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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昆虫鞘翅表面超微结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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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扫描电镜观察研究了4种昆虫鞘翅的超徽结构，结果显示其特征各有差异：叶甲科的杨 

叶甲(Chrgsometa poputi I innaeus)和抑：十斑叶甲(Chuysomda vigintipunctsta Scopoli)鞘翅体袁 

不被毛，吴凹陷，有一细毛 自凹陷中伸出；瓢虫科的菱斑食植瓢虫(EpilachnainsignisGotham)和银 

莲花食植瓢虫(Epilachna convexa Dieke)鞘翅体表被毛，凹陷中不着生细毛。鞘翅表面的不同特征 

显示了鞘翅形 态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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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翅 目昆虫种类多 ，分布广，适应性强，这与它 

们具有鞘翅 这一结构有密切联系。鞘翅为这类昆虫 

的前翅，坚硬如角质 ，不用 于飞行，主要用来保护背 

部和起主要飞行作用的后翅 。在昆虫的长期进化过 

程中，由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鞘翅的一般形态学 

结构在种属间有很大不 同，这一特征被广泛用于分 

类学上。许多科学工作者曾对鞘翅的一般形态结构 

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口 。对鞘翅超微结构的研究报 

道较少，Holleway口 曾利用 扫描电镜观察 了锹 甲科 

19个种，对鞘翅上所具 的凹陷状况进行 了描述，并 

认为这些超微形态具有属及亚科的特征。高明媛等 

人l{ 对 14属 25种萤叶甲鞘翅 的内外表面的超微形 

态做了观察比较 ，认为种属不同，其鞘翅外表面形态 

变化奇特多样，并具属 、种特异性。本文以叶甲科和 

瓢虫科的 4种昆虫为材料，在扫描电镜下研究了它 

们的超微结构，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 

探讨鞘翅在进化上的意义，以及探讨鞘翅超微结构 

与其功能的关系提供一些研究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实验所用瓢虫科 的两种昆虫为植食性 ：菱斑食 

植瓢虫 Epi~chna insignis Gorham，食荐草，2000年 

5月 采 自陕西 楼观 台；银莲花食植 瓢虫 Epilachna 

convexa(Dieke)，食银莲花，2000年 4月采 自陕西 

宁陕县。叶甲科 的两种昆虫亦为植食性：柳二十斑叶 

甲 Chrysomela vigint unctata(,~opoli)，食柳树枝 

叶，2000年 4月采 自西安 ；扬叶 甲Chrysomela pop— 

uti I innaeus，食杨树枝叶，2000年 5月采自西安。 

1．2 方 法 

将鞘翅 自活体摘下，在 95 酒精中清洗 4次， 

再置于滤纸上晾干，将样品粘贴在样品台上，用电子 

镀膜仪喷金。制好 的样品在 日本 日立 S一570型扫描 

电镜下观察，并拍照 

文 中鞘 翅表 面 结 构描 述 术语 参 照 Holloway 

(1997)的描述进行。 

2 结果和分析 

2．1 银莲花食植瓢虫 

鞘翅超微形态总观(图版 I，1)：密布体毛，体毛 

分布均匀，照片上的小刻点为清洗时体 毛脱落的位 

置；在体毛之间散布着一些 凹陷 ，凹陷 比刻点大；体 

毛总体有从头部向尾部倒伏的趋势；体毛不聚成柬 

状 。 

凹陷 (图版 I，2)：椭 圆 形 至 圆 形，平 均 直 径 

30 m，边缘轮廓分 明；凹陷底部中央有孔 ，孔 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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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8．1／am，与凹陷相连的表被与着生体毛的表被相 

