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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隐唇瓢虫生殖系统结构和卵子发生的研究* 
刘志伟**   张  灿  邱宝利  王兴民*** 
（华南农业大学生物防治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广州 510642） 

摘  要  【目的】 孟氏隐唇瓢虫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生殖系统结构和卵细胞发生将为昆虫

的系统进化关系及瓢虫分类提供依据，同时可作为瓢虫人工饲料研究开发的参考。【方法】 利用组织石蜡

切片技术和光学显微镜，观察孟氏隐唇瓢虫生殖系统结构，以及自成虫羽化后不同发育阶段卵巢发育状况

和成熟卵巢管卵子发生过程。【结果】 孟氏隐唇瓢虫雄性生殖系统包括 2对附腺、1对精巢、1对输精管、

1对贮精囊、射精管、弯管和阳基。雌性生殖系统包括 2片生殖板、生殖腔、受精囊、中输卵管、1对侧

输卵管和 1对卵巢。单侧卵巢管数量在 11~14根之间，卵巢管端部延伸出细长的端丝。卵巢管属于端滋式，

分为原卵区和生长区。滋养细胞分散且细胞核几乎充满整个细胞，未见合胞体。卵细胞稀疏地集中在原卵

区下端，并且可见营养索向卵巢管顶端延伸。根据卵细胞位置和形态，卵黄积累情况，滤泡细胞形态变化，

将卵细胞发生分为前期，中期，中后期和后期。卵细胞发育后期，营养索消失，滤泡细胞排列疏松，细胞

间隙增大。【结论】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管的滋养细胞是端滋式卵巢管滋养细胞中的原始类型，且推测瓢虫

科昆虫卵巢管滋养细胞均属于此类。卵细胞早期发育过程中，卵细胞通过营养索从滋养细胞获取营养物质。 

关键词  孟氏隐唇瓢虫，生殖系统，卵巢，卵子发生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oogenesis of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Coccinellidae: Coleoptera) 

LIU Zhi-Wei**   ZHANG Can  QIU Bao-Li  WANG Xing-Min ***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Biological Control,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ects and ladybird taxonomy 

in particular,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artificial diets in ladybirds. [Methods]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oogenesis of the 

ladybird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were investigated. An optical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paraffin sections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ovarian development and oogenesis. [Results]  The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includes two pairs of paragonial glands, a pair of testes, a pair of vas deferens, a pair of seminal vesicles, an ejaculatory 

duct, penis and tegmen.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includes two genital plates, a genital chamber, spermatheca, a median 

oviduct, a pair of lateral oviducts, and ovaries. There are between eleven to fourteen telotrophicovarioles per ovary. The 

terminal filament is on the top of the ovariole, which is divided into a germarium and vitellarium. Nurse cells fill the 

germarium, and oocytes at the base of this obtain nutrition from the nurse cells via a nutritive cord. Nurse cell nuclei almost 

occupy the majority of the cell and there are no syncytiums in the germarium. Based on variations of oocyte 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follicle cells, and yolk deposition, the process of oogenesis can be divided into a prime, middle, transitional and 

post-period. In the post-period, the nutritive cord has disappeared and the gap between follicle cells is distinct. [Conclusion]  

Nurse cells of C. montrouzieri are one of the three types known as the primitive, transition and secondary stages. We suspect 

that the nurse cells of ladybirds are of the primitive stage. In the early stage of oogenesis, the main way oocytes obtain 

nutrition from nurse cells is via nutritive cords 

Key words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productive system, ovary, o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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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卵巢管分为无滋式和具滋式两种类型

