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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成虫触角感器超微结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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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草地贪夜蛾是一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的迁飞性害虫ꎬ本研究旨在了解草地贪夜蛾成虫触角

感器的类型、超微结构和分布ꎮ 【方法】采用扫描电镜对其雌雄成虫触角感器类型及分布进行观察ꎮ 【结
果】草地贪夜蛾雌雄成虫触角由柄节、梗节及鞭节 ３ 部分组成ꎬ雄蛾触角稍长于雌蛾ꎬ且触角表面覆有大

量鳞片ꎮ 共观察到 ７ 种类型的感受器ꎬ分别为 Ｂöｈｍ 氏鬃毛(２ 种亚型ꎬＢＢⅠ型和 ＢＢⅡ型)、毛形感器(２
种亚型ꎬＳＴ￣Ⅰ和 ＳＴ￣Ⅱ)、刺形感器、锥形感器、腔锥形感器、栓锥形感器、鳞形感器ꎮ Ｂöｈｍ 氏鬃毛主要位

于柄节和梗节ꎬ其余感器均分布于鞭节ꎮ 【结论】草地贪夜蛾雌雄蛾感器种类相同ꎬ但同类感器长度均存

在显著差异ꎬ雄蛾各感器显著长于雌蛾ꎬ这种特化与差异是否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还有待通过电生理技术等进一步确定ꎮ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ꎻ 触角感器ꎻ 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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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性害虫ꎬ具有繁殖能力强、迁飞速度快、防控难度

大等特点 (孟庆坤ꎬ２０２０)ꎬ可危害包括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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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花生 Ａｒａｃｈｉｓ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Ｌｉｎ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Ｌｉｎｎ.) Ｍｅｒｒ.、果树等在内的 ８０ 余种植物(梁铭荣

等ꎬ２０２０)ꎻ国内主要发生在云南、广西、湖北、四川、
湖南、贵州等 ６ 个省(区)(王磊和陆永跃ꎬ２０２０)ꎮ

昆虫触角在寄主定位、栖息、防御、识别、取食、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２１ꎬ ３０(３): １８３－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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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偶、交配、繁殖与迁移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Ａｎ￣
ｄｒｅ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Ｒ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ꎬ是昆虫感知外界

刺激、寻找配偶、搜寻寄主的重要器官(阎雄飞等ꎬ
２０２０)ꎬ其表面着生由表皮特化形成的感受器(狄贵

秋等ꎬ２０２０ꎻ 吴梅香等ꎬ２０２０)ꎮ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６４)首

次根据感受器的形态将其分为毛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
ｃｈｏｄｅａ)、板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ｕｍ ｐｌａｃｏｄｅｕｍ)、刺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ｈａｅｔｉｃａ)、鳞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ｑｕａｍｉｆｏｒｍｉａ)、
锥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钟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ｕｍ
ｃａｍｐ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ｕｍ)、剑梢感器 (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ｃｏｌｏｐａｄｉａ)、坛
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ｕｍ ａｍｐｕｌｌａｃｅｕｍ)、腔锥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ｏｅｌｏｃｏｎｉｃａ)和鬃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ｒｉｓｔｌｅ)ꎮ 研究表

明ꎬ在鳞翅目昆虫触角上普遍存在 Ｂöｈｍ 氏鬃毛、毛
形感器、刺形感器、锥形感器、栓锥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腔锥形感器等ꎮ 在双委夜蛾 Ａｔｈｅｔｉｓ ｄｉｓ￣
ｓｉｍｉｌｉｓ Ｈａｍｐｓｏｎ、荔枝异形小卷蛾 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ｏｍ￣
ｂｒｏｄｅｌｔａ ( Ｌｏｗｅｒ )、 落 叶 松 尺 蛾 Ｅｒａｎｎｉｓ ａｎｋｅｒａｒｉａ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 的触角上还观察到耳形感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ｕｍ
ａｕｒｉｃｉｌｌｉｃａ)(龚粤宁等ꎬ２０１８ꎻ 宋月芹等ꎬ２０１８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鳞翅目昆虫触角感器的超微结构和电生

