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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不 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

对药剂敏感性的变化

王 沫 吴承春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
,

朱福兴

武汉 43 X(] 70 )

摘要
:
初步探讨 了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药剂敏感性及其体内酶活性

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灭多威

、

澳氛菊醋的敏感性

变化较大
,

最大山
, 之比分别达 17

.

3 和 44
.

9 倍
,

而 对辛硫磷的敏感性变化不

大
,

最大功 , 之比为 1
.

9 倍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体内谷耽甘肤
一 S -

转移酶的活性差异不显著
,

而发酸醋酶活性
、

多功能氧化酶脱甲基作用差异显

著
,

其中欺酸醋酶的活性变化与时灭多威敏感性的变化相一致
。

因此
,

欺酸醋酶

可能是寄主植物影响甜莱夜峨对灭多威敏感性 变化的因素之一
。

关键词
:
甜菜夜蛾

,

寄主植物
,

药剂敏感性
,

解毒酶活性

昆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
,

受植物组织中代谢物质特别是次生代谢物质的影响
,

对药

剂的敏感性发生变化
,

这一现象已受到广泛注意 [’
,

2」
。

植物中存在某些次生代谢物对昆

虫体内的解毒酶往往具诱导作用 s[]
,

人们把这种诱导作用认为是昆虫取食适应性的重要

机制之一
。

同时
,

为害虫的抗药性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

甜菜夜蛾 匀知凌 , et ar 。卿毋 ( Hu b n e r
)是一种世界性害虫

,

寄主范围广
,

除危害甘蓝
、

白

菜
、

辣椒
、

茄子
、

斑豆等蔬菜外
,

还危害玉米
、

棉花等农作物 [’]
。

目前已有报道
,

甜菜夜蛾已

上升为重要害虫
,

且对许多药剂的抗性水平很高 s[]
。

抗性的发展如此迅猛
,

除了药剂选择

压的影响外
,

可能与取食不同寄主植物有关
。

作者从该角度出发
,

初步探讨了取食不同寄

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药剂的敏感性变化情况
,

并比较了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解毒酶活性

差异程度
,

以获悉寄主植物影响甜菜夜蛾抗药性的内在因素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虫

室内人工饲料饲养的敏感品系
,

饲养方法参照李广宏 ( 199 8) 困
。

饲养条件
:
温度 27 士

1℃
,

RH so %左右
,

光照与黑暗之比 ( h) 14 : or
。

取室内的初孵幼虫
,

分别用不同的新鲜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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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棉花
、

玉米
、

番茄
、

更豆
、

辣椒 )饲养至 3 龄
,

供生物测定和酶活性测定用
。

寄主植物

为室外 自然条件下生长
。

1
.

2 生物测定

1
.

2
.

1 供试药剂
:
98 % 灭多威原粉

,

江苏惠山农药厂生产 ; 98 % 澳氰菊醋原粉
,

原法 国

R OU SSE I

一
U CLA F 公司生产 ; 88 % 辛硫磷原油

,

连云港第二农药厂生产
。

1
.

2
.

2 测定方法
:
取不同饲料饲养的 3 龄幼虫

,

将药剂以丙酮配成 6 一 7 个浓度
,

用毛细

管点滴器 ( 0
.

00 川 )点滴于幼虫胸背
,

每个浓度 or 头虫
,

重复 3 次
,

以丙酮作对照
。

24 h 检

查结果
,

试虫以不能正常爬行为死亡
。

1
.

3 酶活性测定

1
.

3
.

1 发酸醋酶活性测定
:
取 3 龄幼虫 20 头

,

用磷酸缓冲液 3耐于玻璃匀浆器中匀浆
,

匀浆液于 1仪以 )r/ 而
n
高速冷冻离心机下离心 10 Iin n ,

上清液作为酶源母液
,

测定时视活性

大小作相应稀释
。

下同
。

参照
, an A sP eer v[] 的方法

,

取 5而 3 、 10
一 4

mo F L 。 一
醋酸蔡醋底

物 (内含 0
.

2而 1 x 10
’ 3

mo F L 的毒扁豆碱 )
、

1而 酶液摇匀
,

以 0
.

以mo l/ L p7H
.

