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言

蛾 與 蝶 同 屬 鱗 翅 目， 都 有 細 小 鱗 片

（粉），但一般人受傳統觀念影響，對蛾類都

持負面的看法。部分蛾類幼蟲在世界許多地方

都屬於農業上的「害蟲」，但因蛾類數量甚多，

分佈很廣，牠們在生態系中也扮演著正面重要

的角色，卻不為人知。以花蜜為食的蛾類是植

物授粉的重要媒介，成蟲及幼蟲也是食蟲性鳥

類、爬蟲類、兩棲類及蝙蝠的主要食物。英國

藍山雀（Parus caeruleus）育成一窩雛鳥，平均

要吃掉 15,000 隻的「毛毛蟲」，推估全英國

的藍山雀 1 年約需要 35 億隻的「毛毛蟲」去

育雛（Merckx et al., 2013）。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

「臺灣物種名錄」顯示，臺灣目前已鑑定出

4,084 種蛾類（還在增加中），蝴蝶僅 435 種。

其實蛾除了具生態與經濟上的重要性外，還有

休閒觀賞的價值。歐洲賞蛾風氣很盛，最具

代表性的年度盛會是由匈牙利鱗翅學會和瑞

士盧塞恩昆蟲學會共同舉辦的「歐洲飛蛾之夜

（European Moth Nights）」，這是寓科學於樂

望鄉的蛾類─蠶蛾總科、枯葉蛾科與舟蛾
科
文／圖■林哲毅■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站技士

	 	 吳佳珍■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站技士（通訊作者）

	 	 謝祚元■南投林區管理處丹大工作站技正

的一項蛾類普查活動，每年選定某個月的月缺

前後共 5 天，由各地民眾將觀察到的蛾類回

傳給學會網站。飛蛾古稱慕光，國內也有一

賞蛾社團「慕光之城」舉辦臺灣的飛蛾之夜，

推廣公民科學家理念，藉眾人之力，讓專家

得以結合物種與地理資訊，監測蛾類的多樣

性與變遷情形。

望鄉是「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管理站所在，以往在丹大區進行的數次動物調

查，均為哺乳動物及鳥類，未及於昆蟲。本

調查希望增加「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的環境基礎資料，也能推廣賞蛾的風氣。望

鄉蛾類種類繁多，本次調查共記錄有 19 科約

450 種，因為部分小型蛾鑑定困難，又限於篇

幅，本文僅呈現體型較大、鑑定上較無疑義、

易於觀賞的蠶蛾總科、枯葉蛾科及舟蛾科，

其他蛾類將另文紀錄。

二、材料與方法

（一）地點

望鄉在民國 78 年林務局改制前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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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後改為分站，屬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

站管轄，行政區域屬南投縣信義鄉。分站位在

郡大林道 23K 處，海拔 2,300 公尺，附近林

相主要為柳杉及紅檜，下層林相及林間空隙以

殼斗科、樟科及薔薇科植物占多數。102 年在

望鄉附近進行森林永久樣區複查，5 個樣區與

分站直線距離最遠的約 1 公里，最近的約 100

公尺。樣區內植物名錄如附表 1（第 79 頁）。

（二）方法

1、自 100 年 7 月至 103 年 4 月，除林道坍方

無法通行外，每個月調查 1 次。在分站開

闊之廣場，以高壓水銀燈作為誘集光源，

並以 2m × 2m 白布展開置於燈源後方，

作為蛾類停棲之處（圖 1）。水銀燈為東

亞光電公司製造，型號 H-400，清光，功

率 400W。

2、調查時段自太陽下山後開始點燈，每個季

節不一，春季約自 18 時 30 分至翌日凌晨

1 時；夏秋季蛾種繁多，調查時段約自 19

時至翌日 4 時；冬季自 18 時至 23 時。

3、將誘集的蛾類每種以 1 隻為度，採集後置

於四角袋內，攜回製作展翅針插標本，並

鑑定分類。所有展翅標本存放於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及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供作存證與後續研究之用。