理研究发现ꎬ感器类型不同ꎬ其结构和功能也存在差

异ꎮ 昆虫对寄主的识别和同一种群昆虫间的信息交

流主要依靠具有嗅觉作用的毛形和锥形等感器ꎬ如
雌性棉铃虫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Ｈüｂｎｅｒ)产生性信

息素ꎬ引起雄蛾性行为ꎬ这些性信息素被雄蛾触角上

的毛形感器识别(吴才宏ꎬ１９９３)ꎮ 斜纹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
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触角长毛形和短毛形感器的嗅

觉功能ꎬ表现为长毛形感器对雌虫产生的性信息素

组分有反应ꎬ短毛形感器引起自发性活动ꎬ但不对植

物气味或雌性性信息素做出反应(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目前ꎬ这些研究成果已在信息素对害虫的测

报和防控中陆续得到应用ꎮ
本文利用扫描电镜观察了草地贪夜蛾成虫触

角感器ꎬ对感器的类型、超微结构和分布等进行了

描述、分析和比较ꎬ为进一步研究草地贪夜蛾触角

上的化学感受机制和行为识别机制以及草地贪夜

蛾的防治提供基础性资料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草地贪夜蛾幼虫采于玉米田中ꎬ在实验室内用

新鲜的玉米嫩叶饲养多代ꎮ 饲养条件:温度(２５±
１) ℃ꎬ湿度(７０±５)％ꎬ光照周期 １６Ｌ ∶ ８Ｄꎮ 待成虫

羽化后取触角完整的雌雄成虫各 ５ 头备用ꎮ
１.２　 样品制备

取草地贪夜蛾雌雄虫触角ꎬ显微镜下用镊子和

解剖刀从触角基部切断ꎬ放入蒸馏水中ꎬ用超声波

清洗(每个样品处理 ３０ ｓ)ꎬ去除表面黏附物ꎮ 清洗

后用 ５０％、７０％、８０％、９０％乙醇和无水乙醇进行逐

级脱水ꎮ 待样品干燥后ꎬ用导电胶将样品固定在样

品台上ꎬ用 Ｅ￣１０１０ 型离子溅射仪进行喷金ꎬ在日立

ＦｌｅｘＳＥＭ￣１０００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拍照ꎮ
１.３　 数据处理

触角感器分类及命名参照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标准ꎬ采
用 ＳＥＭ 粒径统计软件测量草地贪夜蛾触角各感器

