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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和分析绿翅绢野螟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Ｓｎｅｌｌｅｎ）幼虫头部感器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扫描电

镜对其触角和口器上的感器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绿翅绢野螟幼虫头式为下口式，头部具有触角、上唇、上颚、下

颚和下唇。触角短小，位于幼虫头部侧下方，分３节，其梗节和鞭节分布有４种类型的感器，即毛形感器、短毛感器、

锥形感器和栓锥形感器。口器分为上唇、上颚、下颚和下唇４个部分，共具有６种类型感器，分别为毛形感器、刺形

感器、指形感器、锥形感器、栓锥形感器和小感觉锥。刺形感器数量较多，分布范围广，口器上各部位均有分布；毛形

感器仅分布于上唇；指形感器仅分布于内唇；锥形感器仅分布于下颚；栓锥形感器在下颚和下唇皆有分布；指形感器

为内唇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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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感受器是昆虫与外界环境化学信息交流的

基本单位。目前已有大量昆虫成虫感器的研究报

道，集中在昆虫感应化学信息素、搜寻寄主以及识别

寄主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上［１］。鳞翅目是昆虫纲中的

第二个大目，也是农林害虫较为集中的目，该目部分

种类的幼虫为单食性或寡食性，依靠化学感器在取

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精确识别寄主［２］。这些感器

主要集中在幼虫头部的触角和口器上，与成虫的感

器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发挥着寄主定位和取食选

择等感受外界环境刺激因子的功能［３４］。因此，幼虫

头部化学感受器的研究能为解析幼虫取食特性的作

用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昆虫取食行为的探

究和制定有害生物的防治方案。

绿翅绢野螟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Ｓｎｅｌｌｅｎ），

又名绿翅绢螟，属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草螟科Ｃｒａｍ

ｂｉｄａｅ，绢野螟属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Ｈüｂｎｅｒ，主要分布于中

国（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地）和印度尼西亚，是园

林绿化植物和药用植物糖胶树犃犾狊狋狅狀犻犪狊犮犺狅犾犪狉犻狊



４４卷第３期 陈冬宇等：绿翅绢野螟幼虫头部感器超微结构观察

（Ｌ．）Ｒ．Ｂｒ．的主要食叶害虫
［５］。其幼虫吐丝将糖胶

树叶片纵向缀合形成虫苞，在内取食叶肉。３－４月为

该虫始发期，５－６月是为害盛期，其发育起点温度较

低，耐高温，为害期较长，年发生代数高达６～７代，为

害严重时嫩叶受害率达８０％，致使枝叶枯黄凋落，

树枝光秃，严重影响树体生长，极大地降低了糖胶树

的药用及观赏价值［６］。目前，国外未见针对该虫的

研究报道，国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生与为害［７］、

化学防治［８］、生物学特性［５，９］、性信息素［１０］等方面，

尚未见对其幼虫感器超微结构的研究报道。

本文利用扫描电镜（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

ｃｏｐｙ，ＳＥＭ）研究绿翅绢野螟幼虫头部感器的种类、

形态、数量及分布，从该幼虫的头部微观形态特征来

探索其宏观的行为活动，探讨各类感器在其行为活

动中发挥的主要功能，为研究绿翅绢野螟寄主精确

定位和取食选择机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虫源

供试昆虫：２０１６年９月上旬在广西大学校园内