4、將傅建明等於鞍馬山的調查及林旭宏等於

合歡山的調查結果與本調查比較，計算各

科相似度指數（coefficient of similarity） 

  Sorensen Index：Cs = 2 × j / （a+b）      

 Cs 為相似度指數，j 是兩個樣本共有的種 

數，a 和 b 分別為每個樣本中的種數（趙

榮台等，1999）。

▲圖1、以燈光誘集蛾類

▲圖2、大透目王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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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鄉一帶的植物名錄（附表 1）是由樣區

取樣而得，尚不能完全代表望鄉分站附近的植

物相，因此與蛾類的已知食草不完全吻合，例

如鉤翅赭樺蛾的已知食草是烏皮茶（Pyrenaria 

shinkoensis）與能高山茶（Camellia nokoensis）

（張玉珍等，1992）；枯球籮紋蛾的已知

食草是小實女貞（Ligustrum sinense）、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與 光 臘 樹（Fraxinus 

griffithii）（施禮正，2009），附表 1 中均無

此種植物，但有同屬茶科與木犀科的植物。另

外，如北京長喙天蛾的已知食草是奧氏虎皮楠

（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虎皮楠科）（鹿

兒陽等，2008），附表 1 中無虎皮楠科植物，

可能是未在樣區內，也可能是有其他可替代的

三、結果與討論

蠶蛾總科是鱗翅目（Lepidoptera）的一個

分類單元，包含 10 個科（施禮正，2012）。

臺灣有紀錄的僅6個科：蠶蛾科（Bombycoidae）

4 屬 7 種、 籮 紋 蛾 科（Brahmaeidae）1 屬 1

種、樺蛾科（Endromidae）5 屬 6 種、帶蛾科

（Eupterotidae）4屬5種、王蛾科（Saturniidae）

8 屬 16 種 及 天 蛾 科（Sphingidae）39 屬 89

種。枯葉蛾科 21 屬 33 種，原屬於蠶蛾總科，

因學者專家的研究而自蠶蛾總科分出（顏聖

紘 2000）。屬於夜蛾總科（Noctuoidea）的舟

蛾科有 88 屬 137 種（中央研究院臺灣物種名

錄）。臺灣的蠶蛾科原有 8 屬 12 種，據 Zwic 

et al. （2010）的研究結果，其中的 4 屬 5 種

應改置於樺蛾科（施禮正，2012），因此蠶

蛾科剩 4 屬 7 種。這 8 科在望鄉的調查中共

有 65 個物種，名錄如附表 2（第 80~81 頁）

所示，部分的存證標本影像如圖 11 所示。

這 65 種中屬臺灣特有的種類（種與亞種）占

51%（附表 2）。特屬於臺灣的種類，在不同

的科或不同地區會有不一樣的比例。吳士緯、

張維君（2013）於奇萊山區調查初秋的高山

蛾類，27 種蛾類以夜蛾科（Noctuidae）、裳

蛾科（Erebidae）及尺蛾科（Geometridae）為主，

臺灣特有的比例即高達 90%。（ 吳士緯等，

2013）

望鄉分站屬中高海拔，與此海拔相近的長

期調查有二，傅建明、左漢榮自民國 85~90 年

於鞍馬山調查，樣點海拔介於 2,100~2,600 公

尺（傅建明等，2004）；林旭宏、傅建明等

自民國 95~102 年於合歡山調查，樣點海拔介

於 2,350~3,403 公尺（傅建明等，2013）。這

8 科的屬與種數在全臺及三處地點各別調查結

果如表 3 所示。望鄉的調查結果明顯少於鞍

馬山與合歡山，可能是因為望鄉的調查只有 1

個採集點，期間僅近 3 年之故；而鞍馬山的

調查有 5 個採集點，期間 5 年；合歡山的調

查有 20 個採集點，主要期間 7 年，再加上合