0 磷酸缓冲

液作对照
,

于 37 ℃水浴温育 30
11 1111 后

,

立即加人显色剂摇匀
,

显色剂为 1% 固蓝 B 盐和

5 %十二烷基硫酸钠 ( SD )S 于用前 2 : 5 混合配成
,

显色 0
.

s h
,

待出现稳定的蓝绿色后
,

在

7 5 5B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仪幻unI 处测 O D值
。

1
.

3
.

2 谷耽甘肤 一 s 一 转移酶的活性刚定
:
参照 B oo ht 的方法 s[]

,

取 0
.

5而酶液
、

0
.

4 d

0
.

0I n lo l / L l 一 氯
一 2

,

4 一 二硝基苯 ( CND B )
、

0
.

4耐 0
.

ol l n o l / L 还原型谷胧甘肤 ( GS H )
、

2
.

7耐 0
.

l l on F L p6H
.

5 的磷酸缓冲液
,

以不加酶液为对照
。

于 37 ℃水浴温育 5而
n
后

,

加一

滴碘甲烷终止反应
,

快速于 34D lnn 处比色
。

根据 c D NB 的摩尔吸光系数 9
.

5( ~
F )L

一 ’

cm
一 ’
计算酶活力

。

1
.

3
.

3 多功能氧化酶 (M oF )的脱甲基作用
:
参照 HanS

乒n
和 H ed g s o n

方法 0[]
,

反应总体积

为 3而
。

1而 酶液
、

l d 2 x 1 0
一 3

mo F L 底物对硝基茵香醚和 0
.

l d 0
.

5

~
F L 辅酶 n

( NAD PH )
,

0
.

9血 O
.

l m o F L p7H
.

8 磷酸缓冲液
。

3 7℃反应 3 0而
n
后

,

加 l而 I n l o l / L H C I终

止反应
。

用 5血 三氯甲烷萃取
,

去水相 ;再用 3耐 0
.

5m o l / L N ao H 反萃取
,

取 Nao H 水相
,

于 4 《X】rnn 处比色
。

以不加 N ADP H 为对照
,

据对硝基苯酚 NaO H 液的摩尔吸光系数 2
.

叨8

、 1护(枷 F L )
一 `

cm
一 `
计算产物含量

。

1
.

4 蛋白质含 t 测定

参照 B m山oF记 l( 97 6) 的考马斯亮蓝法 〔̀ 0]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灭多威敏感性变化

甜菜夜蛾取食 5 种寄主植物后
,

对灭多威的敏感性变化较大
,

与人工饲料饲养的试虫

比较
,

取食棉花和辣椒后
,

敏感性增强
,

功印值只为人工饲料的 32 % 和 42 %
,

而取食番茄
、

虹豆和玉米后
,

敏感性下降
,

LD印值分别是取食人工饲料的 1
.

63
、

3
.

72 和 5
.

54 倍
,

取食棉

花和玉米的 I刀 , 值相差 17
.

3倍 (表 1 )
。



王 沫
,

等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药剂敏感性的变化

表 1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 3 龄幼虫对灭多威敏感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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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Com

Y 二 6
.

143 5 + 1
.

2 89 8 X

Y 二 5
.

7 549 + 0
.

夕拓S X

Y 二 7
.

2 3伪
+ l

.

7 5 87 X

Y 二 6
.

2 4D 8 + 1
.

84 18 X

Y 二 5
.

55 38 + l
.

7 54 8 X

Y 二 5
.

43 63 十 3
.

以乃 X

0
.

9哭科

0
.

95 82

0
.

9 8 15

0
.

卯匆

0
.

卯 5 8

0
.

98 3 5

0
.

129 8

0
.

以16

0
.

05 39

0
.

2 l 2()

0
.

48 35

0
.

7 188

9 5% F面d l

iln 止t

0
.

肠 7 1 , 0
.

25 11

0
.

以为 7 ~ 0
.

1 789

0
.

03 74
~ 0

.

m 7 6

0
.

15肠
~ 0

.

2 87 1

0
.

3 3 14 ~ 0
.

7 0又

0
.

5 527 ~ 0
.

9 34 7

2
.

2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澳氛菊醋敏感性变化

由表 2 可知
,

甜菜夜蛾取食辣椒后
,

对嗅氰菊醋的敏感性增大
,

与人工饲料饲养的相

比
,

L5D o
值相差 10 倍

。

取食番茄
、

虹豆和棉花后
,

对澳氰菊醋的敏感性均下降
。

尤以取食

棉花的对澳氰菊醋的敏感性下降最为明显
,

与辣椒相比
,

切
阅值相差 44

.