的糖胶树上采集绿翅绢野螟幼虫带回室内，在温度

（２５±３）℃，相对湿度（８０±１０）％，光周期Ｌ∥Ｄ＝１４

ｈ∥１０ｈ的条件下建立实验室种群。将绿翅绢野螟

幼虫饲养于培养皿（犱＝１２ｃｍ）中，每皿８头，饲喂新

鲜幼嫩的糖胶树叶片，每日更换食料及清理虫粪。

１．２　样品的制备与扫描

选取室内饲养的绿翅绢野螟５龄幼虫１５头，于

－１８℃ 冷冻 １０～１５ ｍｉｎ。取出后，在体视镜

（ＤＦＣ４５０型，瑞士Ｈｅｅｒｂｕｇｇ徕卡仪器有限公司）下

用镊子和眼科手术剪将幼虫头部取下，用滤纸将组

织液吸干。随后将头部浸入７０％乙醇溶液中，以超

声波振荡仪（ＪＰ０１０Ｔ，广州市吉普超声波电子设备

有限公司）清洗５ｍｉｎ，除去表面杂质；再将头部转移

至２．５％戊二醛溶液中，保存在４℃下固定４ｈ；固定

后，将其放入磷酸缓冲液中清洗２次，每次３ｍｉｎ；最

后在７０％、７５％、８０％、８５％、９０％、９５％、１００％乙醇

溶液中进行梯度脱水，每个浓度脱水５ｍｉｎ；脱水后

自然风干。将干燥后的样品用导电胶粘于样本台

上，确保幼虫头部以适宜的角度粘着于样品台，并做

标记。放入离子溅射仪（Ｅ１０１０型，日本东京Ｈｉｔａｃｈｉ

公司）内喷金。喷金后的样品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３４００Ｎ型，日本东京 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下观察、拍照

和记录。电镜工作电压为１０．０ｋＶ。绿翅绢野螟幼

虫头部的感器参照前人发表的研究论文［１１１４］进行鉴

定和命名。

１．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幼虫头部各部分以及感器的大小根据电镜照片，

借助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１４软件测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０．０计算各项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绿翅绢野螟幼虫头部形态

绿翅绢野螟幼虫头部近圆形，下口式，具６对单

眼、１对触角和１５对头部感觉刚毛（图１ａ～ｄ）。单

眼分布于头部两侧，呈“Ｕ”形排列。触角着生于头

部侧下方，位于单眼与上颚之间。触角较为粗短，由

柄节、梗节及鞭节组成。柄节长（１７３．４２±２．３５）μｍ

（狀＝８），直径（１８４．０５±２．２８）μｍ（狀＝８）；梗节长

（２１３．１４±７．８４）μｍ（狀＝８），直径（７７．９９±０．５７）μｍ

（狀＝８），表面光滑；鞭节长（３０．０３±０．３３）μｍ（狀＝８），直

径（２５．３６±０．５１）μｍ（狀＝８），较柄节和梗节明显短

小。感觉刚毛分两类，即长刚毛与短刚毛，长刚毛３

对，对称分布于头部背面，排列于单眼周围，长度约为

短刚毛的２～４倍；短刚毛１２对，在头部腹面及背面

呈对称分布，单眼周围排列着３对短刚毛，其余９对

零散分布于口器近侧。口器为咀嚼式，由上唇、上颚、

下颚和下唇组成。上唇前端中部向内凹陷，后端与前

壁以一条深沟线分割，长（５．８８±０．０８）μｍ（狀＝８），宽

（３．２３±０．１０）μｍ（狀＝８）（图１ｅ）。

上颚是高度硬化的掌形结构（图２ａ），前缘有７

个切齿（犜１～犜７），位于最前缘的是犜３，侧缘有最短

的切齿犜７；上颚反面有２条自齿尖向上颚基部延伸

的脊状凸起（图２ｂ）。下颚由轴节、茎节、外颚叶和

下颚须组成，轴节和茎节皆粗短，外颚叶和下颚须较

延伸（图２ｃ～ｄ）。

下唇包括１个伸长的吐丝器和１对下唇须（图

３ａ）。吐丝器自前颏伸出，呈管状，末端斜切尖突，长

（２２１．０３±１．５４）μｍ（狀＝８）（图３ｂ）。吐丝器两侧各有

１个下唇须，下唇须长（１７９．６２±１．１０）μｍ（狀＝８）。

２．２　绿翅绢野螟幼虫触角感器

绿翅绢野螟幼虫的触角柄节上未发现有感器着

生。梗节具有１个毛形感器（ＳＴｒ１）、１个短毛感器

（ＳＴｒ２）和２个锥形感器（ＳＢ１和ＳＢ２）。鞭节具栓锥

形感器（ＳＳｔ）１个，着生于该节中央，ＳＳｔ顶端锥突长

（１０．１２±０．２６）μｍ（狀＝８），由３个锥形感器（ＳＢ３～

ＳＢ５）包围（图４），各类感器长度见表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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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绿翅绢野螟幼虫头部形态

