中室端部具 1 枚三角形黑斑，各室外缘深

褐色，呈三角形嵌入白斑; 缘毛长，臀角为白色，其

余为深褐色。

雄性外生殖器:背兜宽大，背部平，长度约为钩

形突的 1. 3 倍。钩形突“U”型二分裂状，细长，基

部 1对较小的耳状突起，末端向内呈钩状。颚形突

弧形，二分裂状，略短于钩形突;囊形突细长，等长于

背兜。抱器近矩形，抱器背中部微内凹，抱器端骨质

化，向上弯，顶端与抱器背等高，外缘密布细齿，末端

向内呈尖突状。阳茎约为抱器长度的 1. 4 倍，末端

宽大且呈二分裂状，左侧外缘光滑，右侧外缘布有细

齿。阳茎轭片较小，呈“U”型，下部具 1对小突起。

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雌性斑纹似雄蝶，仅

翅形较狭长( Inayoshi，2021) 。

已知分布:印度，缅甸，老挝，越南，泰国，马来

西亚 ( Savela，1990; Osada et al.，1999; Inayoshi，

2021) 。

检视标本: 1♂，云南省勐腊县勐远，2020-Ⅺ-1，

850 m，张晖宏，［ZHH］。

2 灰蝶科

2. 1 指名锉灰蝶 Allotinus fallax C． ＆ R．

Felder，［1865］(图版 I: 11，12;图版 III: 5)

描述:头大，胸部小，腹部细长。胸部及腹部背

面均为黑色，腹面及侧面灰黄色; 触角粗短，末端

膨大。

雌性:前翅长 10 mm。前翅狭长，顶角尖锐，外

缘锯齿状，中部向外弓出，后缘平直; 背面黑色，基

半部灰白色;腹面深棕色，密布黑色及灰白色细纹。

后翅狭长，外缘锯齿状; 背面黑色无纹; 腹面深棕

色，密布黑色及灰白色细纹。全翅缘毛长，灰黄色

与黑色相间。

雌性生殖器:肛突钝三角形，边缘被毛;前内骨

突细长，后内骨突短。交配孔圆形，两侧具半圆形

小骨板，前阴片简单，后阴片呈平行纵槽状。交配

囊长椭球形，囊突漏斗状;囊导管细长，基部骨化。

本研究中未见雄性标本，文献中亦未记录

雄性。

已知分布: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 Savela，1990; Ek-Amnuay，2012;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云南省景洪市勐养，2017-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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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 m，张晖宏，［ZHH］。

2. 2 珂云灰蝶 Miletus croton ( Doherty，1889 )

(图版 I: 13 ～ 16;图版 III: 6，7)

