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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蝶自來？非也！非也！
–蝶類蜜源植物探究

前言

花開蝶自來的原文是「花若盛開，蝴蝶

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但在自然界

中，並非是所有植物開花都會吸引蝴蝶來訪

花、吸蜜的！ 

植物開花授粉、結實是植物繁殖的重要

過程和關鍵。在目前地球上已知的30萬種開

花植物，必須藉由各種媒介，完成授粉結實，

才能達成傳宗接代的目的，這些媒介有：風、

水、昆蟲、哺乳動物、非哺乳動物等，其中靠

昆蟲傳花授粉的種類超過90%，也就是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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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媒花」植物，而蟲媒花植物中靠蝶與蛾傳

花授粉的只佔13%，所以並不是所有的花都會

吸引蝴蝶的喔！

蝴蝶的食物

蝴蝶成蟲的口器是吸管狀的虹吸式口

器，所以蝴蝶只能取食液態的食物，例如：

樹液、腐爛的動物、水果、溪水、花蜜等等，

而花蜜只是蝴蝶其中一種食物吧！雖然臺灣

蝴蝶種類很多，但是有一半以上的蝴蝶是不

會訪花吸蜜的，例如一些蛺蝶、蛇目蝶、小灰

蝶、環紋蝶等。

花與蝴蝶的關係

花與昆蟲的關係可由物種演化來探討，

最古老的被子植物挖掘出土於遼寧的侏儸

紀年代 (約1億4,500萬年前) 的「遼寧古果」

(Archaefructus liaoningensis)，是目前出土化

石中具有花部構造證據。隨著白堊紀被子植

圖1 大紅紋鳳蝶吸食李花構成一幅美麗圖畫 (范義彬 攝)

表一  全球野生開花植物（24萬種被子植物）
的授粉者比例

授粉類別
授粉者之

分類單元數 
所佔比例(%)

風  20,000 6.4

水       150 0.5

昆蟲 289,166 93.2

蜜蜂 40,000 13.0

胡蜂 3,295 1.0

蝶與蛾 19,310 6.2

蠅 14,126 4.5

甲蟲 211,935 68.3

薊馬 500 0.2

脊椎動物    1,221 0.45

鳥      923 0.4

蝙蝠      165 0.05

哺乳類（非蝙蝠）      133 0.05

（改自Lloyd, 1996）(范義彬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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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興起和多樣化，開花植物與昆蟲在三疊紀

(Triassia) 時大量增加。化石紀錄證實，蝶類是

在三疊紀晚期出現，其出現時間比胡蜂晚，與

熊蜂出現的時期相當 (Friis & Crepet,1987)，而

隨著顯花植物演進，植物由較原始的無瓣花、

離瓣花，到進化的合瓣花、蝶形花、蘭花。

植物的形態與生長環境及物候生態對授

粉生物而言影響很大，不同的植物生態演變

出不同的授粉型態，依賴的授粉媒介、或是昆

蟲種類亦隨之不同 (圖6)。

圖3 樹蔭蝶吸食腐果 (范義彬 攝)

圖4 群聚溪傍吸水的蝴蝶 (范義彬 攝) 圖5 臺灣小紫蛺蝶在樹幹吸食樹液 (范義彬 攝)

圖6 植物與昆蟲的演化關係圖 ( Friis & Crepet,1987) (范義彬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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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灣綠蛺蝶吸食鳥類糞便 (范義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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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花粉粒從花藥傳遞至植物雌蕊的柱頭

