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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蝶类栖息地面积正在逐渐缩减，这对蝴蝶的生存和繁殖造成了直接
威胁。以城市蝶类种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资料，分析城市绿地蝶类多样性的影响
因素。最后从城市小微绿地视角出发，探讨蝶类微栖息地的优化路径，提出“栖互、共与、宣教”3
个生态景观策略，结合蝶类栖息与人类互动的需求，打造以乡土植物为基底、重视管养维护、融
合生态科普与自然教育的全年龄向城市蝶类微栖息地。 
 
Abstract 
At pres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butterfly habitat area is gradually 
decreasing, which pose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f butterflies. 
Using urban butterfly popul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utterfly diversity in urban 
green space were analyzed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data.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mall green spa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utterfly micro habitat 
optimization path, puts forward 'mutual, total, mission' three ecological landscape 
strategies,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butterfly habitat and human interaction, to build an 
all-age urban butterfly micro-habitat based on native plants, emphasizing 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and integrating ecological popularization and nature education.

文章亮点
1）基于城市小微绿地的视角，提出“栖互、共与、宣教”3个生态景观策略，从蝶类栖息、人蝶互动、
生态科普等多维度出发，探讨蝶类微栖息地的优化路径；2）兼顾公众参与和生态教育的社会需求，
为打造全年龄向城市蝶类微栖息地提供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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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各类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城
市生态系统遭遇前所未见的挑战，面临着难以满足城市蝶类
栖息需求的现实问题 [1]。蝴蝶是环境变化的敏锐指标，而城
市绿地作为城市蝶类栖息的重要场所，其景观营建直接影响
蝶类的分布与动态变化 [1~2]。城市中的微栖息地是蝶类等城
市生物的共存家园，也是城市绿地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要素。
通过优化微栖息地的植被管理、改善栖息地连通性、减少不
利因素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生态空间的绿地品质和景
观质量 [3~5]。

当前国内关于城市蝶类栖息地的保护与优化尚处在由理
论探索转向实践操作的阶段 [2]。虽然人们已意识到城市绿地
的生态价值，但在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规划和管理上，仍
有诸多难题待解。近年来，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等大
型生态空间备受瞩目，但散布于城市各处的小微绿地却因规
模小而未得到足够重视，也未能充分发挥其潜能 [2~6]。故此，
如何在城市小微绿地中创造适宜蝶类的栖息条件，实现生态
与城市的和谐共生，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文旨在深入探究城市小微绿地的蝶类微栖息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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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优化策略，重点关注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绿地中创造有利于
蝶类的栖息条件，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以城市蝶类种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
析蝶类栖息的生态需求，提出蝶类微栖息地优化框架和营建
策略，强调对微栖息地目标蝶种的全面规划，力求结合景观
营造与蝶类微栖息地保护，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城
市绿色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开辟新的优化路径，实现蝶类
生态保护与城市生态平衡。

1 城市绿地蝶类生境分析
1.1 城市绿地蝶类多样性的影响要素

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绿地空间作为城市生态物种的
关键栖息地，其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愈发凸显。
然而，随着城市用地压力的增大，绿地面积缩减，生境质量
下降，这不仅使得城市生境破碎化和同质化，还影响了蝴蝶
的觅食和繁殖，进而威胁蝶类的多样性和种群稳定性，给蝶
类带来极大的生存压力。此外，蝴蝶在幼虫阶段对寄主植物
的高度依赖性和成虫阶段的寡食性特征，使得其对城市绿地
的生境变化尤为敏感 [5]，可见蝴蝶的种群动态与城市绿地的
生境变化紧密相关。