描述:头大，胸部小，腹部细长。胸部及腹部背

面均为褐色，腹面及侧面灰黄色; 触角粗短，末端

膨大。

雄性:前翅长 14 mm。前翅狭长，顶角尖锐，外

缘略呈波状，整体较平直; 背面褐色，中室外方

CuA1室至 M2室具污白色斑形成的弧形带; 腹面棕

灰色，中室下方基半部黑色，中室内具 3 枚不规则

短带，亚顶区具 1 条较长的不规则带，中室外方

CuA2室至 M2室的污白色斑带更宽，彼此融合。后

翅狭椭圆形，外缘光滑; 背面褐色无纹; 腹面棕灰

色，密布黑、白色细线包围的不规则斑带。全翅缘

毛长，灰黄色与黑色相间。

雌性:前翅长 15 ～ 18 mm。前翅外缘中部弓出，

后翅外缘各脉端突出，M3脉端最甚。斑纹极似雄蝶，

但前翅正面中室外方的污白色斑带更发达清晰。

雄性外生殖器: 整体高度骨化。骨环短而细，

近顶部向前尖突，背兜极发达，完全分离，侧面观长

叶状，末端上翘; 钩形突长而直，端部尖钩状; 囊形

突极短小。抱器瓣长，略呈鞋状，背部愈合，端部被

毛。阳茎短，略向背侧弯曲，末端尖锐。

雌性生殖器:肛突钝三角形;前内骨突细长，后

内骨突短。交配孔圆形深陷，被突起的前后阴片包

裹，表面具纵槽。交配囊大、长椭球形，囊突小、漏

斗状;囊导管细长，基部骨化。

已知分布: 缅甸，泰国，老挝，越南 ( Savela，

1990;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 ♂，4♀♀，云南省勐腊县龙林，

2020-Ⅺ-3，950 m，张晖宏，［ZHH］; 1♂，1♀，云南

省勐腊县勐仑水库，2021-Ⅰ-20，570 m，胡劭骥，

［HSJ］。

2. 3 大银线灰蝶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

( Elwes，［1893］) (图版 I: 17 ～ 20;图版 III: 8，9)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细长。胸部及腹部

背面棕黑色，腹面及侧面灰黄色; 触角粗，中等长

度，末端膨大。

雄性:前翅长 14 mm。前翅狭三角形，顶角锐

而不突出，外缘锯齿状，轻微向外弓出，后缘平直;

背面深棕色，具蓝紫色光泽，中域具 1 片三角形的

橘黄色区域，在中室中部、端部及 CuA1室近基部各

嵌入 1 枚黑色条形斑; 腹面灰黄色，各斑纹均为棕

黑色，其内嵌有细而中断的具金属光泽的金色线

纹，基部黑色，中室近基部及中部各有 1 枚条形斑，

中域有 1 条斜带，始于前缘中部，末端指向后缘，顶

角处 R5至 M2室内各有 1 枚长椭圆形斑，呈“V”字

形排列，亚外缘具 1 条中断的亚外缘带。后翅狭

长，2A室末端具 1 条细而短的橘黄色尾突，末端黑

色，臀叶明显;背面深棕色，具蓝紫色光泽，臀角橘

黄色;腹面灰黄色，各斑纹均为棕黑色，其内嵌有细

而中断的具金属光泽的金色线纹，中带细，向内轻

微拱曲，始于前缘，止于 2A 室中部，外中区有 1 条

平直的带纹，始于前缘，止于 CuA1脉，亚外缘线细

而波曲，于 3A脉向内折曲。缘毛长，棕黑色。

雌性:前翅长 17 mm。翅背面深棕色，无蓝紫

色光泽，其他斑纹似雄蝶。

雄性外生殖器: 整体高度骨化。骨环粗壮，近

顶部向前突出，背兜发达，完全分离，侧面观铁砧

状;钩形突向内卷曲，端部尖;囊形突短宽。抱器瓣

三角形，背缘中部具直角形的臂，与“U”型阳茎基

环愈合。阳茎粗壮，末端分二叉。

雌性生殖器:肛乳突短圆，表面被毛，后内骨突

细长。交配孔圆形，周围中度骨化但无突出。交配

囊长袋状，无囊突，基部为等宽的囊导管，表面具多

条纵褶。

已知分布: 缅甸东北部，泰国，老挝 ( Savela，

1990; Osada et al.，1999; Ek-Amnuay，2012; Inayoshi，

2021) 。

检视标本: 1♂，1♀，云南省弥勒县江边，2017-

Ⅲ-15—16，1 000 m，张晖宏，［ZHH］。

2. 4 塔燕灰蝶 Rapala tara de Nicéville，［1889］

(图版 I: 21，22;图版 III: 10)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细而短。胸部及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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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背面均为黑色，腹面及侧面灰黄色;触角细长，末

