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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钝突刺腹牙甲
768$"9*&$& &((-%-4

的摩擦发音器微细结构并探讨其发音机制! 于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实

验林场采集实验标本! 利用扫描电镜%

38944,4: ;<;8=>+4 ?,8>+38+@;

!

ABC

&观察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发音器微细结构!

并采用实验促使发音方法探讨它的发音机理' 结果显示$ 钝突刺腹牙甲的雌( 雄成虫都具有摩擦发音器! 雌虫的

发音锉平均长为"

#(0&7 " 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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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宽为"

#7!0#5 "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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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虫发音锉平均长为"

#%0!& " 60!5

&

??

! 宽为

"

#%!055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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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体通过摩擦后翅径脉
!

鞘翅产生声音' 钝突刺腹牙甲雌( 雄成虫发音主要用于个体间通信!

发音机制属于后翅径脉
!

鞘翅模式'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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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现象在昆虫纲中普遍存在" 其中有
#7

个目的昆虫能发声" 有
##

个目能以摩擦的方式发声'

##!

(

)

鞘翅目
R+<;+@=;>9

中有
)5

个科包含
#%

种类型的摩擦器官" 分别位于头盖部* 胸部* 腹部* 足和鞘翅等

部位 '

)$$

(

)

EL]BO

'

7

(总结了水龟虫科
TJ*>+@H,<,*9; #7

个属的昆虫具有摩擦发声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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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属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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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跗牙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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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腹牙甲属
768$"9*&$&

" 条脊牙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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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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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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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胸牙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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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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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多数雌雄虫都有摩擦发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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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绝大多数属的水龟虫两性个体都有摩擦发音器! 昆虫摩擦发音的机制不尽相同"

$%&'(

#

"

$认为水龟虫

是通过鞘翅
!

腹部的机制进行摩擦发声" 虽然条脊牙甲属水龟虫摩擦器的结构和位置与其他种类不同"

但是也通过鞘翅
!

腹部的机制进行摩擦发声! 鞘翅目昆虫后翅翅脉分为
"

种类型% 长扁甲型& 肉食甲型&

萤甲型& 隐翅甲型& 藻食甲型和缨翅甲型#

#)"#*

$

! 通过对翅的脉序& 折叠方式和翅基骨片形态变化和功能

的研究" 可以揭示具翅昆虫的起源& 目级分化和系统发育关系#

#)

$

! 部分鞘翅目和双翅目类群均有翅退化

的现象" 因此鉴别现存的翅脉通常成为一个难题#

#)

$

!

+$,-./0!+0.1('

#

#!

$以水生甲虫为对象研究了鞘

翅目肉食亚目
$2345676

的翅脉及与多食亚目
89:;45676

的进化关系" 并以
!"#$%&'()*+ &(,-*+

为例研究

了水龟虫科昆虫的翅脉! 国内关于水龟虫的后翅脉序& 摩擦器结构& 发声机制等研究尚无报道! 钝突刺

腹牙甲
!".$%,'/$0 011(2(+

体型为长卵形" 成虫体长为
#*<=>#?<) @@

" 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古北区的擅长游

泳的中型水龟甲! 本研究利用扫描电镜观察了钝突刺腹牙甲雌& 雄两性的摩擦发音器" 研究其发音机

制" 以期为水龟虫科昆虫的发音器官和听觉通信的研究提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样本采集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于
*)#"

年
A

月灯诱采集于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实验林场'

B=#*!$(

"

#*A%!*&'

(

海拔为
!*) @

)! 将采集的甲虫样本" 放于
? C@ ' *) C@ ' !) C@

的水盆中饲养!

!"#

发音行为学观察及验证

分别成对提起钝突刺腹牙甲雌雄成虫的前& 中和后足" 用镊子触碰其身体( 再按压其腹部和鞘翅"

观察研究其发声行为! 雌雄虫各用
!)

只! 将死亡钝突刺腹牙甲雌雄成虫的鞘翅和后翅取下" 用手动模

拟的方式摩擦
*

部分! 雌雄虫各用
!)

只!

!"$

形态学观察

首先用
D9EFC GDH #"?

解剖镜和
.,ID8/G GHJ #*

解剖镜观察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器的位置和形态"

再用
KGD A=))-

扫描电镜'

G'D

)进一步观察分析摩擦发音器的结构! 用常规标准方法干燥标本& 固定和

喷金#

#B"#=

$

!