（Chapman，1998），其中具滋式包含端滋式和

多滋式（Büning，1994）。无滋式指卵巢管内无

滋养细胞，卵母细胞分别通过滤泡细胞和卵母细

胞核获得营养物质和 RNA（Vogelgesang and 

Szklarzewicz，2001；Tworzydlo and Biliński，2008）。

端滋式卵巢管中，滋养细胞集中在卵巢管前段的

原卵区，卵母细胞通过细胞膜特化成的营养索与

滋养细胞相连，而获取营养物质（Büning，2005）。

多滋式卵巢管中，滤泡细胞包被 1个卵母细胞和

多个滋养细胞，滋养细胞通过胞内连丝将营养物

质和 RNA输入卵母细胞（Tworzydło and Biliński，

2008）。 

鞘翅目多食性亚目的卵巢管属端滋式，并且

成虫期不再进行生殖细胞的增殖分化（Trauner 

and Büning，2007）。有些昆虫在蛹期就已经形

成卵母细胞和滋养细胞（Ning and Rgen，1978）；

而有些昆虫在蛹期仅形成卵原细胞和前滋养细

胞，直到成虫才发育成成熟滋养细胞和卵母细胞

（Trauner and Büning，2007）。昆虫雌性生殖系

统可作为昆虫系统发育的参考依据（Büning，

2005；Katakura et al.，1994）。昆虫端滋式卵巢

管经历了 4次进化，最早出现在浮游中，而与其

亲缘关系最近的是无滋式昆虫（Gottanka and 

Büning，1993）。通过卵巢管形态结构的分析，

推测鞘翅目与脉翅总目在分类学上亲缘关系较

近（Büning，2005；Trauner and Büning，2007）。 

瓢虫科昆虫卵巢管均为端滋式，且滋养细胞

通过营养索与卵细胞相连（Stebings，1981）。

Rathour 和 Singh（1991）阐述了多种瓢虫卵巢

管数量。但并非所有卵巢管都能发育成熟（Hodek 

et al.，2012）。Mpakou等（2011）阐述了二星

瓢虫 Adalia bipunctata Linnaeus成虫不同发育阶

段的卵巢中 3种细胞凋亡类型，分别是细胞程序

死亡、细胞自噬和细胞质死亡。Dobrzhansky

（1926）研究了卵巢管数量与卵巢管内卵细胞数

量之间的关系。亦有学者对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Linnaeus研究发现，其卵巢管数

量与虫体重量呈线性关系（Dixion and Guo，

1993）。Osawa（2005）研究了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卵巢管发育，并且发现卵巢管和卵

细胞的发育在两侧卵巢是不对称的。国内对龟纹

瓢虫 Propylea japonica Thunberg、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和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Linnaeus 卵子发生有过研究，3

种瓢虫卵巢管结构很相似（任淑仙等，1981；张

天澍，2009；陈洁等，2015）。但在卵巢整体结

构方面，龟纹瓢虫无受精囊附腺和粘腺，异色瓢

虫和七星瓢虫卵巢存在受精囊腺和粘腺（王宗舜

等，1977；任淑仙等，1981；张天澍，2009；陈

洁等，2015）。刘其全（2010）观察了小黑瓢虫

Delphastus catalinae Horn生殖系统，并根据卵巢

管外部形态和卵黄沉积情况，将卵巢发育分为 6

个阶段。Katakura等（1994）根据瓢虫的交配囊、

受精囊和受精模式进行瓢虫类群划分。 

雄性生殖器研究方面，王宗舜等（1977）观

察了七星瓢虫雄性内生殖器，包括 1 对睾丸、1

对贮精囊、2 对附腺、输精管和射精管。Maffei

等（2001）对六条瓢虫 Eriopis connexa Mulsant 

研究发现，雄成虫内生殖系统只包括射精管，1

对精巢和 1对输精管，并且 21%的雄虫的精巢已

经退化。 

孟氏隐唇瓢虫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 属 鞘 翅 目 Coleoptera ， 瓢 虫 科

Coccinellidae，隐唇瓢虫属 Cryptolaemus Mulsant，

于 1907 年在澳大利亚南洋杉松树发现

（Puttarudriah et al.，1952），1955年从苏联引入

我国用于防治粉蚧，1978 在广州和佛山的石栗

树上发现自然种群（庞雄飞和李丽英，1979）。

国内外对孟氏隐唇瓢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

学生态学特性、人工饲料及配比、对粉蚧和棉蚧

的控制作用上（Babu and Azam，1987；汤才等，

1995；庞虹等，1996；陈先锋，2000；蒋瑞鑫，

2012；Maes et al.，2014）。孟氏隐唇瓢虫内部结

构研究甚少，仅 Kaufmann（1996）研究了孟氏隐

唇瓢虫生殖系统以及受精方式，但未对卵巢发育状

况和卵子发生做详细研究。 

本文通过内部解剖和组织切片研究了孟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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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唇瓢虫生殖系统结构和卵细胞发育过程，为以

昆虫生殖系统作为系统分类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为孟氏隐唇瓢虫的人工繁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实验对象为孟氏隐唇瓢虫 C. montrouzieri 

