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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斑月瓢虫触角及感觉器扫描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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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明确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触角感觉器种类、分布及形态特征ꎮ 【方法】利用扫描电子显微

镜对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触角形态及触角感受器超微结构进行观察ꎮ 【结果】六斑月瓢虫成虫触角由

柄节、梗节和鞭节组成ꎬ柄节长度与宽度显著大于梗节长度与宽度ꎻ鞭节分为 ９ 个亚节ꎬ末端 ３ 节横向膨

大呈锤状ꎮ 雌雄成虫触角上共有 ８ 种感觉器:刺形感觉器(ＳＣ)、毛形感觉器(ＳＴ)、锥形感觉器(ＳＢ)、腔
形感觉器(ＣａＳ)、钟形感觉器(ＣＳ)、哑铃形感觉器(ＤＳ)、香肠形感觉器(ＳＳ)及 Ｂöｈｍ 氏鬃毛感觉器(ＢＢ)ꎮ
以毛形感觉器和刺形感觉器分布最广ꎬ遍布触角ꎻＢöｈｍ 氏鬃毛仅存在于触角柄节与梗节ꎻ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密布 ７ 种触角感觉器ꎮ 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触角长度、触角感觉器类型及分布无显著差异ꎮ 【结论】六斑月瓢虫

成虫触角上共有 ８ 种感觉器ꎬ其触角可能具有感知机械刺激、识别化学信息素及感受温湿度变化的作用ꎮ 本研究为进一步

了解六斑月瓢虫触角与其行为间的关系提供基础资料ꎮ
关键词: 六斑月瓢虫ꎻ 扫描电镜ꎻ 触角感觉器ꎻ 毛形感觉器ꎻ 刺形感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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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ｐｈｏｒｉｎａ ｃｉｔｒｉ Ｋｕｗａｙａｍａ 等多种小型昆虫(段金花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２２ꎬ ３１(１): ７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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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润杰ꎬ ２００４ꎻ 李善光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六斑月瓢虫具有捕食量大、繁殖力强、耐高

温、耐饥及食性广等优势ꎬ具有巨大的生防潜力ꎮ
触角是昆虫感受外界化学信息的重要器官ꎬ能

够帮助昆虫完成定位猎物、交配、繁殖及迁移等活

动(吴梅香等ꎬ２０２０ꎻ Ｓｋｉｒ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目前ꎬ有关

六斑月瓢虫如何利用触角完成猎物定位还未见诸

报道ꎮ 了解触角感觉器种类、分布以及功能ꎬ有助

于明确六斑月瓢虫的定位机制ꎮ 本研究通过扫描

电子显微镜观察六斑月瓢虫的触角感觉器ꎬ为探究

六斑月瓢虫对猎物的定位机制提供形态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六斑月瓢虫成虫采自广西大学多功能标本园

(东经 １０８°１７′２４″ꎬ北纬 ２２°５１′１２″)ꎬ活体装入指型

管中带回实验室备用ꎮ
１.２　 样品制备与电镜观察

取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各 ５ 头ꎬ在体视显微

镜 Ｎｉｋｏｎ￣ＳＭＺ８００Ｎ 下用解剖刀切下头部ꎬ然后用镊

子取下完整触角ꎮ 将获得的触角样品分别放入装

有 ７５％乙醇的培养皿中ꎬ用毛刷去除样品表面异物

后ꎬ放入装有 ２.５％戊二醛磷酸缓冲液(ｐＨ ＝ ７.４)的
培养皿固定 ２４ ｈꎮ 放入超声波清洗机 ＪＰ￣０１０Ｔ 清

洗 ３ ｍｉｎꎬ重复 ３ 次ꎬ再用磷酸缓冲液冲洗 ３ ｍｉｎꎬ重
复 ３ 次ꎮ 将触角样品依次用浓度 ８５％、９０％、９５％和

１００％的酒精溶液逐级脱水ꎬ每级脱水 ２０ ｍｉｎꎬ然后

自然干燥 ２ ｄꎮ 用镊子将干燥好的触角样品粘在导

电胶上ꎬ轻轻放置于扫描电镜的样品台上ꎬ用离子

喷射仪 ＪＦＣ￣１６００ 喷金后ꎬ通过 Ｑｕａｔｔｒｏ ＳＥＭ 型扫描

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拍照并保存ꎮ
１.３　 数据分析

使用 ＩｍａｇｅＪ １.４８ｕ 软件测量六斑月瓢虫触角长

度和宽度(ｎ＝ １０)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差异显

著性分析ꎻ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Ｐ<０.０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触角的基本形态