犉犻犵．１　犔犪狉狏犪犾犺犲犪犱犪狀犱狊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

图２　绿翅绢野螟幼虫的上颚和下颚

犉犻犵．２　犕犪狀犱犻犫犾犲犪狀犱犿犪狓犻犾犾犪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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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绿翅绢野螟幼虫的下唇

犉犻犵．３　犔犪犫犻狌犿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图４　绿翅绢野螟幼虫的触角感器

犉犻犵．４　犛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狀狋犺犲犪狀狋犲狀狀犪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２．３　绿翅绢野螟幼虫口器感器

２．３．１　绿翅绢野螟幼虫上唇感器

上唇具有６对对称分布的毛形感器，分别为长

毛形感器（ＳＴｒ１）和短毛形感器（ＳＴｒ２～ＳＴｒ６）（图

１ｅ）。侧缘的２个短毛形感器之间着生１个长毛形

感器，另外３个短毛形感器呈三角形排列。各类感

器长度见表２。

表１　绿翅绢野螟幼虫触角上各类感器的长度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犲狀犵狋犺狅犳狊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狀狋犺犲犪狀狋犲狀狀犪犲狅犳

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类型

Ｔｙｐｅ

长度／μｍ

Ｌｅｎｇｔｈ

毛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 ＳＴｒ１ ５０８．０５±２．３６

ＳＴｒ２ ６１．３２±０．８６

锥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 ＳＢ１ ４１．７６±０．６６

ＳＢ２ ３１．３０±０．４７

ＳＢ３ ３７．１８±０．４９

ＳＢ４ ２０．３８±０．２７

ＳＢ５ ７．８９±０．２０

栓锥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 ＳＳｔ １５．０４±０．２０

　１）表内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狀＝８）。下同。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狀＝８）．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内唇为上唇内侧（图５ａ～ｂ）。在内唇两侧及基部

着生丰富的微毛，两侧感器呈对称分布。在内唇侧下

缘有３个扁平的刺形感器（ＳＣ１～ＳＣ３）和１个指形感器

（ＳＤ），而在刺形感器旁有２个内唇感器（ＳＥ１和ＳＥ２）。

图５　绿翅绢野螟幼虫内唇感器

犉犻犵．５　犛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狀狋犺犲犲狆犻狆犺犪狉狔狀狓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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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绿翅绢野螟幼虫上颚感器

上颚正面一侧分布有２个刺形感器（ＳＣ１ 和

ＳＣ２），近基部的刺形感器较长（图２ａ～ｂ）。

２．３．３　绿翅绢野螟下颚感器

下颚的轴节和茎节各有１个刺形感器（ＳＣ１ 和

ＳＣ２）（图２ｃ）。外颚叶侧面具有１个刺形感器（ＳＣ３）、

４个锥形感器（ＳＢ１～ＳＢ４）和２个栓锥形感器（ＳＳｔ１和

ＳＳｔ２），Ｓｔ１顶端锥突长（６．１４±０．１０）μｍ（狀＝８），Ｓｔ２顶

端锥突长（５．２２±０．１０）μｍ（狀＝８）（图６ａ）。下颚须仅

端部有感器分布，分别为７个锥形感器（ＳＢ１～ＳＢ７）及

１个位于中央的栓锥形感器（ＳＳｔ）（图６ｂ）。

图６　绿翅绢野螟幼虫下颚感器

犉犻犵．６　犛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狀狋犺犲犿犪狓犻犾犾犪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２．３．４　绿翅绢野螟下唇感器

吐丝器基部与前颏连接处着生１对小感觉锥（Ｐ１

和Ｐ２）（图３ａ）。下唇须末端具有１个刺形感器（ＳＣ）

和１个栓锥形感器（ＳＳｔ）。刺形感器较短；栓锥形感

器的栓部圆锥状，其顶端锥突细长，长度为（５８．４８±

１．４０）μｍ（狀＝８）（图７）。

图７　绿翅绢野螟幼虫下唇感器

犉犻犵．７　犛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狀狋犺犲犾犪犫犻狌犿狅犳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

