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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的生命週期 
 

學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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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蟲是世界上數量和種類最多的動物，

無論在水中或陸地上，我們都能夠發現牠們

的蹤影。 

  在眾多昆蟲之中，蝴蝶是其中一種最容

易觀察的昆蟲。蝴蝶一般體型較大，加上色

彩鮮艷，而且在市郊都很常見，因此是一個

很好的觀賞和學習對象。 

  正因為昆蟲數量極多，因此牠們與大自

然，甚至我們的生活都息息相關。 

  現在就讓我們在未來數節課堂一步步學

習各種與蝴蝶有關的知識，從而拆解昆蟲與

環境之間的關係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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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蝴蝶的樣子 

你印象中的蝴蝶是長甚麼樣子的呢？現在請你依照印象在

下面的空格內畫出一隻蝴蝶，並圈出兩項屬於昆蟲的特徵

吧！ 

 

 

 

在學習更多有關昆蟲的知識之前，我們要

先學懂怎樣去分辨一種動物是否昆蟲。現

在先讓我們來重溫一下昆蟲的特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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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分享給你們看看吧！這是我的珍藏

蝴蝶照片，牠的名字叫報喜斑粉蝶，是

在香港市區和郊區都很常見的蝴蝶，我

還在照片上標誌了一些一般昆蟲的特徵

呢！你們剛剛所畫的蝴蝶與這隻蝴蝶相

似嗎？ 

那麼蝴蝶實際上是長甚麼

樣子的呢？ 

兩對翅膀 

一對觸角 

三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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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辨識昆蟲 

以下哪種動物屬於昆蟲？請在空格內填上「✓」。 

 

 

除了蝴蝶外，我還有其他很好看的動物照片，

這些都是可以在香港找到的動物，你們能夠分

辨出哪種動物屬於昆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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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蝴蝶真漂亮！不知道牠

們小時候是不是和長大後一

模一樣呢？ 

當然不是！蝴蝶和我們不一樣，小時

候和長大後在形態上有很大差異，讓

我給你們看看蝴蝶從出生到長大的不

同樣子吧！ 



6 

  

  

完全變態與不完全變態 

昆蟲的形態隨成長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變異，這個發育過程被

稱為「變態」（變異的形態）。昆蟲的變態分為完全變態和

不完全變態，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在於完全變態的昆蟲在成

長的過程中會經歷卵、幼蟲、蛹和成蟲四個階段；不完全變

態的昆蟲的成長過程則只有卵、幼蟲和成蟲三個階段。 

卵 

幼蟲 

蛹 

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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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昆蟲的生命週期 

把以下昆蟲的成長階段按出生至成年以數字由 1 開始排序

（1  2  3 或 1  2  3  4），並把答案填寫在

內。 

 

 

 

 

現在就來一個小測試，看看你們是否真的明

白完全變態和不完全變態昆蟲的分別吧！ 

蝴蝶是 

（完全變態／ 

不完全變態） 

昆蟲。 

蜻蜓是 

（完全變態／ 

不完全變態）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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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蝴蝶在哪裏？ 

與你的組員討論，預測在哪個環境附近有機會找到最多蝴

蝶，並解釋答案。 

 

 

 

 

 

 

 

 

 

 

 

 

原來蝴蝶是這麼神奇的生

物，我急不及待到外面去探

望牠們了！ 

A. 建築物 B. 引水道 

C. 開闊的草地 D. 灌木叢 

先不要著急！其實有一些環境特別能夠吸引蝴蝶，如果我

們懂得去那些地方尋找蝴蝶的話便能事半功倍了！小朋友

，你們知道在哪些地方比較有機會找到最多蝴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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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測在 A / B / C / D 有機會找到最多蝴蝶，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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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考察的日子了

，希望今天可以看到

各色各樣的蝴蝶！ 

無論進行甚麼戶外活動，安

全都是最重要的，我們先熟

讀一些「安全及注意事項」

吧！ 

考察時的安全及注意事項 

 

• 穿上合適的衣物，例如淺色長袖衫褲和運動鞋。 

• 聽從老師指示進行活動，不隨意奔跑、喧嘩及擅自

離群。 

• 耐心地進行觀察，切勿接觸、干擾和傷害野生生

物。 

• 愛惜自然環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 在遇到突發事件時保持冷靜，並向老師求助。 