歡山地區前後 40 年間前人的調查成果。

科	 	名 臺灣 合歡山 鞍馬山 望鄉

帶蛾科 4（5） 4（4） 3（3） 3（3）

蠶蛾科 4（7） 1（1） 1（1） 1（1）

樺蛾科 5（6） 4（5） 3（4） 3（4）

王蛾科 8（16） 4（6） 5（7） 5（6）

籮紋蛾科 1（1） 1（1） 1（1） 1（1）

枯葉蛾科 21（33） 14（18） 14（18） 11（13）

天蛾科 39（89） 12（16） 19（25） 10（12）

舟蛾科 88（137） 40（50） 33（47） 23（25）

合	 	計 170（294） 80（101） 79（106） 57（65）

表 3、臺灣、合歡山、鞍馬山及望鄉各科的屬與

 種數

註：括號前為屬，括號中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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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蛾類較為人知的是王蛾科的皇蛾

（Attacus atlas formosanus），是臺灣最大型的

蛾，展翅寬可達 25 公分，但因皇蛾為低海拔

物種，在望鄉未調查到。同屬王蛾科的長尾水

青蛾屬（Actias sp.）較為人所知，後翅有著長

長的尾突，非常優雅。2004 年在臺灣上映的

法國電影「Le Papillon」（臺灣譯作蝴蝶），

劇中主人翁追尋的目標「伊莎貝拉」（以西班

牙女王命名，後翅也有長長的尾突）其實是蛾

不是蝶，分類上與臺灣的長尾水青是近緣屬。

長尾水青蛾在臺灣有 3 種，只有姬長尾水青蛾

（Actias neidhoederi）分布在中高海拔（圖3），

且數量較少，它是臺灣蛾類中第一種由臺灣人

食草，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來求證。

蛾相主要取決於環境因子，包括海拔、

緯度、植群、人為開發等，而調查成果則還受

調查方法的影響。初步比較這 8 科蛾類在望

鄉與鞍馬山、望鄉與合歡山間的種相似度（表

4），互有高低，在種類較多的天蛾科、枯葉

蛾科及舟蛾科中，望鄉與鞍馬山的相似度相同

或稍高於望鄉與合歡山。鞍馬山與望鄉早年皆

為臺灣重要伐木林場，其後的造林與禁伐天然

林的過程頗為相似，且調查點位海拔相近，因

此，此一比較結果尚符合初步的預期。

命名與發表的蛾類。（施禮正等，2011）

望鄉早年伐木之後接著造林的小苗早已

成林，林齡已達 50 年，蛾類調查的成果有 19

科約 450 種，以中高海拔而言，可以推論望

鄉的生態並不差。臺灣高山帶蛾類相主要包

含泛喜馬拉雅山系以及舊北區溫帶區之物種，

以往研究者即針對上述地區物種進行系統分

類學之研究。持續的研究，尤其是在尚未調

查過之山系與季節，有助於釐清臺灣高山蛾

類相，進而可將國外與臺灣有相關生物地理

區之物種進行親緣關係之研究（吳士緯等，

2013）。望鄉最近一年的調查，每個月仍有3~5

種的新紀錄出現，因此持續的調查，可以更完

整的呈現望鄉地區的蛾類相與變遷。

表 4、望鄉與鞍馬山、合歡山蛾類的相似度指數

　           望鄉與鞍馬山（%） 望鄉與合歡山（%）

帶蛾科 100 57

蠶蛾科 100 100

樺蛾科 75 89

王蛾科 46 83

籮紋蛾科 100 100

枯葉蛾科 71 71

天蛾科 54 43

舟蛾科 56 51

▲圖3、姬長尾水青蛾

▲圖4、俗稱阿里山神蝶的枯球籮紋蛾，英文俗名「貓頭鷹

蛾（owl m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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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波花樺蛾