３　讨论

昆虫可以通过化学感觉器与环境中的化学信息

相联系，这些联系是通过特定的化学感觉机制发生

的［１５］，由此引起昆虫的生态行为，如搜寻寄主、取食

等。鳞翅目幼虫的化学感受器主要集中在头部，幼

虫通过这些感受器选择寄主，并表现出取食特性。

所以，研究绿翅绢野螟幼虫的化学感受器是了解其

取食特性的前提，能够深化对其感受器机理的认识，

为害虫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鳞翅目幼虫中，触角的主要功能是嗅觉感受［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绿翅绢野螟幼虫每个触角的梗节具

有１个毛形感器、１个短毛感器和２个锥形感器；鞭节

具有３个锥形感器和１个栓锥形感器。结果与欧洲

向日葵螟犎狅犿狅犲狅狊狅犿犪狀犲犫狌犾犲犾犾犪
［３］、黄野螟犎犲狅狉狋犻犪

狏犻狋犲狊狊狅犻犱犲狊
［１７］、山茱萸蛀果蛾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犮狅狉犲犪狀犪

［１８］和

桃蛀果蛾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狊犪狊犪犽犻犻
［１９］等鳞翅目幼虫相似。

其中，锥形感器被认为具有嗅觉功能，能够帮助昆虫

在环境中搜寻和定位寄主［１３，１９］；刺形感器能够感受

周围环境的物理刺激，感知环境的温度、湿度以及

ＣＯ２的浓度变化
［３，１４，２０２１］；栓锥形感器可以感知环境

中的温度变化［２０］。通过与上述昆虫幼虫感器比较，

作者推测绿翅绢野螟幼虫触角上相应类型的感器也

具有上述相应的功能，而触角在取食过程中主要发

挥着识别寄主以及感知外界环境的作用。

鳞翅目幼虫口器上的各类感器在其进行取食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识别寄主的最后一道关

卡［２］。绿翅绢野螟幼虫口器上的感器类型与黄野

螟［１７］、山茱萸蛀果蛾［１８］基本相同，分别为毛形感器、

刺形感器、指形感器、锥形感器、栓锥形感器及小感

觉锥６种，但在感器数量、分布以及形态特征上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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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绿翅绢野螟幼虫上唇的６对刺形感器及上颚的

２个刺形感器的功能与烟草天蛾犕犪狀犱狌犮犪狊犲狓狋犪及

蓑蛾科的犘犲狉犻狊犮犲狆狋犻狊犮犪狉狀犻狏狅狉犪相似，为机械感器，

主要感受外界机械刺激、化学感应及寄主定

位［２２２３］。此外，下唇须所具有的刺形感器和栓锥

感器被认为是机械感器［３，２４２５］。并且，这些机械感

器可以感知食物的硬度，昆虫以此调节上颚的作用

力度来进行取食［２］。内唇具有的大量微毛及内唇

感器，被认为具味觉功能，能判别寄主植物的器

官［３］。推测绿翅绢野螟内唇的大量微毛使其对寄

主有更精确的识别作用。

表２　绿翅绢野螟幼虫口器上各类感器的长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犲狀犵狋犺狅犳狊犲狀狊犻犾犾犪狅狀狋犺犲犿狅狌狋犺狆犪狉狋狊狅犳

犇犻犪狆犺犪狀犻犪犪狀犵狌狊狋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犲

口器

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感器类型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ｔｙｐｅ

代号

Ｎｏ．

长度／μｍ

Ｌｅｎｇｔｈ

上唇

Ｌａｂｒｕｍ

长毛形感器

Ｌｏｎｇ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
ＳＴｒ１ ２．８２±０．０６

短毛形感器

Ｓｈｏｒｔ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

ＳＴｒ２ １．１６±０．０４

ＳＴｒ３ ０．９４±０．０１

ＳＴｒ４ １．１３±０．０２

ＳＴｒ５ １．４３±０．０３

ＳＴｒ６ ０．９０±０．０２

内唇

Ｅｐｉｐｈａｒｙｎｘ

刺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ｃｈａｅｔｉｃａ

ＳＣ１ １１７．７１±０．５７

ＳＣ２ ９５．７２±０．３６

ＳＣ３ ７０．１４±０．４５

指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ｕｍｄｉｇｉｔｉｆｏｒｍｉｕｍ
ＳＤ ７０．４０±０．９２