端膨大。

雄性:前翅长 18 mm。前翅宽三角形，顶角锐

但不突出，外缘向外弓出，后缘近基部向外强烈弓

出;背面黑色，具暗蓝色光泽，中域具 1 枚椭圆形黑

色性标;腹面棕黑色，后缘近基部具半圆形灰色镜

区，镜区中具 1 枚黑色毛簇状性标，亚外缘带中断，

细而波曲。后翅狭长，CuA2脉末端具 1 条细而短的

尾突，臀叶明显;背面黑色，具暗蓝色光泽，R1室近

基部具 1 枚近方形灰色性标; 腹面棕黑色，亚外缘

带中断，细而波曲，于臀角处“W”形弯折，并镶有白

边，外缘 CuA1室内有 1 枚黑色圆斑，CuA2室具 1 枚

灰蓝色斑，臀叶黑色。全翅缘毛短，棕黑色。

雄性外生殖器: 整体高度骨化。骨环粗壮，近

顶部略向前突出，背兜短，左右分离，侧面观短指

状;钩形突长，端部尖;囊形突短。抱器瓣为左右愈

合的兔耳状，背缘内卷。阳茎粗长，末端尖。

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文献中亦未记录

雌性。

已知分布: 尼泊尔，印度，泰国，老挝，越南

( Savela，1990; Osada et al.，1999; Ek-Amnuay，2012;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云南省河口县马格，2020-Ⅸ-27，

160 m，张晖宏，［ZHH］。

2. 5 斯燕灰蝶 Rapala stirni Saito ＆ Inayoshi，

2018(图版 I: 23，24;图版 III: 11)

描述:头小，胸部及腹部细而短。胸部及腹部

背面均为黑色，腹面及侧面灰黄色;触角细，中等长

度，末端膨大。

雄性:前翅长 16 mm。前翅狭三角形，顶角锐

但不突出，外缘弓出，后缘平直; 背面黑色，后缘近

基部具淡蓝紫色半圆形区域，具金属光泽; 腹面灰

黄色，中室端斑深棕色，亚外缘线连续，细而波曲。

后翅狭长，CuA2脉末端具 1 条细而短的尾突，臀叶

明显;背面淡蓝紫色，近前缘及翅缘黑色，R1室近基

部具 1 枚小的半圆形灰色性标，紧贴 Rs脉，臀叶砖

红色;腹面灰黄色，中室端斑深棕色，亚外缘线连

续，细而波曲，于臀角处“W”形弯折，其外侧具模糊

白边，外缘线黑色，细而模糊，CuA1室内有 1 枚小橙

色斑并嵌有 1 枚黑点，CuA2室具 1 枚黑色斑并散布

白色鳞片，臀叶黑色。全翅缘毛长，浅棕色。

雄性外生殖器: 整体高度骨化。骨环短而粗

壮，近顶部略向前突出，背兜发达，左右分离，侧面

观指状;钩形突长，端部尖;囊形突短小。抱器瓣为

左右愈合的长片状，端部截钝。阳茎粗长，末端扁

宽呈铲刀形，边缘具细齿。

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雌性背面色较浅，后

翅无性标( Inayoshi，2021) 。

已知分布: 泰国，越南( Saito ＆ Inayoshi，2018;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 ♂，云南省禄劝县大克梯，2017-

Ⅳ-29，2 000 m，张晖宏，［ZHH］。

2. 6 罗燕灰蝶 Rapala rhoecus de Nicéville，1895

(图版 II: 25 ～ 28;图版 III: 12)

描述:头小，胸部及腹部细而短。胸部及腹部

背面均为黑色，腹面及侧面鲜黄色;触角细，中等长

度，末端膨大。

雄性:前翅长 14 ～ 17 mm。前翅阔三角形，顶

角锐但不突出，外缘弓出，后缘平直; 背面黑色，基

半部具暗蓝紫色金属光泽，CuA2、CuA1和 M3脉基

部具灰黑色性标;腹面深灰黑色，中室和端斑黑色，

外中带黑色，亚外缘线不连续。后翅短圆，CuA2脉

末端具 1 条细而短的尾突，臀叶明显; 背面暗蓝紫

色具金属光泽，前缘、外缘和臀区黑色，R1室近基部

具 1 枚近方形灰的黑色性标，紧贴 Rs脉，臀叶砖灰

色;腹面深灰黑色，基半部黑色，亚外中带宽、黑色，

于臀角处“W”形弯折，亚外缘带连续，CuA1室内有

1 枚小橙色斑并嵌有 1 枚黑点，CuA2室具 1 枚赭色

眼斑，臀叶黑色。全翅缘毛棕黑色。

雌性:前翅长 17 mm。前翅较雄蝶窄，顶角稍

钝，外缘更加弓出。前后翅背面金属光泽区域为深

蓝色，无性标;腹面底色较浅，斑纹同雄蝶。

雄性外生殖器: 整体高度骨化。骨环细长，近

顶部略向前突出，背兜短宽，左右分离，侧面观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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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钩形突短粗，端部尖;囊形突较长。抱器瓣为左