 

自評安全指數（考察後填寫） 

 

 我成功遵守 4 至 5 項安全及注意事項，我會繼續保持良好的郊遊態度。 

 我成功遵守 1 至 3 項安全及注意事項，我會在以後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多加

留意。 

 我未能遵守任何安全及注意事項，我會繼續努力改善自己的郊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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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猴子時的注意事項 

• 切勿餵飼猴子。 

• 切勿在猴子面前手持背心膠袋，應把背心膠袋放入

其他布袋或背囊之內。 

• 不要在猴子面前進食。 

• 不可釘視猴子，對猴子來說，四目交接是一種挑釁

行為。 

• 不要向猴群拋擲食物或物件。 

• 不要發出過大聲響使猴子感到慌張失措。 

• 不要走近或觸摸猴子，特別是幼猴，應與牠們保持

距離。 

• 不要觸摸猴子（或任何其他野生動物）或其排泄

物。如果你曾接觸，否則請立即用梘液和清水徹底

洗手。 

今天的考察地點—城門郊野公園是猴子的主要活動範

圍，因此你有很大機會在考察期間遇到牠們。如遇到猴

子，請保持冷靜及不用慌張，可參考以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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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郊野公園 

城門郊野公園是香港首批郊野公園之一。城門郊野公園景

色優美，是遊人的假日消遣熱點，而位於郊野公園範圍內

的城門水塘除了可讓遊人享受湖光山色，更極具歷史價

值。 

 

城門水塘（上城門水塘） 

城門水塘始建於 1923 年，整個建造過程歷時 14 年。城門

水塘的建造目的是為了應付當時港島及九龍地區急增的食

水需求。由於落成年為當年

英國國王佐治五世登基 25

年，故上城門水塘亦被名為

「銀禧水塘」。為紀念水塘

落成而豎立的紀念碑更於

2009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在正式開始考察前，我們先了解城門郊

野公園的一些背景資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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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遺跡 

於 1930 年代，日軍發動侵華戰

爭，香港亦無法從中倖免。為保

障香港免受日軍從北方侵襲，當

年的政府於 1937 至 1938 年間

建造橫跨醉酒灣（即現時葵涌一

帶）至西貢牛尾海的醉酒灣防線，而位於城門水塘以南的

城門碉堡更是整條防線的指揮部。可惜，於 1941 年，防線

不敵日軍攻擊而瓦解，揭開香港淪陷的序幕，而現時於城

門碉堡的遺址仍可找到當年戰爭的痕跡。 

 

生態價值 

城門水塘現在已不是軍事重地，現時香港的食水供應亦不

單依靠水塘，但城門水塘的魅力卻有增無減，全因這裏埋

藏着「生態寶藏」。城門水塘有豐富多樣的

生境，例如樹林、溪流等等，適合各種各樣

的物種在這裏棲息。以蝴蝶為例，水塘西面

記錄有超過 120 個蝴蝶品種，當中一些品種

更具保育價值，如金裳鳳蝶。 

 

  
下次和家人或朋友到城門郊野公園遊

覽時，嘗試與他們分享這些資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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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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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由我來說一下今天的考察目標吧！在上

一個課堂內，你們預測過在哪種環境有較大機

會找到最多蝴蝶，而今天老師將帶你們到訪類

似的地點，你們需要在每個地點進行蝴蝶觀察

活動，記錄蝴蝶在每個地點的數量和種類，以

及觀察蝴蝶通常停棲在甚麼環境。透過這次考

察來證明你們的預測是否正確吧！ 

但其實除了你之前介紹過的報喜斑粉蝶

外，我對其他蝴蝶的品種都不太熟悉，這

樣會阻礙到我的考察進度嗎？ 

別擔心！你可以查看一下老師剛剛派發的

物種辨識表，裏面除了列出了很多關於蝴

蝶的資訊外，更介紹了不同品種的蝴蝶

呢！如果準備好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考

察的詳細步驟及如何記錄數據吧！ 



16 

2.1 考察活動：蝴蝶大搜查 

抵達指定地點後根據以下步驟進行考察活動： 

 

1. 每到達一個活動地點後共有約 10 分鐘時間觀

察及數算蝴蝶。當找到蝴蝶後，請花約 30 秒

時間追蹤每隻蝴蝶並記錄低蝴蝶停棲的環境

（地上、建築物上、水上、植物上和飛行中）

及次數。 

 