长度及基部宽度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

方差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地贪夜蛾触角的基本形态

草地贪夜蛾雌雄成虫触角均为丝状ꎬ长 ６.９３ ~
７.２５ ｍｍꎬ由柄节、梗节及鞭节 ３ 个部分组成ꎮ 其中

柄节较为粗大且较短ꎬ长度 ０.１８ ｍｍꎻ梗节长 ０.２７
ｍｍꎻ鞭节细长ꎬ长度约 ６.６５ ｍｍꎬ由 ８７ ~ ９１ 个亚节

组成ꎮ 草地贪夜蛾雄蛾触角稍长于雌蛾ꎬ且触角表

面覆有大量鳞片(图 １)ꎮ
２.２　 草地贪夜蛾触角感器的类型和分布

通过对草地贪夜蛾雌雄蛾触角扫描电镜观察ꎬ
发现雌雄蛾触角上均有 ７ 种类型的感器ꎮ
２.２.１　 Ｂöｈｍ 氏鬃毛　 刺状ꎬ大多直立ꎬ表面光滑且

无孔ꎬ基部较粗ꎬ端部或钝圆或尖细ꎮ 按照其长度

和基部着生方式可分为 ＢＢⅠ和 ＢＢⅡ２ 种亚型(图
２Ａ、Ｂ)ꎮ ＢＢⅠ型分布于柄节的基部以及柄节和梗

节的连接处ꎬ感器基部较粗且长ꎬ端部尖ꎬ表面光

滑ꎬ着生于触角表面凹陷的圆形小腔内ꎮ ＢＢⅡ型数

量较多ꎬ成群分布于 ＢＢⅠ型的周围ꎬ该感器较短且

细ꎬ着生于触角的表皮上ꎮ
２.２.２　 毛形感器　 草地贪夜蛾毛形感器根据长度

可分为 ２ 种亚型:长毛形感器(ＳＴ￣Ⅰ)和短毛形感

器(ＳＴ￣Ⅱ)(图 ２Ｃ、Ｄ)ꎮ 位于鞭节的侧面和腹面ꎬ是
感器数量最多的类型ꎬ在鞭节各亚节均有分布ꎬ末
端数量较少ꎮ 毛形感器着生于基窝中ꎬ基部表面有

螺旋纹ꎬ基部至端部逐渐变细ꎮ ＳＴ￣Ⅰ长于 ＳＴ￣Ⅱꎬ
ＳＴ￣Ⅰ端部较尖细ꎬ而 ＳＴ￣Ⅱ较钝圆ꎮ 雄蛾的 ２ 种毛

形感器长度均显著长于雌蛾(Ｐ<０.０５)ꎬ只有雌雄蛾

之间的 ＳＴ￣Ⅱ基部宽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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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草地贪夜蛾触角感器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ｏｆ Ｓ.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Ａ:柄节和梗节ꎻＢ:鞭节基部ꎻＣ:鞭节中部ꎻＤ:鞭节末端ꎮ

Ａ: Ｐｅｄｉｃｅｌ 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ꎻ Ｂ: Ｆｌａｇｅｌｌｕｍ ｂａｓｅꎻ Ｃ: Ｆｌａｇｅｌｌｕ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ꎻ Ｄ: Ｅｎｄ ｏｆ ｆｌａｇｅｌｌｕｍ.

图 ２　 Ｂöｈｍ 氏鬃毛和毛形感器的形态与分布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öｈｍ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ａ

Ａ:ＢＢⅠ型ꎻＢ:ＢＢⅡ型ꎻＣ:长毛形感器ꎻＤ:短毛形感器ꎮ
Ａ: ＢＢⅠꎻ Ｂ: ＢＢⅡꎻ Ｃ: ＳＴ￣Ⅰꎻ Ｄ: ＳＴ￣Ⅱ.

２.２.３　 刺形感器　 刺形感器分布于鞭节亚节背面

鳞片间和腹面感器区ꎮ 该感器为刚毛状ꎬ外形如

刺ꎬ向端部渐细ꎬ顶端钝圆ꎬ表面有纵纹(图 ３Ａ)ꎮ
２.２.４　 锥形感器　 锥形感器散生于毛形感器之间ꎬ
该感器较短ꎬ端部微钝ꎬ直立或沿触角微弯曲ꎬ有臼

状窝ꎬ表面有纵纹(图 ３Ｂ)
２.２.５　 腔锥形感器　 腔锥形感器主要分布于鞭节

亚节的中后部ꎬ每鞭节亚节有 ２ ~ ４ 个腔锥形感器ꎮ
该感器形如菊花ꎬ着生于触角表皮凹陷的浅圆腔

内ꎬ腔周围由 １３~ １５ 根长度不相等的缘毛组成ꎬ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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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相互聚拢且向中心弯曲(图 ３Ｃ)ꎮ
２.２.６　 栓锥形感器　 栓锥形感器分布于鞭节亚节

的末端ꎬ几乎每鞭节亚节末端均有一个栓锥形感

器ꎬ在鞭节后半部分、两端也有分布ꎮ 该感器呈圆

柱状ꎬ较为粗壮ꎬ顶端一侧延伸呈指状ꎬ中间凹陷

(图 ３Ｄ)ꎮ
２.２.７　 鳞形感器 　 鳞形感器贴于触角表面ꎬ着生

于一臼状窝内ꎬ分布于触角的鳞片间ꎮ 表面结构与

触角上的普通鳞片较为相似ꎬ但呈狭长的柳叶形ꎬ
其端部尖细ꎬ中部稍宽(图 ３Ｅ、Ｆ)ꎮ

图 ３　 刺形、锥形、腔锥形、栓锥形、鳞形感器的形态与分布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ｈａｅｔｉｃａꎬ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ｏｅｌｏ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ｑｕａｍｉｆｏｒｍｉａ
Ａ:刺形感器 (ＳＣ)ꎻＢ:锥形感器 (ＳＢ)ꎻＣ:腔锥形感器 (ＳＣＯ)ꎻＤ:栓锥形感器 (ＳＳＴ)ꎻＥ、Ｆ:鳞形感器 (ＳＱ)ꎮ

Ａ: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ｈａｅｔｉｃａꎻ Ｂ: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ꎻ Ｃ: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ｏｅｌｏｃｏｎｉｃａꎻ Ｄ: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ꎻ Ｅꎬ Ｆ: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ｑｕａｍｉｆｏｒｍｉａ.