!"%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声音信号的采集

采集设备用
G.(I 8LD!M#))

线性录音棒!

采集方法和条件参考文献#

#""#?

$! 为减少环境噪音的影响"

#NO))"*)O))

在室内'有日光灯照明)录

音" 室温为
*! (

( 录音棒距离发音虫体
= C@

!

采集声音信号的类型为自然声音信号" 是指实验虫体在自由游泳活动时发出的声音信号!

!"&

数据处理

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发音器的测量数据是对标本的直接测量和依据扫描电镜照片上的标尺测得" 然后

计算
=

只的平均值" 没有使用软件测量! 用
G8GG #A<)

统计软件对测量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并用方差分析检验显著性'

3＜)<)=

)!

声音信号的分析处理参见文献#

#?"#N

$! 用音频编辑处理软件
$29P3 $Q2FEF9R LG)

读取钝突刺腹牙

甲成虫游泳时采集的
=

个声音文件" 进行选择性片段分割与脉冲组的确定与截取" 对提取的特征脉冲组

进行取样去噪" 对持续时间进行测量!

*

结果与分析

#"!

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发音器的位置

解剖镜下观察发现"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的摩擦发音器均由发音锉和刮器
*

部分组成'图
#

和图
*

)!

雌& 雄成虫的发音锉位于后翅中部的径脉上'图
#

)" 雌& 雄成虫的刮器位于鞘翅外缘内侧的突起处'图

*

)" 与发音锉的位置相对应! 自然状态时发音锉完全被鞘翅遮盖" 去掉鞘翅肉眼也可观察到!

#"#

钝突刺腹牙甲后翅的翅脉类型

钝突刺腹牙甲后翅翅脉'图
!

)属于萤甲型" 这种脉序的主要特征是中脉'

D

)退化" 但端部与肘脉

'

LQ

)相连" 臀脉'

$

)很发达" 有径室和臀室'图
B

)! 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发音器所在的后翅中央位置正是

李 玲等% 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发音器的微细结构及发音机制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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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钝突刺腹牙甲发音锉的位置

'()*+, & -./(0(.1 .2 03, 2(4, .2 !"#$%&'($( ())*+*,

图
!

钝突刺腹牙甲刮器的位置

'()*+, ! -./(0(.1 .2 03, /5+67, .2 -".$%&'($( ())*+*,

径脉!

8

"位置# 因钝突刺腹牙甲雌$ 雄成虫的发音锉均位于后翅的径脉!

8

"# 也就是说钝突刺腹牙甲雌$

雄成虫的后翅径脉!

8

"上具有摩擦发音器%

!"#

钝突刺腹牙甲发音锉的微细结构

钝突刺腹牙甲后翅径脉中部的发音锉# 由更微小的发音齿组成!图
9

"% 由表
&

可见& 雌虫的发音锉

平均为!

&9:;< ! #:<%

"

==

# 比雄虫发音锉!

#>:!; ! &:!"

"

==

略长% 对发音齿的密度观察发现& 发音锉的

前$ 中$ 后部分布不同# 中部的音齿比两侧的略显密集# 但与两侧的密度差异不显著!

/＞":"9

"% 雌$

雄两性间发音齿的密度差异也不显著!

0＞":"9

"% 据此推测&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发出的声音不是专门用

于两性间的沟通# 而是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

图
9

钝突刺腹牙甲发音锉的微细结构

'()*+, 9 '(1, /0+*50*+, .2 2(4, .2 -"#$%&'($( ())*+*,

图
>

萤甲型后翅模式图

'()*+, > ?.@,4 3(1@A(1) .2 561036+(@ 0B7,

图
C

钝突刺腹牙甲后翅图

'()*+, C D(1@A(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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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发音锉的结构测量数据

$%&'( # )*+( ,%-% ./ /*'( ./ !"#$%&'($( ())*+*,

性别 发音锉形状 发音锉长度
011

发音锉宽度
0!1

音齿平均密度
0

!个"
11

!#

#

前面 中间 后面

雌虫 弧形
#234" " 53"6 #"73#6 " 4#356 #2 #4 #"

雄虫 弧形
#8374 " 5376 #87366 " 8!326 #" #9 #2

说明$ 所测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差

"#$

钝突刺腹牙甲的发音行为实验分析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在自然状态和受刺激状态下均可发出响亮的摩擦声% 声音在
# 1

以外可被清晰听

见& 在适当距离之内% 可以听到钝突刺腹牙甲成虫游泳时发出的平和声音!图
"

#& 用镊子触碰试验昆虫

的鞘翅% 可以听到虫体发出的激烈摩擦声& 如用手压鞘翅% 同样有摩擦声发出&

用镊子分别成对提起试验虫体的前' 中' 后足% 使提起的每一对足不能有相对运动% 钝突刺腹牙甲

成虫均能够发出声音% 这说明摩擦发声器官不在
!

