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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s of termite , Odontotermes formosanus(Shiraki), researches in China were reviewed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 biological characters , host and distribution , IPM measures , and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he termite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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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黑翅土白蚁 Odontotermes formosanus(Shiraki)的形态特征 、生物学特性 、寄主与分布 、综合防治

技术和白蚁资源综合利用等 5个方面着重论述近年来该虫的研究动态及其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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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翅 土 白 蚁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Shiraki)属土栖性白蚁 ,它们行土栖生活 ,食性

很杂 ,危害范围广。主要危害多种树木及常绿

阔叶林带 ,也是水库 、江河堤坝的主要害虫 ,可

经常造成堤坝漏水 、塌方和溃口
[ 1 ～ 4]

。这种白

蚁造成的危害隐蔽 ,不易被人们察觉 ,一旦发

现 ,往往已经造成重大损失 ,如危害树木 ,可蛀

空树心 ,侵害堤坝 ,可造成决堤等。为了有效控

制其危害 ,现将该虫的研究动态及其进展综述

如下 。

1　形态特征

形态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兵蚁 ,研究较

为细致 、透彻
[ 5 ～ 9]

。其次是有翅成虫 ,不但有一

般的体节特征和翅脉描述
[ 5]
,张方耀等通过扫

描电镜对翅面微刻点等进行详细的观察描

述
[ 10 , 11]

,但工蚁 、蚁王 、蚁后和卵的描述较少
[ 5]
。

潘演征等和董兆梁等发现存在翅芽型兵蚁 、白

兵蚁 、白工蚁和其它发育不正常的个体等
[ 12, 13]

,

幼蚁和若蚁的形态特征没有文献报道 ,有待进

一步研究。王中富详细研究黑翅土白蚁和黄翅

土白蚁的形态区别
[ 14]
,归纳起来主要有:

(1)兵蚁:体长 6 mm 左右 ,乳白色;触角 15

～ 17节
[ 9]
。上颚镰刀形 ,左上颚中点前方有一

明显的齿 ,齿尖斜向前;右上颚内缘的对应部位

有一不明显的微齿。前胸背板背面观元宝状 ,

侧缘尖括号状 ,在角的前方各有一斜向后方的

裂沟 ,前缘及后缘中央有凹刻。

(2)有翅成虫:体长 27 ～ 29.5 mm ,翅展 45

～ 50 mm 。头胸腹背面黑褐色 ,腹面棕黄色 。

触角 19节
[ 9]
。前胸背板中央有一淡色的十字

纹 ,纹的两侧前方各有一椭圆形的淡色点 ,纹的

后方中央有带分支的淡色点 。翅长大 ,前翅鳞

大于后翅鳞 。前翅M由Cu分出 ,共5支;Cu有

8 ～ 12根明显的分支 。后翅M 由 Rs分出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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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同前翅。整个翅面有微毛 ,翅中部有棒状

