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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盲蝽成虫触角感器的扫描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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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烟盲蝽G%&#0#(;(*#&2%$)#&"V05>0H#作为一种杂食性昆虫!是蔬菜害虫的重要捕食者& 利用扫描电镜对烟
盲蝽雌雄成虫的触角进行观察!结果表明$烟盲蝽触角由基节’柄节’梗节和鞭节组成& 绝大部分触角感器位于触
角的腹面和外侧面& 触角感器共有 & 种!分别为毛形感器’刺形感器’锥形感器’钟形感器’腔锥形感器’具弯钩形
感器’腔形感器’乳形感器和Qi;O氏鬃毛& 腔锥形感器仅见于雌性触角!其他 Y 种感器在雌雄两性触角上的类型
和分布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键词!烟盲蝽! 触角! 感器! 扫描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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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盲蝽是植食性昆虫!其中
一些种类是苜蓿’苹果’梨’可可’棉花’烟草’高粱
和茶叶上的重要害虫"吴伟坚等!"##’#& 但是现
在看来!一些种类的盲蝽属于杂食性昆虫!既有植
食性的一面!又取食植物上的小型昆虫& 其中一
部分种类以植食性为主!如绿盲蝽等+另一部分种
类则以肉食性为主!是植物上害虫的重要捕食者
"路慧等!"##)+:61E;0J6!"##Y#& 当前越来越多的
人已经认识到了以肉食性为主的杂食性盲蝽作为
捕食者在害虫生物防治上的重要性!并且很多种
类已经成功应用于生物防治中"吴伟坚等!"##%#!

例 如 暗 黑 长 脊 盲 蝽 =+;*(,(/")&;+,#4#$(&)&
‘6210H!塔马尼猎盲蝽 N#;5/")&2+3+$#$##‘6210H
和西方猎盲蝽N#;5/")&"%&/%*)&_192;>已经商品化
生产并广泛应用于保护地作物的害虫防治上
"-B?O6H%2+,6! $&&$+ -BI6H6C?%2+,6! $&&*+
L9BB0=A9061C 8ELH02?H!"####& 烟盲蝽G%&#0#(;(*#&
2%$)#&"V05>0H# 属于以肉食性为主的杂食性盲蝽
的一种!能够捕食烟粉虱’温室白粉虱’蚜虫’蓟
马’斑潜蝇幼虫和蛹等!是蔬菜害虫的重要天敌&

触角是昆虫感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行使感受气流’二氧化碳’温湿度等功能"沈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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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角在烟盲蝽寻找寄主’取食’交配及迁
移等行为反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109C0H61C
:09M>!$&)&+KBF10%2+,6!$&&*#& 本文通过对烟盲
蝽成虫触角感器进行扫描电镜观察!以期深入了
解其化学感受系统!明确昆虫的触角感器种类’形
态’分布以及功能!探究其感器与行为反应之间的
关系!为进一步利用其作为天敌昆虫也为研究其
行为机制奠定基础&

9:材料与方法
9K9:试虫

烟盲蝽采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东门温室!用烟
草和米蛾卵饲养& 饲养条件为$温度""* {$#\!
相对湿度 )#Z {(Z!光周期4zd|$%z$#&

9K;:样品制备与观察
取新羽化的雌’雄成虫各 * 头!在解剖镜下用

镊子和解剖针将其头部取下!然后将头部浸入
*#Z的酒精溶液中!超声波净化"每个样品处理 $(
=#!除去表面粘附物& 然后依次用 Y#Z和 &#Z的
乙醇溶液处理 $ 次!用无水乙醇处理 ’ 次!干燥 $#
;& 将干燥好的样品粘台!在真空喷涂仪内喷金&
最后置于 j:83)*##/扫描电镜下观察!扫描电压
为 $" RT&