2. 記錄遇到的每隻蝴蝶的特徵，並盡量拍下每一

隻蝴蝶。如蝴蝶因飛得太快或太遠而難以拍

攝，可選擇直接寫低牠們的形態特徵，以用作

統計蝴蝶的種類。 

尋找和觀察蝴蝶的技巧： 

蝴蝶通常會在開了花的植物附近出現，因此可

嘗試在這些植物附近尋找蝴蝶的蹤影。另外，

辨認蝴蝶時，可嘗試觀察蝴蝶的體型和顏色，

並利用物種辨認表協助你辨認蝴蝶。 

 

3. 若蝴蝶停棲過在某一植物上，請為該植物拍照

（例如葉片、花朵、果實），並嘗試在之後把

該植物的品種辨認出來。 

 

4. 透過物種辨識表或其他方法嘗試辨認出在考察

期間拍下的照片裏的蝴蝶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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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還要確保已經準備好考察時

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和工具。現在我們來

檢查一下是否已經準備好所有材料和工

具，以及熟習各種工具的用法。 

望遠鏡 放大鏡 

物種辨識表 

文具 

拍照設備 

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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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記錄（例子） 

 

活動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根據老師指示填寫） 

活動地點特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蝴蝶名稱 特徵 

蝴蝶在 30 秒內停棲的環境及次數 

（如所有選項都不適用則留空） 

地上 建築物 水 植物 飛行中 

1. 

灰色翅膀    ２ １ 

2. 

灰色翅膀    １ １ 

3. 黑色的翅膀上有紅、黃

和白色斑紋 
   １  

4. 

      

5. 

      

 
總數 

   4 ２ 

 

蝴蝶數量：_________隻  蝴蝶種類：_________種 

  

遊客中心 

草地被建築物包圍 

鈕灰蝶 

鈕灰蝶 

3 2 

報喜斑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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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根據老師指示填寫） 

活動地點特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蝴蝶名稱 特徵 

蝴蝶在 30 秒內停棲的環境及次數 

（如所有選項都不適用則留空） 

地上 建築物 水 植物 飛行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數 

     

 

蝴蝶數量：_________隻  蝴蝶種類：_________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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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根據老師指示填寫） 

活動地點特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蝴蝶名稱 特徵 

蝴蝶在 30 秒內停棲的環境及次數 

（如所有選項都不適用則留空） 

地上 建築物 水 植物 飛行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數 

     

 

蝴蝶數量：_________隻  蝴蝶種類：_________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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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根據老師指示填寫） 

活動地點特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蝴蝶名稱 特徵 

蝴蝶在 30 秒內停棲的環境及次數 

（如所有選項都不適用則留空） 

地上 建築物 水 植物 飛行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數 

     

 

蝴蝶數量：_________隻  蝴蝶種類：_________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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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根據老師指示填寫） 

活動地點特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蝴蝶名稱 特徵 

蝴蝶在 30 秒內停棲的環境及次數 

（如所有選項都不適用則留空） 

地上 建築物 水 植物 飛行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數 

     

 

蝴蝶數量：_________隻  蝴蝶種類：_________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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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察中挑選最多四種蝴蝶停棲過的植物，並把那些植物的品

種辨認出來（提示：盡量挑選較易辨認的植物，例如已開花或結果的植物）： 

 

植物名稱 植物特色 貼上植物圖片（如有）或畫出植物 

例子 

 

赬桐 

葉片呈心形、 

花朵為紅色 

 
1.   

2.   

3.   

4.   



24 

 

 

 

 

 

 

 

 

3.1 蝴蝶的食物 

請連線配對蝴蝶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食物種類。 

 

 

 

 

 

 

 

 

這次考察真精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蝴蝶，牠

們圍着植物飛舞的畫面實在教人難以忘懷！但令我困

惑的是為甚麼我在某一些植物附近會較容易找到蝴蝶

呢？那些植物有甚麼特別之處嗎？ 

要明白蝴蝶與植物的關係，我們首先要了解蝴

蝶的飲食習慣！以下有兩張分別是蝴蝶成蟲和

幼蟲的圖片，你們能從牠們身處的環境猜出牠

們的食物嗎？ 

固體食物

（如：葉片） 

成蟲 

幼蟲 

流質食物

（如：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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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民以食為天」，蝴蝶和植物的關係其實也