Mulsant，已在华南农业大学生物防治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饲养多代。 

1.2  实验方法 

1.2.1  卵巢发育过程的形态观察  成虫和幼虫的

饲养条件是室温（26±1）℃，光照 L︰D=12︰12，

相对湿度为 80%。室内用南瓜饲养粉蚧，作为孟

氏隐唇瓢虫的饲料。将刚羽化的成虫置于保鲜盒

（7 cm×4 cm×5 cm）内配对饲养，逐日解剖成

虫。解剖在滴有 Ring’s 生理盐水的点滴盘中进

行。最后将完整的生殖系统在 CCD 光学成像系

统下观察并拍照。 

1.2.2  卵巢管石蜡切片观察  选取羽化 5 d的雌

成虫，解剖卵巢，分离出完整的卵巢管，迅速投

入 Bouin’s固定液中固定 10 h。之后进行常规石

蜡切片，厚度为 3~4 µm，H.E 染色，光学显微

镜观察并拍照。 

1.2.3  雄性生殖系统观察  将健康雄虫置于滴

有 Ring’s 生理盐水的点滴盘中，用镊子夹住胸

部，用昆虫针沿着腹部侧面轻轻划开腹部，撕开

表皮，挑出生殖器，踢除生殖器周围的脂肪体和

肌肉组织，最后将完整的生殖器在 CCD 光学成

像系统下观察并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孟氏隐唇瓢虫雄性生殖系统形态结构 

孟氏隐唇瓢虫雄性生殖系统包括 2对附腺、

1 对输精管、1 对精巢、1 对贮精囊、射精管、

弯管和阳基。其中附腺、输精管、贮精囊、精巢

和射精管统称为内生殖器，弯管和阳基称为外生

殖器。两对附腺弯曲并且相互缠绕，呈半透明状，

但第二附腺不透明度加深，第一附腺比第二附腺

短。精巢接近白色，陀螺状，直接与精巢相连的

是输精管，继续向射精管处延伸为贮精囊，贮精

囊不透明度加深。2对附腺和 1对贮精囊交汇与

射精管相连。弯管和阳基呈棕黄色，角质化，弯

管尖端伸入阳基内部，弯管的基部通过肌肉与射

精管相连（图 1）。 

 

 
 

图 1  孟氏隐唇瓢虫雄性生殖系统 
Fig. 1  The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Ed: 射精管；P: 弯管；Pg1: 第 1附腺；Pg2: 第 2附腺；

Sv: 贮精囊；T: 精巢；Te: 阳基；Vd: 输精管。 

Ed: Ejaculatory duct；P: Penis；Pg1: Paragonia gland 1；

Pg2: Paragonia gland 2；Sv: Seminal vesicle；T: Testis；

Te: Tegmen；Vd: Vas deferens. 

 

2.2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基本形态结构 

孟氏隐唇瓢虫雌性内生殖系统包括 1 对卵

巢，1对侧输卵管，中输卵管，生殖腔，受精囊。

卵巢左右对称，每侧卵巢分别含 11~14 根卵巢

管，且大多数情况下，两侧卵巢管数目不相等。

在羽化的前 3 d，卵巢管表面布满气管，这可能

是为了卵巢前期快速发育的需要。羽化 3 d以后，

随着卵细胞的成熟，卵巢管表面的气管逐渐减

少，甚至消失。卵巢管之间通过端丝聚拢在一起，

呈花苞状。所有卵巢管基部汇聚连接形成卵巢管

柄，随后向下延伸形成侧输卵管，1对侧输卵管

往生殖腔方向延伸汇集成中输卵管，中输卵管末

端开口于阴道，其侧向分支形成的管道末端附着

受精囊，受精囊半月形，角质化，呈褐色，并且

通过导精管与受孕囊相连（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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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孟氏隐唇瓢虫雌性生殖系统 
Fig. 2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Tr: 气管；Gc: 生殖腔；Gp: 生殖板；Lo: 侧输卵管；

Mo: 中输卵管；Ov: 卵巢管；Sp: 受精囊；Tf: 端丝。 

Tr: Trachea；Gc: Genital chamber；Gp: Genital plate；

Lo: Lateral oviduct；Mo: Median oviduct；Ov: Ovariole；

Sp: Spermatheca；Tf: Terminal filament. 
 