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的触角由柄节 ( ｓｃａｐｅꎬ
Ｓ)、梗节(ｐｅｄｉｃｅｌꎬ Ｐ)和鞭节( ｆｌａｇｅｌｌｕｍꎬＦ１ ~ Ｆ９)组
成ꎬ柄节明显较宽大ꎻ梗节较之柄节相对短小ꎬ鞭节

第 ７、８、９ 亚节明显横向加宽ꎬ膨大成锤状ꎬ雌雄成

虫触角每节表面都有网状或鳞状纹(图 １)ꎮ 雌虫

触角总长(９３３.８２±１５.０７) μｍꎬ其中柄节(１３２.０８±
３.０６) μｍꎬ梗节(１０５.３５±１.８１) μｍꎮ 雄虫触角总长

度(９５０. ４９ ± ２１. ２０) μｍꎬ其中柄节(１６８. ５１ ± ９. ４３)
μｍꎬ梗节(１００.５８±２.６２)μｍꎮ 雌虫触角各节直径略

大于雄虫各节直径ꎬ但二者无显著差异ꎮ

图 １　 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触角形态特征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Ｍ.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ａｄｕｌｔｓ

Ａ:六斑月瓢虫雄虫触角ꎻＢ:六斑月瓢虫雌虫触角ꎻＳ:柄节ꎻＰ:梗节ꎻＦ１~ Ｆ９:第 １~９ 鞭节ꎮ
Ａ: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Ｍ.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ａｄｕｌｔｓꎻ Ｂ: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Ｍ.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ａｄｕｌｔｓꎻ

Ｓ: Ｓｃａｐｅꎻ Ｐ: Ｐｅｄｉｃｅｌꎻ Ｆ１－Ｆ９: １ｓｔ－９ｔｈ ｆｌａｇｅｌｌｏｍｅｒｅｓ.

２.２　 触角感觉器的种类及形态

六斑月瓢虫触角感觉器共有 ８ 种ꎬ分别为刺形

感觉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ｈａｅｔｉｃａꎬ ＳＣ)、毛形感觉器(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ꎬ ＳＴ)、锥形感觉器 (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ꎬ
ＳＢ)、腔形感觉器(ｃａｖｉｔｙ￣ｌｉｋｅ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ꎬ ＣａＳ)、钟形感

觉器( ｃａｍｐａｎｉｆｏｒｍ ｓｅｎｓｉｌｌｕｍꎬ ＣＳ)、哑铃形感觉器

(ｄｕｍｂｂｅｌｌ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ꎬ ＤＳ)、香肠形感觉器 ( ｓａｕｓａｇｅ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ꎬ ＳＳ)及 Ｂöｈｍ 氏鬃毛感觉器(Ｂöｈｍ ｂｒｉｓｔｌｅꎬ
ＢＢ)ꎮ 各感受器形态特征对比见表 １ꎬ各感受器外

部形态特征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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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触角外部形态
Ｆｉｇ.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Ｍ.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ａｄｕｌｔｓ

Ａ:雄虫触角柄节ꎬ示 ＳＣⅠ~Ⅳ型刺形感觉器、ＣａＳⅠ型腔形感觉器和 Ｂöｈｍ 氏鬃毛感觉器ꎻＢ:雌虫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ꎬ示 ＳＴⅠ~Ⅲ型

毛形感觉器ꎻＣ、Ｄ、Ｅ:雄虫鞭节第 ９ 亚节ꎬ示 ＳＴⅣ型毛形感觉器、ＳＢⅠ、ＳＢⅡ型锥形感觉器、ＣＳ 钟形感觉器、ＤＳ 哑铃形感觉器、ＣａＳⅠ~Ⅲ
腔形感觉器ꎻＦ:雄虫触角柄节、梗节ꎬ示 Ｂöｈｍ 氏鬃毛感觉器和 ＣａＳⅠ腔形感觉器ꎻＧ:雄虫鞭节第 ８ 亚节ꎬ示 ＳＴⅡ毛形感觉器ꎻ

