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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三十二年 蝴蝶普查員沙頭角發現小嬈灰蝶 

 

綠色力量「蝴蝶普查員」長期監察香港八個蝴蝶熱點，沙頭角是其中之一，自 2012

年邊境禁區開放開始納入為受監察蝴蝶熱點。於沙頭角進行蝴蝶生態調查的蝴蝶普查員

有 5 隊，共 26 人。在早前一次蝴蝶生態調查中，普查員發現了小嬈灰蝶（Arhopala 

paramuta），是該蝶在香港首個正式記錄。 

 

是次蝴蝶生態調查工作由伍家亮帶領的蝴蝶普查員小隊進行，發現小嬈灰蝶日期是

2013 年 7 月 6 日，位置在上担水坑附近的林地。小嬈灰蝶屬嬈灰蝶，嬈灰蝶是「大家

族」，全球已知的嬈灰蝶多達 200 種。大部份嬈灰蝶的外表十分相似，翅面呈深褐色，

帶有金屬色彩；翅底則是有如朱古力的淺褐色，並夾雜不明顯的白色波紋。香港已有記

錄的嬈灰蝶有 5 種，包括百嬈灰蝶、緬甸嬈灰蝶、銀鏈嬈灰蝶、小嬈灰蝶、齒翅嬈灰蝶，

是次發現的小嬈灰蝶則是當中體型最小的品種，也是唯一沒有翅尾的一種。 

 

根據文獻記錄，小嬈灰蝶的分布甚廣，在華南、印度、緬甸和泰國等地均有記錄。

但在香港，只有 M. J. Bascombe 於他的著作 The Butterflies of Hong Kong 提及曾於 1981

及 1982 年在新界北發現其蹤影，然而只是「目擊」個案，小嬈灰蝶在香港一直沒有相

片或標本記錄，是次蝴蝶普查員於沙頭角發現小嬈灰蝶，首次成功拍攝其相片，亦是該

蝶消失三十二年後的首次記錄，是相當重要的發現。 

 

直至目前，綠色力量於沙頭角的蝴蝶生態調查工作，共記錄到多達 116 種蝴蝶，佔

香港蝴蝶品種總數百分之四十五，當中包括 9 種罕見品種及 6 種非常罕見品種，是次於

當地首次發現小嬈灰蝶，進一步證明沙頭角擁有非常豐富的蝴蝶資源。 

 

根據文獻記錄，朴喙蝶的分布十分廣泛，包括內地不少省份、台灣、日本、印度、

泰國以至歐洲南部，唯獨香港卻一直沒有記錄。此外，大部份蝴蝶以卵、幼蟲或蛹的形

態來過冬，朴喙蝶卻是少數能以成蟲形態過冬的蝴蝶。 

 

「蝴蝶普查員」於 2008 年開展，是香港首支由普羅市民大眾組成的蝴蝶普查小組，為

收集本地蝴蝶數據注入大量而長期的人力資源。目前有合資格普查員 132 位，普查地點

共有 8 個，包括東涌石散頭、鹿頸、烏蛟騰、大埔林村（社山及梧桐寨）、大埔元墩下、

深涌及榕樹澳、沙頭角，以及今年新增的白沙澳及荔枝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