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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茉莉酸甲酯（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ＭｅＪＡ）与植物间的防御通讯密切相关，其挥发性强，可以在空气中传播而诱导邻近植物产

生防御反应，为探明 ＭｅＪＡ 诱导邻近植株抗虫性的浓度和距离效应，本研究在大棚 （长 ４ ｍ×宽 １ ｍ×高 １ ｍ）进口处喷以不同浓

度 ＭｅＪＡ，检测离气味源 ６０ ｃｍ、１２０ ｃｍ、１８０ ｃｍ、２４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远的番茄植株叶片多酚氧化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ＰＯ），过氧

化物酶（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ＯＤ）和脂氧合酶（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ＬＯＸ）的活性以及斜纹夜蛾幼虫取食不同处理番茄植株叶片后的体重增

长率，研究结果表明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挥发物可以显著诱导增强邻近番茄植株叶片 ＰＰＯ，ＰＯＤ 和 ＬＯＸ 酶的活性，以

离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气味源 ６０ ｃｍ 处植株叶片的酶活性最高，并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呈降低的趋势；取食 ６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对照组

植株叶片的斜纹夜蛾幼虫其体重增长率没有显著差异，然而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取食 ３００ ｃｍ 处植株叶片的

斜纹夜蛾幼虫其体重增长率显著高于取食 ６０ ｃｍ 处的，相同时间下以取食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组 ６０ ｃｍ 处植株叶片的幼虫体

重增长率最低，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抗虫性的诱导有明显的浓度和距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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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在与植食性昆虫协同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防御机制，植物一方面可以产生单宁，酚酸，生物

碱和蛋白酶抑制剂等直接抑制昆虫的生长发育［１］，另一方面植物释放挥发性物质吸引捕食性天敌或寄生性

天敌，从而对植食性昆虫进行间接防御［２］。 此外，已有很多研究证实植物间存在信息交流，植物在受到植食

性昆虫的取食后所释放挥发性化合物，如 ４－异丁基苯乙酮，柠檬烯，月桂烯，罗勒烯，ＭｅＪＡ 和水杨酸甲酯等诱

导激活邻近植株防御反应［３⁃４］，这种植物与植物之间通过挥发性化合物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称为“植物间通

讯” ［５］，目前已报道有 １６ 科 ３５ 种植物可以进行化学通讯［６］。 在这些虫害诱导的挥发物中，ＭｅＪＡ 和水杨酸甲

酯与植物间通讯密切相关，这两种化合物挥发性强，可通过植物的气孔进入植物体内，在细胞质中被酯酶水解

为茉莉酸或水杨酸，从而诱导邻近植物产生诱导防御反应［７⁃８］。 Ｆａｒｍｅｒ 和 Ｒａｎ［９］发现，被修剪的山艾树可释放

ＭｅＪＡ 诱导邻近健康的番茄植株产生蛋白酶抑制剂抑制昆虫的取食，而 Ｋａｒｂａｎ 通过田间试验也证明山艾树受

到损伤后会释放出大量 ＭｅＪＡ，诱导邻近未受伤的番茄和野生的烟草植株合成大量蛋白酶抑制剂和多酚氧化

酶，而未受伤植株受昆虫的取食明显减少［１０］。 植物释放的挥发物不仅可以诱导邻近植物的防御，同时会影响

昆虫的行为［１１］，促使昆虫转移到邻近其他未受危害的植株上取食［１２］，即昆虫可以利用外部信号寻觅合适的

取食环境或发现潜在的危险而逃离［６，１１，１３］，因而认为邻近受害植株不一定是“好邻居” ［１４］，如果植物受伤后释

放的挥发物对邻近植株防御的诱导作用有浓度效应和距离的限制，那么对于固着生长的植物来说，通过释放

挥发物来激活邻近植株的防御反应存在一定生态风险［１５］。
斜纹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广食性害虫，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 番