Ｈ:雄虫鞭节第 ９ 亚节ꎬ示 ＳＳ 香肠形感觉器ꎻＩ:雌虫鞭节第 ９ 亚节ꎬ示 ＳＢ Ⅰ~Ⅲ型锥形感觉器ꎮ
Ａ: 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ｏｆ ｍａｌ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ｈａｅｔｉｃａ (ＳＣⅠ－ＳＣ Ⅳ)ꎬ ｃａｖｉｔｙ￣ｌｉｋｅ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ＣａＳⅠ)ａｎｄ Ｂöｈｍ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 (ＢＢ)ꎻ Ｂ: Ｆｌａｇｅｌｌｏｍｅｒｅｓ

Ｆ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ＳＴⅠ－ＳＴ Ⅲ)ꎻ Ｃꎬ Ｄꎬ Ｅ: Ｆｌａｇｅｌｌｏｍｅｒｅｓ Ｆ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ｍａｌｅꎬ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ＳＴ Ⅳ)ꎬ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ＳＢⅠꎬ ＳＢⅡ)ꎬ ｃａｍｐａｎｉｆｏｒｍ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Ｓ)ꎬ ｄｕｍｂｂｅｌｌ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ＤＳ)ꎬ ｃａｖｉｔｙ￣ｌｉｋｅ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ＣａＳⅠ－Ⅲ)ꎻ Ｆ: 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ｐｅｄｉｃｅｌ ｏｆ ｍａｌ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ｃａｖｉｔｙ￣ｌｉｋｅ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ＣａＳⅠ) ａｎｄ Ｂöｈｍ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 (ＢＢ)ꎻ Ｇ: Ｆｌａｇｅｌｌｏｍｅｒｅｓ Ｆ８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ｍａｌ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ａ(ＳＴⅡ) ꎻ Ｈ: Ｆｌａｇｅｌｌｏｍｅｒｅｓ Ｆ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ｍａｌ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ａｕｓａｇｅ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ＳＳ) ꎻ Ｉ: Ｆｌａｇｅｌｌｏｍｅｒｅｓ Ｆ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ｌｌａ ｂａｓｉｃｏｎｉｃａ (ＳＢⅠ－ＳＢ Ⅲ).

２.２.１　 刺形感觉器　 刺形感觉器着生于触角的每

一节上ꎬ成簇立于触角柄节及梗节的背面ꎬ腹面少

许ꎻ基部刚直ꎬ由底部向顶端逐渐变细ꎬ呈针刺状ꎬ
表面有纵脊ꎻ其长度变化很大ꎬ根据长度将其分为 ４
种亚型(图 ２Ａ)ꎮ

ＳＣⅠ型:仅分布于触角柄节、梗节及鞭节第 ９
亚节ꎬ长度相对最长ꎬ数量较少ꎮ 感觉器顶端刚直

挺立或仅有小幅度弯曲ꎮ
ＳＣⅡ型:分布于触角柄节、梗节及鞭节每一节

上ꎬ腹面背面均有分布ꎻ感觉器长度相对 ＳＣⅠ型较

短ꎬ着生于触角表皮网状纹路裂缝处一个较浅的窝

内ꎬ与触角纵轴呈一定角度ꎮ
ＳＣⅢ型:分布在触角柄节、梗节及鞭节第 ８ 节、

第 ９ 节上ꎬ相比 ＳＣ 前 ２ 种亚型ꎬＳＣⅢ亚型偏细偏

短ꎬ稍向一侧弯曲或弯曲幅度较大ꎮ
ＳＣⅣ型:仅分布在柄节ꎬＳＣ ４ 种亚型中最短ꎬ

但基部与 ＳＣⅢ基部相似ꎬ端部向一侧弯曲ꎮ
２.２.２　 毛形感觉器　 密集分布于触角鞭节第 ９ 亚

节末端及第 ８ 亚节背面末端ꎬ呈长毛状ꎬ基部较粗ꎬ
顶端圆钝ꎬ表面光滑ꎮ 根据形态可分为 ４ 种亚型ꎮ

ＳＴⅠ型:分布于触角鞭节的第 ９ 亚节末端ꎬ数
量较少ꎬ长度最长ꎬ着生于触角表皮一个较浅窝内

(图 ２Ｂ)ꎮ
ＳＴⅡ型:分布在触角鞭节的每一节ꎬ这种亚型

数量最多ꎬ着生处较平ꎬ方向与触角纵轴呈一定角

度(图 ２Ｂ、Ｇ)ꎮ
ＳＴⅢ型:分布在触角柄节、梗节及鞭节第 ９ 亚

节表皮的较浅窝内ꎬ相较于 ＳＴⅠ、ＳＴⅡ毛型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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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ꎬＳＴⅢ感觉器长度最短(图 ２Ｂ)ꎮ
ＳＴⅣ型:分布在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ꎬ长度与