右愈合的羊蹄状，端部尖。阳茎粗长，末端分 3 瓣，

边缘具齿。

雌性生殖器: 肛突长、末端钝; 前内骨突细长，

后内骨突短。交配孔宽大、圆形。交配囊基部小、

端部大，两侧具窄带状囊突; 囊导管粗长，高度骨

化，与交配囊连接处膜质，反折为漏斗形。

已知分布:缅甸，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2♂♂，云南省勐腊县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2020-Ⅺ-25，540 m，刘婉路，

［HSJ］; 1♀，云南省勐腊县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2020-Ⅺ-6，540 m，刘婉路，［HSJ］。

3 蛱蝶科

3. 1 蜡带蛱蝶 Athyma larymna ( Doubleday，

［1848］) (图版 II: 29，30;图版 III: 14)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细而短。体背面被

棕黑色毛，颈部有白色鳞片，腹面及侧面被灰白色

毛，下唇须灰白色; 触角细长，末端膨大，端部橘

黄色。

雄性:前翅长 31 mm。背面黑色，各斑纹均为

乳白色。前翅宽三角形，顶角尖锐而突出，外缘锯

齿状且内凹，后缘平直; 背面中室内有 1 枚细棍形

斑，近端部嵌有 1 枚黑色圆环，中室端斑长三角形，

外中带前段为 3 枚椭圆形至圆形斑，其中 M1室内

的斑显著较大，外中带后段于 CuA1至 2A室内各有

1 枚椭圆形斑，斜向排列，亚外缘线细而中断; 腹面

深棕色，斑纹似背面，但亚外缘线较宽。后翅阔，外

缘锯齿状;背面中带细而连续，等宽，外中带细而中

断;腹面深棕色，具模糊的亚外缘线，其余斑纹似背

面。全翅缘毛短，黑白相间。

雄性外生殖器:背兜侧视三角形且膨大。钩形

突侧视粗短，末端尖锐而向腹侧弯曲。颚形突短

小，末端尖锐。囊形突侧视细长，末端圆润。抱器

长豆荚形，末端尖锐且向上弯曲，具数枚齿突。阳

茎短，侧视细而平直，自基部向末端渐窄，末端尖锐

且弯曲，顶视粗且呈拱形，近等宽，自中部向末端渐

细，末端尖锐。

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雌性斑纹似雄性，仅

翅形较狭长( Inayoshi，2021) 。

已知分布: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 Ek-Amnuay，2012; Monastyr-

skii，2019;Wu et al.，2019;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 ♂，云南省勐腊县补蚌村，2019-

Ⅺ-27，500 m，蒋卓衡，［JZH］。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本种不属于带蛱蝶属 Athy-

ma Westwood，1850 而是属于 Tacola Moore，1898

( Kimura et al.，2016 ) ，本文不对此进行讨论，根据

目前被公认的观点，将本种置于带蛱蝶属( Monas-

tyrskii，2019) 。

3. 2 柬蜡蛱蝶 Lasippa camboja ( Moore，1879 )

(图版 II: 31，32;图版 III: 15)

描述:头大，胸部及腹部短而纤细。体背面被

棕黑色毛，腹面及侧面被灰白色毛，下唇须灰白色;