同 。 

体 毛(图版 I，2)：弯 曲，从底部至端部逐渐变 

细，长 134／am。 

2．2 菱斑食植瓢虫 

鞘翅超微形态总观(图版 I．3)：密布体毛，体毛 

均匀分布 ，照 片上的小刻点为清洗时体毛脱落的位 

置；在体毛之 间散布着一些 凹陷，凹陷 比刻点大；体 

毛间基部各 自独立，但在端部数根体毛聚集成柬状， 

有从头部向尾部倒伏的趋势 。 

体毛(图版 I，3)：弯曲，从底部至端部逐渐变 

细 ，长 103．4．um。 

凹陷(图版 I，3)：圆形 ，盘状 ，直径 27．8 p-m，边 

缘轮廓分明 ；凹陷中是否具孔照片未显示。 

2．3 杨叶甲 

鞘翅超微形 态总观 (图版 I，4)：鞘翅上的刻点 

与鞘缝平行排列成竖行 ，分布稀疏但均匀 ，有一细毛 

从凹陷中伸出。 

细毛(图版 I，5)，平直，长 1 7．2 ；从基部起 

粗细一致，端部突然变尖，且 自基部到端部紧贴凹陷 

表被 。 

凹陷(图版 I，5)：圆形 ，窝状，直径 3．3 m，边 

缘轮廓不分明 ；中央有孔，直径 4．3 m，细毛自孔中 

伸 出，在 细 毛基 部旁 侧 的表 被 上有一 小孔 ，直 径 

1 m 。 

2．4 柳二十斑叶甲 

鞘翅超微形态总观(图版 I，6)：密布刻点，细毛 

自此伸 出，刻点平行于鞘缝描纵行排列 ，但不如扬叶 

甲刻点排列均匀 ，排列较紧密。 

细毛(图版 I，7)：弯曲，长 28．6 m，端部钝圆； 

自凹陷中央伸出，从基部 至端部 紧贴 表被 ，粗细一 

致，并不像杨叶甲的细毛端部尖细。 

凹陷(图版 I，8)：圆形较浅，直径 20．6．um，边 

缘轮廓分明；凹陷中央有孔，细毛自此伸出，其基部 

两侧的表被上各有 一小孔，直径 0．68 m 

3 讨 论 

从电镜显示 的结果来看，4种 昆虫鞘翅表 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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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各不相同；细毛长短不一，直立或弯曲，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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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成束状或不聚成束状 。鞘翅表面这些超微形态的 

多样化，表现了 4种昆虫外部形态 的多样性，将这 4 

种昆虫进行比较分析可 以发现，瓢虫科的两种植食 

昆虫鞘翅表面均被毛．而叶 甲科两种昆虫 的鞘翅表 

面均不被毛。瓢虫科两种昆虫的鞘翅在 150倍电镜 

下观察 ，均显示有圆盘状凹陷，在 1 000倍 电镜下观 

察，凹陷的形状构造更为清晰，可与体毛的着生点明 

显区分。在 35倍电镜下观察叶甲科两种昆虫的鞘翅 

不被毛，带有明显的刻点 。在 1 000倍以上电镜观察 

时可看到这些刻点呈边缘轮廓不规则的窝状 凹陷， 

且凹陷 中间着生 I根细毛 ，并具小孔洞 1～2个，这 

种凹陷与毛、孔构成一复合结构。由此可见 ，上述两 

科昆虫鞘翅表面的超微形态尤其是凹陷有着明显不 

同 

昆虫鞘翅表面的这些毛及 凹陷可能与它们对环 

境的感受作用有关。因为从进化角度看，昆虫的翅是 

由中、后胸体壁延伸而成 ，即是由表皮构成 的 ]。我 

们在扫描电镜下看到鞘翅上的毛及凹陷结构与昆虫 

体壁上的感觉器可能是同源的。叶甲科昆虫鞘翅上 

所具有的窝状凹陷、毛、孔复合结构要比被毛、具圆 

盘凹陷的鞘翅更精细、更复杂 ，感受外部环境的蒯激 

也许更灵敏。从食性角度看 ，叶甲科昆虫食乔木叶 

片，瓢虫科这两种昆虫食草本植物叶片，昆虫这种采 

食方式与所食植物种类既与它们长期与植物协 同演 

化的种族特异性有关，也与它们的活动能力有关 ．昆 

虫对于植物的选择决定了感觉系统的机能 ]。从行 

为角度看，叶甲科这两种昆虫较瓢虫科这两种 昆虫 

活动更灵敏，迁移速度快，生活范 围广。这些是否与 

它们鞘翅上所具有的超微结构较 为进化有关 ，尚需 

更多的实验观察来证实。 

鞘翅对于防止 昆虫体内水分蒸发、适应黯地生 

活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进化程度很可能反映了 

昆虫 的进化。鞘翅体表所显示的这些细微结构的具 

体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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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R elytral ultrastructures 

in beetles of four species 

ZHANG ring—chun。ZHANG ring，ZHENG Zhe—rain 

(CoBege of Life Scienc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 L an 710062，China) 

Abstract：The elytral surface uItrastructurc of four species in Coleoptera was examined with SEM ，and the 

revealed that they were different apparently．The elytral surface of Chrysomela g f “ fd 4 and 

Chrysometa poputi fAnnaeus both have setae arising centrelly orl the floor of pits in Chrysomelidae，No ae— 

tae are present on the eiytral surface of Eflilachna c0 F “ (Dieke)and Epilachna insignis Gotham ．in con— 

trast to Coleoptera Epilachna，Differences in the elytral surface structures suggest the diversity of elytral 

morphology、 

Key words{elytral；pits；setae；SEM ；ultrastructares 

图 版 说 明 

L 银 莲花食植基 虫 ，示表面(Epilachna c。 列 (Dieke)．showing the elytral surfacejX150 

2．银莲花食植瓢虫鞲翅，示凹陷(Epilachna lonve~a(Dieke)．showing pits)×1 000 

3，菱斑 食植基 虫鞲翅 ，示表面(Epitachna insignis Gorham．showing the e[ytral surface)X150 

4 杨叶甲鞘翅t示表面(Chryscomela populi Linnaeustshowing the elytra]surface)X 35 

5．杨 叶甲鞘翅 ，示刚毛及凹陷(Chcvsomelu popMi Linn~eHs，showing pits and setae)×3500 

6．柳二十斑叶甲鞲翅 ，示表面(Chrysomela vigintipumtara(Scopo[i)，showing the etytra[surface)×35 

7．柳 二十斑叶甲鞲翅 ．示刚毛 (Chrvsomela vigintipunctata(Scopo[i)，showing setae)×2 200 

8．柳二 十斑 叶甲鞘翅 ，示刚 毛及 凹陷 (Cfir3,somela vfgin& 删 r幽 (Scopo／i)，showing pits and setae)×l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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