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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纹瓢虫的捕食胁迫作用对连续三代果蝇
发育与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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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y stress from P ropy lea japon ica on developm en t and fecund ity ofDrosoph ila melanogast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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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deve lopm ent and fecund ity ofD rosophila m elanogaster M eigen, w ere exam ined as the response

to the preda tor, P ropy laea japonica Thunberg. T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deve lopm en tal duration o f larva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 ration decreased under continuous stress from ladybeetle, and the fecundity increased.

H ow ever, the deve lopm enta l duration o f larvae increased and fecund ity decreased in the third generation. W hen

the prey stress disappea red, the developmenta l duration of la rvae afte r tw o generations under prey stress was

longer than that o f larvae after one gene ration under prey stress, and the fecundity and sexua l ratio s 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com parison w ith those under continuous stress, the longev ity of adults sign ifi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there was no diffe rence in the fecund ity and deve lopm en tal dura tion of la rvae. It revealed that the stress

o fP. japonica cou ld ind irec tly increase the fitness o fD. melanogaster, and prom ote population g row th, wh ich

led to au to- regulation o fD. m elanogaster population.

K ey words Drosophila m elanogaster, Propy lea japonica, prey stress, developm ent, fecund ity

摘  要  捕食性天敌不仅直接捕食害虫,而且还能改变害虫的生长发育、繁殖, 间接地影响害虫的适合

度。以常见模式昆虫黑腹果蝇 Drosophila m elanogasterM eigen及捕食性天敌龟蚊瓢虫为研究系统, 研究

龟纹瓢虫 Propylea japonica Thunberg连续多代直接捕食胁迫、一代捕食胁迫后下一代不捕食胁迫, 对果

蝇生长发育、繁殖和适合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如果持续地释放瓢虫对果蝇的捕食胁迫作用, 显著缩短

了第 1代、第 2代果蝇的幼虫的发育历期, 增加了第 1代、第 2代果蝇的繁殖量。但在第 3代的影响却是

延长了果蝇的幼虫的发育历期,降低第 3代果蝇的繁殖量。如果在上一代胁迫作用得到释放后, 下一代

不再有瓢虫胁迫, 那么连续 2代胁迫后去掉胁迫的果蝇比只胁迫一代后去掉胁迫的果蝇幼虫的发育历

期明显延长, 繁殖量明显下降,后代性比也明显下降。与连续胁迫条件下的处理相比, 成虫的寿命明显

延长; 对果蝇幼虫的发育历期、繁殖量则没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龟蚊瓢虫的干扰胁迫作用, 可以间接

的增加果蝇的适合度, 促进果蝇种群的增长, 使果蝇种群自我维持、调节到相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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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食性天敌在猎物种群调节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1]
。已有研究表明, 捕食性天敌不仅

直接捕食猎物,影响猎物的种群密度,而且还能

通过引起猎物某些习性的改变, 间接的影响猎

物的适合度
[ 2]
。目前, 国际上非常重视捕食性

天敌对猎物适合度的间接影响研究。

已有大量资料表明,天敌的胁迫作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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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影响猎物的生长率
[ 3~ 8 ]

, 主要是因为猎

物在捕食时存在一个内在的权衡效应 ) ) ) 当它

们改变其习性以减少被捕食危机的同时, 必然

会导致其捕食率的下降
[ 9~ 12]