触角细长，末端膨大，端部橘黄色。

雄性:前翅长 22 mm。背面黑色，各斑均为橙

色。前翅狭长，顶角尖锐，外缘锯齿状，后缘中部内

凹;背面中室内有 1 枚棍状斑，近端部嵌有 1 枚黑

点，外中带前段各斑愈合为 1 枚椭圆形大斑，外中

带后段于 CuA1至 2A室内愈合为 2 枚不规则斑，斜

向排列并相互接触，亚外缘线细而间断; 腹面黑褐

色，后缘近基部具椭圆形灰色镜区，斑纹似背面，但

各斑纹较阔。后翅扁而阔，外缘锯齿状; 背面中带

宽，自内缘向前缘渐宽，外中带自内缘向前缘渐宽，

具模糊的亚外缘线;腹面深棕色，斑纹似正面，但橙

色斑纹更阔。全翅缘毛短，黑褐色。

雄性外生殖器:背兜侧视三角形且膨大。钩形

突侧视细长，末端尖锐且向腹侧弯曲。无颚形突。

囊形突侧视粗短，末端尖锐。抱器侧视豆荚形，背

侧及腹侧平直，末端圆润，无齿突。阳茎短，侧视粗

短，略呈拱形，始端膨大，向末端渐窄，末端斜截，顶

视粗短，略呈拱形，基部膨大，自中部向末端渐细，

末端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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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未见雌性标本。雌性斑纹似雄性，仅

翅形较狭长，前翅腹面后缘无灰色镜区 ( Inayoshi，

2021) 。

已知分布: 印度，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

寨，马来西亚 ( Moore，1881; Eliot，1969; Ek-Amnu-

ay，2012; Kimura et al.，2016; Monastyrskii，2019; In-

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1 ♂，云南省勐腊县补蚌村，2019-

Ⅺ-25，500 m，蒋卓衡，［JZH］。

本种原为提蜡蛱蝶 Lasippa tiga Moore，1858

的亚种，后两者被发现在泰国同域分布，且外观和

雄性外生殖器均具有稳定区别，因此本种被提升为

独立种( Kimura et al.，2016) 。

3. 3 箭环蝶北越亚种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

petus Brooks，1949(图版 II: 33 ～ 36;图版 III: 16，

17)

描述:头大，胸部粗壮，腹部细而短。下唇须灰

白色;颈部有白色鳞片，体背面被棕黄色毛，腹面及

侧面被黄灰色毛;触角细长，末端膨大，端部黑色。

雄性:前翅长 50 ～ 55 mm。前翅宽三角形，顶

角圆润，外缘锯齿状，后缘平直; 背面棕黄色，自翅

中区向顶区色渐浅至淡黄色，顶角黑色，亚外缘具

1 列黑色箭头纹，尖端向内;腹面棕黄色，基半部色

较深，具数条棕黑色波曲细纹，外中区具 5 枚拱曲

排列的红色眼斑，瞳点白色，外缘具 1 条波曲细纹;

缘毛短，深棕色。后翅宽展，外缘锯齿状;背面棕黄

色，基部具 1 枚灰棕色椭圆形毛簇状性标，亚外缘

具 1 列黑色箭头纹，尖端向内;腹面棕黄色，基半部

色较深，具 2 条细而波曲的中带，亚外缘具 1 列红

色眼斑，其中 CuA2室的眼斑最大，其他眼斑均较模

糊，外缘具 2 条棕黑色波曲细纹，臀角具 1 枚嵌有

灰白色鳞片的圆形黑斑;缘毛短，棕黄色。

雌性:前翅长 51 ～ 56 mm。翅形较宽展，前翅

顶角较尖锐，后翅背面无性标，其他斑纹同雄性。

雄性外生殖器:背兜侧视宽三角形且膨大。钩

形突侧视细长，向腹侧弯曲，末端尖锐。颚形突侧

视细长，向背侧强烈弯曲，呈钩状。囊形突细长，末

端膨大。抱器侧视细长，背侧近中部呈角度折曲，

末端向背侧弯曲，尖锐而无齿突。阳茎侧视细长且

近等宽，近始端膨大，末端斜截，顶视细长，始端膨

大，向末端渐细，末端尖锐。

雌性生殖器:肛突长、末端锐;前阴片短，后阴片

细长，呈“V”型分裂。交配孔宽大，方形。交配囊椭

圆形，膜质，中部具 2 列新月形具横向突起的囊突;