2.3  不同发育阶段卵巢变化 

羽化初期卵巢整体半透明，卵巢管细小且通 

过端丝汇集，表面布满白色气管（图 3：A）；羽

化的第 2天，卵巢增大，卵巢管增长，在光镜下

（40×）依稀可见的淡黄色卵细胞质（图 3：B）；

羽化的第 3天，第一个卵细胞黄色，光镜下（40×）

可见明显的卵黄，侧输卵管和中输卵管增粗，生

殖腔增大，卵巢管表面的气管减少，受精囊颜色

加深，且包裹较多的脂肪组织（图 3：C）；羽化

第 4天，卵巢管继续增大，表面气管稀少，变得

光滑，端丝变短，光镜下可见卵细胞基本成型，

此时卵巢管间容易分散。第 2个卵细胞可见卵黄

积累（图 3：D）；羽化第 5天，卵巢管表面较光

滑，端丝较短，卵巢管间容易分离，第一个卵细

胞颜色变淡，成淡黄色，光镜下（40×）可见第

3个卵细胞卵黄积累，并且卵巢管与卵巢管柄间

的连接变得更加疏松，这可能是产卵的需要（图

3：E）；羽化第 6天，卵细胞淡黄色接近白色，

侧输卵管和生殖腔均可见卵细胞，且一粒卵细胞

处于受精囊导管和生殖腔之间（图 3：F）。 

2.4  卵巢管形态结构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管属于端滋式卵巢管，分 

 

 
 

图 3  不同发育阶段卵巢变化 
Fig. 3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tage of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A. 羽化第 1天；B. 羽化第 2天；C. 羽化第 3天；D. 羽化第 4天；E. 羽化第 5天；F. 羽化第 6天。 

A. The first day of emergence；B. The second day of emergence；C. The third day of emergence；D. The fourth day of 

emergence；E. The fifth day of emergence；F. The sixth day of em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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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卵区（Germarium）、生长区（Vitellatium）

和端丝（Terminal filament）。卵巢管外围包被一

层管壁膜。当卵细胞成熟且落入侧输卵管后，管

壁膜清晰可见。原卵区分布着卵母细胞和滋养细

胞，卵母细胞比较分散，处在原卵区下端。生长

区包含卵细胞，前滤泡细胞和滤泡细胞，卵细胞

外层由滤泡细胞组成的细胞层覆盖，卵细胞通过

营养索与原卵区的滋养细胞相连而获取营养（图

4：A，B）。 

2.5  卵子发生 

在孟氏隐唇瓢虫的蛹期就已经形成了卵巢，

并且已经完成生殖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形成由滋

养细胞和卵母细胞组成的生殖细胞簇，但此时滋

养细胞与卵母细胞形态相似，难以区分。 

在卵细胞发生前期，滋养细胞和卵母细胞集

中在原卵区且靠近端部，滋养细胞较集中，细胞

核较大，几乎充满整个细胞。滋养细胞间偶见间 

质细胞。沿着往生长区的方向，滋养细胞逐渐增

大（图 4：B），并且出现双核现象（图 4：E），

细胞核活动增强，出现染色质配对分离，这可能

是为卵细胞输送 RNA 和其他营养物质的需要

（图 4：B）。卵母细胞分散在原卵区下端，个体

比滋养细胞小，细胞核明显可见（图 4：C，D）。 

在卵细胞发生中期，卵细胞逐渐向生长区移

动，期间伴随着前滤泡细胞的生成，细胞核明显，

前滤泡细胞围绕在卵细胞周围（图 4：D，图 5：D）。

卵细胞继续增大，细胞质增多，形态大致呈长方

体状，且中间出现胚泡，细胞核处在胚泡中央。

上表面细胞膜界限不明显，且两边向里汇聚成一

条线，向原卵区延伸，此结构为营养索，卵细胞

通过营养索向滋养细胞获取营养成分和 RNA。

此时的前滤泡细胞呈现两种形态，在原卵区与生

长区的衔接区，前滤泡细胞呈扁平状；在卵细胞 
 

 
 

图 4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管纵切 
Fig. 4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ovariole 

A. 卵巢管整体纵切；B~E. 原卵区纵切；Dn: 双核细胞；G: 原卵区；V: 生长区；Ic: 间质细胞；N: 细胞核； 

Ne: 滋养细胞；Os: 管壁膜；Oo: 卵细胞；Tf: 端丝。 

A.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ovariole；B-E.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germarium；Dn: Double nucleus；G: Germarium； 

V: Vitellarium；Ic: Interstitial cell；N: Nucleus；Ne: Nerse cells；Os: Outer sheet；Oo: Oocyte；Tf: Terminal fil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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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前滤泡细胞接近圆形，并且逐渐发育成滤