对足上& 按住试验虫体的头和胸部% 使头胸部与腹部

之间没有相对运动%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也能发出声音% 说明其发声器官也不在头胸部和腹部间& 钝突刺

腹牙甲成虫发声时% 腹部鼓起% 足也在运动% 可见鞘翅也微微在动& 多次实验和观察发现$ 只有腹部和

鞘翅没有相对运动时%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才不能发出声音% 说明钝突刺腹牙甲成虫的发音器官在腹部和

鞘翅间&

图
"

钝突刺腹牙甲的声音波形

)*:;<( " =%>( ./ -".$%&'($( ())*+*,

钝突刺腹牙甲成虫的刮器位于胸部第
7

节的鞘翅上% 而发音锉位于胸部第
!

节& 当它们运动而鼓起

腹部时% 导致身体的不同体节产生不一致的运动% 使胸部第
7

节!着生刮器所在的鞘翅#和胸部第
!

节

!着生发音锉所在的膜翅#产生相对运动% 从而产生摩擦音& 可见钝突刺腹牙甲成虫的发音机制是后翅径

脉
#

鞘翅模式&

"#%

钝突刺腹牙甲后翅径脉和鞘翅摩擦发音的验证

利用死亡的钝突刺腹牙甲雌' 雄成虫的鞘翅和后翅径脉摩擦% 模拟活体的发音& 结果显示$ 雌雄两

性用于模拟的这
7

部分都能够发出摩擦音& 证明钝突刺腹牙甲的鞘翅摩擦后翅径脉能够发音% 后翅径

脉
#

鞘翅模式是鞘翅目昆虫摩擦发声的一种发音机制&

!

结论与讨论

鞘翅目昆虫的摩擦发音器官可以出现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只要身体存在
7

个能够相互摩擦的坚硬表

面% 这也是此类昆虫特殊的进化适应能力& 鞘翅目昆虫有高度几丁质化的外壳% 它的表面分化出一系列

纤细平行的脊% 可以经受一个或者多个位于身体边缘的刮器摩擦(

8

)

& 甲虫发音器显示出一系列摩擦发声

的独立性进化% 虫体的任何连接处都可以因相对运动而发音% 但人们对甲虫的声音通信和声音产生重要

性的认知还非常有限(

9

)

&

早期研究认为$ 水龟虫的摩擦发音器出现在后翅和鞘翅上% 摩擦发音机制是前缘脉
#

鞘翅机制(

76

)

&

?@ABC

(

"

)总结了水龟虫科
#"

个属甲虫的发音% 认为甲虫采用鞘翅
#

腹部机制声音% 其中就有钝突刺腹牙

甲所属的
-"#$%&'($(

属& 这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 说明
?@ABC

(

"

)的结论不能全面覆盖水龟虫科所有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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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翅模式的发音机制! 但

与前人研究存在差异!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证实"

:

参考文献

#

9

$ 彩万志
;

昆虫的发音及其在分类上的应用#

<

$

;

昆虫知识!

#$==

&

#

'%

:# " ::;

>&' ?3@AB/; '@041. C3D/@E 0FG@2 3@2 /.0 3HHI/13.42 /@ 1I300/J/13./F@

#

<

$

; )*+%,%- .*%/-K 9$==

&

9

'

L :9 " ::;

#

!

$ 曹凤勤! 程立生
;

昆虫鸣声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概述#

<

$

;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

!"":

!

!"

&

9

'%

!$ " 5!;

>&M N4@EO/@K >P)*Q R/0B4@E; S7FE7400 /@ .B4 7404371B FJ /@041. 31FG0./10 3@2 /.0 3HHI/13./F@

#

<

$

; 0 1%2+' 3'4*( 5!

*46 7$%8 9:$4&K !%%:K !"

