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超音波聽
覺的夜行性蝴
您可能會驚訝地發現，許多夜行性的蝴蝶和蛾具有聽覺！許多日行性的蝴蝶已經演化出能夠偵測低頻
聲波的耳朵以躲避諸如鳥類和爬行動物等日行性掠食者。更不尋常的是，這種超音波聽覺器官已經在
一個蝴蝶系群和六個蛾類系群裡演化出來，並位於不同的身體部位。這些“耳朵”專門接收蝙蝠發出的
高音調覓食叫聲，並幫助蝴蝶用聽覺偵測-更希望能躲避-飢餓的蝙蝠。唯一具有超聲波敏感聽覺的蝴
蝶類群是絲角蝶科，其中包括大約40種僅來自新熱帶的物種。它們代表了古代蛾類和新演化出的蝴蝶
系群之間的演化聯繫。

蝙蝠的逆襲 
大約在5000-6500萬年前，出現了一群新的夜行性捕食者，因而對夜行性昆蟲施加了極

端的選汰壓力；它們就是蝙蝠。蝙蝠的出現被認為與日行性蝴蝶的演化有關，但是其他

鱗翅目昆蟲仍然維持著既有的夜行性，有些類群因此演化出超音波聽覺以與蝙蝠的迴

聲定位系統相抗衡。

半蛾半蝶 

絲角蝶科是唯一的夜行性蝴蝶，並具有許多蝴

蝶和蛾的驚人特徵。除了在蛾類中常見的超音

波耳朵和流蘇狀的觸角之外，絲角蝶在靜止時

不會折起翅膀。但像其他大多數蝴蝶一樣，絲角

蝶化蛹，而不是像蛾類一樣結繭。
留意聽蝙蝠的叫聲 
大多數昆蟲的耳朵（包括絲角蝶在內）受限於其構造上的特性，只能識別一個到幾個

共振頻率。儘管這似乎是有限的，但研究顯示，特定的蛾類物種整夜活動的時間與他

們的耳朵最能分辨出蝙蝠物種的活動有關。

袖絲角蝶常用的一
種特殊姿勢是在靜
止不動時將其翅膀
置與停棲表面垂直
的位置，並將頭部向
後翻轉，觸角指向地
面。如此可讓位於前
翅的基部的耳朵更翅的基部的耳朵更
加暴露在環境中。

絲角蝶的耳朵是如何運作的？
絲角蝶的耳朵位於前翅的底部，由一層1微米厚的膜（稱為鼓膜）組成，

該膜橫跨一個充滿空氣的空間中，內表面附著有三個對振動敏感的神

經元。當尖銳的聲音（如蝙蝠叫聲）引起鼓膜振動時，附著的感覺神經元

也會因此移位，從而將動作電位發送到飛行神經肌肉和大腦區域。

 利用聲音作為防禦
當絲角蝶和其他對超聲波敏感的夜間昆蟲接收到蝙蝠的叫聲時，他們

會以不規則的飛行速度和方向來因應，有些甚至會故意跌落到地面。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幾種蛾類甚至進化出了自己的發射超聲波的器官

來阻塞蝙蝠聲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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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飛行演習：

螺旋和水平掃描電路上傳或急劇下降

2.增加4倍
飛行速度

1.耳朵受到刺激

3.地面方向

的逃脫戰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