突起 ,前后缘有尖头状乳突。

(3)工蚁:体长4.61 ～ 4.90 mm 。头黄色 ,胸

腹部灰白色。触角 17节
[ 9]
。囟门呈小圆形的

凹陷 。

(4)蚁后和蚁王:体长 70 ～ 80 mm ,体宽 13

～ 15 mm 。头胸部和有翅成虫相似 ,但色较深 ,

体壁较硬 。蚁王体略有收缩。

(5)卵:乳白色 , 椭圆形 。长径 0.6 ～ 0.8

mm ,一边较平直。短径 0.4 mm。

2　生物学特性

黑翅土白蚁的品级相对较为简单。有翅成

虫经婚飞配对后 ,建巢成为蚁王蚁后负责繁殖

后代;卵孵化为幼蚁 ,幼蚁在不同激素作用下分

别向工蚁和兵蚁 2个方向分化。巢龄达到一定

年限后 ,又出现有翅成虫的分化。黑翅土白蚁

食性较杂 ,共生物也很多 。

2.1　蚁王与蚁后

蚁王蚁后专司繁殖后代。巢群中一般只有

1对 ,不同时期数量不同 ,但一般蚁王数目少于

蚁后 。游兰韶等用蚁后腹长(X)和蚁巢长径

(Y)建立了回归方程 Y =30.852X -42.694 ,用

于巢群年龄的预测 ,还对初建群体产卵期 、产卵

数量 、日最大产卵量 、日平均产卵量等进行研

究
[ 15]
。卵粒在巢内堆放的位置 ,头年 9月到次

年6月 ,一般集中堆放在主巢中部 , 7 ～ 8月气

候炎热 ,地温较高 ,卵粒分散堆放 ,除主巢中部

外 ,主巢外围的卫星菌圃 ,以及远离主巢的菌

圃 ,空腔中也堆放大量的卵粒
[ 5]
。

2.2　有翅成虫

是巢群中除王与后外能交配生殖的个体 ,

但在原巢内不能交配产卵 ,在分群移殖 ,脱翅求

偶 ,兴建新巢后才能交配繁殖后代。巢群中有

翅成虫的数量与巢群的大小 、蚁后数目的多少

有关 ,成年蚁巢有繁殖蚁达 3 000 ～ 9 000个 。

有翅成虫的幼蚁 ,从开始出现翅芽起 ,到完成最

后一次蜕皮 ,至少经历半年以上的时间共有 7

龄。在同一巢内 ,长翅繁殖蚁的龄期极不整齐 ,

甚至同一时期能见到 1 ～ 7 龄的繁殖蚁 。刚具

翅芽的若虫 ,5 月出现于巢内 , 6月进入 2 龄 , 8

月进入 3龄 ,11月进入 4龄 , 12月进入 5龄 ,次

年 3月出现有翅成虫
[ 5]
。

2.3　兵蚁

数量次于工蚁 ,虽有雌雄之别 ,但无交配生

殖能力 ,为巢中的保卫者 ,每遇外敌即以强大的

上颚进攻 ,并能分泌一种黄褐色的液体 ,抵御外

敌
[ 5]
。从卵孵化至兵蚁分化出现历期为(23.81

±2.03)d
[ ＊]
。

＊游兰韶.湖南省昆虫学会光辉五十年.2002.110～ 124.

2.4　工蚁

数量是全巢最多的 ,群体所包括的个体数

可超过 200 万个
[ 16]
。巢内一切主要工作 ,如筑

巢 、修路 、抚育幼蚁 、寻找食物等 ,皆由工蚁承

担
[ 5]
。从卵孵化至工蚁分化出现的历期为

(16.67±1.15)d
[ 37]
。

2.5　活动规律

黑翅土白蚁活动有很强的季节性 。在福

建 、江西 、湖南等省 ,11月下旬开始转入地下活

动 ,12月份除少数工蚁或兵蚁仍在地下活动

外 ,其余全部集中到主巢。次年 3月初 ,气候转

暖 ,开始出土为害 。这时 ,刚出巢的白蚁活动力

弱 ,泥被 、泥线大多出现在蚁巢附近 。连续晴

天 ,才会远距离取食 。5 ～ 6月形成第 1 个为害

高峰期 。7 ～ 8月气候炎热 ,以早 、晚和雨后活

动频繁。入秋的 9月后 ,逐渐形成第 2个为害

高峰期
[ 5]
。10 ～ 11 月为贮粮高峰期

[ 15]
。Yang

还对黑翅土白蚁中肠纤维素酶活性与特点进行

详细研究
[ 17]
。

2.6　成虫婚飞

工蚁于 4 ～ 6 月间在靠近蚁巢附近地势开

阔 、植被稀少的地方 ,筑成形如圆锥状的羽化孔

突 ,土粒较细 ,数目在 15 ～ 20个之间 ,多的可达

100个以上。形状有 2种:筑于斜坡的呈长方

形 ,长 4 ～ 6 cm ,宽2.5 cm ,突出地面 1.5 cm 。筑

于平地的高 3 ～ 4 cm ,底径约 4 cm ,形状不规

则 。羽化孔成群分布 ,每巢有 1群或数群 ,在羽

化孔下有成层排列的候飞室 ,候飞室与主巢间

的距离一般为3 ～ 8 m ,个别可达 10 m以上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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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飞孔与蚁巢的距离 1 ～ 5 m
[ 5]
。

有翅成虫一般在气温达到 20℃,相对湿度

达到 80%以上 ,气压在 99.2 ～ 100.1 MPa 之间 ,

下雨的傍晚出现婚飞。婚飞时 ,一个群体内的

有翅成虫可能在一次全部飞出 ,但也可能由于

某种原因 ,或部分个体发育未完全成熟 ,或外界

环境因子突然变得不利等 ,则不能一次全部飞

出 ,保留一部分个体等候下一次婚飞。也可以

不经过婚飞 ,也能脱翅配对
[ 16]
。6月底 ,长翅蚁

群飞完毕后 ,因雨水冲刷 ,地面的群飞孔会逐渐

消失
[ 5 , 18]