上颚

Ｍａｎｄｉｂｌｅ

刺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ｃｈａｅｔｉｃａ

ＳＣ１ ３０７．９１±１．８８

ＳＣ２ ２００．９３±０．８４

下颚

Ｍａｘｉｌｌａ

外颚叶

Ｇａｌｅａ

刺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ｃｈａｅｔｉｃａ

ＳＣ１ ３１３．５６±１．７９

ＳＣ２ １９９．９９±０．８９

ＳＣ３ ７５．１８±０．５７

栓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

ＳＳｔ１ ３７．４３±０．３７

ＳＳｔ２ ４１．８２±０．２８

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

ＳＢ１ １３．６２±０．１２

ＳＢ２ ５６．７９±０．３３

ＳＢ３ ５３．３６±０．２５

ＳＢ４ ５５．０７±０．３２

下颚须

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ｐａｌｐ

栓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
ＳＳｔ ８．０３±０．２０

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

ＳＢ１ ２．６２±０．１２

ＳＢ２ ５．３３±０．１８

ＳＢ３ ３．５１±０．１３

ＳＢ４ ３．４８±０．１４

ＳＢ５ ２．２８±０．０９

ＳＢ６ ４．５８±０．１２

ＳＢ７ １５．６２±０．２０

下唇

Ｌａｂｉｕｍ

刺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ｃｈａｅｔｉｃａ
ＳＣ ２１．２２±０．２６

栓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
ＳＳｔ １８．６５±０．２５

与其他鳞翅目幼虫相比，绿翅绢野螟幼虫最显

著的区别在于每个下颚的感器主要分布于外颚叶和

下颚须。其外颚叶具有１个刺形感器、４个锥形感

器及２个栓锥形感器共７个感器，数量上较向日葵

螟犎狅犿狅犲狅狊狅犿犪犲犾犲犮狋犲犾犾狌犿
［２７］的颚叶共有８个感器

少了一个刺形感器。而外颚叶上的锥形感器和栓锥

形感器在辅助昆虫的取食过程中有感受化学物质的

功能［２４］；刺形感器具有机械感受功能，推测刺形感

器在该虫的取食过程中对寄主叶片的幼嫩程度有感

知作用［２８２９］。下颚须具有７个锥形感器及１个栓锥

形感器，这与欧洲向日葵螟、向日葵螟在下颚须上具

有８个锥形感器相区别
［３，２６］。其中，锥形感器在下

颚中可能发挥嗅觉、味觉及机械感受功能［２５，２７，２９］；栓

锥形感器在取食行为以及味觉感受上发挥作用，使

昆虫在取食过程中选择寄主并且区分寄主叶片的幼

嫩程度，有选择性地取食叶片［３０］。绿翅绢野螟作为

单食性昆虫，如此不同的感器组合有利于在取食选

择过程中更加准确定位和识别寄主。

本文对绿翅绢野螟幼虫头部的感器进行了观察

与描述，基于前人研究，推测了各类感器的功能和作

用。但下一步仍需通过电生理学方法进一步验证这

些感器的功能，目的在于进一步探索其取食特性的

发生机制以及制订害虫防治的方案。

参考文献

［１］　ＺＡＣＨＡＲＵＫＲＹ，ＳＨＩＥＬＤＳＶＤ．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ｏｆ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ｉｎ

ｓｅｃｔｓ［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１，３６：３３１ ３５４．

［２］　ＢＡＲＳＡＧＡＤＥＤＤ，ＫＨＵＲＡＤＡＭ，ＣＨＡＭＡＴＭＶ．Ｍｉ

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ｓ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ｅｒｉｓｉｌｋｗｏｒｍ，犘犺犻犾狅狊犪犿犻犪狉犻犮犻狀犻（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Ｓａｔｕｒ