9 倍
。

而取食棉

花后对灭多威的敏感性却表现为增强 (表 1 )
,

这表明
,

甜菜夜蛾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对同一

药剂具有不同的敏感性
,

取食同一寄主植物对不同药剂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
。

表 2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 3 龄幼虫对澳橄菊醋敏感性变化

T al 且e
2 S u

sc
e P t击 iil yt of het 3记 i sn 往江 lvar ae of het 玩

e t 阴
u y w o

m
l
fe d on d lffe , in ha st P la n st ot d e l往叨 e让的 n

寄主植物
H o s t Plan st

毒力回归方程

Rger
e ss lon 呷

Iat ion

相关系数 LD阅 ( l官访 d ivi d l l目 )

肠爪 J西 on e配伍 io e l l t M以 li an le ht al do se

95 %置信限 比值
H川 10

人工饲料 rtA 币 ic al id et y = 12
.

93 23 十 2
.

4空旧 X

辣椒 卿溢
~

Y二 8
.

粼义 0 + o
.

8 294 x

番茄 T以 I坦 to y 二 7
.

3 0期卜 O
.

7 89 2 X

更豆 伪明卿朋 Y二 8
.

7 3 72 + 1
.

粼又 6 X

棉花 伪 u朋 Y二 8
.

6 7 83 + 1
.

4 57 2 X

0
.

9肠 7

0
.

叭刃 2

0
.

9肠 8

0
.

94 12

0
.

卯 89

0
.

〕】义汤

0
.

印朋 7

0
.

00 120

0
.

朋 2 18

心
.

以犯卯

95 % F越 th il而 t

0
.

(减义只 8 3 ~ 0
.

(义刃 89 8

0
.

侧X幻 3 8~ 0
.

0以 )1 17

0
.

以刀 3 9 8~ 0
.

印 364 6

0
.

以】) 15 7 ~ 0
.

加 3以 5

0
.

00 192 8~ 0
.

(l月 6 37

1
.

00

0
.

10

1
.

83

3
.

3 1

4
.

54

2
.

3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辛硫磷敏感性变化

结果 (表 3) 表明
:
取食 5种饲料后的 3 龄幼虫对辛硫磷的敏感性变化不大

。

辛硫磷对

取食棉花
、

番茄和辣椒后的 3龄幼虫切
印值略小于取食人工饲料饲养后的 3龄幼虫团匆

值
,

只有取食更豆的 Lp , 值略大于人工饲料饲养的 3龄幼虫 11 )5。值
,

其比值也仅 1
.

42
。

表 3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 3 龄幼虫对辛硫磷敏感性变化

乳阎
e 3 Susc

e p t山il iyt of het 3 dr isn 往 rI laVr ae of het 挽
e t

anIY
” 怕 m l

fed on 击玉er nt h o s t lP an st ot ph丽m

寄主植物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功印白娜认山vi d l lal ) 95 %置信限 比值

H o s t p lan t s R哪即 i。 以 lu at ion oC 耽 1函 on e佣 iff ic ent M曰 ian 】e ht 目 d蝴 95 % 殉 ht il碗 R皿 io

人工饲料 Art 击ic al id et y 二 7众拓 7 十 2
.

2 344 X 0
.

9 86 5 0
.

n 89 0
.

的50 一 0
.

148 7 1
.

00

棉花 。 t t o n y 二 7
.

62 6 2 + 2
.

幻 59 X .0 98 38 .0 08 70 .0 肠 72 一 0 1125 0
.

73

番茄 T比 n创泊 Y 二 6
.

3 15 9 + l
.

324 2 X 0
.

如5 1 0
.

10 14 0
.

07 22 一 0
.

14 25 0
.

8 5

辣椒 c即`
~

,

Y 二
.6 仅刃8 十 1

.

任刃ZX .0 970 1 0
.

1以1 .0 姗1 一 0
.

1547 .0 88

可豆 肠
” p 朗日 Y 二 6

.

6 8 52 + 2
.

185 6X 0
.

9 83 7 0
.

16 94 0
.

125 3 一 。
.

22 卯 1
.

42

2
.