▲ 圖10、楊二尾舟蛾（又名

彎舟蛾）

▲ 圖7、外型像戰鬥機的棕

綠背線天蛾

▲圖8、北京長喙天蛾

▲圖9、長喙天蛾（Macrogl

 ossum sp.）於日間吸食花

蜜時，長長的口器及極速

的振翅，常被誤認為蜂鳥

（攝影/賴重光，埔里中

台禪寺）

▲ 圖5、鬼臉天蛾又稱人面

天蛾，胸部背面有骷髏花

紋

中  名 學    名
松科 P i n a c e a e

	 	 	 	臺灣五葉松 P i n u s  m o r r i s o n i c o l a

	 	 	 	臺灣鐵杉 Tsug a  c h i n e n s i s

杉科 Taxod i a c e a e

	 	 	 	柳杉 C r y p t om e r i a  j a p o n i c a

柏科 Cup r e s s a c e a e

	 	 	 	紅檜 Ch ama e c y p a r i s  f o rm o s e n s i s

殼斗科 Fag a c e a e

	 	 	 	長尾尖葉櫧 C a s t a n o p s i s  c a r l e s i i  

	 	 	 	杏葉石櫟 L i t h o c a r p u s  amygd a l i f o l i a

	 	 	 	阿里山三斗石櫟 P a s a n i a  h a n c e i

	 	 	 	短尾葉石櫟 P a s a n i a  h a r l a n d i i

	 	 	 	錐果櫟 Qu e r c u s  g l a u c a

	 	 	 	銳葉高山櫟 Qu e r c u s  t a t a k a e n s i s

樟科 Lau r a c e a e

	 	 	 	瓊楠 B e i l s c hm i e d i a  e r y t h r o p h l o i a

	 	 	 	長葉木薑子 L i t s e a  a c um i n a t a

	 	 	 	霧社木薑子 L i t s e a  mu s h a e n s i s  

	 	 	 	香楠 Mach i l u s  z u i h e n s i s

	 	 	 	高山新木薑子 Ne o l i t s e a  a c um i n a t i s s im a

薔薇科 Ro s a c e a e

	 	 	 	山枇杷 E r i o b o t r y a  d e f l e x a

	 	 	 	臺灣蘋果 Ma l u s  d o um e r i

	 	 	 	山櫻花 P r u n u s  c amp a n u l a t a

	 	 	 	巒大花楸 S o r b u s  r a n d a i e n s i s

杜鵑花科 E r i c a c e a e

	 	 	 	西施花 Rhod o d e n d r o n  e l l i p t i c um

	 	 	 	玉山杜鵑 Rhod o d e n d r o n  mo r i i

冬青科 Aqu i f o l i a c e a e

	 	 	 	阿里山冬青 I l e x  a r i s a n e n s i s

鐵青樹科 O l a c a c e a e

	 	 	 	青皮木 S c h o e p f i a  j a sm i n o d o r a

茶科 Th e a c e a e

	 	 	 	光葉柃木 Eu r y a  j a p o n i c a

	 	 	 	厚葉柃木 Eu r y a  g l a b e r r im a

灰木科 Symp l o c a c e a e

	 	 	 	枇杷葉灰木 Symp l o c o s  e r i o b o t r y a e f o l i a

五加科 A r a l i a c e a e

	 	 	 	臺灣樹參 De n d r o p a n a x  p e l l c i d o p u n c t a t a

	 	 	 	臺灣鵝掌柴 S c h e f f l e r a  t a iw a n i a n a

昆欄樹科 T r o c h o d e n d r a c e a e

	 	 	 	昆欄樹 T r o c h o d e n d r o n  a r a l i o i d e s

楊柳科 Sa l i c a c e a e

	 	 	 	白毛柳 S a l i x  f u l v o p u b e s c e n s

八角科 I l l i c i a c e a e

	 	 	 	白花八角 I l l i c i um  a n i s a t um

木犀科 O l e a c e a e

	 	 	 	異葉木犀 O sman t h u s  h e t e r o p h y l l u s

杜英科 E l a e o c a r p a c e a e

	 	 	 	薯豆 E l a e o c a r p u s  J a p o n i c u s

附表 1、望鄉樣區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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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名 學    名 特有性 出現月份
蠶蛾科 Bomb y c i d a e