, 从而影响其生长

发育的速度,表现出天敌对目标猎物生长发育

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 13 ]
。如 W eisser研究表明,

当桃蚜 Acyrthosiphon p isum在它的天敌集栖瓢

虫 H ippodam ia conrw er-gens存在时, 它的后代将

产生更多的有翅蚜, 以逃离到没有天敌存在的

生境中, 以躲避天敌捕食的风险
[ 14 ]
。Mondor

等甚至发现,曾被放置集栖瓢虫的棉花,即使棉

花上没有了集栖瓢虫, 但当接入棉蚜 Aphis

gossyp ii后, 棉蚜也能感受到集栖瓢虫留下的

/痕迹0,从而使得其后代产生更多的有翅蚜,

以逃离这个曾有 /天敌 0出没的生境 [ 15 ]
。因此,

大部分已有的研究表明, 蚜虫在瓢虫或瓢虫

/痕迹0的胁迫作用下, 其适合度是下降的。但

这些研究主要是分析天敌对某个龄期猎物的胁

迫作用, 而有关胁迫作用时间的长短和作用的

阶段对猎物生长发育、繁殖和适合度的影响研

究较少。

也有研究表明, 天敌胁迫作用可通过三级

营养关系对猎物生长发育产生间接的有利的影

响
[ 13]
。如 Peacor发现蝌蚪在捕食者胁迫作用

下,由于猎物为了逃离被捕食而减少捕食,使得

猎物的资源水平升高,而导致了剩下的猎物种

群增长率提高
[ 13 ]
。Teplitsky等认为蝌蚪在不

同的捕食者种类胁迫作用下, 其形态的变化又

不同, 种群增长率也表现不同
[ 16]
。但这种现象

主要发生在水生动物中,而在陆生昆虫中尚未

见有报道。

黑腹果蝇 Drosophilam elanogaster是奠定经

典遗传学基础的重要模式生物之一
[ 17]
。由于

其清晰的遗传背景和便捷的遗传操作, 果蝇在

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也都

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 18]
。同时也被认为是

一个理想的研究昆虫生态学和行为学的模式昆

虫。

龟纹瓢虫 P ropy lea Japonica Thunberg作为

重要捕食性昆虫,作者前期试验表明,它们对果

蝇成虫和幼虫均有捕食作用,可以直接地捕食

果蝇;同时在捕食过程中,还对生存的果蝇产生

捕食胁迫作用, 从而可能对生存的果蝇生长发

育产生影响。基于这一科学假说, 作者以常见

模式昆虫黑腹果蝇及捕食性天敌龟蚊瓢虫为研

究系统,通过连续 3代研究了瓢虫连续多代直

接捕食胁迫、一代捕食胁迫后下一代不捕食胁

迫, 对果蝇生长发育、繁殖和适合度的影响, 旨

在于阐明瓢虫的胁迫作用对连续 3代果蝇适合

度的影响,为进一步从生理生化与分子水平解

释其形成的机制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1 供试果蝇和瓢虫

黑腹果蝇来自遗传所室内饲养的野生型品

系。龟纹瓢虫采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香屯

试验基地。瓢虫用 20%的蜂蜜水浸湿棉絮饲

养在塑料饭盒中, 盒盖上打孔用以透气。与果

蝇饲养在同一个气候箱中。胁迫前饥饿 24 h。

试验在哈尔滨市东联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制

造 HPG-280B光照培养箱进行, 光照为 16 h,温

度为 25e ,湿度为 50%。

112 试验设计

11211 瓢虫对第 1代果蝇适合度的试验处理

瓢虫对第 1代果蝇适合度的试验设 2个处理。

处理 1:在没有培养基的 215 cm @ 215 cm @ 8

cm的 30个指形管中, 分别接入羽化 24 h后的

未交配过的雌雄果蝇 5对,同时再接入 1头饥

饿 24 h的龟纹瓢虫成虫, 让瓢虫捕食 24 h后移

走瓢虫,将指形管中的果蝇按管号饲养在含有

培养基的直管中。再过 24 h后,将 30个指形

管中的果蝇雌雄分开,单只饲养。随机选取其

后代 600只 (含 300只处女雌蝇和 300只雄性 )

用于第 2代试验。处理 2:在另外 30个指形管

中, 每管接入羽化 24 h后的、未交配过的雌雄

果蝇 5对, 不接入瓢虫作为对照。24 h后,将对

照指形管中的果蝇按管号饲养在含有培养基的

直管中。再过 24 h后, 将 30个直管中的果蝇

雌雄分开,单只饲养。

11212 瓢虫对第 2代果蝇适合度的试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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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上代 ( G1代 ) 2个处理的果蝇发育成为成虫