茄（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是一种重要的蔬菜作物，并且番茄全基因组已经被测序，是研究植物与昆虫相互作

用的经典模式植物。 本实验以番茄和斜纹夜蛾为实验材料，研究植物间重要通讯信号物质 ＭｅＪＡ 诱导邻近番

茄植株抗虫性的浓度和距离效应，实验结果对利用植物间通讯物质防治害虫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斜纹夜蛾：供试昆虫为人工饲料在实验室中饲养 １０ 代以上的敏感品系。 温度（２５±２）℃，相对湿度

６０％ ＲＨ，光周期 １４ Ｌ ∶１０ Ｄ。
（２）番茄：供试品种为合作 ９０３ 大红番茄，以营养钵单株培育于无虫网室，移栽 ２０ ｄ 后，挑选生长发育整

齐一致的健康番茄植株供试。 生长期间不施用任何农药。
（３）ＭｅＪＡ：（±）－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公司，纯度为 ９８％。

１．２　 实验处理

ＭｅＪＡ 用少量无水乙醇溶解后，再用蒸馏水配制成浓度分别为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的溶液（含 ２％无水

乙醇），以 ２％的无水乙醇水溶液为对照。 在不同狭长大棚（１ｍ ×１ ｍ × ４ ｍ）内按离气味源 ６０ ｃｍ、１２０ ｃｍ、
１８０ ｃｍ、２４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的距离摆放番茄植株，每个距离摆放 ６ 株番茄植株，作为 ６ 个重复。 在大棚空气进

口处分别喷雾不同浓度的 ＭｅＪＡ 和对照水溶液 ６０ ｍＬ 作为气味源，不同浓度的 ＭｅＪＡ 在不同大棚中进行。 喷

雾 ＭｅＪＡ 后立即封闭大棚处理 ４８ ｈ 后，检测不同距离番茄植株叶片过氧化物酶（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ＯＤ），多酚氧化

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ＰＯ）和脂氧合酶（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ＬＯＸ）的酶活性，并检测斜纹夜蛾取食各处理番茄植

４３４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株叶片后的体重增长率。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番茄植株抗虫酶活性的测定

（１）ＰＯＤ，ＰＰＯ 酶活性检测方法

称取番茄叶片 ０．１ ｇ，液氮研磨成粉末，在液氮未挥发完前转入离心管，加入 １ ｍＬ ０．０５ ｍｏｌ ／ Ｌ 磷酸缓冲液

（ｐＨ＝ ７．２）（内含 ５％聚乙烯吡咯烷酮 ＰＶＰＰ），在涡旋振荡仪上涡旋振荡 １０ ｓ，低温冷冻离心机中 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上清液为酶液，ＰＯＤ 活性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进行［１６］，ＰＰＯ 活性测定采用邻苯二酚法［１７］，酶活

性最终以每毫克蛋白所含有的酶活单位（Ｕ ｍｉｎ－１ ｍｇ－１蛋白质）表示。
（２）ＬＯＸ 检测方法

称取 ０．１ ｇ 叶片，液氮研磨成粉末，在液氮未挥发完前转入离心管，立即加入 １ ｍＬ ０．０５ ｍｏｌ ／ 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 提

取液，在涡旋振荡仪上涡旋振荡 １０ ｓ，低温冷冻离心机中 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上清液为待测酶液，以亚油

酸为底物测定 ＬＯＸ 活性［１８］，酶活性最终以每毫克蛋白所含有的酶活单位（Ｕ ｍｉｎ－１ ｍｇ－１蛋白质）表示。
１．３．２　 蛋白含量测定

蛋白含量测定采用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方法［１９］，使用牛血清蛋白作为标准蛋白。
１．３．３　 检测斜纹夜蛾体重增长率

