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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斑长翅卷蛾触角感觉器的扫描电镜研究
‘

韩桂彪 马瑞燕

摘要 对黄斑长翅卷蛾成虫触角感觉器在相差显微镜和扫描电镜下作了观察
。

触角由柄节
、

梗

节和 一 个鞭节组成
,

触角背面被鳞片覆盖
,

绝大多数触角感器位于触角的腹面和侧面
。

在雌
、

雄蛾的触角上可观察到 以下 种感器
,

即毛形感器
、

刺形感器
、

腔锥感器
、

栓锥感器
、

鳞形感器
、

耳形

感器
、

氏鬃毛
。

触角感觉器的数量
、

分布
、

密度在雌
、

雄成虫上具明显的差异
。

关键词 黄斑长翅卷蛾
、

触角
、

感觉器
、

扫描电镜

黄 斑 长 翅 卷 蛾 八 方 属 鳞 翅 目
,

卷 蛾 科
,

是我国北方苹果 材口 、

桃树
 

等的

主要害虫之一
。

为了探索管理这种害虫的新途径
,

深入探讨性信息素化学通讯的机制
,

对其触

角感觉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昆虫触角是接受来 自周围环境各种信息的主要器官
,

因而长期以来受到昆虫学家的关注
。

和
’ 、 「, 〕、 , 、 〔‘ 及 。 〔 等国外学

者先后对昆虫触角形态学
、

组织学
、

化学感受器的种类及结构
、

机械感受器的结构和感受性信

息素的嗅觉感受器的功能形态学等进行了综述
。

我国学者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

尹文英等 

用扫描电镜和相差显微镜观察棉红铃虫 尸 “  勺沪  成虫的触角
,

描述

了感觉器 的数量
、

种类
、

形态
、

分布和感觉器的性别差异
。

赵博光等川观察 了大袋蛾

 雄蛾触角上感觉器的种类
、

数量与分布
。

任自立等 观察了亚洲玉米螟

沃敌  ! 行  触角感觉器的种类和分布
。

黄斑长翅卷蛾的触角感觉器还没有人研

究
。

本文报道黄斑长翅卷蛾触角感觉器种类
、

分布
、

数量
、

大小和密度
。

材料和方法

、

 年 月
,

分别在 山西农业大学苹果园
,

采集黄斑长翅卷蛾蛹
,

在室内自然羽化

后供观察
。

供扫描 电镜观察的触角样 品制备 将摘取的触角
,

在 乙醇中洗去表面粘附物
,

待其

自然干燥后
,

用导电胶胶在扫描电镜样品台上
。

对触角基部和背面的鳞片
,

可用胶带纸粘除
。

样

品表面用离子溅射法镀金把合金后
,

在
一

型扫描电镜下观察
。

经氢氧化钾处理过的触角用 的乙醇二 甲苯液脱水透 明
,

树胶封固
,

制成玻片标本
,

用

相差显微镜进行观察
。

黄斑长翅卷蛾触角有 多个鞭节
,

选择观察了第
、 、 、 、 、 、

、 、 、

次端节和端节上的各种感觉器的数量
,

并测定了各种感觉器的大小
。

雌
、

雄蛾各观察

头
,

即各 根触角
。

 一 一 收稿
。

韩桂彪讲师
,

马瑞燕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太谷
。

,

本文为第一作者博 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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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述及的各种感觉器名称采用 和  ! 的命名法
。

观察结果

触角的一般形态

黄斑长翅卷蛾的触角呈丝状
,

由柄节
、

梗节和 一 个鞭节组成

图
。

雌蛾 一般 比雄蛾 多 一

节
。

雌蛾触角每节比雄蛾粗 一

拌
,

平均粗 拜
。

但雄蛾触角每

节比雌蛾长 一 拌
,

平均长

拜
。

雌
、

雄蛾触角的感受器种类和

形态大致相 同
,

但在某些感 受器 的

数量上有较大差异
,

尤其是毛形 感

器雄蛾明显多于雌蛾
。

感觉器的种类
、

形态
、

数量和

分布

黄斑长翅卷蛾触角上的感觉器

有 种
,

其名称为毛形感器
、

刺 形 感 器
。 、

腔锥感器
 

。

— —·
一

·

一

—
。

—
一 一 一

一

一
·

户万一
一

多

。
一 一 护气

一
一

一 一 一 、

日公留亘侧华护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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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触角鞭节 节

 

图 雌
、

雄成虫触角鞭节长度 和宽度 比较

、

栓锥感器
、

鳞形感器
、

耳形感器 和

氏鬃毛 氏
, 。

现分述如下

毛形 感器 图
一 一

b

,

2

一
C

,

5

一

i) 毛形感器是触角上数量最多的一种感觉器
。

在雌
、

雄触

角上均有分布
,

且随机性强
,

并非像棉红铃虫有整齐的排列
。

表 l 黄斑长翅卷蛾触角感觉器的数量和分布 (单位
:
个)

感觉器类型
节 次 第

5 10 15 20 30 3 5 40 45 次端节 端节
感觉器总数

鞭一25

毛形感器
70 66 63 57 53

80 106 72 81 10 2 ; : :: :: : :::

44�
n己
1

J马�匀
OJg曰

170170184148

9248
4 4

早工

今太

早
刺形感器

早色含早舍早含
腔锥感器

11q口,工
OC

栓锥感器

鳞形感器

耳形感器
0 2

助hm 柄节 44
、

梗节 50

柄节 49
、

梗节 42 :{

早舍

鬃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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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触角感觉器大小量度 (单位
二户m )

一一�午一一度一一一宽一一一一�干一一度一一一长一一一 一型类一 一器一感 觉

范围

毛形感器

刺形感器

腔锥感器

栓锥感器

鳞形感器

耳形感器

B 6hm 氏鬃毛

31一50

4 1~ 5 2

4
.
3 ~ 1 0

.
6

3
.
4 ~ 1 3

.
2

3 3 ~ 3 9

5
.
6 ~ 1 2

.
5

5 ~ 1 0
.
8

黑
范围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

)

.