是由「食」發展出來。不論是蝴蝶的幼蟲或成蟲，

牠們的主要食物都來自植物。我們把那些提供食物

給蝴蝶的植物稱為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蜜源植物 

 

• 具有蜜腺的開花植物，能夠

分泌花蜜。 

 

• 為了吸引更多昆蟲到訪協助

傳播花粉，花的顏色和形狀

通常都十分鮮艷奪目。 

 

• 分泌出來的花蜜是蝴蝶成蟲

的其中一種主要食物。 

 

• 觀賞性高之餘又能吸引不少

昆蟲，因此大量種植於香港

不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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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主植物 

 

• 蝴蝶幼蟲的食物。 

 

• 蝴蝶的幼蟲十分「揀食」，只會進

食特定的植物，因此不同蝴蝶品種

有不同的寄主植物。 

 

• 蝴蝶成蟲會把卵產在寄主植物上，確保幼蟲在孵化後便能夠

獲得充足食物。 

想一想 

1. 假設地點 A 長有十分茂密的樹林，當中沒有一種屬於寄主植物或蜜源植

物；地點 B 的樹林規模不及地點 A 的十分一，但當中絕大部份都屬於寄主

植物或蜜源植物。你認為在哪一個地點有較大機會找到蝴蝶？為甚麼？ 

 

2. 「寄主植物的種類愈多，能夠吸引到的蝴蝶的種類便愈多。」你同意這句

句子嗎？為甚麼？ 

現在與老師分享你們在第23頁寫下的植物，

看看它們是否屬於蜜源植物或寄主植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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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蝴蝶與植物之間有這麼深厚的關係！ 

沒錯！不單是蝴蝶，其實大部份昆蟲與植

物，以至整個環境的關係都是密不可分的。

當我們破壞環境時，其實也間接地影響到不

同生物，例如令牠們失去棲息地、繁殖地及

攝食場所等等。 

想一想 

環境保育固然重要，但社會發展卻難以因此而停滯不前。你能夠想到甚麼

平衡兩者的方法嗎？哪一種發展模式最能同時顧及保育與發展？ 

 

 



28 

  除了棲息地受破壞外，有些蝴蝶更受濫捕影響。裳鳳蝶和

金裳鳳蝶因擁有絢麗的外表而被部份標本收藏家所喜愛，

不法之徒便看準當中的利益而大量捕捉牠們，使牠們的數

量一度大減。幸好，現在裳鳳蝶和金裳鳳蝶都受不同法例

保護，牠們更是香港現時唯一受法例保護的昆蟲。 

認識裳鳳蝶和金裳鳳蝶 

 

裳鳳蝶和金裳鳳蝶的外貌極為相似，兩者分別在於金裳鳳蝶的體型稍

大。牠們的幼蟲都食用印度馬兜鈴的葉片和嫩枝，而印度馬兜鈴含有有

毒的馬兜鈴酸，因此裳鳳蝶和金裳鳳蝶的幼蟲和成蟲體內都含有毒素，

而牠一身鮮艷的色彩正正是為了警告獵食者。 

 

• 裳鳳蝶和金裳鳳蝶都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 章）保

護，限制標本的管有及進出口。 

• 裳鳳蝶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 章）保護，禁止捕捉和買

賣。 

• 除此之外，印度馬兜鈴也是受保護植物，確保裳鳳蝶和金裳鳳蝶的產

卵地得到適當保護。 

裳鳳蝶 金裳鳳蝶 裳鳳蝶的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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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這幾節課堂和考察後，希望你們對蝴

蝶，以至昆蟲都有更深的認識。 

  昆蟲是重要的生物資源，牠們為植物傳播花

粉，協助維持生態平衡及促進農業發展；牠們在

生態系統中是消費者，同時又是分解者，使自然

環境中的養份能夠循環；牠們更為我們提供不同

滿足我們生活所需的產品，例如蜂蜜和蠶絲。 

  奈何，這些昆蟲正面臨各種危機。棲息地被

人類活動破壞、氣候變化等問題都使牠們的生存

空間逐漸收窄。 

  要保育這些昆蟲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你們

願意付諸行動，一起來保育昆蟲嗎？ 

我的承諾 

 

我願意透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去保育昆蟲，為維持生態平衡盡一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