２.３　 草地贪夜蛾雌雄蛾触角感器比较

草地贪夜蛾雌雄蛾触角感器种类相同ꎬ但不同

类型的感器在长度及基部宽度间存在差异(表 １)ꎮ
雄蛾触角的感器均明显长于雌蛾ꎻＢＢⅠ型、ＢＢⅡ
型、ＳＴ￣Ⅱ、刺形感器、锥形感器、腔锥形感器和栓锥

形感器的基部宽度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ꎬＳＴ￣Ⅰ
和鳞形感器的基部宽度无显著差异ꎮ

３　 讨论
触角是昆虫重要的感觉器官ꎬ行使味觉、嗅觉

及感受气流、二氧化碳、温度和湿度等功能ꎬ具有选

择食物、躲避危险等一系列适应性行为(李文香等ꎬ
２０１５)ꎮ 本研究通过电镜扫描ꎬ在草地贪夜蛾雌雄

蛾触角表面观察到 ７ 种不同类型的感器ꎬ与其他鳞

翅目昆虫ꎬ如豆卜馍夜蛾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ａ ｔｒｉｓｔａｌｉｓ Ｌｅｄｅｒ￣
ｅｒ、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Ｌ.等感器类型基本一致

(徐伟等ꎬ２０１９ａꎻ 赵欣阳等ꎬ２０１８)ꎮ
当昆虫遇到机械刺激时ꎬＢöｈｍ 氏鬃毛能缓冲

重力的作用力ꎬ从而控制触角下降速度ꎮ 夹竹桃天

蛾 Ｄａｐｈｎｉｓ ｎｅｒｉｉ (Ｌ.)的 Ｂöｈｍ 氏鬃毛在飞行时能调

节触角角度和方向ꎬ去除该感器ꎬ触角会发生碰撞ꎮ
在触角运动过程中 Ｂöｈｍ 氏鬃毛可能刺激了与大脑

相连的底层神经元ꎬ从而使昆虫能够主动控制触角

飞行时的定位(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草地贪夜蛾

有 ２ 种亚型的 Ｂöｈｍ 氏鬃毛ꎬ从位置上推测其可能

更易感受刺激并传导到感觉神经元受体上产生神

经冲动ꎬ从而使鬃毛发挥机械感受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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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草地贪夜蛾不同感器的长度与基部宽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ｏｆ Ｓ.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感器类型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ｙｐｅ

性别
Ｓｅｘ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 μｍ

基部宽度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μｍ

Ｂöｈｍ 氏鬃毛Ⅰ型 (Ｂöｈｍ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ꎬ ＢＢⅠ) ♂ １７.０２±１.９７ａ １.３１±０.２４ａ
♀ １５.８９±０.４８ｂ １.８８±０.１０ｂ

Ｂöｈｍ 氏鬃毛Ⅱ型 (Ｂöｈｍ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ꎬ ＢＢⅡ) ♂ ４.６３±０.６０ａ ０.８３±０.１３ａ
♀ １.６９±０.１９ｂ ０.５５±０.１０ｂ

毛形感器Ⅰ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ａꎬ ＳＴ￣Ⅰ) ♂ ３８.１１±０.５４ａ ２.０１±０.３７ａ
♀ ３５.３６±１.４６ｂ ２.０５±０.３４ａ

毛形感器Ⅱ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ａꎬ ＳＴ￣Ⅱ) ♂ １７.７６±１.５９ａ ２.２６±０.１８ａ
♀ １６.０６±０.４６ｂ ２.５２±０.２８ｂ

刺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ｈａｅｔｉｃａꎬ ＳＣ) ♂ ５７.１１±４.８９ａ ４.１４±０.３０ａ
♀ ３７.８３±１.４０ｂ ５.５５±０.４４ｂ

