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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学术年会主题是“科学防控病虫、持续减轻危害、保障粮食安全”。
农业部余欣荣副部长将应邀莅临大会，并发表题为“科学防控病虫灾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讲话。
大会还将邀请8位两院院士和国外科学家作大会主题报告，并将在“第五届全国园艺作物病虫害预防
与控制”、“生物防治技术及其应用策略”、“农药与食品安全”、“植物病害成灾机理与综合治理
”、“农业害虫及草鼠害成灾机理与综合治理”5个分会场，邀请参加“农作物重大病虫科学防控高
层论坛”以及在有关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专家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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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昆虫飞行肌的降解 2.1 昆虫飞行肌降解的生理基础 昆虫发育的前期，即卵到幼虫
，再到羽化成成虫，是个体机体生长发育阶段。
此过程主要是各种组织与器官的分化和构建。
成虫羽化完成后，部分迁飞性昆虫便开始完善其飞行肌的发育，为迁飞作准备。
迁飞是昆虫对不良环境的一种生存策略，寻觅新的栖息地，使昆虫在新的生境中繁衍种群。
昆虫的飞行是依靠飞行肌牵引着翅的上下振动来完成的，因此飞行肌的发育状况能很好的反映出昆虫
迁飞能力的强弱。
 Roff的研究显示飞行肌占昆虫总体重的10％～20％，这表明飞行肌的生理活动需要大量的物质和能量
来维持。
飞行时昆虫利用多种能源物质，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氨基酸。
多数昆虫以碳水化合物为短距离飞行供能；一般来讲，在更远距离持续飞行过程中，当碳水化合物消
耗殆尽时，就改为脂肪供能。
由于飞行所需要的能源与生殖所需物质基本一致，因此迁飞活动与生殖会相互影响，这可能暗示着卵
子发生一飞行颉颃的存在。
Johnson把这种飞行与生殖相颉颃、并交替进行的过程叫做“卵子发生一飞行颉颃综合症”，并认为这
是大多数迁飞性昆虫的生理特征。
当昆虫性成熟后，就立即进人生殖阶段，开始交配产卵，此时一些昆虫的飞行肌开始发生降解，大部
分能量则运用到生殖上，并且飞行肌降解的产物也会参与生殖行为。
Nair等首先用免疫学方法研究棉红蝽（Dysdercus cingulantus）雌蛾降解的飞行肌，发现确实能在血淋
巴、卵巢及卵中检测到简介的飞行肌成分。
李克斌等利用同种方法在黏虫雌蛾的血淋巴、卵巢以及卵粒中也检测到了飞行肌的蛋白，表明飞行肌
完成飞行功能后，降解的部分结构物质被重新利用于生殖活动中。
这些结果表明飞行肌与生殖之间存在着某种互相牵制关系。
 2.2 昆虫飞行肌降解的生理机制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细胞凋亡（apoptosis，APO）是飞行肌降解的主要
方式。
AP0最早由希腊科学家Kerr等于1972年提出的，是由个体基因控制特定时期的细胞主动有序的死亡过程
，故也称其为细胞程序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
细胞凋亡对胚胎发育及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组织内正常细胞群的稳定、机体的防御和免疫反
应、疾病或中毒时引起的细胞损伤、老化、肿瘤的发生进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细胞凋亡过程与坏死相比有着明显的生物学特征：细胞质密度增加，细胞核凝集，染色质固缩，DNA
片段化，线粒体逐渐衰亡、消失，细胞膜褶皱，细胞裂解形成凋亡小体，同时还合成一些凋亡调控因
子。
 在对一些昆虫飞行肌降解的研究中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现象。
细胞凋亡使肌细胞裂解、消亡，宏观上表现为组织的溶解及功能的丧失。
Kobayashi等研究了豌豆蚜（Acyrthosiphon pisum）间接飞行肌的蜕皮后发育和降解中蛋白质合成变化
后，得出结论：有翅蚜虫的飞行肌在迁移飞行后的降解包含细胞程序性死亡过程。
Rush对家蟀Achrtn domesticus飞行肌溶解过程的进行研究，发现家蟀飞行肌组织溶解是一个通过内分泌
信号生长调节细胞程序性死亡的主动过程。
一些学者近年来以果蝇等为实验材料，对细胞凋亡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此外，还有学者报道飞行肌降解是与保幼激素相关的泛素依赖蛋白的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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