与典型的退化地或未经规划的城市荒地不同，城市绿地
的演变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且受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
在此背景下，为在城市绿地生境变化中提升生存适应性，蝶
类的取食行为呈现出向广食性进化的生存优势 [6~7]。虽然广
食性蝶类的生存适应性提升，但并不意味着其多样性得到保
障。蝶类多样性的维持受到多种生态因子的影响，而觅食优
势只是重要因素之一。首先，蝶类除了食物来源外，还需要
适宜的栖息地结构来完成其生活史过程，例如隐蔽的草丛和
被落叶覆盖的地面可作为蝶类幼虫化蛹的微生境。然而，多
数城市绿地缺乏复杂的栖息地结构，蝶类的变态发育与繁殖
会受到影响。其次，城市中的过度养护管理、偏好种植等人
为干扰因素仍会对蝶类产生影响。管理者为追求景观效果而
采取过度的养护措施，如频繁灌溉、施肥、修剪等，一方面
会打乱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影响植物与蝶类的物候同步性，
另一方面可能会修剪掉含有蝶类幼虫或蛹的植物部分，造成
生态干扰。
1.2 小微绿地营建蝶类生境的优势

小微绿地指用地面积小于 1 hm2 的绿色开放空间，具
有面积小、高效能、易维护、兼容性强、实用价值突出的特
点 [5~6]。这些特点使得小微绿地成为缓解城市高密度空间中
人类需求与蝶类生存需求之间矛盾的研究重点，对优化城市
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对城市小微绿地的研究也
呈现增长趋势。在传统的绿地研究和微栖息地修复的实践中，
大尺度绿地更受重视 [7~8]，而小微绿地因缺乏足够的关注和
热度，其生态价值和服务功能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尽管大型
栖息地在提供生态服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高度
城市化的地区重建大型栖息地，将受到有限的用地面积和高
昂的建设成本的限制。如何打造兼顾生物栖息和人类活动需
求的城市绿色空间，是当下城市空间资源利用需考虑的问题。

而小微绿地的优势正是在于能在有限的用地条件下构建兼顾
生物生存需求和人类活动需求的生态系统 [9]。

小微绿地的科学规划与建设对保障城市蝶类的繁衍生
息至关重要。蝴蝶对外界干扰极其敏感，其群落结构和数量
与栖息地的景观尺度、空间布局、植物群落结构等因素有
关 [10]。城市绿地中的食源植物的植被结构是保障城市蝶类
生存与栖息的关键，也是构建蝶类栖息空间的核心。小微绿
地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能够灵活配置植物种类，种植多种
寄主植物，增加蝶类找到特定寄主植物的概率；其空间布局
可根据周边环境和蝶类活动规律进行调整；分布于城市各处
的小微绿地还能为蝶类提供近距离的食物，减少蝶类觅食的
能量消耗。此外，管理者在蝶类繁殖季能及时补充和维护食
源植物，并通过调整植物的种类和密度来满足不同蝶类种群
的食性需求。因此，小微绿地作为城市蝴蝶的食源、庇护所
和繁殖场所，更适宜作为专食性蝶类微栖息地修复的理想选
择。小微绿地还能够连接其他生态空间，提升目标蝶种的种
群稳定性和抗干扰性，为更多蝶类提供生存和繁殖的机会；
同时能够促进城市昆虫、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生态物种
与蝶类生境的互动与共存，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韧性。

2 城市蝶类微栖息地的景观营建策略
2.1 蝶类微栖息地的景观原则

城市栖息地是城市生物生存与繁育的栖息场所。城市
化导致的生境丧失、气候变化等问题，使蝶类栖息地面积逐
渐缩减，影响了蝴蝶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栖息地修复旨在提
升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城市蝶类微栖
息地的生态景观营建要尊重自然规律，利用原有自然条件，
明确城市生态本底，包括研究区域的生态基底数据、场地环
境特征、生境类别和动植物资源。以蝶类栖息地修复为导向
的生态景观营建要应用生态学原理，遵从生态性原则、社会
性原则、经济性原则 [11]，立足于满足蝶类的功能性需求，
以城市区域内的生物资源和栖息地环境情况为参考，选择本
土蝶种为保育目标，以此来修复蝶类栖息地的自然保育功
能 [12]。

生态景观建设不仅要打造当下的生物栖息地，更要考虑
未来的生态效益，应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为宗旨。生态景
观在营建过程中需要为栖息地内的生物提供生存空间，控制
生境的干扰变量，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区域对自然生境的割裂
和覆盖，打造合理的生物“踏脚石”、避难场所和生态廊道，
以修复栖息地与周边绿地的连通性，确保栖息地生态功能的
完整性。
2.2 蝶类微栖息地的营建策略