9K@:感器的命名
各种感器的命名采用 :E;109C0H" $&)% # 和

K;91>6等"$&&*#的命名方法&

;:结果与分析
;K9:烟盲蝽触角的一般形态

雌雄烟盲蝽的触角均为丝状!由基节’柄节’
梗节和鞭节 % 个部分组成& 雌虫的触角总长度为
"$ ))Y[(’ {"Y[((#(O"平均值 {:d!G |*#!其
中基节长度为""#)[’% {)[’*#(O"G |*#!柄节
长度为"("&[%# {)[#Y#(O"G |*#!梗节长度为
"(Y$[’* {([%(#(O" G | * #! 鞭 节 长 度 为
"’)([$% {%[%%#(O"G |*#+雄虫的触角总长度
为"$ *(’[Y {(["(#(O"G|*#!其中基节长度为
""(%[$% {%[*"#(O" G | * #! 柄 节 长 度 为
"()$[’’ {(["(#(O" G | * #! 梗 节 长 度 为
"(Y%[$" {%[’%#(O" G | * #! 鞭 节 长 度 为
"’(’[%’ {%[’’#(O"G |*#& 雌雄两性触角大
小形状差异不大!但雌虫触角略短&

通过电镜观察在烟盲蝽的触角上共发现了 &
种感器!分别为毛形感器’刺形感器’锥形感器’钟
形感器’腔形感器’腔锥形感器’具弯钩形感器’乳
形感器和Qi;O氏鬃毛& 各种感器多分布于触角
的腹面和外侧面!少数在背面!其中腔锥形感器仅
见于雌性触角&

;K;:感器的种类与结构
;K;K9:毛形感器!毛形感器是烟盲蝽触角上分
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感受器!各节均有分布!梗节
和鞭节上的数目明显多于基节和柄节& 烟盲蝽触
角上的毛形感器外形细长!前倾!向顶端渐尖细!
略呈弧形弯曲!一般生长于隆起的凹窝中& 毛形
感器基部直径为"$[%" {#["(#(O"G |Y#!长度
为""’[** {"[’’#(O"G|Y#"图 $$-#&
;K;K;:刺形感器!刺形感器外形如刺!呈刚毛
形!直立于触角表面!较毛形感器粗大!端部较钝!
基部有臼状窝!基部直径为""[#* {#[$$#(O"G
|Y#!长度为""&[&( {’[Y"#(O"G|Y#!主要位
于鞭节前缘"图 $$Q#&
;K;K@:锥形感器:锥形感器散生于触角上!数量
较少!常直立或沿触角纵轴微弯曲!呈锥形突起!
着生于凹窝内!端部钝形!前倾一定角度& 基部直
径为"$[%$ {#[#)#(O"G |Y#!长度为"Y[($ {
#[#*#(O"G|Y#!主要分布于梗节和鞭节上"图
$$K#&
;K;KA:钟形感器:钟形感器呈半球状!着生于体
壁凹陷的圆形小穴内!形似纽扣!直径为"%["’ {
#[#*#(O"G |Y#!主要分布于梗节上!数量较少
"图 $$K#&
;K;KB:腔锥形感器:形状像一朵朵菊花!表面下
陷成浅圆腔!圆腔四周长有环毛!向中间倾斜!呈
锥形!仅见于烟盲蝽雌性触角鞭节的腹面和外侧
面"图 $$d#&
;K;KC:具弯钩形感器:弯钩的形状’长短不一!
基部直径为"$[’) {#[$"#(O"G |Y#!长度为
"$([$) {"[%%#(O"G|Y#!端部呈弯钩形!略向
前倾!多分布于鞭节末端"图 $$D#&
;K;KL:\]2#氏鬃毛:Qi;O氏鬃毛粗而短!比刺
形感器短!不具基窝!像一根根小刺分布于触角的
柄节和梗节的节间周围!侧面和腹面分布较多!呈
灰白色!鞭节上无此感器"图 $$/#&
;K;KM:腔形感器!表皮内陷形成腔形感器!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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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烟盲蝽成虫触角上的各种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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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G |Y#!多分布于触角的腹
面!数量较少!仅见于柄节上"图 $$L#&
;K;KN: 乳形感器!呈乳头状突起!短而且小!着
生于凹陷的小窝内!直径为"#[Y" {#[#(#(O"G
|)#!长度为"#[Y& {#[#*#(O"G |)#!多分布
于触角的腹面!数量较少"图 $$ #̂&

