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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的体色分化与季节生物型间题

汪世泽 赵惠艳 董应才

(西北农学院位物保护系 )

摘 要

棉田内棉蚜种群的体色与体形大小随季 节的不 同有很大变化
。

谷雨至芒种
,

蚜群个

体均呈绿色 (从深绿到黄绿)
。

由芒种至小署 ( 7 月上)
,

黄绿色以至黄色个体的比例

增多
。

小署之后全为黄色个体
。

体型由大到小的变化与体 色变化伴随发生
, 这些变化都

是渐近的
、

连续的
。

根据陕西各地历年资料记载和我们的调查证明
,

棉蚜种群 数量的全年消长 曲 线 呈

“马鞍型” (双峰型曲线)
。

如果以 曲线为峰谷之底为界
,

则前峰曲线由苗蚜构成
, 后

峰曲线为黄色伏蚜构成
。

苗期棉蚜以绿色为主
,

虽有少数个体为亮黄色
,
但体型均大于

伏蚜
。

.

从室内试验及田 l’q 观察证明
,

不论任何季节
,

只要变更培养温度
, 两类色型棉蚜群

体均可相互转化
,

不受棉株生长期的影响
。

苗期绿 色蚜与伏蚜在体色
、

体型大小
、

心室傅动频率
、

取食部位
、

聚集特微以及适

生温区等方面均有明显羞异
,
故此提出了

“季节生 物型
” 的慨念

。

根据种群增长率 与温度的关系计算
, 苗蚜种群的最适温度为 21 ℃

。

当平均温度超过

27 ℃时
,

绿色种群迅速消退
,

黄色伏蚜种群将在不 久占据绝对优势
。

与川间的资料对应

比较可知
, 艺种至小署是二型的转换期

,

大署来临是伏蚜的昌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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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需肥量很大
,

所以
,

要特别注意伏夏的肥水供应
,
以 保 证生长发 育的 正长进

行
。

6. 西农 5 8号黄瓜有较强的分枝能力
,

在侧枝上能开花结果作商品供应
。

侧 枝主 要

分布在主枝的第15 节约到第 30 节
,
在侧枝的第 1 一 3 节着生雌花

。

宜及时对侧枝进行整

枝
,

在侧枝座瓜后
,

留 3 一 4 叶摘心
,

以发挥侧枝的作用
,

提高产量
。

西农 5 8号黄瓜抗病性强
,

系相对而言
。

在不 良条件下
, 病害 也会有样发生

,
一

不过较

轻而已
. 。

因此 , 必须针对本品种特性
,

研究改进川防户
,

栽培技术
。

除注意
_

仁述措施外
,

还要采用合理轮作
,

勤灌少灌
,

八庙害流 汀 {}J
一

,

也要适 当喷药防泊
,
以获得高产稳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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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种蚜虫均表现有体色分化
,

如麦长 管 蚜 (M a e r o s iPhu m g r a n a r iu m K
.

) 有 绿

色
、

淡绿色以至桔色之分
,
桃蚜 (My z us per si c a e 5

.

) 的体色有黄绿
,

绿
、

褐
、

赤褐

色之分
。

T a k a d a ,
H

.

(1 9 7 9 ) 指出
,

桃蚜的不同体色与取食的植物种类有 关
。

M a t su
、

m ot
。 ,

K
.

