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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斑天牛头部附器感器的扫描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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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扫描电镜观测云斑天牛成虫触角、下颚须和下唇须的感器类型、形态及分布特征，并分析比较雌雄之

间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 云斑天牛触角上共存在5类感器，即毛形感器、锥形感器、刺形感器、凹槽钉形感器、

乳突形感器，其中锥形感器分5种亚型，刺形感器分2种亚型。云斑天牛雌、雄成虫触角存在性二型现象：1）虽

然雄虫体型明显小于雌虫，但雄虫触角却显著长于雌虫触角；2）乳突形感器只在雌虫触角上发现，且雌虫触角

上的粗长锥形感器（BⅠ）、粗短锥形感器（BⅡ）和长刺形感器（ChⅡ）在数量上多于雄虫，但发锥形感器（B
Ⅲ）少于雄虫；3）雌虫触角上的刺形感器（包括ChⅠ和ChⅡ）的长度显著长于雄虫。其他感器的形态及数量在

两性触角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下颚须和下唇须上都发现了毛形感器、长刺形感器、末梢锥形感器（包括TBⅠ
和TBⅡ2个亚型）、钟形感器和隙缝感器5类。下颚须和下唇须的长度在两性之间无明显差异，但下颚须的末梢
锥形感器数量多于下唇须，隙缝感器少于下唇须；雌虫的末梢锥形感器数量多于雄虫，钟形感器少于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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