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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花外蜜腺及其作用

世界上约 8 0% 的开花植物需要 昆虫等动物的授粉才能结实
。

绝大多数这类植物的花内

具蜜腺
,

分泌花蜜
,

吸引昆虫
、

蝙蝠等传粉动物前来吸食
,

同时为植物授粉
。

蜜腺的分类尚不统一
,

通常分为花蜜腺和花外蜜腺
。

从名称上看
,

这是应用于有花植

物的
。

象威类植物
,

本身不会开花
,

因此也就谈不上花蜜腺或花外蜜腺
。

己经报道具有花

外蜜腺植物 10 9 科 3 7 0 0 多种 (包括蔗类植物 )
。

通常花外蜜腺分泌的蜜量较少
,

只能吸

引一些小型昆虫前来取食
。

不 同的植物上
,

花外蜜腺着生的位置各不相同
,

可着生在叶
、

茎
、

果及子叶上
,

甚至

在花的外表如苞片上
。

叶子上的蜜腺可着生在叶片
、

托叶
、

叶柄等
。

如杨树位于叶基
,

桃

位于叶缘基部
,

棉花位于花的苞片外侧基部和叶背土脉上
。

不同的植物上
,

花外蜜腺的外

观亦不一样
,

棉花苞片上呈乳头状
,

而主脉上呈坑型
。

通常认为植物分泌花外蜜是为了吸引蚂蚁
,

用 以攻击植物上的草食性昆虫
,

从而达到

保护植物的 目的
,

但有时清除蚂蚁后
,

草食性昆虫的取食并不影响植物的结果
。

如果植物

上有蚜虫且密度较大
,

蚂蚁还是喜欢蚜虫的蜜露
。

有研究表明
,

棉花的花外蜜可维持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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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捕食植食性昆

虫的作用
。

而没有花外蜜的

棉花品种可以减少某些节肢

动物的种群数量
。

如澳洲棉

铃虫
,

在没有花外蜜的棉田

中
,

产卵量明显降低
。

因此

通常认为没有花外蜜的品

种
,

是抗虫品种
。

也有学者

认为植物分泌花外蜜
,

也具 图 1
.

双带盘瓢虫在取食丝瓜的花外蜜
,

蜜滴仅芝麻大小
,

后面-

排泄的作用
,

把植物代谢中 只蚂蚁也相取食花外蜜



不需要的物质
,

通过花外蜜腺排出体外
。

对于小型寄生蜂或鳞翅目等昆虫来说
,

花外蜜的

作用相当明显
。

室 内实验表明
,

向微小赤眼蜂提供来 自桃叶的花外蜜
,

在寿命
、

产卵量
、

对寄主卵的取食及损坏上显著高于只提供水的对照组
。

二
、

取食花外蜜腺的瓢虫

我们在野外调查时
,

偶尔能碰到一些昆虫待在花外蜜腺处
,

正在取食其中的分泌物
,

其中蚂蚁最为常见
,

也可见到个别瓢虫在取食花外蜜
。

那么有多少种瓢虫取食花外蜜呢 ?

19 9 3 年美国学者根据文献和 自己的观察
,

报道了世界各地取食花外蜜的 4 1种瓢虫
,

捕食

性的
、

植食性的和菌食性的瓢虫均有记载
。

其中记录于 中国的有 3 种
:

l) 异色瓢虫
,

记录

于北京
,

取食臭椿 ( 19 8 7
一

V l l
一

10 ) 和桃树 ( 19 8 7
一

V l l
一

9 ) 叶上的花外蜜
; 2 ) 横斑瓢虫

,

记

录于内蒙古的锡林浩特
,

取食菊科某种风毛菊属植物总苞片上的花外蜜 ( 19 8 7
一

V n
一

27 ) ;
3)

多异瓢虫
,

记录于内蒙古的锡林浩特
,

取食菊科的某种麻花头属总苞片上的花外蜜

( 19 8 7
一

V l l
一

2 6 )
。

我国的瓢虫种类丰富
,

取食花外蜜的瓢虫当然不 限于上述的 3 种
,

认真广泛的观察肯

定会增加记录
。

以下是作者观察到的新增的取食花外蜜 的瓢虫
:

l) 双带盘瓢虫
,

广东增城
,

取食丝瓜的花外蜜 ( 2 0 0 9
一

X
一

5 )
;
2) 稻红瓢虫

,

海南三亚
,

取食巴西含羞草复叶叶袖上的

花外蜜 ( 20 03
一

X H
一

8 )
;
3) 茄二十八星瓢虫

,

海南文昌
,

取食石栗几卜基的花外蜜 ( 2 0 0 9
一

v l
一

2 1 )
。

新北林义祥先生所拍摄的瓢虫照片中
,

有 下列新增的 4 种瓢虫取食叶基的花外蜜
:

4 ) 半带

裂臀瓢虫
,

新北乌来加九寮 ( 2 0 0 4
一

X l
一

3 )
; 5 ) 太 田隐势瓢虫

,

新北瑞芳 ( 2 004
一

X l l
一

13 )
;

6 ) 厚颗食植瓢虫
,

新北瑞芳 ( 2 0 04
一

V
一

3 ) ; 7 ) 六斑红瓢虫
,

台北中和烘炉地 ( 2 0 0 9
一

X l x
一

15 )
。

另外从网络图片上还可下列几种取食花外蜜
:

变斑隐势瓢虫
,

黄斑盘瓢虫
,

长管食植瓢虫

和红基盘瓢虫
。

因此
,

我国己发

现 14 种瓢虫取食花外蜜
,

既有

捕食性的
,

也有植食性的
。

过去文献记录的 4 1种瓢虫

中
,

下列 14 种在我国有分布
:

孟 氏隐唇瓢虫
、

日本小瓢虫
、

深

点食瞒瓢虫
、

十三星瓢虫
、

二星

瓢虫
、

七星瓢虫
、

狭臀瓢虫
、

横

带瓢虫
、

十一星瓢虫
、

双七星瓢

虫
、

变斑盘瓢虫
、

八斑和瓢虫
、

龟纹瓢虫
、

首蓓瓢虫等
。

因此在
图 2

.

异色瓢虫正在取食毛白杨叶基的花外蜜



我国
,

它们可能也有取食花外蜜的现象
。

三
、

花外蜜对瓢虫的作用

目前已发现不少瓢虫取食花外蜜
,

并认为在猎物缺少时
,

花外蜜对于瓢虫来说是一种

重要的能量来源
。

在埃及
,

当夏

—
一

—
季蚜虫不足时

,

棉花的花外蜜可

使十一星瓢虫滞留在棉田中
。

在

具有花外蜜腺的棉花品种田里
,

瓢虫的数量远比无蜜腺的品种
{

一

田为多
。

对于个体较小的瓢虫

(如体长仅 1 毫米多的深点食

瞒瓢虫 ) 来说
,

花外蜜可显著延

长它们的寿命
,

但它们 不会仅仅

取食花外蜜而产卵
。

图 3
.

稻红瓢虫正在取食巴西含羞草复叶叶轴
_

卜的花外蜜

实际上
,

我们发现瓢虫取食花外蜜的频率并不大
,

似为偶然的取食现象
,

通常发生的

蚜虫等猎物消亡的时候 (如夏季 )
。

相对而言
,

取食花蜜
、

花粉的瓢虫更为常见
,

这是因

为花蜜腺的蜜量大
、

花朵上花粉多的缘故
。

有时由于瓢虫的数量太多
,

又取食幼嫩而小的

枣花
,

对枣的结实产生有害的影响
。

花外蜜腺的蜜滴细小
,

对于象异色瓢虫这类中等身材

的瓢虫来说
,

无疑是粥摊上的一碗粥
,

只能够度饥
。

瓢虫取食花外蜜的现象比较少见
,

本

身说明了即使在蚜虫等食物消亡时
,

大多数瓢虫 (或个体较大的瓢虫 ) 并不把花外蜜当作

主要的食物来源
。

但花外蜜可使瓢虫滞留在田间
,

并寻找其他的食物
。

一些瓢虫在取食黄

金树的花外蜜后
,

可捕食梓大蛾的卵和一龄幼虫
。

花外蜜的存在是否影响瓢虫对猎物的捕食作用
,

目前尚不清楚
。

有人在室内研究了花

外蜜的有无对异色瓢虫捕食苹果黄蚜的影响
,

结果表明对于饥饿 24 小时的异色瓢虫来说
,

在有桃牙十花外蜜的情况下
,

异色瓢虫在 4 小时内
,

对苹果黄蚜的捕食率明显低于在没有花

外蜜桃叶时对苹果黄蚜的捕食率
。

这个研究显示
,

桃叶的花外蜜对异色瓢虫的吸引力大于

蚜虫
,

这显然与瓢虫的习性不符
。

其中的原因
,

可能是由于饥饿的瓢虫被富于糖分的花外

蜜所吸引
,

或桃叶的气味掩盖了蚜虫的存在
,

或实验的时间不够长等
。

我们想知道的是在

有花外蜜 (或包括花蜜 ) 的情况下
,

较长时间内瓢虫对蚜虫的控制作用
,

特别在瓢虫的主

要猎物 (如蚜虫 ) 消亡时
,

田间瓢虫数量的差异
,

以及当蚜群数量再次上升时
,

田间瓢虫



( 不包括迁入的瓢

虫 ) 对蚜虫的控制能

力
。

田间或周围的花

外蜜 (包括花蜜 ) 在

猎物消亡时
,

可以使

瓢虫滞留在 目标 田

中
。

这样的
“

粥摊
”

对

于后期瓢虫捕食作用

的发挥可能极为重

要
。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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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星瓢虫正在取食石栗叶基的花外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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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 了美国内华达大学 B ertt .R

iR d id e 教授对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Jho
n C

.

vA is e 教授的访谈文章「’ 〕。

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中一些重要领

域和概念的发展都与 .J C
.

viA se 有关
,

比如 P hy lo g co gar
p h y (系统发生地理学

,

或谱系地理学 ) 和

c on s

ver at io n g en et ic s (保护遗传学 )
。

这两位知名科学家之间的对话
,

不但涉及了学科发展和一些重

要生物学问题
,

还有很多哲学方面的思考和有意思的科学故事
。

本文翻译了该访谈文章的主要内容
,

并对重要部分进行了注释和评论
。

内容仍用访谈的形式展示出来
,

期望用这种启发式的形式将相关信

息介绍给国内同行
,

增加对相关学科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方向的理解
,

也希望引起人家的思考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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