ＳＴⅢ的长度相似ꎬ但在感觉器上有 １ 或 ２ 个疣突状

构造(图 ２Ｃ)ꎮ
２.２.３　 锥形感觉器　 着生于凸出于触角表面的圆

形穴内ꎬ锥状ꎻ基部较粗大ꎬ向上逐渐变细ꎬ顶端较

圆钝ꎬ分布于六斑月瓢虫触角鞭节第 ８ 亚节与第 ９
亚节连接处、第 ９ 亚节顶端ꎮ 根据其形态特征将其

分为 ３ 种亚型ꎮ
ＳＢⅠ型:分布于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ꎬ基部

有褶皱ꎬ着生在一个较平的圆形座内ꎻ基部直径为

高的 １ / ７~１ / ８ꎬ端部圆钝ꎮ 形态与毛状感觉器Ⅱ型

较为接近(图 ２Ｃ、Ｉ)ꎮ
ＳＢⅡ型:分布在触角鞭节第 ８ 亚节与第 ９ 亚节

连接处及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ꎬ基部直径为高的 １ / ４ꎬ
基部更粗ꎬ平滑ꎬ向顶端逐渐尖细(图 ２Ｃ、Ｄ、Ｉ)ꎮ

ＳＢⅢ型:仅分布在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ꎬ短
圆锥状ꎬ基部直径约为高的 １ / ２ꎬ基部着生于圆形浅

窝内(图 ２Ｃ、Ｉ)ꎮ
２.２.４　 钟形感觉器　 仅分布在触角鞭节的第 ９ 亚

节顶端ꎬ形如半球状ꎬ略高于触角表皮ꎬ具光滑清晰

的基座ꎬ是一种厚壁感觉器ꎬ钟形感觉器又有大、小
２ 种亚型(图 ２Ｃ、Ｄ)ꎮ
２.２.５ 　 腔形感觉器　 遍布触角的每一节ꎬ多出现于

柄节、梗节刺形感觉器基部附近ꎬ密集分布于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ꎻ为触角表皮向内凹陷形成的外形如孔状

的触角感觉器ꎮ 根据其孔大小将其分为 ３ 种亚型ꎮ
ＣａＳⅠ型:分布于柄节、梗节ꎬ孔大ꎬ多出现于刺

形感觉器周围呈环状排列(图 ２Ａ、Ｆ)ꎮ
ＣａＳⅡ型:散布于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ꎬ孔小

(图 ２Ｅ、Ｉ)ꎮ
ＣａＳⅢ型:分布于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顶端ꎬ有几

个小孔组成ꎬ筛孔状ꎬ位于一圆形穴内(图 ２Ｅ)ꎮ
２.２.６　 Ｂöｈｍ 氏鬃毛感觉器　 Ｂöｈｍ 氏鬃毛分布于六

斑月瓢虫触角的柄节及梗节连接处及柄节与头部连

接处的表面ꎬ形状呈较短的圆锥状或短刺状ꎮ 基部

粗ꎬ顶端较尖细ꎬ表面光滑ꎬ感觉器基部着生于一个

深浅不一的窝内ꎬ背面分布多于腹面(图 ２Ａ、Ｆ)ꎮ
２.２.７　 哑铃形感觉器　 分布于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

顶端ꎬ状如哑铃ꎬ基部有一基座(图 ２Ｄ)ꎮ
２.２.８　 香肠形感觉器　 分布于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

顶端边缘ꎬ状如香肠ꎬ基部有柄或无柄(图 ２Ｈ)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六斑月瓢虫成虫触角有 ８ 种感觉

器ꎬ触角各节均有感觉器分布ꎬ尤以鞭节第 ８、９ 亚

节感觉器分布最为集中ꎮ 雌雄成虫的触角感觉器

类型及分布无显著差异ꎮ
本研究观察到六斑月瓢虫成虫触角柄节上的

刺形感觉器基座处有清晰的新月状孔、基座周围环

生腔形感觉器ꎬ该构造与孟氏隐唇瓢虫 Ｃｒｙｐｔｏｌａｅ￣
ｍｕｓ ｍｏｎｔｒｏｕｚｉｅｒｉ Ｍｕｌｓｔａｎｔ (刘平等ꎬ２０１３)、龟纹瓢虫

Ｐｒｏｐｙｌ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高芳瑞等ꎬ２０１７)和异

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Ｐａｌｌａｓ (刘健和赵奎军ꎬ
２００９)感受器分布模式相似ꎮ 但在采自意大利的异