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Ｂ) ♂ ２８.２８±２.８３ａ ３.１９±０.５８ａ
♀ ２４.９４±２.８０ｂ ４.３９±０.４３ｂ

腔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ｏｅｌｏ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ＣＯ) ♂ ８.７１±０.５０ａ ８.３１±１.０６ａ
♀ ８.２３±０.２９ｂ ９.１３±０.５３ｂ

栓锥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ｔｙｌｏ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ＳＴ) ♂ １７.１６±０.７１ａ ３.７５±０.４３ａ
♀ １５.９３±０.７５ｂ ５.０６±０.６２ｂ

鳞形感器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ｑｕａｍｉｆｏｒｍｉａꎬ ＳＱ) ♂ ４８.７４±１.５４ａ ２.０７±０.１５ａ
♀ ３９.４４±２.１６ｂ ２.１７±０.２９ａ

　 　 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ꎮ 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雌、雄蛾成虫触角间有显著差异 ( ｔ￣ｔｅｓｔꎬ Ｐ<０.０５)ꎮ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ｘｅｓ ( ｔ￣ｔｅｓｔꎬ Ｐ<０.０５) .

　 　 毛形感器具有嗅觉和味觉功能ꎬ主要感知性信

息素等ꎬ雄蛾毛形感器能够对雌蛾性信息素和植物

挥发物产生反应ꎬ在昆虫触角上数量最多、分布最

广ꎬ且雄蛾毛形感器显著长于雌蛾 (张方梅等ꎬ
２０１９)ꎮ 徐伟等(２０１９ｂ)认为ꎬ雌蛾毛形感器能够感

受寄主挥发物、寻找产卵场所ꎮ 草地贪夜蛾有 ２ 种

类型的毛形感器ꎬ其分布于鞭节的腹面和侧面ꎬ其
末端具有螺旋纹ꎬ可能感知功能更强ꎮ

刺形感器对机械震动有反应ꎬ能选择适宜场

所、行为环境和求偶微环境等ꎬ也参与味觉功能ꎬ感
受碳氢化合物(Ｄ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草地贪夜蛾的刺

形感器主要分布于鞭节亚节的腹面和背面ꎬ雄雌蛾

的刺形感器在长度和基部宽度均存在显著差异ꎮ
锥形感器不仅具有嗅觉功能ꎬ有时还有机械感

受功能ꎬ其内部结构与感知信息素的毛形感器相

似ꎬ但主要感受寄主和天敌气味等环境因子(姚永

生等ꎬ２００４)ꎮ 草地贪夜蛾的锥形感器散生于毛形

感器之间ꎬ雄蛾锥形感器的长度和基部宽度均显著

大于雌蛾ꎮ
腔锥形感器能感受温湿度ꎬ也感受水蒸气、二

氧化碳、植物气味等(刘志雄等ꎬ２０１５)ꎮ 草地贪夜

蛾的腔锥形感器主要分布于鞭亚节感器区中后部ꎬ
每亚节有 ２~４ 个腔锥形感器ꎮ

栓锥形感器在玉米螟、小菜蛾、棉铃虫等鳞翅

目昆虫触角上均有报道ꎬ能感受温湿度、二氧化碳

等ꎬ是蛾类常见的感器类型(靳泽荣等ꎬ２０１６)ꎮ 草

地贪夜蛾的栓锥形感器分布于鞭亚节的末端ꎬ几乎

每亚节均有一个栓锥形感器ꎮ
鳞形感器在枣粘虫 Ａｎｃｙｌ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ｕ、兴安落叶

松鞘蛾 Ｃｏｌｅｏｐｈｏｒａ ｏｂｄｕｃｔ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 等许多鳞翅目昆

虫中均有发现ꎬ但对其功能方面研究不多ꎬ一般认

为主要有机械感器功能(高素红等ꎬ２０１０)ꎮ 草地贪

夜蛾的鳞形感器主要分布于鳞片间ꎮ
本文观察到草地贪夜蛾雌雄蛾触角感器中ꎬ同

种类型的感器在雌雄蛾之间普遍存在差异ꎬ雄蛾感

器的长度显著长于雌蛾ꎬ这种特化与差异是否有利

于其功能的发挥还有待通过电生理技术等进一步

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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