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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 Chlne se Jo~rna|0f Zoology 

吼 。 

螯虾为材料进行研究的。在自然种群中，形态、 

行 为相似的螯虾种类通常分布在同一地区，极 

少形成杂交种 ，Fitzpatrick(1967)认为螯 

虾产生这种生殖隔离的主要强素是 化 学 信 息 

素的特异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实验 证 据 的 支 

持 ，然而后来在生长在同一地区的螯虾 野 

生种群中找到了杂交种 ，在实验室的条 件 

下也人工诱导出了螯虾的杂交种 ，而且行为 

研究表 明 ，螯虾的性信息素通讯不仅存在 

于种内，还存在于种间。可见，性信息素可能并 

非是所有螯虾生殖隔离的主要因素，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仍在继续。 

2．2 惊恐信息素 (disturbance pheromones) 

又称紧张信息索 (stress pheromones)，一些虾 

蟹在受到非伤害性刺激时 (如 寄居蟹在螺壳中 

梭外拉)，能释放一种化学信息物质，被同种个 

体接受后，能目I起后者产生警戒行为或逃离反 

应。目前仅见在螯虾和寄居蟹有这 方 面 的报 

道 。 

2．3 幼体释救信 息 素 (1arval—release phero． 

mones) 大多数十足类甲壳动物在 繁殖 时 母 

体有抱卵的特性，而卵孵化时幼体的释放与潮 

汐、昼夜及月度节律有关 ，但近年研究发现一种 

蟹 (R̂ 打̂ rD，口 Dp Ⅳ harrissi)的幼体释放是 

由信息素控制的 。正进行孵化的卵分泌的信 

息素被母蟹接受后，母蟹腹部产生前后扑打的 

行 为反应，从而保证了幼体能在短时间内完垒 

被冲散开井释放出去，这种幼体释放信息索 已 

被鉴定出是一种台精氢酸的短肽 ，其类似物浓 

度在 10 mol／L时仍能激起母蟹腹部 产 生 扑 

打行为反应 。 

2．4 母子行为 螯虾的母子行为在十 足 目 中 

最为复杂，这与它们的繁殖习性是分不 开 的。 

在 淡水螯虾的胚胎孵化后 ，其幼体并不像其他 

十足类那样浮游生活，而是仍附着于母体的腹 

瞍上直到第四期幼体。尽管这些幼体要离开母 

体出去觅食，但它们在觅食后能依母体分泌释 

放的信息素找到自己的“母亲”，回到母体的腹 

肢上攀缘一。淡水螯虾这种母子行为中的化学 

通讯对于保护幼体，使之免遭掠食者吞食具有 

重要意义。 

3 结 语 

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化学通讯主宰着水生无 

脊椎动物生命过程中多种重要行为，特别是对 

于生活于海洋深处的种类及视觉弱或无视觉的 

种类，通过视觉通讯是不可能的，与陆生种类相 

比，化学通讯具有更重要的生态意义。研究化 

学通讯不仅有助于揭开水生无脊椎动物的行为 

生态学、生理学等诸方面奥秘 ，而且在生产实践 

中也有其重要意义。 目前，由于化学分析技术 

上的困难，提纯信息素的工作进展不快，对信息 

素释放，接受部位了解得也不多乜， 0]，有待于进 
一 步探索。在昆虫，人们利用性信息素诱杀害 

虫取得了可喜成果，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利 

用水生无脊椎动物信息紊在水产捕捞业和养殖 

业以及保护水产资源、防范有害水生动物等各 

方面同样能取得令人鼓舞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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