1 9 ~ 4 3

4 3 ~ 5 5

5
.
7 ~ 1 2

.
5

1 3
.
2 ~ 1 5

.
8

3 1
.
0 ~ 4 3

.
0

5
.
4 ~ 1 2

.
7

3
.
2 ~ 9

.
5

黑 2.2~2.6
2.9~3.3

2.2~2.5
3.0~3.5 :

:
.……

n6六乃J任UUOO一hJ性,工Jq

; :

:

.

4

.

5 ~ 4

.

9

2

.

1 ~ 2

.

8

2

.

0
~ 5

.

0

1

.

1 ~ 1

.

3 :

.

5

.

4 ~ 6

.

8

2

.

1 ~ 2

.

7

2

.

0 ~ 5

.

0

1

.

1 ~ 1

.

2 {

.

�飞乏。。。。之形�侧却禅串荣叩

表 1
、

2 看出
,

毛形感器在触角

上的分布雌
、

雄间差异明显
:(1) 雌

蛾 的第 5 鞭 节分布 最 多
,

以后递

减 ;雄蛾每节均 比雌蛾 多
,

而且在

第 10
、

25 鞭节有两个数量高峰
,

在

第 15 鞭节有一个低峰
,

30 鞭节后

逐渐递减
。

( 2) 雌蛾有 2 644 根
,

雄

蛾有 3 657 根
。

(3 ) 雌蛾的毛形感

器短而 细
,

长约 31 拌m
,

宽约 2
.
3

拼m ;
雄蛾的毛形感器长且粗

,

长约

4一 拼m
,

宽约 2
.
4 拼m

。

对 黄 斑 长 翅卷 蛾 触 角每 10

00 。 拼m
Z
上 的毛形感器进行 数量

统计分析
,

结果如图 2
。

每鞭节上

触 角鞭节(节 )

图 2 触角上毛形感器的密度分布

雄蛾的感器密度均比雌蛾的高
。

雌蛾除端节上密度较高
,

达 37 根 /10 000 拼m
,

外
,

其余各鞭节

基部均保持在 27士 5 根
,

而且端部和基部密度大于中部
;
雄蛾的端节上密度最高

,

达 53 根/1 O

。。o 拼m
Z ,

在第 25 鞭节 以前
,

第 10 鞭节为一个高密度区
,

从第 25 ~ 45 鞭节密度 由 45 根/10 000

拼m
Z
逐渐递减为 35 根/10 0 00 拌m

, 。

2

.

2

.

2 刺形感器 (图 3
一

3

一
e

,

5

一

h ) 细长如刺
,

围绕其基部为一直径 5 拌m 的臼状窝
。

其分布情

况为
:
每节约 4 枚

,

并且分布于触角四周
。

位于每节较固定的位置
。

雌
、

雄比较
:
数量基本相同

均为 17。枚
,

形态一致
;大小比较

:
雌蛾较雄蛾稍长且粗

,

雄蛾长 46
.
2 拌m

,

宽 3
.
1 拌m ;雌蛾长

48
.
1 拼m

,

宽 3
.
2 拼m

。

2

.

2

.

3 腔锥感器 (图 3
一

4

一

f) 触角表皮凹陷成圆形腔
,

中央有一明显的轴栓
。

第 10 鞭节以前

分布较少
,

10 节后有较 固定的数 目和位置
,

一般位于触角中上部毛形感器丛中和栓锥形感器

附近
。

数量上雄蛾每根触角有 184 个
,

雌蛾有 148 个
。

雌蛾直径约 8
.
3 拼m

,

雄蛾约 7
.
7 拼m

。

2

.

2

.

4 栓锥感器 (图 3
一

1

一

a) 除端节外
,

每节前缘均着生有拇指状栓锥形感器
。

雌蛾每节 1

个
,

雄蛾 2一3 个 ;雌蛾长约 14
.
5 拜m

,

基部直径 6
.
65 胖m

,

雄蛾长约 10
.
6 拼m

,

基部直径约 4
.
85

拼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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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黄斑长翅卷蛾触角上的 7 种感觉器与国 内外 已报道的一些鳞翅 目昆虫感觉器相比较
,

无

论种类还是形态上都与棉红铃虫和枣粘虫(A
ncy lls

sat iva Li u) 的较为接近
,

而与家蚕 (B
om 勿x

m ori L
.
)和棉铃虫(H

eziot人i: a
rm
ig e ra H u e b n er )的差别较大

。

sc
hn

e 记e r〔
’〕证明雄蛾触角上的长型毛形感器是性信息素感受器

。

c or nf or d 等〔’“〕认为性信

息素感受器的典型特征是毛长
、

劲直挺立
、

顶端弯曲
,

在雄蛾触角上的数 目超过雌蛾
。

黄斑长翅

卷蛾上的毛形感器具有这些特征
,

因此可能是性信息素感受器
。

今后将用组织化学和电生理学

方法来进一步验证其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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