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澎湖西嶼西堡壘青斑蝶標放研習 

《飄揚過海來看我—探索日本越洋青斑蝶的生態密碼》 
 

研習手冊 
 

    

    
 

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臺臺臺臺北北北北市市市市立立立立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澎湖縣野鳥學會澎湖縣野鳥學會澎湖縣野鳥學會澎湖縣野鳥學會、、、、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澎湖青年活動中心澎湖青年活動中心澎湖青年活動中心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4014014014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澎湖西嶼西堡壘澎湖西嶼西堡壘澎湖西嶼西堡壘澎湖西嶼西堡壘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9999～～～～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日日日日))))    
    

  



2012012012018888 澎湖澎湖澎湖澎湖西嶼西堡壘西嶼西堡壘西嶼西堡壘西嶼西堡壘青斑蝶青斑蝶青斑蝶青斑蝶標放標放標放標放研習研習研習研習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飄揚過海來看我飄揚過海來看我飄揚過海來看我飄揚過海來看我————探索日本越洋青斑蝶的生態密碼探索日本越洋青斑蝶的生態密碼探索日本越洋青斑蝶的生態密碼探索日本越洋青斑蝶的生態密碼》》》》    

一、依據: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4 月 12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40922 號函辦理。 

3.澎湖縣政府 107 年 4 月 30 日府教學字第 1070022357 號函辦理。 

二、目的： 

1.為推廣教師與一般民眾認識青斑蝶生態與棲地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2.為推廣青斑蝶標放工作並實際參與青斑蝶的標放。 

3.為提升參與澎湖地區青斑蝶標放之學生的專題能力，並從實際標放工作增長實務

能力。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臺北市立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四、辦理單位：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 

五、合辦單位：澎湖縣野鳥學會、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 

六、活動日期：2018 年 11 月 9～11 日(星期五～日) 

七、活動地點：室內—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401 會議室；戶外—澎湖西嶼西堡壘 

八、課程內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11/9 

19:00~19:10 報到：澎湖青年活動中心會議室 隘門國小 

19:10~21:00 亞洲東岸島弧青斑蝶的標放 陳建志／臺北市立大學 

21:00 賦歸  

11/10 

08:40~09:00 報到：澎湖青年活動中心入口 隘門國小 

09:40~11:30 
青斑蝶標識再捕法(MRR) 
青斑蝶標放實務操作(一) 

陳建志／臺北市立大學 
助教：邱思叡 

11:30~13:00 午餐 隘門國小 

13:30~16:30 青斑蝶標放實務操作(二) 
陳建志／臺北市立大學 
助教：邱思叡 

16:30 賦歸  

11/11 

08:40~09:00 報到：澎湖青年活動中心入口 隘門國小 

09:00~11:30 
澎湖西嶼西堡壘青斑蝶棲地管理 
青斑蝶標放實務操作(三) 

陳建志／臺北市立大學 
助教：邱思叡 

11:30~13:00 午餐 隘門國小 

13:30~16:30 
青斑蝶標放實務操作(四) 
綜合研討 

陳建志／臺北市立大學 
助教：邱思叡 

16:30 賦歸  



九、報名： 

1.對象：教師、一般民眾、隘門國小高年級學生 

2.人數：40 人(含講師、工作人員)，額滿為止 

3.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止 

4.方式：填寫報名表後，隘門國小現場報名，或傳真、e-mail 皆可 

地點：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 許自由老師 

電話：9212692  傳真：9213470  Email：freedom.hsu@gmail.com 

十、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由澎湖縣野鳥學會補助 1 萬 7400 元、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補助

1 萬 8000 元，其餘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校辦理「實施戶外教育計

畫—學校辦理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支付。 

十一、注意事項： 

1.本活動以戶外踏查、實作為主，學員請穿著輕便服裝、球鞋、禦寒、環保餐具、

雨具、防曬與防蟲用品、筆記本、相機等。 

2.為響應愛地球活動，本系列活動不提供瓶裝水，請參加活動的伙伴自行攜帶飲用飲用飲用飲用

水水水水！ 

3.台灣報名參加的伙伴請自行負責台灣澎湖往返交通、住宿費用，活動不代訂機

票、住宿，僅提供活動過程中交通及午餐費用。 

    