后,将其后代 (即第 2代 G2)中的 150对果蝇采

用其上代 ( G1代 )相同的胁迫方式, 包括: ¹即

继续直接放瓢虫捕食胁迫, 方法同上代的胁迫

处理, 记为直 - 直敌, 随机选取其后代 600只

(含 300只处女蝇和 300只雄性 )用于第 3代试

验布置。º另 150对处理同上代的对照处理,

不接入瓢虫, 记为直 - 不敌, 随机选取其后代

300只 (含 150只处女蝇和 150只雄性 )用于第

3代试验布置。 »上一代的对照继续饲养。

11213 瓢虫对第 3代果蝇适合度的试验处理

待 G2代 3个处理的果蝇发育成为成虫后, ¹

直 -直敌后代中的 150对继续直接放瓢虫捕食

胁迫, 方法同上代的胁迫处理, 记为直 -直 -直

敌处理;另 150对处理同上代的对照处理, 记为

直 -直 -不敌。º同样, 直不敌后代 150对的

处理同上代的对照处理, 记为直 -不 -不敌处

理。»上一代的对照继续饲养。

整个试验设计如下图 1所示。

图 1 试验设计示意

113 观测指标
每 24 h观察 1次各个实验处理的果蝇,详

细纪录果蝇发育的历期、死亡率。当果蝇后代

羽化后,每隔 24 h记录 1次果蝇的羽化数和性

别,并移走新羽化的果蝇。由于指形管空间的

限制,单只饲养雌果蝇成虫时, 每隔 3 d将成虫

转到新的培养基中。

114 数据分析
用 SPSS 1010统计分析软件, 分析处理间

试验数据的显著性差异 ( t-检验 )。用 M icrosoft

O ffice Excel 2003软件,分析各处理数据的平均

值、标准误。

2 结果与分析

211 瓢虫胁迫下各个世代的果蝇幼期发育历

期

瓢虫胁迫下饲养的果蝇幼期发育历期 (卵

-羽化 )如图 2所示, 它们在各个世代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 (P < 0105)。其中, 与第 1代受到

瓢虫的胁迫作用相比, 连续 2代受到瓢虫的胁

迫作用后果蝇幼期寿命最低,而连续 3代受到

瓢虫的胁迫作用后果蝇幼期寿命最高;第 1代

果蝇受到胁迫作用后的后代 (第 2代 )未受到

胁迫的幼期发育历期显著低于第 2代胁迫作用

后的后代 (第 3代 )未受到胁迫的幼期发育历

期; 而各个世代对照之间未有显著差异 (图 2)。

瓢虫捕食胁迫下,第 1代果蝇幼期历期显

著短于对照的果蝇幼虫历期 ( |t | = 171459, P =

01001)。如果第 2代瓢虫连续胁迫, 其幼期发

育历期显著短于连续 2代一直未受到瓢虫胁迫

(对照 )的幼期历期 ( | t | = 81247, P = 01001),
但与该代 (第 2代 )取消 (未受到 )瓢虫胁迫果

蝇幼期发育历期无显著差异 ( | t | = 11676, P =

01104)。在第 3代中, 连续 3代瓢虫胁迫下的

幼期发育历期明显地高于连续 3代未受到瓢虫

胁迫下的幼期发育历期 ( | t | = 141961, P =

01001)和第 1代受到胁迫压力在第 2、3代取消

胁迫处理的幼期发育历期 ( | t | = 51495, P =

01001) (图 2)。

212 瓢虫胁迫下各个世代的果蝇雌成虫寿命

在瓢虫胁迫下饲养的各个世代果蝇雌成虫

寿命明显不同 (图 3, P < 0105)。其中,在瓢虫

连续胁迫条件下,果蝇雌成虫寿命在第 1代最

长、第 3代最低。但在上一代胁迫后下一代不

再胁迫的处理中,只有一代胁迫的果蝇子代雌

成虫寿命与连续 2代胁迫的果蝇子代雌成虫的

寿命无显著差异 ( | t | = 01544, P = 01612)。
在第 1代中, 瓢虫胁迫下饲养的果蝇雌成

虫寿命明显短于对照 ( | t | = - 31102, P =

01002)。当从第 1代在瓢虫胁迫下得到的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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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连续 3代瓢虫胁迫下饲养的果蝇幼期发育历期

注:大写字母表示同一个世代不同处理之间的差异,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个处理在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 (下图同 )