　　褐斑白蠶蛾 Tr i u n c i n a  b r u n n e a  （Wi l em a n ,  1911） ○ 12
籮紋蛾科 B r a hma e i d a e

　　枯球籮紋蛾 Br ahma e a  w a l l i c h i i  i n s u l a t a  I n o u e , 1984 ○ 3 ,4 , 5 , 6 , 7 , 8
樺蛾科 End r om i d a e

　　茶樺蛾 And r a c a  t h e a e  （Ma t s umu r a , 1909） 2 ,3 , 4 , 6 , 7 , 8 , 9
　　赭樺蛾 Mus t i l i a  f u s c a  K i s h i d a , 1993 11 , 12
　　鉤翅赭樺蛾 Mus t i l i a  s p h i n g i f o rm i s  g e r o n t i c a  W e s t ,  1 932 3 , 4 , 5 , 8 , 9
　　波花樺蛾 Obe r t h u e r i a  f o rm o s i b i a  M a t s umu r a ,  1927 6 , 9
帶蛾科 Eup t e r o t i d a e

　　阿里山帶蛾 Apha  a r i s a n a  Ma t s umu r a , 1927 ○ 9 ,10 , 12
　　兩色帶蛾 Apon a  f u l i g i n o s a  K i s h i d a ,  1993  ○ 12
　　褐帶蛾 Pa l i r i s a  c e r v i n a  f o rm o s a n a  Ma t s umu r a ,  1931 ○ 2 ,3 , 4 , 5
王蛾科 Sa t u r n i i d a e

　　姬長尾水青蛾 Ac t i a s  n e i d h o e d e r i  O ng  &  Yu ,  1968  ○ 3 ,4 , 6
　　姬透目王蛾　 An th e r a e a  p e r n y i  （Guér in -Ménev i l l e ,  1 855） 3 ,8
　　大透目王蛾 An t h e r a e a  y amama i  s u p e r b a  I n o u e , 1964 9
　　大黃豹王蛾 Loe p a  m i r a n d u l a  Y e n ,  N a e s s i g ,  N a uman n  &  B r e c h l i n , 2000 ○ 8
　　銀目王蛾 Rhod i n i a  v e r e c u n d a  I n o u e ,  1984 ○ 11
　　綠目王蛾 Sa t u r n i a  j o n a s i i  f u k u d a i  S o n a n , 1937 ○ 11 , 12
天蛾科 Sph i n g i d a e

　　鬼臉天蛾 Ach e r o n t i a  l a c h e s i s  （Fab r i c i u s ,  1798） 3
　　葡萄缺角天蛾 Aco sm e r y x  n a g a  （Moo r e ,  1857） 5
　　圓斑鷹翅天蛾 Ambu l y x  s em i p l a c i d a  I n o u e ,  1990 4
    臺灣鷹翅天蛾 Ambu l y x  s e r i c e i p e n n i s  B u t l e r ,  1 875 8
　　棕綠背線天蛾 Ce ch e n e n a  l i n e o s a  （Wa l k e r , 1 856） 3 ,5 , 6 , 8 , 9 , 10
　　單齒天蛾 Cyp a  e n o d i s  J o r d a n ,  1931  4
　　石櫟天蛾 Degmap t e r a  m i r a b i l i s  （Ro t h s c h i l d ,  1894） 4
　　斜線天蛾 Hipp o t i o n  v e l o x  （Fab r i c i u s ,  1793） 12
　　背帶長喙天蛾 Mac r o g l o s s um  m i t c h e l l i  imp e r a t o r  （Bu t l e r ,  1 875） 5 ,10 , 11
　　北京長喙天蛾 Mac r o g l o s s um  s a g a  （Bu t l e r ,  1 878） 2
　　桃紅六點天蛾 Ma r umb a  g a s c h k ew i t s c h i i  g r e s s i t t i  C l a r k ,  1937 5
　　臺灣白肩天蛾 Rhag a s t i s  c a s t o r  f o rm o s a n a  C l a r k , 1925 ○ 6 ,8
枯葉蛾科 La s i o c amp i d a e