泡细胞。前滤泡细胞与滤泡细胞的界限不明显

（图 5：A）。 

卵细胞发生的中后期，卵细胞和胚泡继续增

大，整个卵细胞呈现方形，可见营养索。细胞核

往胚泡边缘移动，卵细胞四周包被由滤泡细胞组

成的单层滤泡细胞层，此时的滤泡细胞分 2种形

态，分别为椭圆形和正方形（图 5：B）。 

在卵细胞发生的后期，卵细胞呈现椭圆形，

可见密集的卵黄颗粒和散布其中的脂滴，营养索

消失。卵细胞逐渐与滤泡细胞层出现间隙，间隙

首先出现在卵细胞之间的衔接处，随之生成卵黄

膜（图 5：B）。滤泡细胞形状不规则，细胞间的

间隔较大。胚泡逐渐消失，只见细胞核。卵巢管

与卵巢管外膜出现间隙，并逐渐与卵巢管柄分

离。随后滤泡细胞完全退化，可能与形成卵壳有

关（图 5：C）。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观察了孟氏隐唇瓢虫生殖系统结构和

卵子发生过程。雄性内生殖系统的精巢管为球状

结构，贮精囊位于输精管下方，但与输精管相比，

不透明度加深，内腔扩大不明显。卵巢发育过程

中，卵巢管数量不变，卵巢结构变化有：卵巢管

增大增长，侧输卵管缩短加宽，羽化第 6天甚至

只见中输卵管。成熟卵巢管内可见 3粒不同发育 
 

 
 

图 5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管纵切 
Fig. 5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ovariole 

A，D. 卵巢管颈区交界处的纵切面；B，C. 卵巢管生长区的纵切面。pFc: 前滤泡细胞；Fc: 滤泡细胞；N: 细胞核；

Nc: 营养索；Oo: 卵细胞；Tp: 管壁膜；P: 卵巢管柄；Vm: 卵黄膜；Y: 脂肪颗粒。 

A, D.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neckregion of ovariole；B, C.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vitellarium of ovariole；pFc: Prefollicle 

cell；Fc: Follicle cell；N: Nucleus；Nc: Nutritive cord；Oo: Oocyte；Tp: Tunica propria；P: Pedicel；Vm: Vitelline membrane；

Y: Yolk gran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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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卵细胞，其组织切片显示营养索，卵细胞 