喷雾不同浓度 ＭｅＪＡ 后立即封闭大棚，诱导处理 ４８ ｈ 后，挑选生长发育一致的 ４ 龄斜纹夜蛾幼虫，分别接

到 ６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叶片上取食，每株番茄苗接 ３ 头幼虫，每个处理 １０ 株番茄，即每个处理共 ３０
个重复。 取食 ２ ｄ、４ ｄ 和 ６ ｄ 后用万分之一天平称量斜纹夜蛾的体重，计算体重增长率。

体重增长率（％） ＝ 第 Ｎ 天体重 － 初始体重
初始体重

× １００％ 。

１．４　 数据处理及统计方法

数据分析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中进行，用 Ｄｕｎｃａｎ 多重比较法分析（Ｐ＜０．０５）处理间差异显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叶片 ＰＰＯ 酶活性的影响

离气味源不同距离的对照组番茄植株其叶片 ＰＰＯ 活性没有显著差异，而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 ４８ ｈ 后，离气味源不同距离的番茄植株叶片 ＰＰＯ 活性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图 １）。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

理下，以离气味源 ６０ ｃｍ 处番茄植株叶片的酶活性最高，并随着距离的增加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其中 ６０ ｃｍ 和

１２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其叶片 ＰＰＯ 活性分别比相同距离的对照组高 ８４．６０％和 ４８．６５％，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

下，以离气味源 ２４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处番茄植株叶片的酶活性最高，其中 １８０ ｃｍ、２４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

株其叶片 ＰＰＯ 活性分别比相同距离的对照组高 ６９．０６％，１２２．５０％和 １１０．６１％。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ＭｅＪＡ 处理浓度和距离间交互效应显著（Ｐ＝ ０．０００３６３），以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离气味源 ３００ ｃｍ 处番茄植

株叶片的 ＰＰＯ 活性的的诱导效应最强。
２．２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叶片 ＰＯＤ 活性的影响

对照组中不同距离番茄植株其叶片 ＰＯＤ 活性没有显著差异（图 ２）。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６０ ｃｍ、１８０
ｃｍ 和 ２４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其叶片 ＰＯＤ 活性分别比相同距离的对照组高 ２６０．６０％，１２０．１６％ 和 １４２．６７％，而
１２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番茄植株其叶片 ＰＯＤ 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６０ ｃｍ、１２０
ｃｍ、１８０ ｃｍ 和 ２４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其叶片 ＰＯＤ 活性显著比对照组的高 ３０９．７６％，３３１．２０％，１４６．７２％ 和

１３４．１１％，而 ３００ ｃｍ 处番茄植株叶片 ＰＯＤ 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ＭｅＪＡ 处理浓度和距离的交互效应显著（Ｐ＝ ０．０００２６６），以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离气味源 ６０ ｃｍ 处番茄植

株叶片的 ＰＯＤ 活性最强，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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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叶片多酚氧化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ＰＯ）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Ｊ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ｎ ＰＰ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ｅＪＡ 为茉莉酸甲酯（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误差线上的大写字母表示相同距离下不同浓度 ＭｅＪＡ 处理的番茄植

株间酶活性的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相同浓度 ＭｅＪＡ 处理下离气味源不同距离的番茄植株间酶活性的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Ｄｕｎｃａｎ 多

重比较）

图 ２　 ＭｅＪＡ 挥发物对邻近番茄植株叶片过氧化物酶（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ＯＤ）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Ｊ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ｎ Ｐ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３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叶片 ＬＯＸ 酶活性的影响

对照组不同距离番茄植株间叶片 ＬＯＸ 酶活性没有显著差异（图 ３）。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６０ ｃｍ 和

１８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其叶片 ＬＯＸ 活性显著比相同距离的对照组的高 １８２．２３％，１０７．８１％，而 １２０ ｃｍ、２４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番茄植株其叶片 ＬＯＸ 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６０ ｃｍ、１２０ ｃｍ 和