    銀肩枯葉蛾 Co smo t r i c h e  d i s c i t i n c t a  W i l em a n ,  1914 ○ 2 ,4 , 6 , 8 , 9 , 10 , 12
    鋸紋枯葉蛾 Dend r o l imu s  a r i z a n a  （Wi l em a n , 1910） ○ 4 ,8 , 9 , 10 , 11 , 12
    馬尾松枯葉蛾 Dend r o l imu s  p u n c t a t u s  （Wa l k e r ,  1 855） 6 ,7 , 8 , 9 , 11 , 12
    斜帶暗枯葉蛾 Eu t h r i x  o c h r e i p u n c t a  （Wi l em a n ,  1910） ○ 5 ,8 , 9 , 10
    隱紋枯葉蛾 Kunug i a  b r u n n e a  （Wi l em a n , 1915） ○ 4 ,5
    波紋枯葉蛾 Kunug i a  u n d a n s  m e t a n a s t r o i d e s  （S t r a n d ,  1915） ○ 9 ,10 , 11 , 12
    直帶黃枯葉蛾 Odon e s t i s  f o rm o s a e  W i l em a n ,  1910 ○ 10
    斜紋枯葉蛾 Pach y p a s o i d e s  a l b i s p a r s u s  （Wi l em a n ,  1910） ○ 4 ,6 , 8
    臺灣枯葉蛾 Pa r a d o x o p l a  s i n u a t a  t a iw a n a  （Wi l em a n ,  1915） ○ 8 ,9
    彌新枯葉蛾 Py r o s i s  n i  （Wang  &  F a n ,  1995） ○ 11 ,12
　　大元寶枯葉蛾 Somad a s y s  c a t o c o i d e s  （S t r a n d ,  1915） ○ 4
    川邊氏枯葉蛾 Sy r a s t r e n o p s i s  k aw a b e i  K i s h i d a ,  1991 ○ 11 , 12
    紅枯葉蛾 Tak a n e a  e x c i s a  （Wi l em a n ,  1910） ○ 8 ,9
舟蛾科 No t o do n t i d a e

　　巨垠舟蛾 Acme s h a c h i a  g i g a n t e a  （E lw e s ,  1890） 8 ,9 , 10 , 11 , 12
　　暗篦舟蛾 Be s a i a  （Be s a i a） n e b u l o s a   （Wi l em a n , 1914） 7
　　污篦舟蛾 Be s a i a  （Be s a i a） s o r d i d a  （Wi l em a n , 1914） ○ 5 ,9
　　臺灣角莖舟蛾  B i r e t a  f o rm o s a n a  N a k amu r a , 1973 ○ 5
　　楊二尾舟蛾 Ce r u r a  （Apo c e r u r a） e rm i n e a  f o rm o s a n a  （Ma t s umu r a ,  1929） 4 ,5 , 6
　　黑紋迥擬紛舟蛾 Di s p a r i a  （Lan n a） n i g r o f a s c i a t a  （Wi l em a n , 1910） 7 ,9

附表 2、望鄉蠶蛾總科、枯葉蛾科與舟蛾科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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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舟蛾 Gin s h a c h i a  e l o n g a t a  M a t s umu r a ,  1929 ○ 5
　　臺灣枝背舟蛾 Ha r p y i a  f o rm o s i c o l a  （Ma t s umu r a , 1929） ○ 9 ,10
　　白頸異齒舟蛾 Hex a f r e n um  l e u c o d e r a  y amamo t o i  （Nak amu r a ,  1978） 2 ,4 , 6 , 7 , 8
（舟蛾科 No t o do n t i d a e）

　　希望間掌舟蛾   M e s o p h a l e r a  s p e r a t u s  S c h i n t lm e i s t e r ,  2 005 ○ 2
　　灰小掌舟蛾 Mic r o p h a l e r a  g r i s e a  y o s h imo t o i  K i s h i d a ,  1984 ○ 3 ,5 , 7
　　黃肩舟蛾 N e o d r y m o n i a  （N e o d r y m o n i a）  s e r i a t o p u n c t a t a  （M a t s u m u r a ,  

