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枯叶蛱蝶人工饲养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 编制工作概况

1. 项目来源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项目：江苏特色观赏蝴蝶驯化

繁育技术研究，项目编号：CX(20)3184，资助额度 20万元。

2. 承担单位

负责起草单位：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

参与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是江苏省唯一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休闲农业研究所

（以下简称“休闲所”）是江苏省农科院公益性科研机构之一。休闲所先后承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支撑计划、

省三新工程、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等省部级以上科技项目 50余项，制定江苏省

地方标准 16项。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拥有“蝴蝶规模化繁殖与利用试验示

范研究”等 10多项蝴蝶研究成果及“凤蝶规模化人工养殖方法”等 13项国家专

利技术，并拥有多个成熟的蝴蝶养殖基地。

3.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廖怀建，副研究员。本项目主持人和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负责项目的申报

立项，工作方案的制定，技术调研，指导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的起草、修改等

工作。

孙洪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本项标准草案主

要起草人，负责工作方案的制定，技术调研，指导本标准草案的制定。

曹烨，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本项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参与制定工作

方案，完成技术调研，方案起草及枯叶蛱蝶的养殖工作，并收集整理实验数据；

负责完成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石雷，研究员。本项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参与技术调研和工作方案的制定，

并指导枯叶蛱蝶饲养工作的开展，参与标准草案文本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唐楚飞，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本项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参与枯叶蛱

蝶的饲养工作，以及标准草案文本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魏兰君，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本项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参与枯叶蛱

蝶的饲养工作，以及标准草案文本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李凡凡，其他。本项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参与并指导枯叶蛱蝶的饲养，以

及标准草案文本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姚俊，工程师。本项标准草案主要起草人，参与并指导枯叶蛱蝶的饲养，以

及标准草案文本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蝴蝶作为重要的资源昆虫，在生态系统中起到多种重要的功能作用。蝴蝶艳

丽多姿、体态婀娜，可帮助植物传花授粉，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部分种类的蝴

蝶可提取药用活性物质，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蝴蝶翅机理研究结果，可为研发

新型吸热材料提供理论基础。因此，蝴蝶具有很高的观赏、文化、生态、科学和

经济价值。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文化需求的改变，休闲农业作为融合一二三

产的农业产业新业态应运而生。蝴蝶资源具有较高的工艺制作、放飞、保健、食

用、科研等利用价值，涉及旅游、食品、药品、科研等多个行业，可带来非常可

观的经济收入。蝴蝶产业作为新兴休闲农业产业，近年来颇受青睐，尤其在经济

发达地区。

然而随着蝴蝶产业的发展，市场对于蝴蝶的需求量日益攀升，每年数百万只

蝴蝶惨遭被捕，加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国蝴蝶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保

护蝴蝶资源最有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保护蝴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另一种

是防止野生蝴蝶种群数量的减少。前者需人类社会长期共同努力来完成，后者可

通过蝴蝶人工繁育和规模化饲养满足人们对蝴蝶资源的需求，降低野生种群的压

力，达到保护蝴蝶资源的目的。

枯叶蛱蝶（Kallima inachus），属鳞翅目（Lepidoptera），蛱蝶科（Nymphalidae），

枯叶蛱蝶属（Kallima Doubleday），因其独特的拟态花纹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经济

价值。江苏地区，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照充足，自然资源优越，适宜枯

叶蛱蝶及其寄主植物大叶马蓝的生存。江苏地区经济实力强，人文素养高，人们



对精神层面的享受有较高的追求，蝴蝶产业在江苏地区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

的发展前景。

国内资源昆虫的养殖已成为农民重要的增收途径之一，蝴蝶是观赏昆虫中最

受大众喜爱的类群，蝴蝶养殖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国内很多资源昆虫人

工饲养技术规程都已经制定，这也是我国农业资源昆虫养殖技术成熟和规范的标

志。江苏地区的自然条件利于开展枯叶蛱蝶人工饲养工作，江苏地区枯叶蛱蝶人

工饲养技术规程的制定，能够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促进江苏特色观赏蝴蝶景观

的构建，为江苏地区蝴蝶资源的保护与保育提供技术支撑，带动江苏地区休闲农

业的发展。

三、 主要起草过程

承担本项目的课题组在制定本项标准草案过程中，认真学习了国家关于标准

化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广泛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资料，调查了解国内

蝴蝶养殖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广泛征集了国内相关用户单位对标准制定工

作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枯叶蛱蝶人工饲养技术规程的质量要求及技术指标

等制定方案，与参与起草单位共同开展了各项技术指标项目的试验研究及分析论

证工作，按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陆续批准发布的对各类标准制定修订的规定，

提出了标准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四、 制定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技术规程必须与蝴蝶养殖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相适应，设置技术指标，