………………………………………………………………………………………………………… 

2012012012018888 澎湖西嶼西堡壘青斑蝶標放研習澎湖西嶼西堡壘青斑蝶標放研習澎湖西嶼西堡壘青斑蝶標放研習澎湖西嶼西堡壘青斑蝶標放研習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表表表    

((((個人資料僅供活動保險用個人資料僅供活動保險用個人資料僅供活動保險用個人資料僅供活動保險用，，，，不做其他用途不做其他用途不做其他用途不做其他用途。。。。))))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    生生生生                日日日日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研習學員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1111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陳建志陳建志陳建志陳建志    23232323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王國榮王國榮王國榮王國榮    

2222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邱思叡邱思叡邱思叡邱思叡    24242424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劉家瑞劉家瑞劉家瑞劉家瑞    

3333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陳彥甫陳彥甫陳彥甫陳彥甫    25252525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許自由許自由許自由許自由    

4444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路家文路家文路家文路家文    26262626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林昕誼林昕誼林昕誼林昕誼    

5555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路子晴路子晴路子晴路子晴    27272727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李宜臻李宜臻李宜臻李宜臻    

6666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郭孟蓁郭孟蓁郭孟蓁郭孟蓁    28282828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鄭子堯鄭子堯鄭子堯鄭子堯    

7777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王維毅王維毅王維毅王維毅    29292929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    

8888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彭彭彭彭        立立立立    30303030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邱鋐尹邱鋐尹邱鋐尹邱鋐尹    

9999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彭彭彭彭        晨晨晨晨    31313131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許閎棣許閎棣許閎棣許閎棣    

10101010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楊佳璇楊佳璇楊佳璇楊佳璇    32323232    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    李璻玲李璻玲李璻玲李璻玲    

11111111    臺北市立臺北市立臺北市立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園動物園動物園    李沛縈李沛縈李沛縈李沛縈    33333333    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    王子培王子培王子培王子培    

12121212    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    鄧亦涵鄧亦涵鄧亦涵鄧亦涵    34343434    立榮航空立榮航空立榮航空立榮航空    洪惠娟洪惠娟洪惠娟洪惠娟    

13131313    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    郭聰美郭聰美郭聰美郭聰美    35353535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馬公國中馬公國中馬公國中馬公國中    邱霈尹邱霈尹邱霈尹邱霈尹    

14141414    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    陸美滿陸美滿陸美滿陸美滿    36363636    澎湖澎湖澎湖澎湖縣野縣野縣野縣野鳥鳥鳥鳥學學學學會會會會    高白錦高白錦高白錦高白錦    

15151515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成淵高中成淵高中成淵高中成淵高中    張鈴蘭張鈴蘭張鈴蘭張鈴蘭    37373737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自然學友學會自然學友學會自然學友學會    楊石明楊石明楊石明楊石明    

16161616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板橋國中板橋國中板橋國中板橋國中    許斐涵許斐涵許斐涵許斐涵    38383838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呂逸林呂逸林呂逸林呂逸林    

17171717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士東國小士東國小士東國小士東國小    吳玟萱吳玟萱吳玟萱吳玟萱    39393939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馬公國小馬公國小馬公國小馬公國小    呂思呂思呂思呂思磊磊磊磊    

18181818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士東國小士東國小士東國小士東國小    池惠琳池惠琳池惠琳池惠琳    40404040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馬公國小馬公國小馬公國小馬公國小    呂呂呂呂卓謙卓謙卓謙卓謙    

19191919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士東國小士東國小士東國小士東國小    鍾蕙優鍾蕙優鍾蕙優鍾蕙優    41414141            

20202020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裕民國小裕民國小裕民國小裕民國小    廖勖凱廖勖凱廖勖凱廖勖凱    42424242            