。张锁洪和顿辉银等还对婚飞规律和

婚飞首日预测进行研究
[ 19 ,20]

。

2.7　巢体结构随巢龄不断变化

有翅成虫脱去四翅 ,雌雄配对 ,入地营巢 。

最初钻入地下营建的巢穴 ,只是一个 2 cm大的

土腔 ,称为无菌圃期 。大约 3个月左右出现 2

cm 大的菌圃进入单菌圃期 ,王和后仍无特别居

住的“王室” , 1 ～ 2年后蚁后的腹部开始膨大 。

巢由 1个菌圃发展为 2个以上菌圃 ,进入多腔

初期 ,在菌圃旁边和底部修筑“王室” 。3 年以

后 ,进入多腔中期 ,巢群从无菌圃期发展到多腔

中期 ,因群内都不产生长翅繁殖蚁 ,所以称为幼

龄群体或幼龄巢 。进入层裂期后 ,巢群发育成

熟。进入块裂期后 , “王室”在主巢中亦有由上

而下的迁动过程 。进入层裂期后 ,主巢位置基

本固定
[ 5 ,21 ～ 23]

。

王与后在巢中生活的位置 ,亦常随巢群的

年龄或蚁后的大小而异:蚁后体较小 ,巢群较

嫩 ,王与后则无特殊结构的“王室”居住 ,只生活

于菌圃的下方 ,由菌圃把它们盖着;蚁后体较长

达3 ～ 4 cm ,蚁群为年青时 ,则多在巢中较大菌

圃的边缘突出一个土室生活。蚁后体大形 ,长

达4 ～ 6 cm ,巢群已达成年或将达成年时 ,王与

后往往生活在巢中菌圃泥质的“王室”中 。蚁后

体积因年龄不同而异 ,大约第 1年时体积为0.9

cm
3
,以后逐渐增大 ,到第 9 年时则可达 63.9

cm
3[ 5]
。

主巢温度通常处于 25 ～ 28℃,当冬季周围

气温降至 9 ～ 19℃,巢内温度不低于 20℃,夏季

巢外酷暑 ,而巢内温度不高于 28℃。巢穴往往

深达 2 m以上 ,有的可达5 m 深
[ 16]
。

2.8　白蚁共生物及食客众多

黑翅土白蚁有 2 种共生菌:小白球菌

(Termitophaeria duihiei (Berk)Ciferri)和白球菌

(Termitomyces albuminosus)。白蚁的死亡造成白

蚁真菌(小白球菌等)也随之衰亡 , 地炭棍

[(Xylaria nigripes(Ki)Saco),又称炭角菌 、碳棒

菌 、鹿角菌] 、鸡菌(Collybia albuminosa)、鸡枞菌

(Termitomyce salbminasus(Berk)Heim)等失去抑

制因子迅速生长发育起来
[ 24 ～ 34]

。鸡枞菌多由

幼年巢群中长出 ,三踏菌多由成年巢群中长出 ,

鸡枞花(Termitomyces miciocarpus)多从主蚁道中

长出 ,鹿角菌都由死亡菌圃中产生
[ 22]
。朱志雄

对黑柄炭角菌的DNA进行了鉴定
＊
。李参报道

为白蚁巢穴内有节肢动物 3个纲 9目 16科 30

多种食客
[ 36]
。

＊朱志雄.中国菌物学会首届药用真菌产业发展暨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2005.72～ 75.

2.9　其他习性

畏光性 ,趋光性 ,群栖性 ,好斗性 ,护群性;

喜湿怕水;喜温怕冷;喜爱整洁
[ 37]
。螳螂 、山青

蛙 、蝙蝠 、各种蚂蚁 、蜘蛛 、穿山甲等都是他们的

天敌
[ 5]
。

3　寄主与分布

3.1　寄主

黑翅土白蚁危害的寄主植物种类很多 ,分

布广泛 。

除为害 100 种植物和农作物外 ,还能严重

为害经济作物苎麻

主要寄主有:杉树 、檫 、樟树 、泡桐 、木荷 、栗

类 、栎类
[ 5]
、马尾松 、侧柏 、橡胶树 、榆 、桉 、洋

槐
[ 6 , 38, 39]