１８０ ｃｍ 的番茄植株其叶片 ＬＯＸ 活性显著比对照组的高 ４３１．７３％，１３３．４１％，１１５．１８％，而 ２４０ ｃｍ 和 ３００ ｃｍ 处

的番茄植株叶片 ＬＯＸ 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ＭｅＪＡ 处理浓度和距离的

交互效应显著（Ｐ＝ ０．００００），以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离气味源 ６０ ｃｍ 处番茄植株叶片的 ＬＯＸ 活性最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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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

图 ３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叶片脂氧合酶（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ＬＯＸ）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Ｊ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ｎ ＬＯ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４　 ＭｅＪＡ 对邻近番茄植株抗斜纹夜蛾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挥发物都显著诱导提高了邻近番茄植株对斜纹夜蛾幼虫的

抗性，其中取食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组 ６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叶片的斜纹夜蛾幼虫，其取食 ４ ｄ 和 ６ ｄ 后的体重

增长率显著比取食相同距离下对照组番茄植株叶片的低 ５８．６２％和 ３７．７８％，比取食 ３０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叶

片的斜纹夜蛾幼虫低 ４７．３５％和 ２３．６７％（图 ４）；此外，取食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组 ６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叶片

的斜纹夜蛾幼虫，其取食 ４ ｄ 和 ６ ｄ 后的体重增长率显著比取食相同距离下对照组番茄植株的低 ７４．５７％和

５４．９１％，比取食 ３００ ｃｍ 处的番茄植株叶片的斜纹夜蛾幼虫低 １６．４６％和 ２５．０３％。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相同取食时间下，ＭｅＪＡ 处理浓度和距离的交互效应显著（Ｐ＝ ０．００００），以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挥发物的诱导作用

最强，且随着距离的增加，番茄植株的抗虫性明显降低。

３　 讨论

生物间的化学通讯是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并一直受科学家们的关注［５，１０，２０］。 植物与授粉昆虫，植物与

真菌，植物与害虫，植物与害虫的天敌之间都存在化学通讯［２１］。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植物在受到植食性昆

虫的攻击后释放出的大量挥发性化合物，诱导增强邻近植株的抗虫性，在这些挥发性化合物中，ＭｅＪＡ 参与了

植物间的信息交流，与植物间的防御通讯密切相关［１０，２１⁃２３］。 本实验以喷雾 ＭｅＪＡ 模拟番茄植株间的通讯信

号，研究其作为植物间通讯信号诱导邻近植株抗虫性的距离和浓度效应。
ＰＯＤ 是植物防御的关键酶之一，对维持植物体内自由基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能利用过氧化氢氧化供氢

体，并参与合成木质素，影响植物的感病或抗病［２４］。 方海涛用 ０．０１ ｍｍｏｌ ／ Ｌ、０．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３ 种浓

度的 ＭｅＪＡ 处理均使蒙古扁桃叶片 ＰＯＤ 活性较对照增加，再用天幕毛虫（Ｍａｌａｃｏｓｏｍａ ｎｅｕｓｔｒｉａ ｔｅｓｔａｃｅａ Ｍｏｔｓｃｈ）
取食诱导后的蒙古扁桃木叶片，均降低了对叶片的消化率、转化率和利用率［２５］。 ＬＯＸ 是一种非血红素铁蛋

白，是植物抗胁迫响应的关键酶［２６］。 ＬＯＸ 基因的表达或 ＬＯＸ 酶活性的高低都与植物的防御状态密切相关，
ＬＯＸ２ 基因的高表达在油菜对菌核病抗性中起重要作用，参与了茉莉酸介导的菌核病抗性防御反应［２７］。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喷雾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产生的挥发物可以显著诱导增强邻近番茄植株

叶片 ＰＰＯ，ＬＯＸ 和 ＰＯＤ 的活性，以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组植株叶片防御酶 ＬＯＸ 和 ＰＯＤ 酶的活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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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斜纹夜蛾幼虫体重增长率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ｌｉｔｕｒ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误差线上的字母表示相同时间下不同距离和处理间斜纹夜蛾幼虫体重增长率的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Ｄｕｎｃａｎ