上的過程稱為授粉作用 (pollination)，花粉接

觸到柱頭後萌發花粉管，與胚珠結合的過程

稱為受精作用 (fertilization)，以上兩個過程和

開花物候(Floral phenology)合起來，稱為開花

生物學 (Floral biology) (圖7)。

完全花(complete flower)分成4個部分：花

冠、花萼、雄蕊、雌蕊，如果其中缺1，或缺

1種以上者，稱為不完全花。植物開花授粉、

結實是開花植物有性繁殖的關鍵，主要靠水

力、風力、昆蟲及其他動物等傳遞，有90%以

上的開花植物，以昆蟲為主要媒介，因此，花

與昆蟲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植物吸引昆蟲

訪花的誘因有：花蜜、花粉、花瓣、色彩、香

味，甚至擬態雌蜂的唇瓣。來訪的昆蟲身上

可能會粘有花粉，當昆蟲訪問下一朵花時，

花粉將從昆蟲身上傳遞到花的柱頭，看似簡

單的過程，卻是長期演化之下所形成的密切

關係。

蟲媒花 (entomophily) 的給予訪花昆蟲報

酬，最常見的獎勵是花蜜、花粉、花瓣、色

彩、香味。花粉約在1.4億年前白堊紀花朵開

始，就開始吸引昆蟲，其內含有蛋白質、大量

澱粉、糖、脂肪、油、礦物質、胺基酸等高營

養物質，為昆蟲重要食物來源。花蜜是許多

植物另一個重要獎勵，所含糖類型為：蔗糖、

葡萄糖及果糖。花蜜濃度的不同，則吸引不同

訪花者，Tan (2014) 提到在含糖濃度低於8%

蜜蜂採集率不高，須達到15%~20%以上才會

去採集。

蝶類成蟲的口器為虹吸式，花蜜是蝶類

其中之一的食物，不是所有的蝶類都會訪花

吸蜜；本文探討訪花蝶類以及與開花植物間

的關係，以瞭解蝶類對蜜源植物選擇的偏好

性。

蝶類蜜源植物探究

作者自2013.01-2023.07在林業試驗所所屬

南部的恆春和六龜試驗林區，調查蝶類蜜源

植物及訪花吸蜜的蝶類，並依據蝶類對蜜源

植物喜好程度，在單位時間 (10 mins) 內訪花

蝶類數量多寡，區分為1~3級。

兩地總共紀錄蝶類蜜源植物44科99種，

訪花蝶類5科93種。訪花種類最多的蝶類為

淡綠弄蝶Badamia exclamationis和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皆為12科18種蜜源植

物，斯氏紫斑蝶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12

科14種次之。

蝶類對蜜源植物喜好程度最高者，在恆

春試驗林3級者：高士佛澤蘭、火筒樹、臭娘

子，2級者：福木Garcinia multiflora、青脆枝

Nothapodytes nimmoniana、疏脈赤楠、蘭嶼

海桐、大果玉心花Tarenna incerta，在六龜試

驗林3級者：高士佛澤蘭、香澤蘭、鴨腳木

Schefflera octophylla，2級者：龍眼、腺果藤

Pisonia aculeata、后大埔石櫟。在2地皆為3級

者為高士佛澤蘭。

圖7 植物開花生物學的模式圖 (范義彬 製)

授粉作用

(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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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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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筒樹、福木、疏脈赤楠在恆春蝶類訪

花甚多，但是在六龜卻很少。鴨腳木大量蝶

類訪花僅出現在六龜2020年，其他年份沒有

出現。

一般都會認為蝴蝶喜歡鮮豔的顏色，從

研究的結果發現，淺色的花朵，包括白色、黃

綠色等等，占了53.5%，鮮豔的顏色，如橘、

紅色，佔22.2%，紫色和多色的佔24.3%；蝴

蝶最喜歡的花朵偏好在合瓣花佔81.8%，離瓣

花和無瓣花佔18.2%；雙子葉植物佔97.8%，

單子葉植物只佔2.2%；最喜歡的花序是聚

繖和繖房花序佔45.5%，圓錐和總狀花序佔

31.3%，單生和頭狀花序佔23.2%。所以想要

種花引蝶，要記得種對種類喔！

恆春試驗林蝶類蜜源植物調查

恆春試驗林紀錄有19科36種蜜源植物，

訪花蝶類有5科56種，其中以菊科Asteraceae

大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有5科26

種蝶類訪花最多，葡萄科 Vitaceae火筒樹Leea 

guineensis 5科16種、海桐科Pittosporaceae蘭嶼

海桐Pittosporum moluccanum有5科14種、唇形

圖8 淡綠弄蝶飛行迅速訪花種類最多 (范義彬 攝)

圖10 高士佛澤蘭為兩地皆為3級的蜜源植物吸引很多斑
蝶訪花 (范義彬 攝)

圖9 臺灣黃蝶數量多且普遍，訪花種類繁多 (范義彬 攝)

圖11 火筒樹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洪州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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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Lamiaceae臭娘子Premna serratifolia 有5科

10種次之。

六龜試驗林蝶類蜜源植物調查

六龜試驗林開花物候調查70科195植物

種中，蝶類蜜源植物有34科70種，訪花蝶類

有5科77種，其中以菊科大花咸豐草有5科

27種蝶類訪花最多、無患子科Sapindaceae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有4科18種、殼斗科

Fagaceae后大埔石櫟Pasania cornea 有3科18

種、菊科香澤蘭 Chromolaena odorata 有5科17

種蝶類次之。

花與蝶的親密關係

除了花蜜會吸引蝴蝶、昆蟲，植物也會

藉著昆蟲的造訪，將花粉帶至另外的花朵柱

頭之上，完成授粉過程，達到傳宗接代目的，

這個天衣無縫的配合過程在長期演化下，

訪花的蝴蝶與開花植物間構成了互利共生

(mutualism)，形成共同演化的依存。以下介紹

幾種與蝶類有密切關係的植物：

1.	金花石蒜

金花石蒜為石蒜科植物，花為單繖形花

序，兩性花，每株上著7-10朵小花，花期為

8-10月，具雌雄異熟(dichogamy)的現象，雌蕊

柱頭上會有分泌物產生，讓花粉容易沾黏，

天然結實率為48%。訪花昆蟲有3目4科7種，

訪花高峰期主要集中在11:00~14:00，訪花活

動易受氣候因素影響。藉由分析金花石蒜花

的形態與鳳蝶身體構造，證實金花石蒜開花

授粉與鳳蝶的關係密切，因為鳳蝶具有體積

大、攜粉量多、容易接觸到柱頭，主要傳粉

者為鱗翅目2科5種：烏鴉鳳蝶 Papilio dialis 

tatsuta、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無

尾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以及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在單位時間內停留小花