21212121    澎湖縣隘門國小澎湖縣隘門國小澎湖縣隘門國小澎湖縣隘門國小    陳光安陳光安陳光安陳光安    43434343            

22222222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隘門國小    許玉河許玉河許玉河許玉河    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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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的防禦機制昆蟲的防禦機制昆蟲的防禦機制昆蟲的防禦機制 

李信德李信德李信德李信德／／／／亞洲東岸島弧青斑蝶標放研究室亞洲東岸島弧青斑蝶標放研究室亞洲東岸島弧青斑蝶標放研究室亞洲東岸島弧青斑蝶標放研究室 

 

昆蟲在生態系中多屬於較低階的層級，常成為其他動物的食物來源，因此

在自然環境中會遭遇到無法計數的天敵及危險。而各種昆蟲由幼期乃至成蟲，

體表都具有各樣式的花紋或色彩，在人眼中可能覺得美麗或醜陋的不同觀感，

但是對昆蟲本身來說，這些顏色與花紋往往負擔了重要的保命責任。 

［保護色］ 

許多昆蟲體色和周遭環境極為相近，稱為「保護色」。昆蟲無法像變色

龍一樣，隨不同環境而改變顏色，但是牠們會在與自己體色相近的環境活

動。比如綠色的蝗蟲在綠葉或草叢中活動；蛇目蝶體色常為灰褐色調，因

此多在樹林底層，或是落葉堆環境活動，藉由身體與環境的顏色融為一

體，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經過長時間演化後，一些昆蟲外表甚至變化成

與其他動植物相似的外形。通常為天敵生物不取食的物體，比如枯葉蝶翅

膀擬態成枯葉狀，竹節蟲、尺蠖蛾幼蟲身體擬態成樹枝，部分鳳蝶幼蟲體

色類似鳥糞等。 

［警戒色］ 

和保護色的昆蟲隱藏自己的方法不同，具警戒色的昆蟲體色多半鮮豔

明顯，或是由黑、黃、紅、白等對比強烈的顏色所組成，在自然環境中容

易一眼就看出來。此類昆蟲體表或具有毒毛，或是可分泌毒液，或是取食

有毒植物而將其毒性物質累積於體內。取食此類昆蟲的動物，會因毒性物

質的作用，而使其有紅腫刺痛或嘔吐等不同反應，導致該動物之後再見到

此類昆蟲時會因記憶影響而不敢捕食的。 

［擬態］ 

外型與天敵不敢侵犯的生物極為相似，如食蚜蠅、透翅蛾擬態成蜂

類；蝴蝶幼蟲背部有狀似眼睛，偽裝成蛇眼的斑紋等。甚至有毒生物之間

亦會互相模仿顏色斑紋，此舉有助於其他捕食生物，方便其記憶此種斑紋

為不可捕食的型式。 



  

左：尺蠖蛾幼蟲／右：枯葉蝶 

斑蝶簡介與台灣斑蝶斑蝶簡介與台灣斑蝶斑蝶簡介與台灣斑蝶斑蝶簡介與台灣斑蝶成成成成員員員員 

  斑蝶屬於鱗翅目蛺蝶科的斑蝶亞科，廣泛分布於全世界。而台灣的斑蝶家

族目前共有 13 位成員。 

  青斑蝶────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小青斑蝶───Parantica swinhoei 

  姬小紋青斑蝶－Parantica aglea maghaba 

  琉球青斑蝶──Ideopsis similis 

  淡小紋青斑蝶－Tirumala limniace 

  小紋青斑蝶－－Tirumala septentrionis 

  圓翅紫斑蝶──Euploea Eunice hobsoni 

  端紫斑蝶───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斯氏紫斑蝶──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小紫斑蝶───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樺斑蝶────Danaus chrysippus 

