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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種紫斑蝶 
    紫斑蝶在分類學上為鱗翅目、蛺蝶科、紫斑蝶屬，展翅寬度約 6-9 公分，

屬中大型蝶種。台灣現存四種紫斑蝶，分別為端紫斑蝶、圓翅紫斑蝶、斯

氏紫斑蝶與小紫斑蝶。紫斑蝶共同特徵是前翅背面紫色，並且帶有物理光

澤；舞動翅膀時，蝶翼上的鱗粉經由陽光折射，會因為角度的不同，而呈

現出或淡紫、或豔紫、或亮藍的夢幻般紫色光彩；耀眼、奇幻、流竄成河

的紫色大軍，造就了紫蝶幽谷的美名，亦是魯凱族世代相傳之寶藏。紫斑

蝶絨布般質感的翅膀會隨著觀察方位及陽光照射角度而改變顏色，日本昆

蟲家將其稱為「幻光」。 

1. 端紫斑蝶：展翅寬 75-95mm，上翅端部具亮麗的藍紫色澤。雌雄差異在

於，雄蝶下翅腹面散生細小的白色斑紋，雌蝶則在靠近基部處以放射線佈

滿白色細線條，幼蟲寄主植物為多種桑科榕屬植物和夾竹桃科的細梗絡石。 

2. 圓翅紫斑蝶：展翅寬

80-90mm，雄蝶翅膀表面黑褐色，具琉璃光澤，前翅中室靠近後緣處有一枚條狀白

斑，後翅前緣至中室有灰褐色的性標。翅腹面黑褐色，雌蝶前翅下緣較平直，雄蝶

下緣略為弧線。幼蟲取食多種桑科榕屬植物如榕樹和糙葉榕等。 
 
 
 
 
 
 
 
 
3. 斯氏紫斑蝶：展翅寬 70-80 mm，類似端紫斑蝶，上翅表端具藍紫色豔麗的光澤。

辨識特徵為上翅腹面具 3 枚較圓的淡青色斑點，下翅腹面中央處也有一些小斑點，

但較端紫斑蝶的斑點橢圓。雄蝶前翅背面靠近後緣，有兩條平行的深褐色條狀性標，

看起來像數學符號中的等號。幼蟲是以夾竹桃科的羊角藤為寄主植物。 
 

 

端紫斑蝶(雄) 
 

端紫斑蝶(雌) 

 
圓翅紫斑蝶(雄) 

 
圓翅紫斑蝶(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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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雄性紫斑蝶之毛筆器 

 
4. 小紫斑蝶：展翅寬 60-70 mm，台灣產紫斑蝶中體型最小的一種，翅膀表面上下

翅緣具一排白色斑點，翅基半部有藍紫色的光澤，翅腹面色澤較淡，斑紋位置與翅

表面同，但前翅中室有一枚白色的橢圓形斑。雄蝶翅膀顏色較深，前翅後緣較彎曲

而突出。幼蟲的寄主植物為桑科的盤龍木。 

 

 

 

 

   

辨識紫斑蝶有一個簡單易記的口訣：「小紫點一邊，圓翅兩邊點，斯氏有三

點，端紫亂亂點。」 

    雄性紫斑蝶在翅膀上具有由發香

鱗所構成的性標，是雄蝶釋放性費洛

蒙以獲得雌蝶青睞的利器。另外，腹

部末端還有一對會散發特殊氣味的

「毛筆器」，求偶時會外翻並釋放強烈

氣味，這是雄蝶分泌用來擄獲美人芳

心的銷魂香水「斑蝶素」。毛筆器除做

為求偶之用外，當雄蝶被捕捉時也會

外翻做為驅敵之用。 

 

二、紫斑蝶冬天的家─紫蝶幽谷 
    一般說來，蝴蝶大多只出現在春夏季節，冬季來臨之前就會陸續死去

並在死前留下後代，讓下一代以卵的方式度過寒冷冬天，等待隔年春暖花

開時再破卵而出，然後以毛毛蟲型態陸續成長再羽化而成彩蝶飛舞，豐富

大地色彩。不過，紫斑蝶不一樣。紫斑蝶是目前少數被發現能以成蟲方式

度過寒冷冬天的蝶類。他們就像候鳥一樣，每年冬天來臨前就陸續南飛到

溫暖山谷裡休息，等待寒冬過去，到了春天再整理行裝飛回北方。 

 
斯氏紫斑蝶(雌) 

 
斯氏紫斑蝶(雄) 

 
小紫斑蝶(雄) 

 
小紫斑蝶(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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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蝶幽谷 

越冬型蝴蝶谷極為罕見，英國大英博物館在

2003 年出版之「蝴蝶」一書，將臺灣紫蝶幽谷和墨

西哥帝王斑蝶谷並列為世界二個大規模的「越冬型

蝴蝶谷」。每年秋末冬初，紫斑蝶會陸續飛到南台

灣魯凱、排灣族人的「聖山」─大武山腳下溫暖避

風的山谷度冬。目前已知的紫蝶谷約有二十餘個，

集中在高雄縣茂林鄉與台東縣大武鄉。 

 