(1 9 7 9 ) 在研究 桃蚜中指 出
,

桃 蚜的二种 色型 (赤 色型 R ,
赤 绿 型

r G ) 与

出现的季节温度有关
。

短时间的冷 冻 刺激 (5 ℃
, 4 一 8 天 ) 可 以使

r G 型种群转变成 R

型
。

棉蚜具有明显的体色分化
,

已为众所周知
。

张广学 (1 9 8 2 ) 对棉蚜中的不全周期黄

瓜蚜型提出了两个亚型
, 即绿型与黄型

。

这些研究均表明
,

蚜 虫的体色不仅仅只是一种

形态特微
,

它还包含着某种更深刻的生物学意义
。

温带地区的多种蚜 虫常在春秋二季 出现数量高峰 (如桃蚜
、

棉蚜
、

萝 卜蚜等)
,

因此将

这类季节消长模型称为双峰型或马鞍型
。

据历史资料查证
,

陕西关中地 区的棉蚜亦具有明

显的双峰
。

从棉 田的系统观察中得知
, 前峰期棉蚜 与后 峰期棉蚜首先在体色上可以区分

为二类
,

前峰期棉蚜 以绿色
、

黄绿色为主
,

一般称为苗蚜
,

而后峰期棉蚜均为黄色
,

通

称为伏蚜
。

自从 70 年代以来
,

伏蚜猖撅为害 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

为此有必要对苗蚜与

伏蚜 的某些生物学特点作些比较研究
,
以便今后进一步探明其猖撅的规律

。

1 9 8 0年以来
,

首先注意到了棉花的苗期蚜 虫与伏蚜 出现的季节差异
,

因而判断其体

色分化可能与温度有关
。

至于棉株的营养转变是否对体色分化产生影响 ? 是从 以下几个

方面予以澄清的
。

¹ 在全年各个季节培育的棉苗上
, 只需提高培养温度

,

均可 产 生 伏

蚜
。

º在晚秋的成株棉花上 , 只要保持棉叶不脱落不衰老
,

均可培养出大量苗蚜
。

» 在

人为控制的环境中
,

不论棉株大小如何
, 只要改变培养温度

,

便可改变棉蚜后续种群的

体色
,

出现苗蚜种群或伏蚜种群
。

因此我们初步认为
,

体色分化的主要影 响因 素 是 温

度
,

与棉花的生育期无明显关系
。

本试验的主要 内容是以温度影响为依据
,

分析绿色棉

蚜 ( g) (苗蚜) 和黄色棉蚜 ( y) (伏蚜 ) 的差异
,

以及提出 “季节生物 型
” 的 理 论

依据
。

目的在于说明伏蚜的 由来
,

以及伏蚜与苗蚜在某些发生规律上的差异
。

试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 1 ) 体微差异
:
在绿色蚜虫发生的季节 ( 5 一 6 月 ) 和黄 色 伏蚜发 生 的 季 节

( 8 月 ) ,

从棉田随机采集棉蚜标本
,

用酒精一乳酸液杀死固定
,

即时在镜下挑选无翅

成蚜侧量
:

¹ 头宽 (背视两复眼外缘间尺度 )

º触角长度 (基节至鞭节端部 )

» 尾片长度

¼ 体长 (背视头顶前缘至尾片端)

¾ 腹管长度

通过对变异系数 ( C
.

V ) 的 比较
,

认为头宽的相对值变异最小 ( C
.

V = 。
. 0 38 8) ,

腹管长度的变异系数最大 ( C
.

V 二 。
. 138 6 )

。

于是便选定头宽的相对尺 度作为比较绿色

型与黄色型的标准
。



棉蚜的体色分化与季节生物型问题

绿色型 (G ) 共测定 50 头成蚜
,

相对的头宽平 均值 x 。 二

定51 0头
, x , = 29

.

60
。

仅从相对头宽均值 比较
,

二者 的 差

3 7
.

5 4

1 1

黄色 型 (y ) 共 测

异 显 著
。

(S
: = 1

。

8 5 3 9 :

5
了 二

2.5 856
, S丁

=

0.3 749
; t =

21. 2) 说明绿
、

黄蚜在形态大小方面有明显分化
。

( 2 ) 体色
: 5 一 6 月定居于棉苗或花椒上的棉蚜

夕 其体色主要为绿色
,

但也有少

量非典型的黄色个体出现
。

此时陕西关中地区常年平均温度大致在 18 一 24 ℃之间夕
而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的最高气温可达30 一 31 ℃
。

在这个时期的黄色蚜虫略小于同群的绿色

个体
,

而且其色泽又略深于后期伏蚜
。

据我们在冬季室内饲养的个体观察
:

在18 ℃恒温

下的棉蚜体色全为黑绿型
,

当温度提升到 22 ℃时
,

则有少量黄色型出现
, 而在 25 一28 ℃

时
,

绝大多数个体均变为典型的黄色伏蚜
。

由田间和实验室的观察
,

苗期棉蚜的体色均

带绿色成分 , 包括深绿
、

绿
、

浅绿等不同程度的变化
,

紫色个体很少
。

伏天的棉蚜全部

为小型黄色伏蚜
,

几乎无一例外
。

从这些观察中
,

大体可以得 出如下的结论
:

棉蚜的体

色与体型大小的变化都是连续的
,

即随环境温度的增高
,

体色由绿~ 黄
,

体微由大~ 小

逐代作渐次变化
, 但从两端的个体群作比较

,

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 3 ) 黄
、

绿型蚜在叶片上的分布特微
; 棉苗期的绿色蚜虫多集中在棉叶背面的叶

脉部分取食
,

因此
,

真叶掌心部分及嫩头是其集中为害部位
。

伏蚜的取食聚集部位与苗

蚜有显著不同
。

伏天的棉株高大
,

郁蔽度高
,

当棉蚜种群数量较大时
,

棉叶的正反面均

可见到伏蚜为害
,

其刺吸吮食的部位似乎与棉花的叶脉走向无明显连系
。

从室 内饲养的

群体中可以看到
,

当取食相同苗龄的棉叶时
,

绿色型群体均集中在叶脉两侧
,

而黄色伏

蚜群体则分散于全叶
。

因而我们认为两种色型的棉蚜在取食行为和聚集特微方面存在差

异
。

差异的原 因
,

有待研 究
。

为 了表明两种色型棉蚜的聚集特微
,

将田间采回的带有棉蚜的叶片
,

放在透明网格

板下
,

小方格的面积为 5 义 s m m , 计数各方格内的蚜数
。

检验比较黄
、

绿蚜的聚 集指

数
,

得出表 1
、

表 2 的结果
。

对表 1
、

表 2 的计算值可 以作如下说明
:

¹ 以方差均数比 ‘C = S :

瓜, 衡量
,

如果按照 C一 (
1 2 n

( n 一 1 )
2 ) 的正态分

布规律作符合波松分布的检验
, 绿色型的波松分布 95 %概率的区间应是 0 . 9 14 一 1 .

0 8 5 9 ,

黄色型应是 0 . 9 6 5 2一 1 . 30 4 8 。

但实际测定值均大于波松型的上限
。

说 明 无 论 绿 色 型

( C g = 6 .

0 12 1)
,

还是黄色型 ( Cy = 2 . 25 51 ) 的个体分布均不 符 合 波 松 分 布
,
但

C g > C y 。

º按照 T a y lor 指数 a , b ,

比较
,

二种色型的聚集指数 b 接近一致 ( b g = 1 . 3172 ,

by = 1
.

317 7 ) , 说明二型蚜 虫由于繁殖群所形成的聚集效 应 是一致 的
,

唯 a 。 二 1 . 9 10 9

> a , 二 1 . 46 8 0 ,

说明绿色蚜的聚集起点略高于黄色型
,

这可 能是 由于取食行为造成的差

异
。

» 通过对 K 的比较
,

可以 明显地看出
, K g 二 0

. 159 6 < K y 二 。
.

41 64 , 说明绿色型

(叻 的聚集程度大于黄色型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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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的体色分化与季节生物型问题

¼ 根 据 I w a o 的方法
, a :

> a , ;
日
。

> p
, ,

说明不论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或群体的 聚集

效应
,

都是绿色型大于黄色型
。

从 以上四项分析指标的比较
,
可 以看出二种色型的棉蚜由取食行为和繁殖所形成的

聚集特微 已经发生 了明显的分化
。

( 4 ) 心室搏动率对温度变动的反应
:

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 温度升高能使心动加

速 ( M al u s 19 39 )
。

因此对于变温动物来说
, 常常 以心动频率的变化间接地表示 代 谢

速度的变化
。

19 80
、

19 8 1年
,

我们对二种色型棉蚜的心室搏动率作了比较观察
。

观察方法是将供

试蚜虫
,

放在一个用超级恒温水浴控制的微型恒温台上
,

压一个盖玻片
,

使蚜 虫静止不

动
,

将微型恒温台放在实体显微镜下
,

观察计数背 血管搏动频率
。

各次试验均从低温开

始
,

技 2 ℃为一个级差逐级升温
。

供试棉蚜均为 4 龄无翅若蚜
,

由室内盆栽棉苗上采得
。

对绿色型棉蚜共测 定 了 两

次 , 第一次 庄6 月上旬 ,
·

第二次为 9 月下旬
。

每次均测定30 头蚜
。

经统计检验分析
,
这

二 次的绿色蚜 虫对温度变化的反应无显著差异 ( 即回归系数 b无明显差异 )
夕

故可 以 认

为同一色型的棉蚜
,

不论其出现的季节是否相同
,

对温度变化的反应特微是一致的
。

对

黄色型只用夏季盆栽苗上的蚜虫作了一次试验
, 计 30 头蚜 虫 ,

侧定方法同前
。

测定的数据
、

作图以及计算值均在图 1 中表示出来
。

山图 1 的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
,

蚜虫的心动频率随温度的增高而加快
,

且成明显的直线

关系
。

从两种色型回归系数的 比较中 ( bg = 5 . 20 7 , by = 3 . 7 6 6 )
,

可以说明它 们 的 心

搏须率对温度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反应
。

即绿色型对温度变化的反应比较锐敏
,
每当温度

变化 1 ℃
,

心动率增加或减少5
. 207 次 /分钟 ,

黄色型的反应较迟钝
,

温度变化 1 ℃ , 心

动增减 3 .