  黑脈樺斑蝶──Danaus genutia 

  大白斑蝶───Idea leuconoe clara 

  這 13種蝴蝶在台灣各地均有分佈，屬於常見的蝴蝶。稱為斑蝶並非因為翅

膀的斑塊花紋，而是在成蝶胸部表面散佈著白色的點狀斑紋，因此得名。加上

蛺蝶科前足退化萎縮，外觀看起來只有四隻腳的模樣，這兩個特徵可以和被模

仿的其他種類作簡易區分。 

 



斑蝶幼蟲與成蟲的特別之處斑蝶幼蟲與成蟲的特別之處斑蝶幼蟲與成蟲的特別之處斑蝶幼蟲與成蟲的特別之處 

一般蝴蝶的幼蟲，即俗稱的「毛毛蟲」，身體柔軟，大半無防衛能力，因此

在自我保護上多採取將自己偽裝成環境一部份，不引起天敵或捕食者注意的策

略，比如具有保護色，或是外表狀似鳥糞、葉片等。 

而斑蝶類因幼蟲取食的寄主植物多具有強弱不等的毒性，這些有毒物質經

取食之後，除了不會對幼蟲本身造成太大影響外，尚能累積在幼蟲體內，當捕

食者不小心捕食之後往往導致中毒，雖未必會致命，但亦足以使牠下次看到同

樣或類似長相的幼蟲時，心生忌避而不敢捕食，從而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因

此，斑蝶類無論幼蟲、蛹乃至成蝶的型態，少有偽裝成環境中的一部分，反而

常是演變成體表具有鮮明搶眼的顏色，能輕易的辨認出來，這正是告訴其他動

物不要妄加捕食的警告。 

  斑蝶幼蟲身體頭尾長有兩～四對的肉刺突起，肉突數量因種類而異。身體

多半呈現黃／黑／紅／白交雜，對比明顯的斑紋。在台灣，斑蝶幼蟲的寄主植

物主要為夾竹桃科（含蘿藦科）／桑科榕屬等，這些植物多數是具有毒性或是

味道不佳，若誤食多半有嘔吐的中毒現象，嚴重者也可能會致命。斑蝶幼蟲不

僅適應了植物的毒性，並且更進一步的將有毒成份累積在體內，讓捕食牠們的

天敵產生前述的中毒徵兆，以避免之後再遭到捕食，是在生物學上提到「警戒

色」時常用的範例。 

  

左：青斑蝶幼蟲／右：琉球青斑蝶幼蟲 

  在幼蟲時期由寄主植物所獲得的毒性，即使羽化之後依舊保留了部分在體

內，因此成蝶依舊是許多動物敬謝不敏的對象。斑蝶成蝶的外表仍然是對比鮮

明的警戒色，而牠們的外型也是許多無毒種類的模仿對象，比如雌紅紫蛺蝶的

雌蝶模仿樺斑蝶的外型，斑鳳蝶、黃星鳳蝶模仿青斑蝶類的外型等，像這類由

無毒種類模仿成有毒種類的外表，稱之為「貝氏擬態」。 



  

左：青斑蝶／右：擬態青斑蝶的斑鳳蝶 

  而自然界中不僅只有「貝氏擬態」，有毒種類亦會相互模仿，比如六種青斑

蝶，顏色與翅膀上的斑紋均極為相似，對初學者來說常常會分辨不出種類，這

種情況稱為「穆氏擬態」。外表彼此相似的情況有利於捕食生物不必耗費太多資

源去記憶每一種有毒的形式，進而使有毒的種類能較輕易達到避敵的效果。 

 

台灣地區的六種青斑蝶 

以上是對斑蝶亞科大致的描述，青斑蝶 (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是屬於

此亞科中的一員。青斑蝶屬於亞洲地區的蝶種，分布涵蓋東亞地區、中南半

島、喜馬拉雅及印度北方；在台灣本島內，從平地到數千公尺的高山地區都可

見到，北部地區主要出現在夏季前後，而南部則是秋末、冬季一直到隔年初春

較易發現。 

 