、板栗 、楠 、油茶 、油桐 、核桃 、柑桔 、桃 、

李 、木莲 、蓝果树
[ 7]
、松 、茶

[ 37]
、大叶桉 、柠檬桉 、

厚皮树 、甘蔗 、西番莲
[ 40]
、女贞 、栾树 、水杉 、桂

花 、茶花 、梧桐
[ 41]
、桑树

[ 42]
、枫香 、广玉兰

[ 43]
、黑

荆树苗 、青冈栎 、杜仲 、香椿 、柳杉 、柏木 、苦楝 、

川楝 、枫杨 、漆树 、盐肤木 、瑞香 、圆柏 、雪松 、喜

树 、木棉 、厚朴 、腊梅 、花椒 、阳桃 、玉兰 、石楠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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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梧桐 、枣树 、楸树 、毛竹 、国外松 、黑松 、金钱

松 、油杉 、落羽杉 、臭椿 、合欢 、桤木 、重阳木 、刺

楸 、刺槐 、黄莲木 、麻栎 、衰杨 、旱柳 、 木 、紫薇 、

栓栎 、白榆 、皂荚 、乌桕 、柿树 、茶树 、紫槐 、淡竹 、

毛白杨 、海棠 、苹果 、山楂 、梨树 、黄杨 、松柏
[ 44]
、

香樟 、银杏 、冬青
[ 45 ,46]

、荔枝 、龙眼
[ 47]
、紫穗

槐
[ 48]
、罗汉果

[ 49]
、天麻

[ 50]
、杨梅

[ 51 ～ 53]
、玉米 、高

粱 、椰子幼苗 、茅草根 、艾 、野艾 、芒箕
[ 22]
、桧柏 、

悬铃木 、月季 、水稻
[ 9]
等 100种以上

[ 44 , 54]
。黑翅

土白蚁对食物的选择性不强
[ 55]
,除危害上述寄

主植物外 ,还严重为害房屋建筑 、森林和水库堤

坝。在堤坝上筑巢量大而深 ,隐患最大
[ 56]
。在

湖南沅江黑翅土白蚁除严重为害沅江防洪大堤

外 ,还严重危害当地重要的传统经济作物苎麻

(Boehmeria nivea(L.)gaudich)。

3.2　分布

在国内 21 省区和东南亚均有分布 。北以

北纬 35 度(洛阳)为界 , 南至北纬 20 度(海

安)
[ 22]
。河南 、江苏 、海南 、西藏

[ 5]
、安徽 、浙江 、

湖北 、湖南 、四川 、贵州 、台湾 、福建 、广东 、广西 、

云南
[ 6]
、山西 、山东 、陕西 、河北

[ 37]
等长江以南

21省区
[ 37]
。缅甸 、越南 、泰国

[ 5]
、印度 、孟加拉

国 、日本
[ 22]
、朝鲜 、夏威夷

[ 9]
。在湖南最大的分

布高度是 1 700 m(宜章莽山 、资兴八面

山)
[ 37, 57]

。蔡邦华还对我国白蚁分布和区系进

行了详细研究
[ 58]
。

4　综合防治技术

在进一步研究检疫防治可行性的基础上 ,

要逐步采取物理化学诱杀 、生物防治 、工程治

理 、化学药剂防治等综合措施进行防治 。有条

件的地方可寻巢挖巢灭蚁 。

4.1　寻巢与挖巢灭蚁

可以通过分析地形特征 、为害状 、地表气

候 、蚁路 、群飞孔 、鸡枞菌等判断白蚁巢位 。确

定蚁巢位置后 ,追挖时 ,先从泥被线或分群孔顺

着蚁道追挖 ,便可找到主道和主巢。要注意掌

握挖蚁道要挖大不挖小 ,挖新不挖旧;对白蚁要

追进不追出 ,追多不追少
[ 5 , 59]

。张宗福提出 3

种蚁巢定位方法
[ 60]
。

4.2　灯光和性诱剂诱杀

每年4 ～ 6月间 ,是有翅繁殖蚁的分群期 ,

利用有翅繁殖蚁的趋光性 ,在蚁害地区可采用

黑光灯或其他灯光诱杀
[ 5]
。最佳活性浓度的踪

迹信息素类似物(Z , Z)-3 ,6-十二碳二烯-1

-醇(DDE-OH)与信息素提取物的活性反应之

间没有显著差别
[ 61]
,都可用于白蚁的诱杀。

4.3　压烟法

王松国等详细介绍自制压烟器的制作方

法
[ 62]
:把 KNO3 30%、NH4Cl 10%、锯末 55%、硫

磺 5%分别干燥粉碎 、混匀制成烟剂 ,燃烧前加

入一定量的 80%敌敌畏 EC 、50%甲胺磷 EC 、

2.5%溴氰菊酯 EC , 放入压烟器中 ,点燃发烟

后 ,迅速塞紧木塞 ,可听到呼呼响声 ,封闭蚁道 。

蚁王蚁后熏死率 98%以上
[ 62～ 64]