城市常见蝶类多以访花蝶类为主，其幼虫为植食性，多以
柑橘Citrus reticulata、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木
槿 Hibiscus syriacus 等植物的叶片为食。因此，为蝴蝶提
供生长发育所必需的食源植物是吸引城市蝴蝶的关键。蝴蝶
的生命周期短暂，在不同阶段都易受周边环境影响。寡食性
蝶类的幼虫对特定栖息地及植物资源有极强的依赖性，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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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蝶类微栖息地的营建策略
Fig.1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butterfly micro-habitats

蝶类的生存有很大影响。由于城市绿
地的原生植被逐渐被种类稀少、结构
单一的人工植被所替换，自然微栖息
地的生态资源遭到破坏，本土化的蝶
类寄主植物随之减少，城市蝴蝶的种
群数量也急剧下降，蝶类生物多样性
受到严重威胁 [2,6~7]。研究表明，蝶类
栖息地修复对蝴蝶种群恢复起主导作
用，城市绿地的生境质量、景观连通
性及植物异质性对访花蝶类的生存栖
息和种群数量至关重要 [13]。蝶类物种
的丰富度直接依赖于植被群落异质性。
综上，提升蝶类多样性的着重点在于
生态景观的营建与食源植物的选择。
以蝶类微栖息地为聚焦点，利用小微
绿地更新，营造满足蝴蝶生存需求的
生境，使城市的生态功能和所承载的
绿色空间得到完善和修补，扩充现有
生态廊道。因此，对于蝶类微栖息地
的研究将以生态景观为基石，为微栖
息地的优化路径提供新的思维方式。

城市蝶类栖息地营建的目标主体
是蝴蝶与人类，需要考虑蝶类的生存
需求与人类活动对蝶类的影响，并将
两者的需求和影响作为主要的衡量指
标，体现生态性、城市性、公众性的
原则，把握未来生态景观的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总结蝶类微栖息地的
营建策略（图 1），主要体现为“栖互、

共与、宣教”三大生态景观策略。“栖互”
策略，即满足蝶类栖息与人类活动的
需求，合理运用生态景观为两者构建
交往空间，达成蝶类与人类在栖息层
面的和谐共生。“共与”策略，即着
眼于生态景观、蝶类与人类三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积极创设融入蝴蝶与互
动元素的绿色空间。通过社会共建、
居民共享、公众参与，深度融合人类
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保护，使人们在
亲身参与的过程中自觉培养保护蝶类
的意识。宣教策略，即通过互联网科普、
实地科普、互动科普等社会各领域的
科普方式，丰富居民对于蝶类的认识，
促进科普与生态协同发展，推动生态
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从意识层面提升
公众对蝶类保护的积极性。营建策略
分为目标类群、生境资源、生态景观、
管养措施、科普宣教 5 个模块：

1）筛选目标。依据绿地空间的生
态资源，结合城市绿地资源和蝶类种
群的调查数据，分析绿地空间功能和
更新模式，筛选出适宜的蝶种及食源
植物，如选择原生绿地空间中存在，
但因人类活动或其他干扰影响而种群
数量下降的蝶种。此外，不同蝶种对
环境温度条件的适应性各有差异，还
可依据季相和温度的变化选定蝶种。

2）选择场地。蝴蝶是变温动物，

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因其自
身无法产生热量，需要吸收环境中的
热量才能维持飞行。蝴蝶也无法调节
自身体温，需要寻找温度适宜的栖息
地停歇降温。因此，需选择无环境污染、
土壤肥力充足、通风正常的向阳地段，
给予蝴蝶充足的飞行空间。场地内可
通过栽植中高层乔灌林、打造水景等
增加栖息地结构复杂性的方式，为蝴
蝶搭建乘凉点。蝴蝶对生境的环境质
量要求高，但多数蝶类对于生境的栖
息面积没有要求。城市蝶类的生存环
境往往不局限于单一绿地空间，大到
自然保护区、城市公园，小至社区花园、
居住区或道路沿边的绿化带，都能成
为它们的家园。