76 6次 /分钟
。

‘5 ) 温度对不同色型棉蚜种群增长速度的影响
:

我们认为
,

不同色型的棉蚜种群应是不同季节的产物
,

因此只 有适应于季节的色型

得以扩大其种群
,

而不适者 色型将会在该季节中迅速减退
。

为了验证上述设想
,

特安排此试验
。

供试棉苗用道格拉斯培养液
、

石英砂培养
。

每

日流液 2 一 3 次
,

保证各处理的砂培棉苗营养水平一致
。

供试棉蚜预先培养在18 一20 ℃

的恒温培养箱中
,

给予自 然 光 照
。

在此条 件下培养 的棉蚜均 为深绿色个体
。

供接种

的棉蚜为深绿色成蚜
, 每盆 10 头

。

砂培棉苗每盆 5 一 6 株
,

生长势大体一致
。

一盆棉苗

安放在一个22 x 2 2 x 32c tn 的小形玻璃质温箱中
,

小箱共计 10 个
,

一字形排列
夕 采 用 不

等量热气流送风法控制各箱温度
。

共得到 6 种温度组 合
,

即 : 28
. 0 “ ; 27

. 6 。 ; 24
. 0 。

,

21
, 9 。 , 20 . 1“

和 17 . 3℃
。

在一字形排列的小箱顶部及侧面平行排列安放 240 瓦 日 光 灯 ,

白天供以 13小时光照
。

接种后的棉蚜先在各试验箱中经一周培养驯化
,

使之 形 成 为一

个稳定的种群之后
,

逐 日记载各色蚜虫的数量
,

直至出现大量有翅个体
,

种群崩溃飞散

为止
。

现将试验结果分述如下
:

¹ 在 高 温条件下 绿 色蚜群的消退特徽
:
预先培养在18 一20 ℃下的蚜虫 全 为 深绿

色
,

当把这种蚜虫接种到28
” , 27

. 6 “

的棉苗上时 , 其 繁 殖 后 代 的 初产个体 F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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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的体色分化与季节生物型问题

1
.

2
.

3.
· ·

⋯ n ) 仍为深绿色
。

而后所产个体 F
, j

(j = n + l , n 十 2 夕 n 十 3
·

一 m ) 则变

为绿色以至浅绿色
。

在 随 后 的 时间里F
:

出现
,

不论是由F
: :

产出或F
; j
产出

, 均为黄色

伏蚜
。

由此说明
:

孕育于深绿色母体蚜内的仔蚜胚胎
,
有一个接受高温刺激的临界累积

效应
。

发育较 早的胚胎业 已定型
,

故产出后仍为深绿色
, 而发育较晚的胚胎接受了不同

程度的累积高温的影响
,

因而产出后可形成 由绿到浅绿的不 同色型
。

在往后的时间里
,

深绿色个 体群的数量 减退 最快
,

绿色以至浅绿 色或黄绿色个体群的数量减退较慢
, 但

最后终因不适应高温而完全消失
,

于是
,

绿色种群便为黄色种群所代替
。

见 表 3 及 图

2
。

芍()O

蚜
.夏

八一)o

了0 0

2 0 0

l00
毛_ - - -

一
之旦、

产
、、

‘

李

场弓
.

\
. ~

。

⋯
,

“
, 直 一人

~
.

