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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象甲科
?@A4@-,61,B+C

昆虫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

包含许多农林业的重要害虫
%

象甲科昆虫中已鉴定具有性

信息素的有
!

属
!

种
!

具有聚集信息素的有
D

属
$!

种
%

针对象甲科昆虫信息素的化学成分
&

分泌部位
&

应用概况

等研究现状做简要综述
!

旨在为象甲科昆虫信息素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

图
$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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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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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学
'

象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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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息素
'

聚集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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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甲科
?@A4@-,61,B+C

是鞘翅目
?6-C6KUCA+

中最大的科% 也是动物界中最大的科% 种类极多% 分布广

泛%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与大多数昆虫一样% 象甲科昆虫也存在种内异性联系的信息化合物& 象甲科

昆虫的信息化合物主要是由性信息素和聚集信息素
!

种组成& 对象甲科昆虫信息素的研究已有
;%

多年

历史% 通过应用嗅觉仪. 触角电位仪等实验手段% 已在米象属
6-4"7*-'#3

+

$

,

% 花象属
8%4*"%"9#3

+

!

,

% 蓝龟

象属
:+#4*"$$*5%;*#3

+

;

,

% 树皮象属
<5'"=-#3

+

<

,

% 象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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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木蠹象属
>-33"?+3

+

&

,

% 根瘤象属

6-4"%&

+

D

,

% 隐喙象属
:$574"$$*5%;*#3

+

=

,等属中的某些种发现有信息素存在% 说明信息素普遍存在于象甲科

昆虫中&

$

性信息素的化学成分

已确定化学成分的
!

属
!

种象甲的性信息素见表
$

& 核桃象甲
:#$;#'-" ;&$5&+

与棉铃象甲
8%4*"%""

9#3 .$&%?-3

性信息素的
<

种化学成分的结构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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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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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

种象甲的性信息素已成功地进行了各种生物活性检测! 在棉铃象甲雌雄虫均鉴定出有性

信息素的存在" 在雌虫的粪屑中只能分离出 #

%

$

!

顺
!!!

异丙烯基
!$!

甲基环丁基乙醇和顺
!&

"

&!

二甲基
!$

"

!!

环已基乙醇
!

种性信息素成分%

$'

&

! 在田间实验中这
!

种成分对雌雄虫都具有引诱作用" 但在雄虫中却

分离出
(

种性信息素成分! 从棉铃象甲和核桃象甲雄虫中分离出的性信息素成分相同" 但是比例却有所

不同! 在实验室测试中" 核桃象甲
)*+

的雌虫被
, " $- " & " &

这个比例的性信息素所引诱" 但是在
-.* "

-.* " $./ " $./

这个比例中却只有
!)+

能产生反应! 华山松木蠹象甲
!"##$%&# '()*+,+(#

性信息素粗提物的

成分分析中" 用甲醇浸提的化学结构有
-

种" 包括十六碳烯酸甲酯' 十六烷酸甲酯' 十八碳烯酸甲酯'

十八烷酸甲酯和十一烷和十二烷" 这
-

种物质占总含量的
&&./$+

( 乙醇浸提的粗提物被鉴定出
/

种化

学结构" 为十六烷酸甲酯' 邻苯二甲酸甲酯' 十八碳烯酸甲酯' 十八碳二烯酸甲酯' 十八碳酸甲酯" 总

相对含量为
/*.)(+

%

$$

&

) 但是" 是否不同溶剂提取到的性信息素成分均为华山松木蠹象甲性信息素的有

效成分" 尚未进行单组分的生物活性测定! 杨桦等%

$!

&对竹横锥象甲
-./+$+/012&3(# 4(5(&+"

的研究中发现"

雌雄竹象成虫都能分泌性信息素" 对两性成虫均具有较高的引诱能力!

!

聚集信息素的化学成分

已确定化学成分的
,

属
$!

种象甲的聚集信息素见表
!

