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中高海拔的綠鑽石 

 

    夏季的到來，喚醒了許多春季的物種。冇骨消在陽光的催促下，送上了一盤

盤裝有紅色蜜杯的餐點，邀請各種昆蟲前來享用。曙鳳蝶幼蟲在漫長的冬季茁

壯，春暖花開時陸續化蛹，溫暖的春季蛻變成花精靈四處尋找心儀的對象，在

萬物逐漸甦醒的季節裡，早春的寶石也趁著一天之中的清晨展開翅膀，準備讓

這個世界看到牠的閃耀。 

 

    翠灰蝶在鱗翅目裡，是體型較小的種類，相信大家在自家門前的盆栽、公園

草皮上，應該曾看過灰白色、飛行速度很快的「蝴蝶」，牠們多半是灰蝶亞科

的成員。 

 

     在海拔 1000~2500 公尺之間的霧林帶，蘊含了非常豐富的自然資源。本次

要分享的主角即是生存在這個海拔，一年一世代的物種，只有夏季才有機會見

得到牠，以殼斗科青剛櫟為食的碧翠灰蝶 Chrysozephyrus esakii 還有以樺木



 

 

科臺灣赤楊為食的臺灣榿翠灰蝶 Neozephyrus taiwanus。而在臺大山地農場

梅峰周遭的森林，都有機會可以目睹牠們特別的風采。 

碧翠灰蝶雄蝶背面攝於 2021/7/10      林庭緯 



 

 

碧翠灰蝶雄蝶♂腹面 

 



 

 

 

 

台灣榿翠灰蝶吸取紅榨楓上的蜜露 



 

 

 

台灣榿翠灰蝶  攝於 2021/7/11  林庭緯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他們出沒的季節，這兩種翅背絢麗奪目的翠灰蝶，並非將

卵產在葉子上，而是沿著樹枝爬行，一邊彎曲腹部，用產卵器在各個休眠芽周

圍產下一顆顆直徑約 0.1cm 白色的卵。等待春暖花開的同時、取食嫩葉成長，

不過幼蟲在卵中必須歷經半年的時間，唯有能撐過寒冬及寄生蜂的考驗，才有

機會鑽出卵殼挑戰下一個階段。 

 

    翠灰蝶通常會在清晨五、六點出現在森林的底層，尋找適合的地點暖身、曬

翅、累積熱能，此時是最容易觀察牠們的時刻。接近八點熱身完就會飛至樹冠

層搶奪地盤，此時要觀察到牠們就不容易了！ 

 

    為了傳宗接代，大多數的雄蝶都有領域性，此種翠灰蝶體型雖小，在捍衛地

盤上可是不會輸，即使體型比牠大上七倍的曙鳳蝶、多姿麝鳳蝶、雙環翠鳳

蝶，照樣驅趕不誤。 

碧翠灰蝶雄蝶於蓪草上曬翅                                                



 

 

 

 

 

 



 

 

不同的角度下背翅所呈現的色澤皆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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