图 3 连续 3代瓢虫胁迫下饲养的果蝇雌成虫寿命

代果蝇在没有瓢虫胁迫下, 果蝇雌成虫的寿命

显著高于放入连续 2代放入瓢虫胁迫下的处理

( | t | = 31158, P = 01002) ,但显著底于连续 2代

未放入瓢虫胁迫下的处理 ( | t | = 41933, P =

01001)。在第 3代, 连续 3代受到瓢虫胁迫的

雌成虫寿命最短, 其次为连续 2代受到瓢虫胁

迫的成虫寿命,而一直未受到瓢虫胁迫和对照

的成虫寿命最长 (图 3)。

213 瓢虫胁迫下果蝇成虫连续多代的性比
在连续放入瓢虫胁迫条件下, 果蝇成虫的

性比在第 1、2代 ( | t | = 11755, P = 01083)、第
1、3代 ( | t | = 01378, P = 01707)和第 2、3代 ( | t

| = 11321, P = 01192)之间无显著的差异 (图

4)。而且,在第 1代、第 3代中, 各个处理之间

的果蝇成虫性比也无显著差异 (P > 0105)。只
有第 1代受瓢虫胁迫后的果蝇,当它在第 2代

不受到瓢虫胁迫处理后,其成虫性比显著高于

一直受到瓢虫胁迫的果蝇成虫性比 ( | t | =

31631, P = 01001)和一直未受到胁迫果蝇子代
成虫的性比 ( | t | = 4184, P = 01001) (图 4)。

214 瓢虫胁迫下果蝇成虫连续多代的繁殖量

在瓢虫胁迫下, 果蝇成虫各个世代之间繁

殖量明显不同 (P < 0105, 图 5)。其中, 连续受

到瓢虫的胁迫作用后, 果蝇成虫的繁殖量以第

2代最多,第 3代最少 (图 5)。

受到瓢虫捕食胁迫下后, 果蝇第 1代成虫

繁殖量显著高于对照下的果蝇成虫繁殖量 ( | t |

= 51003, P = 01001)。在第 2代,经过第 1代胁

迫后第 2代不再胁迫的处理与继续胁迫的处理

之间的果蝇成虫繁殖量不显著差异, 但显著高

于连续 2代未受到胁迫的果蝇成虫的繁殖量

( | t | = 101849, P = 01001)。在第 3代中, 连续

3代未受到胁迫的果蝇成虫的繁殖量显著高于

其他各个处理, 而在第 1代受到瓢虫胁迫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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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瓢虫胁迫下果蝇成虫连续多代的性比

图 5 瓢虫胁迫下果蝇成虫连续多代的繁殖量

后未受到瓢虫胁迫的果蝇成虫繁殖量显著低于

连续 3代瓢虫胁迫下的果蝇成虫繁殖量 ( | t |

= 21196, P = 01034), 其它各个处理之间无显
著差异 (P > 0105 ) (图 5)。

3 讨论

捕食性天敌不仅直接捕食猎物, 而且还能

通过捕食的压力改变生存猎物的生长发育、繁

殖,间接地影响猎物的适合度
[ 2]
。 Sloggett等认

为瓢虫对棉蚜的胁迫作用依不同的猎物密度和

捕食作用率不同
[ 19]
。作者的结果进一步显示,

瓢虫对果蝇的胁迫作用依不同的作用方式和对

不同的世代效果不同。当果蝇受到瓢虫胁迫作

用后, 第 1代、第 2代果蝇幼虫的发育历期明显

缩短, 而在第 3代又明显延长。它们 (第 1、2、3

代 )成虫寿命均明显缩短。其繁殖量在第 1、2

代均有所增加,但在连续 3代胁迫后,其繁殖量

又有所下降。本研究结果显示, 如果持续地释

放瓢虫对果蝇的胁迫作用,显著缩短了第 1代、

第 2代果蝇的幼虫的发育历期,增加了第 1代、

第 2代果蝇的繁殖量,有利于果蝇种群的增长。

但如果连续 3代瓢虫胁迫作用, 却延长了该代

果蝇的幼虫的发育历期, 降低第 3代果蝇的繁

殖量。显然,瓢虫胁迫对不同世代不同,初期作

用是刺激作用;后期则是抑制作用。

如果在上一代胁迫作用得到释放后, 下一

代不再有瓢虫胁迫, 那么连续 2代胁迫后去掉

胁迫的果蝇比只胁迫一代后去掉胁迫的果蝇幼

虫的发育历期明显延长,繁殖量明显下降,后代

性比也明显下降。果蝇成虫受到瓢虫的胁迫作

用后,其第 1代的寿命明显缩短。但如果这种

胁迫作用被取消后,其成虫的寿命马上升高,显

著高于放入连续 2代放入瓢虫胁迫下的处理。

同样的作用也发生在第 3代, 即当从第 2代在

瓢虫胁迫下得到的第 3代果蝇在没有瓢虫胁迫

下, 果蝇成虫寿命显著高于连续 3代瓢虫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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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成虫寿命, 但从第 2代无胁迫处理下得到