ｎｉｉｄａ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Ｚｏ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ｉｅ狊，２０１３，

１（３）：１５ ２１．

［３］　ＦＡＵＣＨＥＵＸＭＪ．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ｏｎｔｈｅｌａｒｖ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ｐ

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ｍｏｔｈ，犎狅犿狅犲狅狊狅犿犪狀犲犫狌犾犲犾犾犪

Ｄｅｎ．ａｎｄＳｃｈｉｆｆ．（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２４（４）：

３９１ ４０３．

［４］　ＤＥＹＳ，ＳＩＮＧＨＳ，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ｒｖａｌ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ｏｆｔｈｅｍｕｇａｓｉｌｋｍｏｔｈ，犃狀

狋犺犲狉犪犲犪犪狊狊犪犿犲狀狊犻狊，ａｎｄｅｎｄｅｍ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Ｊ］．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１１，７４（３）：２９２ ３００．

［５］　李忠恒，王志斌，罗承燕，等．绿翅绢野螟生物学特性初步研究

［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０６，２６（１）：２９ ３０．

［６］　张玉静，王艳璐，董子舒，等．绿翅绢野螟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

积温的研究［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６，４２（６）：１１３ １１５．

·３０１·



２０１８

［７］　陶卉．厦门市绿化树害虫发生情况与生物防治［Ｊ］．福建农业

科技，２００７（４）：５８ ５９．

［８］　郭春晖，杨士芮，杨振德，等．氰戊·辛硫磷对绿翅绢野螟４龄

幼虫呼吸代谢、解毒酶及保护酶活性的影响［Ｊ］．中国植保导

刊，２０１７，３７（１０）：１９ ２２．

［９］　郭春晖，王蕊蕊，杨丙烨，等．温度对绿翅绢野螟４龄幼虫ＣＯ２释

放率的影响［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３０（３）：５７ ５９．

［１０］刘志韬，温秀军．绿翅绢野螟性信息素的初步研究［Ｃ］∥陈万

权．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植保．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１４：４５２．

［１１］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Ｄ．Ｉｎｓｅｃｔ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ｔｏ

ｍ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４，９：１０３ １２２．

［１２］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ＲＮ，ＲＵＢＩＮＲＥ，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ＳＵ，ｅｔａｌ．

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ｏｆ犜狉犻犮犺狅狆犾狌狊犻犪狀犻，

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狕犲犪，犘狉狅犱犲狀犻犪狅狉狀犻狋犺狅犵犪犾犾犻，ａｎｄ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

［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７０，

６３（５）：１２２７ １２３８．

［１３］ＨＡＬＬＢＥＲＧＥ．Ｆ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ｌ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ｏｆ犃犵狉狅狋犻狊狊犲犵犲狋狌犿 （Ｉｎｓｅｃｔａ：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Ｊ］．Ｃｅｌｌ

ａｎｄ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１，２１８（１）：２０９ ２１８．

［１４］ＺＡＣＨＡＲＵＫＲＹ．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Ｍ］∥ＫＥＲＫＵＴＧＡ，

ＧｉｌｂｅｒｔＬＩ，ｅｄ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ｓｅｃ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１ ６９．

［１５］娄永根，程家安．昆虫的化学感觉机理［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１，

２０（２）：６６ ６９．

［１６］ＫＨＡＴＥＲＫＳ．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ｏｆｌａｒｖ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ｆｌｏｕｒ

ｍｏｕｔｈ，犈狆犺犲狊狋犻犪犽狌犲犺狀犻犲犾犾犪狕犲犾犾犲狉（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Ｊ］．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Ｅｎｔｏｍ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６，９（３）：１３ １９．

［１７］张蒙，马涛，朱雪娇，等．黄野螟幼虫头部化学感器电镜扫描观

察［Ｊ］．中国森林病虫，２０１４，３３（３）：１ ４．

［１８］陈静，花保祯．山茱萸蛀果蛾幼虫触角和口器感器的超微形态

［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４，５７（１）：１３３ １４０．

［１９］ＬＩＵＺ，ＨＵＡＢＺ，ＬＩＵＬ．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ｏｎ

ｌａｒｖ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ａｎｄ 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ａｃｈｆｒｕｉｔｍｏｔｈ，

