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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膜翅目寄生蜂的互补性别决定机制及其在生防上的意义 

作者： 伍志山, Keith R. Hopper, Paul J. Ode, Roger W. Fuester, 陈家骅 and George 

E. Heimpel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 Paul, MN 55108, USA

摘要： 在膜翅目中，未受精卵形成单倍体的雄蜂，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受精卵将产生双倍体的雌蜂。但
是，因互补性别决定机制（CSD）的作用，受精卵有时也会产生双倍体雄蜂。这种性别决定机制
包括单位点的CSD和多位点的CSD。在单位点的CSD作用下，唯一的一个性位点上的多个等位基
因决定后代个体的性别。性位点上杂合的个体将是雌性，半合或同型结合的个体将分别形成单倍
体或双倍体的雄性。在多位点的CSD作用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性位点控制后代的性别，每个性
位点上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等位基因。如果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性位点是杂合的，形成的双倍体
后代都是雌性的，但若是所有的性位点都为同型合子，则将产生双倍体的雄蜂。在膜翅目中，目
前已知 43种具有双倍体雄蜂，其中 22种发现存在单位点的CSD，但是多位点的CSD还有待于确
认。双倍体的雄性个体或者不能存活，或者不育，这样的个体形成将对寄生蜂种群的增长带来一
定的遗传负担。在生物防治上，保护寄生蜂种群的性等位基因的多样性及减少其遗传多异性的损
失极其重要。如果利用具有单位点CSD的种类，采取一定的措施将可避免由于双倍体雄性的形成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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