一年有二到三代，卵期約三天、幼蟲期約十三天、蛹期約八天，約三至四

星期可完成一世代。幼蟲取食蘿摩科(現已併入夾竹桃科)的台灣牛彌菜或是牛

皮消、鷗蔓等藤蔓植物，身體具有兩對細長肉突，體表有黃、白色斑交雜；化

蛹時為晶瑩的透明綠色，蛹殼表面具有金色小斑；成蝶翅上具有青白色大型斑

塊，並對菊科 (Composite) 的蜜源植物極為偏好。 

雖然說青斑蝶於全島均有分布，但是每年五月開始，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園

區內，數以萬計的青斑蝶大發生，卻不是他處可輕易見到的。大發生的原因可

能與環境、氣候或是蜜源植物的生長有關，詳細原因至今仍不清楚，但成群的

青斑蝶聚集飛行或是訪花的現象，確實是難得一見的奇景。 

動物的遷移動物的遷移動物的遷移動物的遷移 

  動物會離開原棲地，主要因為環境不佳的緣故。環境因子包含層面很廣，

可能因為季節變換導致溫度下降、食物資源減少；也有可能是因為繁殖或大發

生季節，使空間與食物資源的競爭加劇。因為環境因子的變動或棲地品質下

降，動物必須離開原有棲地去尋覓更適合的場所，而這些變動多半與季節變化

有關，久而久之，這種行為便有了固定的季節性與方向性，成為所稱的「遷

移」。 

  遷移行為通常是成群進行的，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族群便可能消失

無蹤，而遷移的終點則會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的個體聚集，便是因為這種極端

的數量變化，引起各個學者的興趣而進行研究。 

  在脊椎動物的遷移裡，記憶與學習是很重要的一點。如鳥類遷移，往往是

族群中老成者為首，帶領族群中年輕個體長途飛行至越冬或是繁殖地區，年輕

個體在遷移過程中累積經驗而逐漸交替。但在昆蟲當中，記憶多半僅屬於短時

間而非長期性，而其短暫的壽命，更難有年長個體教導年輕個體的學習行為，

因此昆蟲的遷移究竟出於何種本能反應以及基因控制？至今仍是個有趣的問

題。 

  而動物在遷移的過程中是怎麼判斷方向的？目前只知的幾種方式，如以太

陽位置為定向，或是像鴿子的頭部有某些磁性物質，據研究結果，這些物質能

感應地磁，如同指南針一樣，讓鴿子可以判斷方位。此外，一般飛行的動物在

高空中亦能以陸地與水域環境的顏色差異作為小範圍內的簡單判斷根據。 

昆蟲之中，有遷移行為的種類不少，如蝗蟲、飛蝨與多種鱗翅目的蛾與

蝶；蝶類中比較為人所知的是北美洲地區大樺斑蝶 (Danaus plexippus)，每年秋

末飛行數千公里至墨西哥中部山區越冬，並於隔年春天北返的例子。在昆蟲

裡，追蹤其飛行路線與方向除了直接觀察外，亦經常使用標識再捕法，在蟲體

上做某些無傷害性的特殊標記後釋放，藉由於其他地區再捕獲到標識個體後，

用以判斷昆蟲的飛行路線或是遷移的季節規律性等資料。 



青斑青斑青斑青斑蝶的研究蝶的研究蝶的研究蝶的研究 

青斑蝶分布於東亞，從韓國、日本，南向延伸至中南半島及印尼，而關於

青斑蝶的研究從日本最早開始。因為青斑蝶族群數量的季節性消長，引起眾多

學者的注意，加上與大樺斑蝶同為斑蝶亞科的成員之一，更令人懷疑青斑蝶是

否也有遷移的行為？ 

對於青斑蝶遷移的研究，亞洲地區首先由日本方面的學者在 1980 年時開始

進行此項研究調查，除了專業研究人員外，亦號招了各方業餘愛好人士、學

生、甚至家庭主婦共同進行標識研究，成為全民性的活動。經過二十年來的資

料累積，已得知青斑蝶日本亞種在日本的各島嶼間有季節性、南北方向長距離

移動的情形。 

而台灣地區被日方認為是青斑蝶越冬的可能地點。1990 年台灣大學楊平世

老師與其指導的學生曾對台灣北部地區的青斑蝶進行標識再捕工作，當時並未