! 除了香蕉根象甲
-$#6$'$3"+&# #$/%"%(#

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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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象甲聚集信息素都是由雄虫所释放! 在隐喙象属中用棕榈
7/012.10/'(# 8$/+()&"

茎提取物和饲养的

雄性棕榈象甲
92.)12$'2$/(# '0360/(6

所提取的聚集信息素对雌雄两性的引诱大大超过了只用棕榈茎提

取物" 而未交配的雄虫提取物对雌雄两性有很高的引诱作用" 但是在未交配的雌虫中却没发现该物质%

$(

&

!

白松木蠹象
!"##$%&# #+/$4"

只有在雄虫生殖成熟后才能产生聚集信息素成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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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烯基
!$!

甲基环丁烷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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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辣椒象甲
:)+2$)$6(# &(;&)""

中香叶酸是聚集信息素的必要活性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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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甲科昆虫的聚集信息素的研究已采用较先进的技术" 如火焰离子检测器*

012

$与气相质谱联用仪

图
$

核桃象甲与棉铃象甲性信息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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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象甲科昆虫的性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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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象甲的聚集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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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做实时的空气监测$

;<!4:<5 2<24H.:.

%! 这种方法具有快速& 高灵敏度和低污染的特点'

%

信息素分泌部位

不同种的象甲信息素分泌部位不尽相同( 白松木蠹象甲和北方松木蠹象甲
="))$4.) -%%*$>"0-#()

的

聚集信息素分泌部位已明确( 从这
!

种象甲雄虫的腹部和后肠提取的分泌物对雌虫有强烈的吸引作用"

,

#

!

而棉铃象甲& 核桃象甲和条纹根瘤象
!"#$2- '"2.-#()

等的信息素都是从雄虫粪屑中提取(

I28D55

"

#,

#的研究指出! 不断地供应适当的食物$特别是棉花
?$))+%"(0 .==-

的花蕾或幼铃%是雄性棉

铃象甲持续产生性信息素的必需条件! 停止供应食物
# >

后性信息素的产生减少
&'J

!

# D

后减少
"'J

以上( 因为信息素仅仅在取食之后才开始产生! 这说明其产生不是一个前躯物被摄取和代谢成为引诱

剂! 即食物材料的代谢引起特化细胞的分泌活动"

#&

#

(

华山松木蠹象甲
="))$4.) %(28#-#()

至今未被鉴定出其性信息素的有效化学成分! 其性信息素的分泌

部位仍未确定! 只有极其有限的证据指出华山松木蠹象甲的性信息素可能来源于连带性器官的腹部"

##

#

(

$

信息素的应用概况

!'''

年! 利用聚集信息素控制红棕象甲的实验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棕榈栽植园内开始进行( 红

棕象甲是椰子
;$8$) 2(8"9.*-

毁灭性害虫! 也是其他多种棕榈植物的重要性害虫! 除椰子外! 其他寄主

杨 毅等) 象甲科昆虫信息素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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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 "24(,(0--

! 三角椰子
567.-. 8($&"6-

! 海

枣
1)2(0-3 $%%&

等"

#'

#

$ 该虫是国家林业局新发布实施的
!(

种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之一! 其防治难度大"

#)*#+

#

$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01-23-

地区的棕榈栽植园中放置诱盆
4

个%
13

"!

! 每个诱盆内放人工合成的

5!

甲基
!6!

壬醇和
5!

甲基
!6!

壬酮&

7#4

'! 诱杀红棕象甲$ 诱杀结果表明( 翌年! 处理区内红棕象甲减少了
!7&)8

964:)8

! 诱杀率为
5:589!":)8

! 但是这次实验未能统计出所诱杀的雌雄性比"

47

#

$ 虽然目前象甲科昆虫信

息素的应用仅局限于对红棕象甲的诱杀作用!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更多的信息素被人工合成! 必将

对生防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6

展望

象甲科是昆虫纲中最大科! 然而至今已成功发现信息素有效成分的种只占极少部分! 国内尚鲜见这

方面研究报道$ 信息素包括性信息素和聚集信息素的研究! 对于象甲科害虫的防治) 天敌的利用和近缘

种的分类等都有重要意义$ 从已鉴定的象甲信息素化学成分来看! 大多为植物中存在的天然化合物"

4!

!

!"

#

!

因而信息素可为深入进行象甲科昆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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