時間短，替金花石蒜授粉的效率最高，其中

記錄到食蚜蠅只取食花粉，花蜂則到基部吸

允花蜜，故傳粉作用不大。(參考陳姿吟、范

義彬、陳子英 2017 蝶類在授粉生物學之重要

性研究―以金花石蒜為例，106年森林資源永

續發展研討會。)

2.	澤蘭

菊科澤蘭屬植物花蜜中的植物鹼大都

是氨基酸的衍生物，常以次生代謝物的形式

出現於植物中。嘧啶型植物鹼是斑蝶科之雄

蝶製造性費洛蒙所需要的物質，嘧啶型植物

鹼由雄蝶分解，形成斑蝶素及相近的斑蝶費

洛蒙，儲存於筆狀器上，或翅的發香鱗內，

求偶時施以為誘引之用。另外嘧啶型植物鹼

由於具有強烈的毒性及苦味，亦為斑蝶科及

圖12 鴨腳木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范義彬 攝) 圖13 金花石蒜與大鳳蝶 (范義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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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蛾科的部分昆蟲儲存於體內，以作為防禦

之用，所以嘧啶型植物鹼除了吸引雄蝶，雌

蝶也會因而被吸引斑蝶的性費洛蒙，「斑蝶

素」主要成分來自雄蝶嗜食的菊科澤蘭屬 ( 

Eupatorium) 植物花蜜中富含的「砒咯啶植物

鹼( PAs , Pyrrolizidine alkaloids )」。(參考自魏

映雪1995，大屯山區青斑蝶類(鱗翅目：蛺蝶

科，斑蝶亞科)成蟲之生態與習性研究，臺大

植病系昆蟲組博士論文。)

3.	非洲鳳仙花

非洲鳳仙花屬於鳳仙花科，花瓣瘉合為

合瓣花，雄蕊癒合，覆蓋雌蕊之柱頭，花呈平

面狀，一般的鳳仙花 (指甲花) 則成筒狀；花

下方具有一長長的花距，內含花蜜，幾乎全年

可以開花。看到非洲鳳仙花特殊的形態構造，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昆蟲可以幫助它來傳花

授粉呢？能夠吸到它的花蜜的昆蟲，必須有細

長的嘴巴 (口器)，才能夠伸入花瓣的開口，吸

到花距中的花蜜，那就是蝴蝶和蛾類。目前在

臺灣已經發現的訪花昆蟲有小灰蝶科1種、粉

蝶科2種、弄蝶科3種、鳳蝶科8種，以及2種白

天飛行的長喙天蛾。

這些訪花昆蟲的訪花效率，以鳳蝶科的

黑鳳蝶及弄蝶科的黑弄蝶訪花頻率最高，大

約是每分鐘訪花5-8朵，而長喙天蛾每分鐘可

達23-25朵花，如果換算成每小時的話，長喙

圖14 高士佛澤蘭與琉球青斑蝶 (范義彬 攝) 圖15 非洲鳳仙花與烏鴉鳳蝶 (范義彬 攝)

天蛾每小時可訪花近1,500朵花，由此可以看

出長喙天蛾飛行的速度及訪花的效率。(參考

自范義彬2010-非洲鳳仙花的開花授粉‧林業

專訊98期64~67頁。)

結語

蝶類是植食性昆蟲中多為寡食性、單一

食性的，幼蟲對植物的選擇嚴苛，因此也是

生態監測的最佳指標生物 (indicator species)，

同時也是監測、反映氣候變遷的影響，最

佳的工具。臺灣的臺灣寬尾鳳蝶、曙鳳蝶、

黃裳鳳蝶、珠光鳳蝶等是特有種，而且大

型、艷麗，就是所謂的「明星物種」( s ta r 

species)。這些明星蝴蝶也是旗艦物種 (flagship 

species)，是保育生物學中的一個概念，指能

夠吸引公眾關注的物種，常用於宣傳用途。

蜜源植物為提供成蝶食物，也是吸引蝴

蝶前來棲地逗留重要的誘因之一，因此必須種

植多樣性的蜜源植物以提供穩定的食物來源，

是棲地營造、增加生物多樣性的重點方法。

蝶類可以做為「生態保育」、「環境教

育」、「生態旅遊」、「氣候變遷」的參考依據。

所以想要種花引蝶，要記得種對種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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