的第 3代果蝇在无瓢虫胁迫下,果蝇的成虫寿

命与连续 3代瓢虫胁迫下的的成虫寿命无显著

差异。

本研究结果充分提示: 瓢虫捕食胁迫作用

对果蝇的寿命、生长发育、繁殖都有影响,明显

地影响了后代的种群动态。瓢虫捕食胁迫作用

对果蝇成虫的寿命影响很大,对第 1代、第 2代

的影响大于第 3代。这种作用一旦得到释放

后,反而有利于起寿命的延长。但如果这种压

力不能过长,则不利于生命有机体。本研究结

果清楚地表明,龟蚊瓢虫的干扰胁迫作用,可以

间接的增加果蝇的适合度, 促进果蝇种群的增

长,使果蝇种群自我维持、调节到相应的水平。

天敌是影响昆虫种群的重要因素,有研究

表明杀伤天敌是诱发棉田蚜虫严重发生的主要

原因
[ 20]
。捕食性天敌对白背飞虱种群有重要

的控制作用,排除这一因子的作用将使白背飞

虱种群数量成倍至上万增加
[ 21]
。

M onder等提出了 /假拥挤效应 0来解释蚜

虫在感受到瓢虫作用后,其适合度下降的现象,

认为有瓢虫存在时,蚜虫将产生报警激素,而报

警信息素的分泌是一个耗能过程,蚜虫分泌大

量的报警信息素将增加其受伤和死亡的危险

性
[ 22]
。事实上,如果当棉蚜最初感受到瓢虫的

胁迫就释放出报警信息素, 便可有利于其同类

的分散
[ 23, 24 ]

,使其变得更警惕, 减少了其被成

功捕食的可能性
[ 25]

, 并阻止了他们的死亡
[ 26 ]
。

Peacor通过对蝌蚪的研究, 提出了 /资源水平 0
假说, 认为存在捕食者胁迫作用下单个体猎物

捕食量减少,间接地减少了猎物的资源利用,从

而促使 /留下 0的猎物可利用资源水平提高,进

一步使得猎物的生长率提高
[ 13]
。因此,猎物的

生长率变化依赖于该猎物的相对密度和资源的

动态
[ 27]
。本研究与上述不同,瓢虫胁迫作用的

果蝇与没有瓢虫胁迫作用下的果蝇都生长在相

同的空直管中,因此不存在着猎物的相对密度

和资源的变化。本研究结果认为当果蝇感受到

瓢虫存在时, 会接受到某种 /刺激 0信号, 这种

刺激的信号使它在转移到一个新生境后, 其潜

能释放出来, 从而促进尽快发育、增加产卵量。

因此, 某种化学物质或遗传物质的改变可能导

致其增加其适合度,使其种群有可能调节到原

有水平。但这是一种什么化学物质或遗传物质

尚需进一步研究。

有研究表明, 热激反应产生的胁迫抗性使

生物具有一定的环境适应性和进化可塑性
[ 28]
。

热休克蛋白是生物体受到应激刺激时诱导产生

的一组保守性蛋白
[ 29]
。其中, 热休克蛋白家族

的 hsp70高水平表达除帮助细胞耐受高温外,

也可以过度刺激或阻止细胞增殖、变性和程序

性死亡的信号传递, 尽而导致发育失败
[ 30]
。

Morrow等研究发现内源性线粒体 hsp22基因过

量表达能延长果蝇寿命
[ 31]
。但 Bho le等的研

究却证明,在成年果蝇中过量表达 hsp22基因

对其耐受胁迫和寿命方面都起到负面作用, 机

制尚不明确, 推测是由于 hsp22的过量表达破

坏了 HSPs与蛋白完美结合的平衡性
[ 32]
。

hsp70在延长果蝇寿命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

用
[ 33]

, 但又有资料表明轻度胁迫诱导的 hsp70

过量表达并不利于果蝇延缓衰老
[ 34]
。所以, 本

试验中出现的果蝇寿命延长的现象是否是由于

热休克蛋白的过量表达所致,还是另有其他的

物质在影响果蝇的寿命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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