3）设计景观。应充分利用微地形
改造、植物配置等措施来营造满足蝶
类取食、躲避、繁殖等需求的栖息地；
针对蝴蝶的生态习性来规划空间形态，
包括打造中高层乔灌林、林下灌丛、
野花草甸、吸水浅滩、溪流石堆等景观，
并且提供避风、挡雨、遮阳的功能性
设施；构筑生态廊道的同时营造多个
生物栖居点，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的友
好共存的方法，增加城市生物“隐居
空间”，吸引城市野生蝴蝶及小型动
物“入住”，搭建城市生物的“小旅店”；
重视栖息地的生态功能，采用生物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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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材料及结构打造生态景观；配置具有乡土特色的植物，与
本土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满足蝶类生存需求的同时，遵循
“以人为本”的原则，兼顾人的使用需求布局景观。

蝶类栖息地的植物配置应从植物的功能性和结构性出
发。食源植物和寄主植物是影响蝴蝶种群数量的主要因素之
一。蝶类食源植物的多样性对栖息地的修复与保护具有重
要作用，如芸香科、樟科等乡土食源树种容易吸引凤蝶科的
蝶类前来传粉 [12~14]。应配置芸香科、樟科等乡土植物营造
凤蝶科生境景观。此外，选用乡土食源树种更能契合本土环
境与气候条件，减少外来植物与乡土树种的竞争所带来的潜
在生态风险。相比外来植物，乡土食源树种的适应性强、稳
定性好、抗逆性优，能为本土小型动物（鸟类、昆虫等）
提供食物或栖息地，且有利于营造出可持续的循环生态系
统 [15]。

4）管养维护。蝶类生境植物景观的管养措施必不可少，
应结合不同目标蝶种的生活习性来制定管护措施。除禁止化
学药剂、降低修剪频率、控制修剪时机外，在蝴蝶的幼虫期
和成虫期，要保障一定数量的蜜源和寄主植物，以确保充足
的食源供给；还需定期观察绿地，保护原生野生植物，避免
因不同野生植被之间过度竞争而挤压食源树种的生存空间。
从人蝶共栖的视角出发，在蝶类生境周边建立植被缓冲带，
隔离城市噪声污染和光污染；同时采取合理的人工干预措施，
如控制夜间栖息地内的灯光强度和光照时长，减少对蝶类的
不利影响。

5）科普宣教。城市蝴蝶的科普宣教可以分为 2 个方面，
一是拓展蝶类生境的自然导赏和观察的体验方式，通过设置
标识牌、科普解说牌等丰富公众对蝴蝶的知识性认识；增加
线上平台的科普互动，如扫描二维码进行交流探讨、提问解
答、记录留言等，让更多公众参与。二是配置蝴蝶知识趣味
互动景观装置，如蝴蝶翻转小品、识蝶认知墙等，结合科普
讲解、宣教活动，强化实地体验感受。通过多种形式倡导公
众参与到蝴蝶保护中，激发公众对户外蝴蝶观测活动的参与
热情，增强公众对蝴蝶的保护意识。

3 结语
本文梳理现有文献，结合景观生态学原理，分析城市绿

地蝶类多样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境景观对蝶类的分
布和动态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维持食源植物群落的丰富
性、稳定性和特定性是保障蝶类种群数量的关键因素。基于
此，提出基于城市用地视角的蝶类栖息地优化策略，以乡土
植物为基底，结合园艺植物和外来植物特色，构建具有生态
功能和美学价值的城市公园植物景观；并提出管养维护和科
普宣教策略，重视增强社区对蝶类栖息地的保护意识，关注
蝶类保护在生态科普与自然教育活动的定位，激发公众对蝶
类栖息地的保护行动。

本文研究集中在城市小微绿地中的蝶类微栖息地，无法
完全代表整个城市的蝶类栖息地状况。未来研究可扩大范围，
进一步深化对城市蝶类微栖息地的修复策略，为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引导城市景观向着更加生态友好和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例如，通过完善与生态科普和自然教育
活动相结合的绿色基础设施，在城市绿地中构建更适合蝶类
生存的微栖息地；通过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城市居民活动的蝶
类微栖息地，使公众深入融合到蝶类保护的生态环境中，既
培养公众对蝶类的保护意识，又能够丰富城市居民的户外活
动和休闲体验。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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