储精囊大，膜质，椭圆形;囊导管细而长，轻微骨化。

已知分布: 越南 ( Brooks，1949; Monastyrskii ＆

Devyatkin，2008; Lang，2009; Inayoshi，2021) 。

检视标本: 23♂♂，4♀♀，云南省金平马鞍底

乡，2014-VII-23，1 200 m，尹绍发，［SFU］; 2♂♂，

1♀，云南省文山麻栗坡，2019-Ⅵ-11，800 m，王立

丰，［JZH］。

本种与华西箭环蝶北越亚种 Stichophthalma

suffusa tonkiniana Fruhstorfer，1901 近似，但本种前

翅背面具明显的颜色变化，后翅外缘的箭头纹之间

无散布的黑色鳞片，通过以上特征可与后者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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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中国 2 属 11 种 2 亚种蝴蝶新记录( 鳞翅目:凤蝶总科) 标本
Plate Ⅰ The color plate of 2 genera，11 species and 2 subspecies new record butterflies of China ( Lepidoptera: Papilionoidea)

1，2． 拟梳翅弄蝶 Tapena thwaitesi，♂，1． 背面，2． 腹面; 3，4． 布氏秉弄蝶北越亚种 Pintara bowringi colorata，♂，1． 背面，2． 腹面; 5 ～ 8． 绿
脉弄蝶 Pirdana hyela，♀，5，6，2020-VI-30，5． 背面，6． 腹面，7，8，2020-IX-28，7． 背面，8． 腹面; 9，10． 奕弄蝶 Iton semamora，♂，9． 背
面，10． 腹面; 11，12． 指名锉灰蝶 Allotinus fallax，♀，11． 背面，12． 腹面; 13 ～ 16． 珂云灰蝶 Miletus croton，13，14，♂，15，16，♀，13，15．
背面，14，16． 腹面; 17 ～ 20． 大银线灰蝶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17，18，♂，19，20，♀，17，19． 背面，18，20． 腹面; 21，22． 塔燕灰
蝶 Rapala tara，♂，21． 背面，22． 腹面; 23，24． 斯燕灰蝶 Rapala stirni，♂，23． 背面，24． 腹面; 比例尺 = 10 mm
1，2． Tapena thwaitesi，♂，1． upperside，2． underside; 3，4． Pintara bowringi colorata，♂，3． upperside，4． underside; 5 － 8． Pirdana hyela，♀，
5，6． 2020-VI-30，5． upperside，6． underside，7，8． 2020-IX-28，7． upperside，8． underside; 9，10． Iton semamora，♂，9． upperside，10． under-
side; 11，12． Allotinus fallax，♀，11． upperside，12． underside; 13 － 16． Miletus croton，13，14，♂，15，16，♀，13，15． upperside，14，16． un-
derside; 17 － 20．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17，18，♂，19，20，♀，17，19． upperside，18，20． underside; 21，22． Rapala tara，♂，21． up-
perside，22． underside; 23，24． Rapala stirni，♂，23． upperside，24． underside; scale bars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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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中国 2 属 11 种 2 亚种蝴蝶新记录( 鳞翅目:凤蝶总科) 标本
Plate Ⅱ The color plate of 2 genera，11 species and 2 subspecies new record butterflies of China ( Lepidoptera: Papilionoidea)

25 ～ 28． 罗燕灰蝶 Rapala rhoecus，25 ～ 26，♂，25． 背面，26． 腹面，27，28，♀，27． 背面，28． 腹面; 29，30． 蜡带蛱蝶 Athyma larymna，♂，
29． 背面，30． 腹面; 31，32． 柬蜡蛱蝶 Lasippa camboja，♂，31． 背面，32． 腹面; 33 ～ 36． 箭环蝶北越亚种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33，
34． ♂，35，36． ♀，33，35． 背面，34，36． 腹面; 比例尺 = 10 mm
25 － 28． Rapala rhoecus，25，26，♂，25． upperside，26． underside，27，28，♀，27． upperside，28． underside; 29，30． Athyma larymna，♂，29．
upperside，30． underside; 31，32． Lasippa camboja，♂，31． upperside，32． underside; 33 － 36．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33，34． ♂，35，36．
♀，33，35． upperside，34，36． underside; scale bars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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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Ⅲ 中国 2 属 11 种 2 亚种蝴蝶新记录( 鳞翅目:凤蝶总科) 雄性外生殖器及雌性生殖器
Plate Ⅲ The male and female genitalia of 2 genera，11 species and 2 subspecies new record butterflies of China