色瓢虫(Ｓｅｖａｒｉｋ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和印度卡斯普洱市的

六斑月瓢虫(Ｐｅｒｖｅｚ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２０)触角上则没有发

现此构造ꎮ 刺形感觉器是一种典型的接触感觉器

(Ｋａｉｓｓｌｉｎｇꎬ１９８６)ꎬ具有机械感觉器和化学感觉器的

双重作用(Ｉｓｉｄｏｒｏ ｅｔ ａｌ. ꎬ１９９８)ꎮ
六斑月瓢虫雌雄成虫触角上的毛形感觉器

ＳＴⅠ、ＳＴⅡ、ＳＴⅢ型均表面光滑ꎬ与那杰等(２００８)、
刘平等(２０１３)描述的毛形感觉器基本一致ꎮ 本研

究还发现毛形感觉器 ＳＴⅣ型ꎬ这种毛形感觉器上长

有 １~２ 个圆形疣突ꎬ是首次在六斑月瓢虫上观察到

这种构造ꎬ可能具有接收某种信息的作用ꎮ Ｈｅｒｖ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认为ꎬ表面光滑的毛形感觉器具有感

受机械刺激的作用ꎮ Ｐｅｒｖ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则认为毛

形感觉器可能与雌雄成虫相互识别有关ꎮ
六斑月瓢虫仅鞭节第 ９ 亚节分布有锥形感觉

器ꎮ 桉嗜木天牛 Ｐｈｏ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ｓｅｍ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触角的锥形感受器具有识别植物气味分子的功能ꎬ
能够感受到气味信息(Ｌｏｐｅｓ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２)ꎬ而曲纹

花天牛 Ｌｅｐｔｕｒａ ａｒｃｕａｔａ Ｐａｎｚｅｒ 和橡黑花天牛 Ｌｅｐｔｕｒａ
ａｅｔｈｉｏｐｓ Ｐｏｄａ 触角上的锥形感觉器为性信息素接收

器(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１１)ꎬ由此推测六斑月瓢虫触角

上的锥形感觉器可能具有识别植物或猎物释放的

化学信息素、性信息素的作用ꎮ
Ｂöｈｍ 氏鬃毛被认为能够感受到触角的移动和

位置ꎬ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型感觉器ꎬ可以感受机械

刺激ꎬ调控触角转动的速度(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１９６４)ꎮ
腔形感觉器常出现在刺形感觉器基部和鞭节

第 ９ 亚节端部ꎬ推测其具有感应温湿度的作用ꎮ 钟

形感觉器为有孔结构(马瑞燕和杜家纬ꎬ２０００)ꎬ仅
分布在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ꎬ推测其可能也具有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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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的作用(Ｐｅｒｖｅｚꎬ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在六斑月瓢虫雄成虫触角鞭节第 ９ 亚节

还发现哑铃形感觉器和香肠形感觉器ꎬ这在其他瓢

虫触角上尚未发现ꎮ 本研究中ꎬ六斑月瓢虫左右触

角的鞭节第 ９ 亚节端部不对称ꎬ端部中间有一脊状

构造ꎬ其表面凹凸不平ꎬ上面着生大量感觉器ꎬ左右

两侧分布的感觉器种类也有所不同ꎻ此种结构还未

在其他瓢虫触角上观察到ꎬ可能具有接收某种信息

的功能ꎮ 未发现 Ｐｅｒｖ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观察到的栓锥

形感觉器和芽孢形感觉器ꎮ 孟氏隐唇瓢虫触角上

存在腔锥形感觉器、耳形感觉器ꎬ七星瓢虫上存在

钩状感觉器、坛状感觉器、板形感觉器及剑梢感觉

器(Ｓｈｅｆａｌｉ ＆ Ｏｍｋａｒꎬ２００３)ꎬ但在六斑月瓢虫触角上

未发现以上感觉器ꎮ
从触角感觉器的功能推测ꎬ六斑月瓢虫触角可

能具有感知外界机械刺激及所接触猎物的硬度ꎬ获
取猎物的位置和移动速度ꎬ识别植物挥发物、异性

性信息素和猎物气味ꎬ以及感受温湿度变化的作

用ꎬ其真实性还有待通过电生理试验进行验证ꎬ哑
铃形感觉器、香肠形感觉器和端部的脊状构造的功

能也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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