4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体内 3 种解毒酶活性比较

检测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的甜菜夜蛾 3 龄幼虫体内竣酸醋酶
、

谷胧甘肤
一 S 一 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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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 FO 的活性 (表 4) 表明
:
取食辣椒和棉花与取食人工饲料后的竣酸酷酶活性比较

,

表现

为下降
,

而取食番茄
、

更豆和玉米的竣酸醋酶活性则高于取食人工饲料的梭酸酷酶活性 ;

取食 5 种植物谷胧甘肤
一 S 一 转移酶活性均未显示出明显的影响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

菜夜蛾 M DF 的脱甲基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

取食番茄和玉米与取食人工饲料的比值分别为

0
.

45 和 0
.

79
,

都有所降低 ;而取食辣椒和虹豆的则比取食人工饲料的活性有所增强
。

表 4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 3 龄幼虫 3 种酶活性测定

工山le 4 A
c
it vi iet

, of se ve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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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叨 eS 五习 I n

het 3记 11招住甘 la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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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e 由氏此 nt h os t p lasnt

狡酸醋酶 CarE 谷胧甘肤
一 S 一 转移酶 渭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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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O 的脱甲基作用
O刁e m e比尹吐 ion of M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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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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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t i朽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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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2 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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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3

17 d

aCJULU9145n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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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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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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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麟
.

4 1 士 1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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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17
.

8 2 士 3
.

57 1
.

1 1

136
.

8 5 士 5
.

62 1
.

29

15 8
.

03 士 2
.

85 1
.

49

1田
.

54
土 1 1

.

工 0
.

叨

14 1
.

32 士 28
.

1 1 1
.

26

159
.

8 1 土 3 1
.

26 1
.

42

107
.

62
士 7

.

89 0
.

%

1 18
.

5 7 士 6
.

29 1
.

05

0
.

3 19 士 0
.

图 5

0
.

加 8士 0
.

以又

0
.

122
士 0

.

以】2

0
.

3 0 3 士 0
.

以巧

0
.

2 1 6 士 0
.

0 16

aaCJUe

注
:

酶活性单位 iact ve u 苗t 拜
~

F .L imn
一 ` ·

gm orP 一
’ ; 新复极差分析 压川啊

’ 。

test
: 。 二 0

.

05
。

3 讨论

从本研究结果看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药剂的敏感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变化
,

而且有的相差比较大
。

对氨基甲酸醋类灭多威的 I刀印为 0
.

以2 一 0
.

72 拌岁头
。

取食

棉花的甜菜夜蛾对澳氰菊醋的 I工肠比取食辣椒的大 44
、
9 倍

。

而对于有机磷类的辛硫磷
,

敏感性变化不大
,

最大相差倍数只有 1
.

9倍
。

据李云寿等〔川对小菜蛾的研究表明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小菜蛾对药剂的敏感性变

化具有不稳定性
,

属健壮耐性范畴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三类药剂中的代表

品种均能发生敏感性变化
,

其实质如何
,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由于不同寄主植物体内所含次生性代谢物质的量及性质不同
,

会激活或抑制昆虫体

内代谢活动
,

即引起昆虫体内的解毒酶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
。

对 3 种解毒酶的活性测定

表明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体内酶的变化的确存在差异

。

其中竣酸醋酶和多功

能氧化酶的活性存在显著性差异
,

谷胧甘肤
一 s 一 转移酶的活性差异则不显著

。

寄主植物

可以诱导竣酸醋酶的活性变化
,

导致昆虫对药剂的敏感性不同
,

这一结论在棉铃虫
、

棉蚜
、

小菜蛾等昆虫中都得到了证实 〔̀ “ 一 ` 4〕
。

多功能氧化酶是一类与抗性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

酶系
。

有报道指出
,

多食性昆虫中
,

多功能氧化酶的环氧化作用可被植物中的次生代谢物

诱导产生变化 〔̀ 5〕
。

作者研究了其脱甲基作用
,

发现寄主植物也会引起其活性的变化
,

且

存在显著性差异
,

但这种差异又不和试虫对所测药剂的敏感性变化相一致
,

这可能和多功

能氧化酶的底物广泛性有关
。

研究初步显示
,

寄主植物可 以引起甜菜夜蛾药剂敏感性的

变化
,

这给甜菜夜蛾综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

对延缓甜菜夜蛾的抗性发展
、

合理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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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甜菜夜蛾对药剂敏感性的变化 1 9 7

布局
、

减少农药的用量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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