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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巴山蝴蝶图记》

内容概要

秦岭巴山地区山峦叠翠。江河纵横。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是世界动物分布区系古北界与东洋界的交
汇地带。动植物资源丰富。蝴蝶种类繁多。《秦岭巴山蝴蝶图记》是作者近10年中，在调查采集秦岭
巴山地区蝴蝶标本的基础上，参阅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撰文30万字，载彩
图1600余幅，记述了秦岭巴山地区蝴蝶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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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家珠，男，汉族，陕西汉中人，1950 年出生，70年代进入汉中农业学校，师从钱学聪老师（我国著
名蝴蝶专家，已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周尧的门生），学习农学专业。毕业后在留坝县从事了10 余
年的植物保护与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80年代后期，许家珠进入华中农业大学，进修应用真菌专业
，在之后的8年时间里，致力于食药用菌科研及技术推广。 2000年，作为高级农艺师的许家珠调至汉
中市科技信息研究所，主编《汉中科技》期刊直至今年退休。

Page 3



《秦岭巴山蝴蝶图记》

章节试读

1、《秦岭巴山蝴蝶图记》的笔记-前言

        
　　蝴蝶是自然界中美丽的野生动物，其种类繁多，体姿优美，色彩绚丽，被人类誉为“大自然的舞
姬”、“虫国西施”。它又因色彩斑斓、翩然灵动，自古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绘画、纺织、工艺美术等
诸多领域，也是古今中外文人墨客赋诗作画的素材，具有很高的观赏、收藏、工艺，研究和科普价值
。

　　汉中地处秦巴山地，山峦叠翠，江河纵横，盆地川坝交错，自然环境优美。这里属亚热带和温带
过渡地带，在世界动物分布上属于东洋区和古北区交汇地，动植物资源丰富，蝴蝶种类繁多。

　　早年，很多昆虫研究界的专家学者曾对陕西及秦巴山区的蝶类资源进行过调查研究，为秦巴山区
蝴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秦巴地区的蝶类资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2002年开始，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永久会员许家珠先生，对秦巴地区的蝶类种类资源进行了较系
统的调查。他经过九年的采集调查，共采集蝴蝶样本8000余号，分类鉴定后，确定秦岭、巴山地区蝴
蝶种类现有403种。

　　许家珠，男，汉族，陕西汉中人，1950 年出生，70年代进入汉中农业学校，师从钱学聪老师（我
国著名蝴蝶专家，已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周尧的门生），学习农学专业。毕业后在留坝县从事
了10 余年的植物保护与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80年代后期，许家珠进入华中农业大学，进修应用真
菌专业，在之后的8年时间里，致力于食药用菌科研及技术推广。 2000年，作为高级农艺师的许家珠
调至汉中市科技信息研究所，主编《汉中科技》期刊直至今年退休。

　　11月9日上午，记者在市科技局信息研究所采访了许家珠先生，这位白肤银发、形容恬淡的花甲长
者，外貌与之前得到的像片印象相去甚远。照片中的许先生眉发乌黑、神形健朗，在野外采集蝴蝶标
本期间小歇片刻。不经意间，近10年光阴已逝，岁月如刀催人老。时光拿走了许先生的一滴滴心血和
汗水，却给他留下了一本蝴蝶调查研究集大成的著作——《秦岭巴山蝴蝶图记》。这是一本系统的介
绍秦岭、巴山地区蝴蝶资源的集著，全图记述秦岭、巴山地区蝴蝶12科182属403种13亚种，其中陕西
新记录119 种，载彩图1600余幅，对蝶类主要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寄主植物、分布及利用价值均进
行了记述。

　　说到这本图集，就免不了会谈到它产生的过程。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总是试图让图集的主要创作
者，把多年创作过程中的调查路径和研究过程说得详尽、深入、细致些，再详尽、深入、细致些，但
显然许家珠先生并无意用过多的言语来强调自己从2001年到2010年期间，从宝鸡的凤县、太白，到四
川的南疆遍布的累累足迹。他更乐意谈自己对于蝴蝶研究的初衷，以及希望研究能带来的各种价值和
未来意义。

　　对于蝴蝶的喜爱促使了他坚定的选择了对其研究，也许对研究者来说，热爱就是所从事的钻研最
高的信念和最坚韧的源动力。蝴蝶调查研究并不是许家珠先生的本职工作，在进行研究的9年，他和
夫人赖平芳女士利用业余时间，自筹经费，研究了总面积约 3.6万平方公里的范围，采集的最高海拔为
秦岭南坡位于我省佛坪境内的光头山（2838米），基本覆盖了秦岭、巴山主体地区。

　　从 2002年—2010年，他们在每年3月—10月，进入秦岭、巴山调查采集不同海拔、不同地域的蝴蝶
样本，并在4月前及10月后，对早春和深秋种类进行数次探发性的踏查，每次采集后，当日或隔日即对
样本进行分类记录，整姿展翅、干燥后鉴定，写上标签装盒，并防虫、防霉保藏，同时详做采集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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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从事蝴蝶研究的意义，许家珠先生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蝴蝶的美丽首先赋予了其观赏价值
和资源价值，而蝴蝶的文化内涵更是十分深厚，源远流长。据《中国历代咏蝶诗词》介绍，从古到今
，关于蝴蝶的词文诗赋多达5000多首，其中不乏“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等名篇；《梁
祝》中的《化蝶》也被千古传颂。近几年的“蝴蝶热”方兴未艾，用蝴蝶翅膀粘贴制作的蝶翅画，丰
富多彩，惟妙惟肖，其工艺与收藏价值堪称奇葩。被誉为“会飞的花朵”的蝴蝶邮票，目前全世界已
有22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行了2500余枚。近年来，世界上关于蝴蝶的贸易额达到2—3亿美元，其中我
国的台湾地区约有4—5千万美元，许多国家对蝴蝶都进行了合理的保护、利用，禁止非法买卖，加之
配套的旅游、观赏，整个蝴蝶产业的经济价值无疑是相当具大的。

　　除此之外，许家珠先生还希望在今后进一步对蝴蝶研究进行挖掘和探索，丰富和填补新的品种，
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蝴蝶资源，提供科学依据。让它更好的造福人类，提供更加美好的精神享受。

　　在采访结束之前，许家珠先生将记者带到自己的蝴蝶标本存放室参观，听着许先生的讲解，面对
满满两大柜子色彩绚丽斑斓的蝴蝶标本，其中不乏世间罕有的珍稀品种，记者不禁问起如此珍贵的心
血今后将如何处置。老先生说：“我已经与陕西理工学院联系过，打算以一个较为低廉的价格把它们
转让过去。这样既可以给它一个长久的归宿，又能填补教学资源的空白，使之能充分的发挥价值！”

　　希望老先生的理想能够如美丽的蝴蝶一般轻舞飞扬，祝福他！(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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