。

4.4　喷施灭蚁药剂

一般在白蚁活动较频繁的季节(4 ～ 10月)

施药 ,收效较快
[ 65]
。

4.4.1　能找到白蚁活动场所:如群飞孔 、蚁路 、

泥被线 、危害严重的部位 ,可直接适当施药 ,不

需再行找巢 ,即可达到防治的目的 。对于比较

容易找到的白蚁活动场所 ,如聚集在伐根内的

白蚁群 ,可将药液直接喷入 ,不必挖巢 ,即可达

到全歼巢群的目的。常见的药剂有:3%林康乐

WP ,林地防治黑翅土白蚁 5g 株保苗防治效果

达 95%以上
[ 66]
。50%福美双WP 、80%敌敌畏

EC 、48%毒死蜱 EC 、5%氟虫腈浓悬浮剂 、10%

氯氰菊酯 EC 、2.5%溴氰菊酯 EC 、25%辛硫甲

氰菊酯 EC 、76.9%松节油 EC 、98%杀虫螟丹原

粉 、76.9%樟脑油 EC ,6%林康乐WP 、吡虫啉 、

氟虫腈 、联苯菊酯等在危害高峰在植株泥被上

直接喷 300倍液
[ 53, 63 ,65 , 67 ～ 72]

。其他如 35%氯丹

EC(有机氯杀虫剂)防治黑翅土白蚁效果好 ,

0.04 ～ 0.10 μg mL 3 d后死亡率达 100%
[ 73]
。

4.4.2　找不到蚁巢:可先挖一个诱集坑(深 30

cm ,长 40 cm ,宽 20 cm),然后把大叶桉的树皮 ,

或甘蔗渣 、松木片 、芒萁骨等捆成小束(每束长

25 cm 、径 10 cm)埋入坑内作诱集物 ,在干燥的

季节 ,诱集物上要泼一些洗米水或糖水 ,坑面加

盖松土 ,过半个月后进行检查 ,如发现大量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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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来时 ,挪开诱集物 ,将灭蚁灵均匀喷在白蚁

身上 ,先喷坑的下面 ,后喷上面 ,喷好后把诱集

物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然后盖好 ,过 1个星期再

来检查处理 , 直到达到防治目的为止
[ 37 , 74, 75]

。

也可以用汪一安先生发明的WAY-8202白蚁诱

杀剂来诱杀白蚁 ,防治效果好
[ 75]
。黄求应等还

提出小米粉做成的饵料防霉剂以 2‰山梨酸钾

和0.75‰百菌清的防霉效果最好
[ 77]
。

4.5　招引和释放白蚁天敌

把装有用糖醋液浸过的骨头的塑料袋放在

东方食植行军蚁 Derylus orientalis Westwood的活

动场所招引它 ,然后抖掉蚂蚁 、取出去骨头 ,将

小蚂蚁缓缓倒入白蚁的泥被线中 ,即可达到防

治白蚁的效果
[ 78]
。将一个巢群的白蚁引入另

一巢群中去 ,也可达到防治的目的
[ 37]
。还可以

使用金龟子绿僵菌 、球孢白僵菌等菌粉 ,但由于

蚁巢内存在对担子菌生长发育的抑制因子 ,大

田应用的效果可能会不如室内试验效果那么

好
[ 79]
。

4.6　封山育林

对遭受马尾松毛虫 、黑翅土白蚁危害的松

林 ,实行封山育林是最经济 、有效的防治方法 。

既能促使森林植物种类多样 ,生物群落复杂化 、

害虫危害次要化 ,又能达到森林害虫可持续控

制
[ 80]
。

4.7　检疫防治

张英俊从黑翅土白蚁等灾害性白蚁的分布

与扩散情况入手 ,详细论证黑翅土白蚁等灾害

性白蚁应列为检疫对象 ,实施检疫防治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 81]
。

5　白蚁资源综合利用

白蚁体内富含蛋白质且纤维少 ,特别是人

体必需氨基酸含量高 ,微量元素丰富 ,营养价值

极高
[ 82]
,有翅成虫含水分 49.3%、脂肪 22.5%、

蛋白质 21.9%、无机盐 5.9%、糖元 0.1%和其

他0.3%
[ 22]
。黑翅土白蚁还是少有的含有机氟

化物的动物
[ 83]
。菌圃也富含氨基酸 ,其中多种

具有显著生理活性的氨基酸都被富集
[ 84]
。黑

翅土白蚁及其菌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多元高

效钙 、锰强化剂”
[ 85]
。开展综合利用前景广

阔
[ 86 , 87]