&

9

'

L !$ " 5!;

#

5

$

&TTM? Q <; 6FG@2!H7F2G1./F@ /@ .B4 I3C4II/1F7@ 844.I40

#

<

$

; 7$(*; <*+ 1%& =%*#K 9$%:K #$

&

:

'

L U%$ " UV%;

#

:

$

&TTM? Q <; WB4 F7/E/@ FJ 0.7/2GI3./F@ /@ 844.I40

#

<

$

; >$%& ? <*+ @%A =%*BK 9$:!K !%

&

UX$

'

L =5 " =+;

#

V

$

Y&TT Y &; 6FG@2 H7F2G1./F@ /@ 61FI-./234

&

3%-C%8+C$(

'

Z/.B 4CHB30/0 F@ .B4 E4@G0 D8;

#

<

$

; 3(* <*+%,%-K 9$+$K

!"!

&

+

'

L +5+ " +U!;

#

+

$

&'()* T Y; 6FG@2 H7F2G1./F@ 8- 3OG3./1 /@041.0

#

<

$

; E4%- ?C6K 9$=VK &"

&

!

'

L 9+5 " !99;

#

U

$

R[&R > P >K ('*Q W; )I-.7F!.47E3I 0.7/2GI3./F@ /@ Z44\/I0

&

'@041.3L >FI4FH.473L >G71GI/F@F/243

' #

<

$

; 0 FG+ H4;+K

9$$+K '"

&

V

'

L U%5 " UU5;

#

=

$

P'T6>PY)TQ)T S; 6.7/2GI3./F@ /@ 98'%B42; 2G@E 844.I40L 84B3\/F73I 1F@.4]. 3@2 /@.730H41/J/1 \37/38/I/.- FJ 0F@E

H3..47@0 /@ 98'%B42; G+C$

&

61373834/234

' #

<

$

; 0 D*;CA+ IC'G6K !%%9K !(

&

9

'

L +$ " ==;

#

$

$

?)66)R &; 6.7/2GI3./F@ /@ .B4 >FI4FH.473L 3@ F\47\/4Z

#

>

$

XX ,TM6MSM^RM6 6K >R&T',Q) _ N; J*;CA+ @%2*B; G*B

3%,,2*4AG+4%*L K'";4%-%:"K IC'G64%2$K <A%-%:" G*B <6%-2+4%*; YF13 T3.F@K NRL W3-IF7 3@2 N73@1/0 Q7FGHK !%%+;

#

9%

$

_&'RR&T, [ S; S74C/#740 F8047\3./F@0 1FCH373./\40 0G7 '

(

3HH374/I 0F@F74 $I-.7F!38FC/@3I 240 >FI$FH.%740 S3IH/!

1F7@40

#

<

$

; 9** @+* I4%- IC;;C!C*!3'G*BC;;CK '$+$K (L 9$9 & 9$U;

#

99

$ 牛一平
;

基于后翅特征对全变态类昆虫系统发育关系的探讨#

,

$

;

保定% 河北大学!

!%99

%

!:;

*'^ [/H/@E; K'"-%:C*C+4A LC-G+4%*;'48 9*G-";4; %M H%-%,C+GN%-G IG;CB %* H4*B O4*: 3'G$GA+C$

#

,

$

; Y3F2/@EL

P484/ ^@/\470/.-K !%99L !:;

#

9!

$ 刘杉杉! 任国栋
;

中国齿甲属
^IFC3

后翅的比较形态学研究&鞘翅目% 拟步甲科'#

>

$

XX

任国栋! 张润志! 石福

明
;

全国昆虫区系分类与多样性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V

%

!9V & !9=;

#

95

$

Y&RNM^T!YTM?*) ? & N; WB4 Z/@E \4@3./F@ FJ .B4 &24HB3E3

&

>FI4FH.473

'

Z/.B 0H41/3I 74J474@14 .F .B4 P-!

27324HB3E3 3@2 0FC4 BFCFIFE/40 Z/.B .B4 SFI-HB3E3

#

<

$

; P L%"G- Q4A$%;A @%AK 9$:5K &'

&

5X:

'

L VV & +:;

#

9:

$ 彩万志! 庞雄飞! 花保祯! 等
;

普通昆虫学#

_

$

; !

版
;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99;

#

9V

$ 李玲! 迟德富! 李燕! 等
; 5

种天牛科昆虫摩擦发音器的超微结构及摩擦发音机制分析#

<

$

;

南京林业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95

!