( Lepidoptera: Papilionoidea)

1． 拟梳翅弄蝶 Tapena thwaitesi，♂，a． 主体侧视，b． 背兜顶视，c． 抱器侧视，d． 阳茎侧视，e． 基轭片顶视; 2． 布氏秉弄蝶北越亚种 Pintara
bowringi colorata，♂，a． 主体侧视，b． 背兜顶视，c． 抱器侧视，d． 阳茎侧视，e． 基轭片顶视; 3． 奕弄蝶 Iton semamora，♂，a． 主体侧视，
b． 背兜顶视，c． 抱器侧视，d． 阳茎侧视，e． 基轭片顶视; 4． 绿脉弄蝶 Pirdana hyela，♀，主体顶视; 5． 指名锉灰蝶 Allotinus fallax，♀，主体
顶视; 6． 珂云灰蝶 Miletus croton，♂，a． 主体侧视，b． 主体后视，c． 抱器顶视，d． 阳茎侧视; 7． 珂云灰蝶，♀，主体顶视; 8． 大银线灰蝶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a． 主体侧视，b． 主体后视，c． 抱器顶视，d． 阳茎侧视; 9． 大银线灰蝶，♀，主体顶视; 10． 塔燕灰蝶 Rapala
tara，♂，a． 主体侧视，b． 主体后视，c． 抱器顶视，d． 阳茎侧视; 11． 斯燕灰蝶 Rapala stirni，♂，a． 主体侧视，b． 主体后视，c． 抱器顶视，
d． 阳茎侧视; 12． 罗燕灰蝶 Rapala rhoecus，♂，a． 主体侧视，b． 主体后视，c． 抱器顶视，d． 阳茎侧视; 13． 罗燕灰蝶，♀，主体顶视; 14． 蜡
带蛱蝶 Athyma larymna，♂，a． 主体侧视，b． 背兜顶视，c． 抱器顶视，d． 抱器侧视，e． 阳茎侧视; 15． 柬蜡蛱蝶 Lasippa camboja，♂，a． 主体
侧视，b． 背兜顶视，c． 抱器侧视，d． 阳茎顶视，e． 阳茎侧视; 16． 箭环蝶北越亚种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a． 主体侧视，b． 背兜顶
视，c． 抱器顶视，d． 抱器侧视，e． 阳茎侧视; 17． 箭环蝶北越亚种，♀，主体顶视; 比例尺 = 1 mm
1． Tapena thwaitesi，♂，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tegumen in dorsal view，c． valva in later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e． juxta in dorsal
view; 2． Pintara bowringi colorata，♂，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tegumen in dorsal view，c． valva in later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e． juxta in dorsal view; 3． Iton semamora，♂，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tegumen in dorsal view，c． valva in later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e． juxta in dorsal view; 4． Pirdana hyela，♀，genitalia in dorsal view; 5． Allotinus fallax，♀，genitalia in dorsal view; 6． Miletus croton，♂，
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genitalia in posterior view，c． valva in dors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7． Miletus croton，♀，genitalia in dorsal
view; 8．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genitalia in posterior view，c． valva in dors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9． Cigaritis ( Spindasis) maximus，♀，genitalia in dorsal view; 10． Rapala tara，♂，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genitalia in posterior view，
c． valva in dors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11． Rapala stirni，♂，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genitalia in posterior view，c． valva in dorsal
view，d．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12． Rapala rhoecus，♂，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genitalia in posterior view，c． valva in dorsal view，d． aedea-
gus in lateral view; 13． Rapala rhoecus，♀，genitalia in dorsal view; 14． Athyma larymna，♂，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tegument in dorsal view，
c． valva in dorsal view，d． valva in lateral view，e．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15． Lasippa camboja，♂，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tegumen in dorsal
view，c． valva in lateral view，d． aedeagus in dorsal view，e．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16．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a． genitalia in lateral
view，b． tegument in dorsal view，c． valva in dorsal view，d． valva in lateral view，e．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17． Stichophthalma howqua iapetus，♀，
genitalia in dorsal view; scale bars = 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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