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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昆虫科学愈来愈离不开生物化学，它不但是昆虫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前导，也是众多应用
学科的基础。
许多昆虫工作者都希望在研究对象和现象时，搞清其中存在的机理。
机理在哪里？
我觉得极大部分都在生物化学之中。
如果没有生物化学作为基础和支撑，我们在昆虫的微观世界中行进，必然会遇到很多“暗箱”，虽然
可以看到些事物的因果，但最终却无法了解昆虫是怎样完成种种奥秘的全过程。
　　20世纪中期，昆虫生物化学刚刚起步，有关知识，大多限于物质代谢及其生理作用方面，进入60
年代，随着电子显微镜的应用和昆虫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在昆虫界开启了扇通向微观世界的大门；同
时现代化超微量分析技术的应用，昆虫体内系列生物活性物质得到了分离和提纯，对昆虫生长发育和
变态及其调控机制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进入8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和普及，至90年代昆虫体
内很多重要的基因得到了分离、提纯、克隆和测序。
现在从网上就可以快速查到许多决定昆虫生命特征的基因及其核酸序列了。
同时，蛋白质研究和测序工作也被推进到了个新境界，许多模式昆虫也因此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本质的
重要研究对象。
　　面对昆虫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我们的知识显然相当欠缺，首先在生物化学方面，很有从头学起的
必要。
20世纪70年代，当时昆虫细胞生物学刚刚兴起，就使昆虫学面貌为之新，我们的业师尤子平教授，花
了几个月时间钻研细胞生物学，并亲自为我们授课，他在晚年倾其全力，边编写“昆虫生理和生物化
学”，边为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讲课，使众多学子受益匪浅，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本著作未能付梓。
转眼20年过去了，当年很多学生已经步入老年，昆虫生物化学在分子生物学的推动下，又有了新的发
展，我们作为尤子平教授的学生，形成了个共识：编写本《昆虫生物化学》，既作为研究生学习的参
考书籍，也作为对尤子平教授诞生80周年的纪念，来缅怀这位南业大学创建昆虫生理生化学科作出贡
献，推动了全国业院校昆虫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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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昆虫生物化学的基础——昆虫细胞学和昆虫中间代谢，昆虫体内的多种肽类和蛋白
质、几种重要激素及其他学、昆虫的免疫化学和生殖有关的生化知识，着生阐述了多种重要肽类、蛋
白质和激素，以及它们的生物合成、代谢过程和受体的结构，并扼要叙述了有关分子生物学、作用模
式和调控机制。
　　供高等学校研究生选读昆虫生理学、昆虫生物化学和昆虫分子生物学作参考教材，也可供昆虫生
理生化与毒理以及从事昆虫分子生物学人员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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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荫长，男，1934年12月出生，籍贯浙江省萧山市。
1957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
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
昆虫学会理事、江苏省昆虫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王荫长长期从事昆虫生理生化与毒理学教学及研究工作。
讲授过《昆虫超微形态学》、《昆虫生理学》、《昆虫生物化学》等课程，主编《昆虫生理生化学》
，翻译《昆虫生理学》等著作，已发表昆虫超微形态及生理毒理方面论文30多篇，曾获江苏省优秀教
学质量二等奖。
“八五”期间主持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粮棉等重要病虫抗药性测报及监测调控技术研究”，先后获农
业部等部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5项。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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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昆虫生物化学>>

抗菌肽的基因克隆与表达2.抗菌肽在动植物转基因工程中的应用3.存在问题和应用前景第六节　昆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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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昆虫生物化学的基础：细胞结构与功能　　细胞是昆虫形态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要研究昆虫各器官系统的组分及其生理功能的化学变化规律，必须从细胞入手。
首先需了解昆虫在生长、发育、变态和繁殖的过程中各器官的细胞和亚细胞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再进
步探索它们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水分和盐分的平衡调节、对有害生物的抵御和防卫、刺激的接
受和传递、信息的综合与处理、物质的代谢和转化、生长发育的激素调控、子代的繁衍和扩增等有关
的生化代谢规律。
　　在动物界中昆虫种类最多、分布甚广、生境复杂、繁殖力强。
这是由于昆虫和其他动物细胞除了具有结构和功能的相似性外，还存在许多特异性，赋予昆虫强大的
生命力。
就保持水分而言，昆虫虽身体小而表面积大，但各器官细胞有系列特化结构来防止体内水分散失和稳
定体液渗透压。
例如皮细胞质膜外伸形成蜡道，往体表分泌蜡质保护层；顶膜、侧膜和基膜特化的马氏管和直肠细胞
构成隐肾结构，加速对离子和水分的吸收；内质网和高尔基器特别丰富的雄蛾附腺细胞和雌蛾滤胞细
胞的分泌物构成的精包和复杂的卵壳结构，保证昆虫在缺水条件下受精和胚胎发育；气管细胞分泌的
胞外基质构成的气门开闭机构，有节律的定期开放，暴发式排除二氧化碳，使呼吸失水量减少至最低
程度。
　　“细胞变态”是昆虫细胞另个特点，在虫体变态时，幼虫细胞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重新组建成
虫器官细胞，这在全变态昆虫中尤为突出。
因此，研究昆虫细胞和亚细胞在变态过程中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变化，是深入了解昆虫生物化学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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