1925）

2 ,3 , 5 , 7 , 9

　　寬帶綠舟蛾 Ne t r i a  v i r i d e s c e n s  c o n t i n e n t a l i s  S c h i n t lm e i s t e r ,  2 006  3 , 6 , 9
　　灰色舟蛾 No t o d o n t a  g r i s e o t i n c t a  W i l em a n , 1910 4 , 5 , 6 , 9
　　雙點潘舟蛾  P a n t h e r i n u s  b i p u n c t a t a  b i p u n c t a t a  （Ok a n o ,  1960） 3 ,7
　　蓬萊曼蠶舟蛾 Pha l e r o d o n t a  m a n l e y i  f o rm o s a n a  O k a n o ,  1970 ○ 10
　　中白舟蛾 Phe o s i a  r im o s a  t a iw a n o g n oma  N a k amu r a ,  1973 9
　　喜夙舟蛾 Phe o s i o p s i s  （Su z u k i a n a） c i n e r e a  f o rm o s a n a  （Oka n o , 1959） ○ 4 ,5 , 7
　　線峭舟蛾 Rach i a  l i n e a t a  （Ma t s umu r a ,  1925） ○ 9 ,10
　　綠蟻舟蛾 St a u r o p u s  （Benb ow i a） t a k amuku a n a  （Ma t s umu r a , 1925） ○ 4 ,5 , 9 , 12
　　錫金蟻舟蛾 St a u r o p u s  s i k k im e n s i s  l u s h a n u s  O k a n o ,  1960  ○ 10 , 12
　　白斑胯舟蛾 Syn t y p i s t i s  c om a t a  （Le e c h , 1889） 2 ,3 , 4 , 5 , 6 , 7 , 9 , 12
　　佩胯舟蛾 Syn t y p i s t i s  p e r d i x  c o n f u s a  （Wi l em a n ,  1910） 3 ,5 , 6 , 9 , 10
　　臺灣銀斑舟蛾 Ta r s o l e p i s  t a iw a n a  W i l em a n , 1910 5
　　曲線舟蛾　　 Toga r i t e n s h a  c u r v i l i n e a  （Wi l em a n ,  1911） 　 4 ,5
    ○：臺灣特有

（圖片／高遠文化） 81

漫談█ █ █ █ █

Vol.41 No.4 ■  2015.08



▲圖11、望鄉蛾類的部分存證標本  （比例尺長6公分）

1.枯球籮紋蛾B r a h m a e a  w a l l i c h i i  i n s u l a t a ;   2 .波花樺蛾O b e r t h u e r i a  f o r m o s i b i a ;   3 .彌新枯葉蛾P y r o s i s  n i ;   

4 .川邊氏枯葉蛾Sy r a s t r e n o p s i s  k aw a b e i ;  5 .兩色帶蛾Apo n a  f u l i g i n o s a ;   6 .阿里山帶蛾Aph a  a r i s a n a ;   7 .褐帶

蛾Pa l i r i s a  c e r v i n a  f o rm o s a n a ;   8 .綠目王蛾Sa t u r n i a  j o n a s i i  f u k u d a i ;   9 .銀目王蛾Rhod i n i a  v e r e c u n d a ;  10 .圓

斑鷹翅天蛾A m b u l y x  s e m i p l a c i d a ;   11 .北京長喙天蛾M a c r o g l o s s u m  s a g a ;  12 .葡萄缺角天蛾A c o s m e r y x  n a g a  

n a g a ;  13 .白斑胯舟蛾Syn t y p i s t i s  c om a t e ;   14 .曲線舟蛾 Tog a r i t e n s h a  c u r v i l i n e a r ;  1 5 .巨垠舟蛾Acme s h a c h i a  

g i g a n t e a n ;   16 .棕綠背線天蛾Ce ch e n e n a  l i n e o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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