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狊犪狊犪犽犻犻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ｉｄａｅ）

［Ｊ］．Ｍｉｃｒｏｎ，２０１１，４２（５）：４７８ ４８３．

［２０］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ＬＭ．Ｓｏｍｅｃｏｌ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ｔｈｒｅｅ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７，

１３（６）：８２１ ８２６．

［２１］ＢＡＫＥＲＧ，ＰＡＲＲＯＴＴＷ，ＪＥＮＫＩＮＳＪ．Ｓｅｎｓｏｒｙ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ｏｎ

ｔｈｅｌａｒｖａｌｍａｘｉｌｌａｅａｎｄｌａｂｉａｌｏｆ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狕犲犪 （Ｂｏｄｄｉｅ）ａｎｄ

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狏犻狉犲狊犮犲狀狊（Ｆ．）（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

１５：２２７ ２３２．

［２２］ＫＥＮＴＫＳ，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ＪＧ．Ｃｅｐｈａｌ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ｙ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ａｒｖａｌ犕犪狀犱狌犮犪狊犲狓狋犪 （Ｌｅｐｉ

ｄｏｐｔｅｒａ：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７，

３１５（１１８６）：１ ３６．

［２３］ＤＡＶＩＳＤＲ，ＱＵＩＮＴＥＲＯＤＡ，ＣａｍｂｒａＲＡＴ，ＡｉｅｌｌｏＡ．Ｂｉｏｌ

ｏｇｙｏｆａｎｅｗＰａｎａｍａｎｉａｎｂａｇｗｏｒｍｍｏｔｈ（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Ｐｓｙ

ｃｈｉｄａｅ）ｗｉｔｈ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ｅｇｇ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ｗ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ｓｅｔａｌｃａｓｅ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６８９ ７０２．

［２４］ＡＬＢＥＲＴＰＪ．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ｓｅｎｓｉｌ

ｌａｉｎ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ｒｕｃｅｂｕｄｗｏｒｍ，犆犺狅狉犻狊狋狅狀犲狌狉犪犳狌犿犻犳犲狉犪狀犪

（Ｃｌｅｍ．）（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０，５８：８４２ ８５１．

［２５］ＤＥＶＩＴＴＢ，ＳＭＩＴＨＪ．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ｄｃｕｔｗｏｒｍ犈狌狓狅犪犿犲狊狊狅狉犻犪

（Ｈａｒｒｉｓ）（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１１：２５５ ２７０．

［２６］ＧＲＩＭＥＳＬＲ，ＮＥＵＮＺＩＧＨＨ．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

ｍａｘｉｌｌａｅｉｎｌａｓｔｓｔａｇｅ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ｏｒｄｅｒＤｉｔｒｙｓｉａ（Ｌｅｐｉｄｏｐ

ｔｅｒａ）：Ｐａｌｐｉ［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

ｉｃａ，１９８６，７９：４９１ ５０９．

［２７］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ＬＭ，ＤＥＴＨＩＥＲＤＶ．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ｏ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éｅｒｌａｎｄａｉｓｅｓｄｅＺｏ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６６，１６：４９７ ５３０．

［２８］ＨＡＮＳＯＮＦ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ａｇｏｕｓＬｅｐｉｄｏｐ

ｔｅｒａ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ｃｔｉ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ｉ［Ｍ］∥ＷＯＯＤＤＬ，ＳＩＬ

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ＲＭ，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Ｍ，ｅｄ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ｂ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８１ ９１．

［２９］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ＬＭ．Ｐｌａｎ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ｙ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ｏｕｓ

ｌａｒｖａｅ［Ｃ］．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２：８７ ９９．

［３０］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Ｓ，ＨＩＲＡＯＴ，ＡｒａｉＮ．Ｃｈｅｍ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ｂａｓｉｓｏｆ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ｉｌｋｗｏｒｍ［Ｊ］．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ａ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ａ，１９６９，１２（５）：５４４ ５５４．

（责任编辑：田　?）

·４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