三、紫蝶幽谷的族群組成 
紫蝶幽谷是由至少四種紫斑蝶，部份地區則高達十二種斑蝶組成的多

樣化蝴蝶谷，這和大多數動物皆由單一物種聚集越冬的方式顯得與眾不

同。紫蝶幽谷的成員，約九成以上是紫色斑紋的紫斑蝶類，有時還可見翅

膀上散佈著許多水藍斑紋的青斑蝶類(琉球青斑蝶、小紋青斑蝶、淡小紋青

斑蝶、姬小紋青斑蝶、青斑蝶、小青斑蝶)及黑脈樺斑蝶、大白斑蝶。 

茂林樣區進行的取樣調查顯示，小紫斑蝶佔總數 49%為最高，其次為

端紫斑蝶 20%、斯氏紫斑蝶 18%、圓翅紫斑蝶 12%，其它八種斑蝶類總共

加起來不到 2%。不過，每個紫蝶幽谷的組成比例並不相同，且每年的優勢

族群亦可能有所變動。 

 

四、紫斑蝶的一生及其食性 
紫斑蝶一生可產下約百顆卵，卵的形狀像顆

「手榴彈」。卵需經過 4-6 天後才會變成幼蟲(毛
毛蟲)。雌蝶對產卵地點的選擇相當謹慎，只會在

寄主植物初生嫩芽上產卵，方便孵化後的幼蟲取

食剛抽出來的嫩葉。紫斑蝶幼蟲脫四次皮後成為

終齡幼蟲，等到完全

成長後再經過約二

天不吃不喝的前蛹

期，便蛻下舊皮成為

泛著金屬鏡面般光

澤的蝶蛹。剛孵化的

幼蟲停在寄主植物

的 葉 背 來 攝 食 嫩

葉，老熟幼蟲喜愛停

 
紫斑蝶的卵 

 
圓翅紫斑蝶的蛹 

 

 
圓翅紫斑蝶的幼蟲 



5 

龍洞

宜蘭

台北

台東

花蓮

竹南

秀姑巒溪口

林內

茂林

八卦山

大武春日

龍洞

宜蘭

台北

台東

花蓮

竹南

秀姑巒溪口

林內

茂林

八卦山

大武春日

龍洞

宜蘭

台北

台東

花蓮

竹南

秀姑巒溪口

林內

茂林

八卦山

大武春日

 
紫斑蝶遷徙路線圖 

棲於寄主植物莖幹或成熟葉片，幼蟲會吐絲造一簡單蟲座，平時棲息其上，

進食時離開此座並取食其他葉片。幼蟲期約 20-25 天，才會變成蛹。蛹期約

為 9-15 日不定，蛹體的表面會有金屬光澤的炫目斑紋來作為警戒色。蛹羽

化成蝴蝶，蝴蝶食物來源以吸食花蜜為主然，一般蝴蝶成蟲壽命僅有 1-2 個
月！ 

斑蝶類幼蟲嗜食的蘿藦科、夾竹桃或桑科植物都會分泌大量乳汁，雖

然這些植物的乳汁中大都含有一種有毒的植物鹼，但是牠們在攝食過程中

不僅不會中毒，反而會將這些植物鹼濃縮並儲藏在體內作為禦敵武器。所

以斑蝶家族幼蟲身上醒目的縱紋和翅膀上炫目的色彩都是用來警告其他捕

食者，讓牠們不敢加以捕食，這就是牠們的生存之道。因為紫斑蝶幼蟲的

寄主植物大多會分泌乳汁，斑蝶有「乳草蝶」(Milkweed Butterflies)的英文別名。 

紫斑蝶所看到的顏色範圍和人類也不太一樣，他們可看到的範圍從紫

外線至紅色，比人所看到更廣，因此我們覺得看起來差不多的雌雄蝶，在

他們的眼裡則會呈現不同的影像，所以可很清楚地區辨出來。 

 

五、蝶道追蹤 
台灣紫斑蝶每年至少有三次大規模遷

徙現象。第一次是在斑蝶越冬後期三月中旬

至四月上旬；第二次是在五月下旬至六月中

旬出現，為越冬後第一世代斑蝶；九月下旬

出現的斑蝶遷移，則為準備群聚南台灣山谷

越冬的個體。 

每年紫斑蝶會依循固定路線離開越冬

棲地。紫斑蝶北返飛行的蝶道，這條路線從

茂林開始，經過寶來、月世界、台南曾文水

庫、嘉義關子嶺、茶山、達娜伊谷、石桌、

雲林林內鄉、彰化八卦山、台中大肚山、再

到苗栗竹南海邊，銜接成一條蝴蝶的高速公

路。 

另一條遷徙路線為棲息在台東大武溪

谷的越冬紫斑蝶，循東部海岸線一路北遷，

到花蓮立霧溪口附近，再到宜蘭，最遠可達

台北縣龍洞，飛行距離超過 300 公里；少部

分會沿大武溪上游越過中央山脈南端，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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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部遷移。 

美洲帝王斑蝶的研究至今已 70 年，日本青斑蝶研究也超過 20 年，但

仍有許多人們未知的謎團。台灣對紫斑蝶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有待更多單

位與團體共同參與，一方面為紫蝶之保育工作盡份心力，一方面亦可早日

解開台灣紫蝶遷徙之生態謎題。 

 

(照片與圖片由詹家龍先生與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