'%

&

9

'%

9$ & !:;

R' R/@E

!

>P' ,4JG

!

R' [3@

!

C+ G-R 6.7/2GI3.F7- F7E3@0 GI0.70.7G1.G74 FJ .B744 IF@EBF7@42 844.I40 3@2 .B4/7 0.7/2GI3!

./F@ C41B3@/0C

#

<

$

; 0 FG*S4*: T%$ U*46 FG+ @A4 <BK !%95K '%

&

9

'

L 9$ & !:;

#

9+

$ 王鸿斌! 赵丽稳! 罗茜! 等
;

红脂大小蠹声音信号记录 ) 分析与发声器官电镜观察#

<

$

;

林业科学研究 !

!%9!

!

$#

&

9

'

L 9U & !!;

?&*Q PF@E8/@K `P&M R/Z4@K R^M a/3@K C+ G-R &1FG0./1 0/E@3I0 FJ VC*B$%A+%*2; 6G-C*; 3@2 0.7G1.G74 FJ /.0 0.7/2G!

9V!



第
!"

卷第
#

期

$%&'() %**%(%&+,

!

-

"

! "#$ %&'. /0#/. !"

#

#

$

1 #2 ! //3

!

#2

"

45 46789 :;< =%7. >; -6?+%9 &( )*! ;$&(%,&(+@&+(A 'B ,&(6C+$%&678 '(8%7 'B +,*#($&-./' $/'(0-/' 43 %7C DA?%E6'(%$ (A"

,*'7,A, &' (A,6,&678 ,'+7C

%

F'$A'*&A(%9 FA(%GD)@6C%A

& !

-

"

H 1 "#$ %&'9 /I#!9 !#

%

/

&

1 JK2 ! JJ/3

!

#L

" 娄定风' 许小芳' 李嘉' 等
3 "

种木材钻蛀性昆虫的声学特征与比较!

-

"

3

植物检疫'

/I#!

'

!$

%

#

&(

" ! #I3

4M; N678BA78O P; P6%'B%789 45 -6%9 &( )*! Q@'+,&6@ @?%(%@&A(6,&6@, %7C &?A6( @'G*%(6,'7 'B ,6R ,*A@6A, 'B S''C D'(A(,

!

-

"

# 2*)3( 4/)$9 /I#!9 %$

%

#

$

1 " ! #I3

!

#T

" 何忠' 陈念丽
3

北京地区
J

种常见鸣虫的鸣声结构!

-

"

3

动物学报'

#TLJ

'

&'

%

K

$(

!/K ! !!I3

>U V?'789 F>U< <6%7$63 W?A ,'+7C ,&(+@&+(A 'B B6EA ,*A@6A, 'B @'GG'7 @?6(* 67,A@&, 67 XA6Y678

!

-

"

3 5-() 6##* 7039

#TLJ9 &'

%

K

$

1 !/K ! !!I3

!

/I

" 马玉' 孙凡' 李玲
3 /

种墨天牛摩擦发音器超微结构的比较研究!

-

"

3

安徽农业科学'

/I#K

'

(%

%

#L

$(

JLTJ !

JLT"

'

JT/!3

ZQ [+\+79 :;< =%79 45 46783 F'G*%(%&6EA ,&+C) '7 &?A +$,&(%",&(+@&+(A 'B ,&(6C+$%&6'7 %**%(%&+, 67 &S' ,*A@6A, 'B

8#3#-.)9/'

!

-

"

3 1 53./0 5:$0- 7-09 /I#K9 (%

%

#L

$

1 JLTJ ! JLT"9 JT/!3

!

/#

"

X]MF>U] =3 4

)

%**%(A6$ ,&(6C+$%&'6(A CA 5

)

;,<$#=.0*/' =0-&/' A& @A$+6 CA >&$#'/' )&$0-&='

!

-

"

3 ?33 >0#* @)-/'($&9

#T#/9 "1 /#J ! /#23

!

//

"

X;>^ =H :&(6C+$%&6'7,%**%(%& DA6 7=&$-.&/' &9)$:03)(/' :@?%$$

!

-

"

H 6&0('-.$0A( "!$ B0('&3'-.)A(*0-.& C3'&D(&3E0#*#"

:0&O #T#0O )1 !K/ ! !K"H

李 玲等( 钝突刺腹牙甲摩擦发音器的微细结构及发音机制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