@:讨论
昆虫通过特定的化学感觉机制可感知种内和

种间以及无机环境中的各种化学信息!并做出相
应的行为反应!从而在昆虫的寄主定位’识别’取
食’觅偶’交配’繁殖’栖息’防御与迁移等过程中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杰等!"##Y#& 触角上的
各种感器调节着昆虫行为与化学’物理等各种环
境刺激因子之间的关系"高泽正等!"##)#&

现已发现毛形感器具有触觉’嗅觉’味觉’机
械感受等功能!是昆虫感受性信息素的主要器官
"-B66O=61C 85=>6A6H>6! $&&$+陈湖海和康乐!
$&&Y+赵冬香等!"##)#+刺形感器具有感受机械刺
激的功能!故 :E;109C0H"$&)%#认为其是机械感器!
经研究证明刺形感器对机械震动有反应!选择行
为环境和适宜场所等"_69==B912!$&Y)#+锥形感器
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机械感受和嗅觉上!主要是对
外界普通气味"如植物气味!天敌发出的气味等#
的刺激起作用!因此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嗅觉感
器"马瑞燕和杜家纬!"###+姚永生等!"##%#+钟形
感器对气味’二氧化碳’温湿度较为敏感"那杰等!
"##Y#+有学者认为!Qi;O氏鬃毛有可能是一种感
受重力的机械感器!当遇到机械刺激时!能够缓冲
重力的作用力!从而控制触角位置下降的速度+腔
锥形感器具有感受二氧化碳’湿度变化’植物气味
等作用"那杰等!"##Y#&

对烟盲蝽触角感器的扫描电镜观察研究表
明!烟盲蝽触角具有毛形感器’刺形感器’锥形感
器’钟形感器’腔锥形感器’腔形感器’具弯钩形感
器’乳形感器以及Qi;O氏鬃毛& 以上 & 种感器除
了腔锥形感器仅分布于雌性触角上以外!其它 Y
种感器在烟盲蝽雌雄个体上均有发现!并且其分
布没有明显的差别&

通过观察发现和已有的一些文献报道来看!
作者对 % 种盲蝽"绿盲蝽’中黑盲蝽和烟盲蝽为杂
食性!中华微刺盲蝽为肉食性#触角感器的类型以
及分布进行了一些比较& 在绿盲蝽和中黑盲蝽 "

种以植食性为主的杂食性盲蝽触角上仅发现$毛
形感器’刺形感器’锥形感器和 Qi;O氏鬃毛 % 种
类型的感器"陆宴辉等!"##*+鲁冲等!"##&#& 而
在以肉食性为主的烟盲蝽触角上除了发现上面 %
种类型感器外!还发现了其它 ( 种类型的感器!它
们是$钟形感器’腔锥形感器’具弯钩形感器’腔形
感器和乳形感器+而在肉食性的中华微刺盲蝽上
除了具备烟盲蝽的 & 种感器外!还发现了圆柱形
感器"高泽正等!"##)#&

在绿盲蝽和中黑盲蝽触角上的感器没有明显
的雌雄二型现象!但是烟盲蝽和中华微刺盲蝽感
器在触角上的分布却有很大不同& 腔锥形感器仅
发现于烟盲蝽雌虫触角上+而乳形感器’钟形感器
和圆柱形感器仅见于中华微刺盲蝽雄虫触角上&

从数量上看!绿盲蝽和中黑盲蝽触角上所具
备的 % 种感器!在烟盲蝽的和中华微刺盲蝽的触
角上数目最多!而其他感器的数目相对较少& 当
然!不同的盲蝽种类其触角感器的类型和分布有
很大的区别!这可能与其择食’取食’觅偶’交配’
繁殖’栖息等习性有关!我们还需要借助于电生理
技术进一步确认各种感器的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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