多重比较）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组植株叶片酶活性次之，并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减弱的趋势，表明 ＭｅＪＡ 挥发物对邻

近番茄植株的诱导抗性有明显的浓度效应和距离效应。 ＰＰＯ 是植物体内的一种抗营养酶类，能催化酚类化

合物转化为醌，减少食草昆虫对植物营养的获取［２８］，高浓度 ＭｅＪＡ 对 ＰＰＯ 的活性有抑制作用［２９］，本研究发现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均能诱导番茄叶片 ＰＰＯ 活性，１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组植株叶片 ＰＰＯ 酶的活性随

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减弱的趋势，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下，ＰＰＯ 酶的活性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也表明

高浓度 ＭｅＪＡ 对 ＰＰＯ 酶活性有抑制作用；斜纹夜蛾幼虫体重增长率实验结果表明斜纹夜蛾幼虫取食不同距离

番茄叶片后，其体重增长率都显著低于对照组斜纹夜蛾，相同时间段下均以取食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ＭｅＪＡ 处理的 ６０
ｃｍ 处番茄植株叶片的幼虫体重增长率最低，而取食对照组不同距离间番茄植株叶片的斜纹夜蛾幼虫，相同时

间段下其体重增长率没有明显差异，这些结果说明 ＭｅＪＡ 挥发物对邻近植株抗虫性的诱导有距离效应，这种

距离上的限制应该是由 ＭｅＪＡ 的浓度逐渐降低引起的。
植食性昆虫取食诱导的植物挥发物，如一些绿叶挥发物、萜类化合物等，除了可以吸引害虫的天敌外，还

可以作为植物与植物间“交流”的信号物质，诱导相邻植物产生防御反应［３０］。 例如，预先用顺式⁃ ３⁃己烯基乙

酸酯 ｃｉｓ⁃３⁃ｈｅｘｅ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 ｚ３ＨＡＣ） 熏蒸过的杂交杨树苗叶片再被舞毒蛾（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 ｄｉｓｐａｒ） 幼虫取食时，叶
片中茉莉酸和亚麻酸含量更高。 此外，ｚ３ＨＡＣ 使得一些调控茉莉酸防御信号的基因处于防御警备状态，一旦

昆虫取食后这些基因迅速进行高表达［３１］，这种通过某些生物或者非生物因子刺激警备后诱导植物产生更加

快速和强烈的防御反应，即称为防御诱发或防御警备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ｒｉｍｉｎｇ），是一种特殊的植物诱导防御策

略［３２］。 胡永建等研究发现虫害诱导马尾松邻枝的 ＭｅＪＡ 和萜烯类化合物含量升高［３３］。 茉莉酸类物质浸种处

理或直接喷施处理可以诱发植物防御，如研究发现预先用 ＭｅＪＡ 喷施处理的水稻植株，机械损伤时，水稻胰蛋

白酶抑制剂合成基因 ＯｓＢＢＰＩ 和过氧化物酶基因 ＯｓＰＯＸ 迅速表达，并发现 ＭｅＪＡ 通过调控 ＯｓＢＢＰＩ 启动子区

组蛋白修饰来诱发水稻防御［３４］。 此外，植物被激发诱导获得的抗性可能具有遗传特性［３５］。 在拟南芥中，与
未受激发诱导的植物相比，受到病原物侵染诱导的植物的后代其防御相关基因显著表达，植株抗性增强［３６］。
本实验结果表明 ＭｅＪＡ 作为植株间的重要防御通讯信号，可以诱发增强邻近番茄植株抗虫酶活性，抑制斜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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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蛾的取食，并且这种诱导作用有显著的距离和浓度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和 ＭｅＪＡ 浓度的降低而呈现减弱

的趋势，然而，ＭｅＪＡ 诱发邻近不同距离间植株防御反应的时间效应及诱发的分子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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