确定规格要求和试验方法，既要体现标准的先进性，也要具有适用性，符合我国

国情，满足用户需要，使产供需多方和社会受益。

2．选择确定分析试验方法时，尽可能采用国外先进标准的方法或我国现行

相关标准中规定的通用方法。

3．标准文本的编写，必须符合国家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4. 本标准的草案和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矛盾、冲突

关系。

五、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及技术可行性的论述



1.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证

该标准技术内容涵盖了人工饲养枯叶蛱蝶过程中蝴蝶养殖基地建设、寄主植

物与蜜源植物种植与管理、虫卵收集与保存、幼虫饲养、蛹期管理等技术要点，

优化枯叶蛱蝶人工养殖各个环节的操作，形成一整套科学、可实施的枯叶蛱蝶人

工养殖技术，为全面提高枯叶蛱蝶人工养殖效益，增加农民和养殖户的经济收益

提供技术支撑。

1.养殖基地作为枯叶蛱蝶生存的环境，对于饲养枯叶蛱蝶尤为重要。本标准

规范了养殖基地的区室分类、各区室的面积和应配备的系统，以及饲养过程中需

进行的消毒杀菌处理，构建健康、科学的蝴蝶饲养环境。

2.寄主植物作为幼虫的食料来源，蜜源植物作为成虫的食料来源，这两种植

物的栽培与管理，直接关乎枯叶蛱蝶养殖效益的高低。本标准规范了大叶马蓝的

种植、管理方法，以及 3种蜜源植物（女贞、五色梅和醉鱼草）的种植、管理方

法，保证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茂盛生长，为幼虫及成虫的生长生存提供食源保障。

3.虫卵的健康程度是孵化率和幼虫身体强健度的保障，本标准规范了虫卵采

集和保存的时间、方法及环境，为幼虫饲养夯实基础。

4.枯叶蛱蝶幼虫一般约有 5个龄期，1-3龄为低龄幼虫，3龄以上为高龄幼虫。

低龄幼虫死亡率非常低，但幼虫在低龄阶段遭遇人工损伤或误食有害枝叶等行

为，将会导致其在高龄期或化蛹前患病率、死亡率骤升。因此，低龄幼虫的饲养，

对于枯叶蛱蝶整个幼虫阶段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本标准对于枯叶蛱蝶幼虫饲养

中食料投放、转虫、病虫淘汰、垃圾清理等做了详细的探索和研究，保证幼虫饲

养的高效性。

5.蛹期是幼虫到成虫转变的过渡阶段，期间虫体器官离解，重新组合，若管

理不当，则将导致整个饲养工作将前功尽弃。本标准规范了老熟幼虫化蛹以后，

蛹期的管理工作，为蝶蛹高效羽化提供保障。

2. 技术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承担团队拥有博士后人才 1人，博士人才 4人，硕士人才 3人，其他

研发人才 5人，拥有丰富的资源昆虫养殖经验，于 2020年制定了江苏省豆丹规

模化养殖相关标准 1项；团队掌握 10多种蝴蝶规模化饲养技术，包括柑橘凤蝶、

青斑蝶、丝带凤蝶等，拥有 2项蝴蝶饲养相关专利技术，能够为枯叶蛱蝶饲养过



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团队每年用于科技研发的投入在 10万元人

民币左右，目前拥有可调节光照和温湿度条件的玻璃生态温室一间，还配有蝴蝶

规模化繁育研究所需的恒温恒湿光照培养箱、网室、温室大棚和试验田等基础设

施，可进行蝴蝶卵孵化、幼虫生长、蛹羽化最适环境条件探究的实验工作，科研

配套资金可以满足本项目实施要求。

本项目合作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拥有“蝴蝶规模化繁

殖与利用试验示范研究”等 10多项蝴蝶研究成果及“凤蝶规模化人工养殖方法”

等 13项国家专利技术，并拥有多个成熟的蝴蝶养殖基地。

综上所述，本项目申报团队完全具备承担“枯叶蛱蝶人工饲养技术规程”标

准研制的基础与能力。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七、 有关标准性质的措施建议

本标注为推荐性标准。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团体标准批准颁布后，开展必要的宣传工作，以促进本项标准的贯

彻实施。

（2）在本团体标准颁布后，由相关机构举办本项标准实施的技术培训讲座

或会议。

九、 预期效益分析

1. 将枯叶蛱蝶成虫产卵量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20%-30%，虫卵孵化率在现有

基础上提升 15%-20%。

2. 将枯叶蛱蝶幼虫化蛹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20%-25%。

3. 将枯叶蛱蝶蛹羽化成功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15%-20%。

4. 将江苏地区枯叶蛱蝶人工养殖成本在现有基础上降低 2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