间仅由一层滤泡细胞层分隔，滤泡细胞呈现多种

形态变化，这与其功能密切相关。瓢虫科卵巢管

应属于滋养细胞分散的原始类型。 

实验条件下，随着雄成虫羽化后的发育，未

发现孟氏隐唇瓢虫雄性内生殖器结构发生变化。

雄虫内生殖器与七星瓢虫的雄虫内生殖器很相

似，但前者的精巢由球状精巢管组成锥形结构。

后者的精巢由管状精巢管排列成椭圆形结构（王

宗舜等，1977）。 

六条瓢虫 E. connexa Mulsant出现精巢退化

现象（Maffei et al.，2001），但本实验中使用的

瓢虫材料均未发现精巢退化，推测精巢退化发生

在成虫寿命终期，而此时期成虫可能已经失去交

配能力。希望在今后拓展研究的瓢虫种类，探索

精巢退化是否普遍现象，解释精巢退化机理。 

实验条件下，大部分孟氏隐唇瓢虫在羽化后

的第 6天开始交配，卵巢几乎占据整个腹部，并

且生殖腔内可见白色至淡黄色的卵细胞。此时，

卵巢管内最多可见 3 个卵细胞处在不同的发育

阶段。卵巢发育期间，两侧卵巢发育并不同步，

这可能是在吸收了有限营养物质的条件下，卵巢

管之间存在竞争，导致一些卵巢管发育不良，这

与 Osawa(2005)对异色瓢虫卵巢研究的结果相

一致。瓢虫卵巢管数量受幼虫期发育状况的影响

（Hodek et al.，2012）。幼虫期饲喂豆蚜 Aphis 

craccivora Koch 的七星瓢虫卵巢管数量少于饲

喂豌豆长管蚜 Acyrthosiphon pisum Harris 的七

星瓢虫卵巢管数量（Ferrer et al.，2008）。但是，

有些瓢虫，如异色瓢虫和二星瓢虫，幼虫期营养

状况并不影响卵巢管数量，但会影响最大产卵量

以及产卵速率（Ware et al.，2008b）。卵巢管间

的生长竞争以及营养缺乏导致一些卵巢管发育

不良（Rhamhalinghan，1986）。饲喂人工饲料

将抑制孟氏隐唇瓢虫产卵（庞虹等，1996），可

能人工饲料已经阻碍卵巢管正常发育，导致成熟

卵巢管减少。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管总数维持在 23~28 根

之间，单雌产卵量在（737.7±111.8）粒之间（Maes 

et al.，2014）。二星瓢虫卵巢管数量为 43根，

用桃蚜 Myzus persicae Sulzer饲喂二星瓢虫，雌

虫一生产卵 676 粒；当用苜蓿蚜 Aphis fabae 

Scopoli饲喂时，雌虫一生产卵 250粒（Blackman，

1965；Ferrer et al.，2008）。龟纹瓢虫单侧卵巢

管数量在 8~12根之间，单雌平均产卵量 600粒，

最高达 1100粒（崔素贞，1996；张天澍等，2009）。

小黑瓢虫卵巢管数量恒定为 8根，单雌平均产卵

量（378.50±8.19）粒（刘其全，2010）。七星

瓢虫单侧卵巢管数平均 48 根，单雌产卵量在

400~900 粒之间（王宗舜等，1977）。综上所述，

孟氏隐唇瓢虫产卵量大可能与卵巢管数量多有关。 

鞘翅目昆虫卵巢管的营养索不明显，且没有

大量排列整齐的微管（Stebbings，1981）。而孟

氏隐唇瓢虫营养索在卵子发生中期较明显，且与

滋养细胞相连，这与龟纹瓢虫很相似（张天澍等，

2009）。但其营养索内未见微管，可能是石蜡切

片技术所能观察到的数量级所限。在卵细胞发生

中期，卵细胞并非闭合的环状，部分细胞膜界限

模糊，且两端向中部收缩成线状，向原卵区方向

延伸形成营养索，故推测孟氏隐唇瓢虫营养索由

卵细胞膜特化而成。卵细胞早期发育过程中，主

要由滋养细胞通过营养索向卵细胞提供营养物

质。但在后期，营养索消失，可能此阶段由其他

方式为卵细胞提供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 

孟氏隐唇瓢虫卵巢管为端滋式，且滋养细胞

分散，细胞核几乎充满整个细胞，细胞膜清晰，

未发现细胞分裂。与鞘翅目粘食亚目的

Hydroscapha natans LeConte和鞘翅目豆象科锥

胸豆象属 Bruchidius 卵巢管（Ning and Rgen，

1978；Büning，2005）不同的是，其卵巢管未见

合胞体。根据端滋式卵巢管滋养细胞形态结构，

可将鞘翅目多食性亚目昆虫卵巢管分为 3 个类

型，分别是原始类型：滋养细胞分散，细胞膜界

面清晰，细胞核容易辨别，细胞间仅通过胞间连

丝相连；过渡类型：滋养细胞积聚形成细胞簇，

细胞核非线性排列；第二类型：原卵区出现合胞

体（Büning, 1979）。据此推测瓢虫科卵巢管属

于原始类型。孟氏隐唇瓢虫滤泡细胞的形态和数

量在卵细胞发育过程中变化较大，卵子发生前期

和中期，滤泡细胞呈椭圆形并且排列紧密，此时 

由滋养细胞和滤泡细胞共同为卵细胞提供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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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卵子发生中后期以及后期，随着卵细胞增

大及卵黄的积累，滤泡细胞呈方形且体积增大，

细胞间隙较大，且核内活动减弱，靠近滤泡细胞

层处，卵黄颗粒较小，向内卵黄颗粒增大，推测

滤泡细胞之间的间隙为卵细胞物质运输的通道。

有研究发现，黑蝗 Melanoplus sanguinipes 血淋

巴中的蛋白质可通过滤泡细胞间隙进入卵细胞

（Elliott and Gillott, 1976），孟氏隐唇瓢虫是否

与之一样，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双翅目的果蝇和长翅目的蝎蛉卵巢

管研究发现，滤泡细胞参与卵壳的形成（Dobens 

and Raftery，2000；Ma and Hua，2010）。卵黄沉

积完成时，卵细胞与卵巢管柄逐渐分离，滤泡细

胞与卵细胞出现间隙，靠近卵巢管柄处，滤泡细

胞减少甚至消失，可能与卵壳形成有关。 

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和透射电子显微镜探究孟氏隐唇瓢虫生殖系统

的超微结构，进一步研究卵壳的超微结构和成分，

有助于解释滤泡细胞是否参与卵壳的形成。成熟

卵细胞通过产卵孔排出体外，进一步研究胚胎发

育过程，将有助于揭示瓢虫科昆虫系统进化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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