紀錄到長距離移動的事件。2000 年楊平世教授的學生再次針對陽明山區的青斑

蝶族群進行標識再捕研究，而其中有兩隻青斑蝶分別在日本九州南部以及關西

地區被發現。隔年秋季末期，在台灣島內的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南迴公路的壽卡

分別記錄到來自日本的標記青斑蝶。這幾筆重要的紀錄不僅證實青斑蝶具有跨

海長途飛行的能力，也表示台灣的青斑蝶族群應該也具有相同的季節性移動行

為，可作為台灣地區青斑蝶與日本地區族群交流的初步證據。 

至 2016 年底為止，台日之間累積的青斑蝶在捕或紀錄已經有 53筆，其中

2013 起在澎湖西嶼西堡壘附近，秋末～冬季發現的青斑蝶群聚與大量來自日本

地區的標記青斑蝶，為青斑蝶族群的冬季動向追蹤打開了一扇新窗戶，可說是

近年青斑蝶研究中極為重要的發現。 

在證實青斑蝶的長距離移動行為之後，更多的問題接踵而來。 

青斑蝶的長途飛行是否屬於遷移行為？缺乏島內再捕獲的紀錄證明，島內

青斑蝶族群的季節動向又是為何？青斑蝶南向飛行的目的是否為了越冬？越冬

方式與確切地點環境又可能為何？這些問題，多數仍然是非常不明瞭的狀態，

因此，也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加入研究追蹤的行列，以早日揭開謎底。 



蝶季刊 2014 春季號6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BUTTERFLY

文．圖 / 李信德 (台灣昆蟲館講師) 

陽明山的青斑蝶到底有多少？

台灣北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在五∼

六月時，以青斑蝶為主的斑蝶類大發生盛

況，是相當有特色且著名的生態景觀。我

們常用「數以萬計」來形容所見的數量之

多，在這裡套用於青斑蝶上剛好適合。不

過，我想不少人在看著滿天蝶影時，除了

著迷，或許也會冒出這個念頭：「陽明山

的青斑蝶到底有多少隻？」

在我之前已有許多老師、前輩、學長

姐進行過蝴蝶的標記研究。而我從2000年
開始在青斑蝶的翅膀上標記編號，今年已

經是第15年，事實上起初的原意與前述相
仿，想藉由「標記－再捕獲」所得的資料

來推估一下陽明山的青斑蝶族群數量，並

與以往的紀錄相較，看看是否增加或是減

少？

作者在台大昆蟲研究所碩、博士班求學期間，因研究論文關係，自2000年開始在楊

平世老師和陳建志老師指導下，定期於陽明山地區進行青斑蝶標放，最初目的只是為了

評估該地區青斑蝶的族群變化，由於2000年6月19日所標放的青斑蝶於7月2日在日本的鹿

兒島被捕獲，直線移動距離1200公里，此一發現揭露了青斑蝶可能會在台灣及日本兩地

長距離移動的面紗，作者於是進一步將青斑蝶的生態列為研究主題之一。更不可思議的

是，緊接著隔年的11月25日，一位屏科大的學生在南迴公路的壽 發現一隻日本標記的青

斑蝶，這隻青斑蝶是2001年9月24日在大阪及奈良交界的山區標放的，直線移動距離2300
公里。這一來一往的驚奇大發現，從此開啟台、日兩國青斑蝶的交流研究。作者研究所

學業結束後，緣於對蝴蝶的興趣及所學，目前仍跟隨陳建志老師進行青斑蝶標放研究。 

*本文所述及的「青斑蝶」，皆指單一種類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 停在澤蘭上的青斑蝶群，有時候也可以發現標記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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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娜波灰蝶