。

5.1　测定

对黑翅土白蚁及其菌圃的脂溶性成分 、醚

溶性成分 、蛋白质等的测定
[ 88 ～ 94]

,结果表明:白

蚁 、菌圃及其水提物和水提醇沉后溶液中含有

28种常量和微量元素
[ 60 , 95]

。白蚁菌圃的水溶

性化学成分中含有丰富的游离脂肪酸 ,是对人

体生长发育 、生殖系统等发挥正常功能必不可

少的生物活性物质
[ 96]
。黑翅土白蚁含有丰富

的营养成分 ,并首次在黑翅土白蚁中发现不饱

和奇烽十五碳烯酸 ,众多的营养成分是其广泛

生理活性的物质基础
[ 97]
。黑翅土白蚁的氨基

酸含量仅比家白蚁和水蛭低 ,但比乌梢蛇 、蜈

蚣 、蚯蚓 、全蝎 、蜂房 、僵蚕和地鳖虫等动物性药

材都高
[ 98]
。幼若蚁糖含量最高 3.12%,有翅繁

殖蚁粗脂肪含量最高 57%,工蚁粗蛋白含量最

高 63.02%,维生素含量最高 ,其中肌醇 40 mg 

g 、烟酸 0.110 6 mg g 、烟酰胺 0.535 4 mg g 、维生

素A386 IU g 、泛酸 2.96 mg g ,氨基酸总量最高

46.64%,其中必需氨基酸 17.70%、半必需氨基

酸 4.06%
[ 98]
。

5.2　食用和药用

非洲 、东南亚还有我国部分地区的人民喜

以白蚁为食
[ 99]
,江西鹰潭还研制出白蚁酒

[ 22]
。

白蚁菌圃味甘性平 ,具有解毒 、消炎 、止痛 、收敛

之功效
[ 22]
。黑翅土白蚁的不同提取物均可降

低小鼠腹腔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和减轻耳廓肿

胀 ,并对醋酸致痛有镇痛作用
[ 99]
,药效成分主

要是脂溶性成分
[ 100]
。黑翅土白蚁及产物的复

方制剂“复肝灵”胶囊对乙肝有明显的治疗效

果
[ 15]
。预防仔猪黄白痢:每窝次用菌圃粉 20

g ,加水 500 g 煎煮并煮沸 10 ～ 15 min凉后加入

猪饲料中饲喂 ,对仔猪黄白痢有比较明显的预

防和治疗作用
[ 35]
。

5.3　其他

白蚁还是自然界中一个名符其实的“清道

夫” ,将林地中的枯枝落叶转化为有益的肥料 ,

回归自然 ,再被植物吸收利用
[ 29]
,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 ,是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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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几丁质合成酶及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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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in synthase from insects and its inhibitors.YANG Hua-En1 , LIU Shou-Zhu2 , LI You-Zhong1 , DU Cui-M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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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tin synthase is the key enzyme in the synthesis of chitin , which has three domains:domain A , domain

B and domain C;domain B is the catalytic center.Based on relative sequence differences , chitin synthases have been

grouped into two classes , class CS-A and class CS-B enzymes , which catalyze the formation of chitin in epidermis and

peritrophic matrix respectively.Two model of catalyze mechanism was suggested.There are many chemicals that can

inhibit the synthesis of chitin , of which nucleoside peptidyl antibiotics and nucleoside phosphates are acting on the

catalytic site of CS as competitive inhibitors;however , other chemicals' inhibition mode is still unknown.

Key words　insect , chitin synthase , chitin synthesis , inhibitor

摘　要　几丁质合成酶(CS)是几丁质合成的关键酶 , 它具有 3 个结构域:结构域 A、结构域 B 和结构域

C ,其中结构域 B 是催化域。根据氨基酸序列的差异 , 几丁质合成酶分为两类:CS-A 及 CS-B , 分别在表皮

及围食膜基质中催化合成几丁质。关于几丁质合成有 2种假想模型。有多种抑制剂可以抑制几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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