除了族群數量之外，長久以來，包括

台灣大學的楊平世老師、台北市立教育大

學的陳建志老師等許多人也想找出「這些

青斑蝶究竟從何處孕育而來？」的疑問，

究竟是來自陽明山或其他地方？儘管青斑

蝶幼蟲的寄主植物分布相當廣泛，但在眾

多學者的調查研究中，卻從未發現足以支

撐陽明山青斑蝶成蝶大發生數量的幼蟲棲

地 (蝴蝶的生活史裡，卵、幼蟲、蛹、成
蟲，每一階段都可能因為各種未知因素導

致其死亡或遭捕食，因此反推回去，卵、

幼蟲的量會是所看到成蝶數量的數倍乃至

十數倍以上)。多年來，當青斑蝶的飛行
路徑與活動季節已漸漸為人明晰之際，這

或許是下一個極待解題的項目。

令人欣喜的小發現

根據估算結果，青斑蝶的估算數量從

數千隻到十數萬隻，每一年都差異頗大。

也就是說，陽明山地區的青斑蝶並不是一

個固定的族群量，甚至若把每年的族群估

算做成連續變化來看，可以發現青斑蝶族

群數量的變動約略以三至四年為一週期，

彷彿有規律的增減變化。然而排除掉環

境、氣候的等自然因子的影響，標記青斑

蝶的「再捕獲／再發現」比例實在太低，

也是造成每年估計的數量差距如此之大的

主要原因之一。過低的再捕獲率，除了顯

示族群數量過於龐大，人力不足標記到足

夠數量；也還有另外一種推論：大部分的

蝴蝶可能離開了原來環境，飛到另外其他

的地方。

第二個可能性，在青斑蝶研究中是一

個令人欣喜的小發現。

日本對青斑蝶進行的標放與研究在

1980年便已開始，而且也很早就發現到青
斑蝶具有季節性、長距離的飛行能力。而

根據日本本島、沖繩、台灣等地的地理位

▲ 2000年第一隻日本捕獲的台灣青斑蝶 (中峰浩司拍攝)。

▲ 大屯山車道來往的車輛，若車速過快往往會造成青斑蝶的死傷。

▲ 在手背上有吸食行為的青斑蝶，可能是手沾染到花或是青斑蝶
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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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來看，他們認為台灣本島應該也在這條

「航線」上，只是一直沒有實際的證據。

而2000第一與第二隻在台灣標記，在日本
被捕獲的青斑蝶；以及2001年兩隻於日本
標記，在台灣被發現的青斑蝶，算是確切

證實了這條雙向路線的存在。

隨著台日之間標記青斑蝶陸續的被發

現，看似在青斑蝶標識追蹤的研究中打開

了一扇新門，但實際上，門後面卻可能是

更分歧的岔路。

青斑蝶要飛往哪裡？

由日本往南飛至台灣的青斑蝶，會從

哪個方向進入本島呢？從台日間島嶼的分

布位置，青斑蝶從宜蘭、花蓮一帶進入台

灣本島，再順著中央山脈或海岸山脈南下

飛行，似乎是可能性最高的一條路線，而

初期的數筆再捕獲紀錄也確實傾向這個可

能的推測。

但就如同2013年底陳建志老師的文章
所說「2013是台灣日本間標放戲劇化的一
年」，在澎湖的西嶼總共發現了7隻日本
標記的青斑蝶，遠遠超過以往一年僅一兩

筆的零星紀錄量，這當然顯示出澎湖是青

斑蝶冬季南飛路徑上的重要據點，但這與

之前預估的路徑方向似乎有了分歧。(編
注：有關澎湖發現大量青斑蝶的詳情，可

參考《蝶刊》2013年冬季號)

青斑蝶的飛行路線可能不是天真樂觀

的只有一條路徑，可能是兩條、三條或是

更多？日本到台灣之間，哪個地方才是路

線的分歧點？青斑蝶的長距離飛行依靠的

是季風，是無法控制的任風吹送，或是青

斑蝶能夠有「意識」的決定牠要前進的方

向？隨著在中國沿海與香港等地陸續發現

標記的青斑蝶蹤跡後，青斑蝶長途的飛行

最終的落腳地又會是哪裡？

期待解謎的一天

一個新的發現，可以導引出新穎的構

思與更多的問題，這是在青斑蝶研究中，

讓人覺得既傷腦筋，卻又興致盎然的追尋

動力。在標記裝置、追蹤器材的進步，與

越來越多的關心參與之下，期待這些都有

徹底被解謎的一天。

▲ 2001年第一隻在台灣捕獲的日本青斑蝶。

▲ 2013年澎湖西嶼西堡壘捕獲的青斑蝶，為該年最後發現的一隻。



 



「2018世界最美麗海灣澎湖觀光遊客伴手禮」兌領及發放注意事項    

對象資格：凡入境澎湖之遊客(限非澎湖籍)，且年滿 18 歲，每人即可領取觀光遊客伴手禮乙

份，總計 50,000 份。 

註：18歲之遊客指以身分證明文件上之日期，兌領日前(含當日)確實年滿 18歲者。 

活動時間：自 107 年 11 月 5 日(一)起(以入境日期為準）至 108 年 4 月 30 日(二)止，兌領完活

動即止。 

活動地點：公告指定之各兌領地點。 

兌領方式：限當次離境前領取，離境後未領取者視同放棄。 

個人兌領：遊客抵澎後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遊客抵澎後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遊客抵澎後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遊客抵澎後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 

當次交通憑證當次交通憑證當次交通憑證當次交通憑證：：：：機票(登機證)或船票(登船證)票根正本擇一，或出示其他運輸工具入境證

明正本。(前述憑證由執行單位收回核銷備查。遊客如需核銷由執行單位影印或拍照留存

及蓋上兌領章並打洞後發還遊客留存)。 

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正本(本國籍者)或護照(外籍人士)或戶口名簿正本、戶籍謄本正本

(申請當日)（前述證明文件之資料均需與登機證、登船證或入境證明相符）。 

註：健保卡及駕駛執照等因無法判斷戶籍所在地之證件，不可為替代證明文件。 

委託兌領： 

可由旅行社、旅宿業者或親友，攜帶遊客登機證或登船證票根正本及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等相關證件委託領取，並需檢附委託同意書如⋐附件 1⋑且受委託人亦需備妥與委託書上

所填受委託人資料相符之身分證明文件。 

團體兌領：遊客抵澎後由旅行社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遊客抵澎後由旅行社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遊客抵澎後由旅行社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遊客抵澎後由旅行社持下列文件辦理領取 

當次交通憑證當次交通憑證當次交通憑證當次交通憑證：：：：機票(登機證)、船票(登船證)票根正本擇一，或出示其他運輸工具證明正

本。(前述憑證由執行單位收回核銷備查。遊客如需核銷由執行單位影印或拍照留存及蓋

上兌領章並打洞後發還遊客留存)。 

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正本(本國籍者) 或護照(外籍人士) 或戶口名簿正本、戶籍謄本正

本(申請當日)（前述證明文件之資料均需與登機證、登船證或入境證明相符）。 

註：健保卡及駕駛執照等因無法判斷戶籍所在地之證件，不可為替代證明文件。 

團員名冊 (需有名字、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名冊格式、切結書) 

註：上述兌領方式所提供之證明文件皆需清楚、完整，內容不可模糊或毀損以致執行單

位無法辨識，另機票、船票等不可以購票證明取代。 

兌領地點： 

個人兌領地點個人兌領地點個人兌領地點個人兌領地點➤澎湖機場入境兌領櫃台、典醬家中正門市（中正路 75 號）、望安（全家

超商）兌領櫃台、七美旅客服務中心兌領櫃台。 

團體兌領地點團體兌領地點團體兌領地點團體兌領地點➤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兌領櫃台、典醬家中正門市（中正路 75 號）。 

兌領時間：➥澎湖機場、海洋地質公園中心每日 8 時至 18 時止。 

➥典醬家中正門市為 12 時 30 分至 21 時止。 

➥七美、望安為 8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止。 

活動官網：https://penghu.aity.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