一一J 一 一
〔
亏

盼 喧1 又曰 、

图2 培养在 28 ℃温箱中的绿色蚜群各色型后代的数 t 变化 (修匀曲线)

由于试验空间内棉苗的营养面积有限
,

致使各温区内的试验种群经一段时间之后均

达到饱和
,

其明显的特微是有翅蚜突增
。

当有翅蚜散开时
,

试验种群即告崩溃
。

º温度对两种色型棉蚜增长速度的影响 :

对六种温度培养的棉蚜
, 每隔24 小时统计一次 苗

、

绿型蚜虫的数目 , 所有深绿一浅

绿蚜均归 仪绿色
,

黄色到仅包括小型伏蚜一 类
。

讨各温度的实际数 字
,

按L o 之i , t ic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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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深绿色棉蚜群在28 ℃条件下各色型的数量变化

时间 x

一

}
黄
色型y

绿 色 型

黄绿y G 绿 G 深绿G G

1968204310000

1

2

3

4

5

G

7

8

9 ⋯ 5 4
⋯

5 2

切9543貂294101 3 1

4 1 7

7 5 0

6 0 8

5 8 2

7 8 0

5 4 0

8 4 8

2 8

2 0 4

7 O

1 2 8

1 2 1

9 3

8 7

2 4

线要求
,
拟合一条理论增殖曲线

。

最大值K 按三点法估出
, 三个等距点上的y值是 以相

邻各点的几何平均值求出
。

当计算的 K 值不成最大值时
,

说明y Z

值接近低限
,

这时 可取

y : , y Z , y 3

的倒数求K
‘ , 目的在 于求出增长速率 r 。

根据 L o g is t ic 曲线的微分方程

斋
! y ‘
一

, ) 冷 C /

食
所给出的定义

,

可 以得到

K
y 二 一

I 平舀‘一

因此
,

_

卜式中的 r 可作为种群 内享增长率的近似估计值
。

现将 6 组温度 下 蚜 量 增减变化的数值列入表 4 , 并根据园括号画定的范 围 求 出

y 、, y ? , y : ,
以及 K 值

。

然后计算出不 同温度条件下
,

黄色蚜与绿色蚜的 增长率
r ,

列

入表 4
。

图 8 ,

¹ 一 ¾ 是 6 种温度条件下的 L o g i s t ic 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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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灼体色分化与季节生物型 间题

从图 3 ¹ 一。 各曲线比铰可以看出
,

在 ¹ 28 ℃和º27
. 6℃的温度中

,

黄色型蚜量

日趋上升
,

绿 色型蚜下降
。

汇2生.

2
。

以下
’

各温度巾 (
l

À
、

¼
、

@
、

¾ ) 黄色蚜 量一直 很

少
,

绿色蚜量与日俱增
。

在表 4 中右出
,

绿 色型蚜
{

{J增 匕率 ( r ‘

)
, l

、

乏2 1
.

。
。

撇 反 内力

最 大 ( r : 二 o . c s匀力 , .荀 于或低十 2 1 .

9
(’

各温甩 内的
: 位均 卜于0 . 6之, 5。。

说明 r ‘与温度

T 的关 未大体 可用抛物线力 院 了f Z 十 b T + C 一 u 描述
。

经计
_

算肠
,

拟台
一

阴方 程 勺
:

r ; = 一 14
。

03 1 + 1 .
丁弓8 27 T 一 0 。 0 325 T 么

对 }
_

述方程求导
,

井令导数为 。 ,

可以求得
:
当 T 二 2 1 .

27 ℃时 r 。

有理论止
_

的极大

值
,

因而推论 21 .

27 ℃是绿色型棉蚜种群增长繁殖最有利的温度
。

表 4 所表明的
,

黄色型蚜的
r ,

值与温度 T 的关系不如绿蚜明确
,

估计 与在低温条件

下黄色蚜数量很 低
,

增大 了 r ,

值产生偏大 误 差的可能性
。

另一方面是山于所有试验均

在恒定温度下进行
,

缺乏低温的刺激作用
,

因而不能在低恒温区内有效的抑制黄色型个

体的产生
。

通过表 4 r ,

的比较可以粗略的估计
r ,

的最大值仍 然是在 高恒温区 (2 8℃ )一

端
,

因而初步判断黄色蚜的最适增长温度在 28 ℃以上或附近
。

只因试验设计的温度范围

还不够广
,

尚不能得出确切结论
。

( 6 ) 不 同温度条件下的优势色型
:

为了考 查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优势色型
,

最简便

的方法是比较 各个 色型的个体数量 占全群的百分 比
。

为此
,

我 们引用 “
有效积温

” 作为

种群增长时间值的统一尺度
。

这是因为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
,

营养条件方属有限
,

种群

增长均呈
“ 5 ” 形曲线

。

当种群数量接近上限 ( K ) 时
,

有翅蚜人量出 现
,

导 致 种 群
“
崩溃

” 。

在 高温条件下
,

种群增长较快 , “崩溃 ” 时间来得很 旱
。

在低温条件下
,

则使
“崩溃

” 延迟
。

因此应用物理时
一

间值是不合适的
。

爹考甘兰蚜的发育起点温度 t 二 5 ‘C ( H u g h e s , 19 6 3年 )
,

暂规定棉蚜的发育起点

温度 t = 6℃
。

对照图 3 ¹ 一¾ 各资料
,

初步认为以 60 日度作为统一的生理时间值
,

不会

导致各温度条件下的蚜虫种群受到崩溃的影 响
。

将试脸温度值 (’l
’ ‘

) 用下 式 变 换 ,
便

可计算出达到6 0日度的物理时间值 ( 几
.

) 。

6 0
n ‘二

了丁二 后

根据表 4 资利
,

可以 i十算出 6 种温度与二个 色型棉蚜的 tZ泞
一

L 。只i s t ; c 方程
。

除花 ℃

一组的积分 卜限取 x . ; 二 t . ! ; 父7 .

。
‘

U
一

组的积分 卜限取 x

一 2 .

8 外
,

其余各组白J 积 分 卜
‘

限均取 x , , 二 。
。

各组的积分上限均取
x . : 二 x , ; ; 11

.

(i 代表各温度组的 下标号 )
。

根据各

组公 式计 算黄
、

绿 蚜 在
x : ,

一x * 2
区间的定积分值

,

即可求得黄色蚜虫在60 日度的 规 定

范围内的累计数量百分比
。

现将
n 、

及黄色蚜的百分 比 ( p ; ) 列入表 5
。

由表 6 p 、

的变化可知
,

在28 ℃和 2了
. 6℃的温度区域内

,

黄 色蚜占优势
。

在24
.

2℃ 以

下各温区内
,

绿 色蚜 占优势
。

由此可以说明24
. 2一27

.

6的温度范围内
,

很可能是二色型

棉蚜转变优势的分界域
。

据 陕 西 省 历 年 气 候 资 料
,

平均气温在 2了.

6 ℃以上的季节大体落在大署前后 ( 7

月下旬 ) 又根据绿色蚜的最适增长温度为21 .

27 ℃估计 ,

绿色型棉蚜增长最迅速的 [1」
、

问

在芒种 ( 6 月上旬 ) 前后
。

由此推知
,
从芒种以后

, 绿色型蚜的增长速度将随气温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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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在6 0日度范围内
, 不同温度条件下黄色蚜的累计百分比

温度 T
、

℃

2 3

忿了
。

6

2 4
。

2

2 1
。

9

2 0
。

1

1 7
。

3

按 6 0 日度计算的 区间时
阳l位 (; 1 1

)

2
.

7 ( 1
.

] 一 3
.

8 )

2
.

8 (2
.

8 一 5
。

G)

3
.

3 ( 0 一 3
.

3 )

3
.

8 ( 0 一 3
。

8 )

4
.

3 ( 0 一 4
.

3 )

5
.

3 ( 0 一 5
.

3)

黄 色蚜占全群的累计百分率
(I

) .

% )

8 8
。

3 3

7 1
。

9 通

1 1
。

5 2

4
。

8 6

3 1
。

6 2

8
。

G4

高而
一

下降
,

;
一

卜
_

且
‘

卜降的陡度较大
,

构成 了马鞍型消
一

长曲线的前峰期曲线
。

当大署来临之

时 , 温度很高
,

绿色蚜的
r ;

值为负
,

绿 色个体在 田间消失
。

此时 ,
黄色蚜的 r ,

值 可

达最大
,

说 明此时
’

的棉田蚜群已由伏蚜 占绝对优势
。

小结与讨论

1
.

棉蚜的体微
、

行为
、

体 色
、

新陈代谢速度及增长速率明显地受环境温度的影响
,

并 因其接受温度影响的表现特微不同
,

‘

可以区分为两个季节生物型
。

2
.

两种生物型的多种特微值
,
表现有连续性

,

但在两个大类的判别上
,

差异是明显

自寸
。

3
.

双峰态的季节消长曲线可 以代表绿色型 苗蚜与黄色型伏蚜对季节性温度变化的适

应表现
。

峰谷的形成估计与二型的转变有关
。

天敌因素对峰谷形成的作用有待 研 究 证

明
。

4
.

从恒温试验中 {l] 步证 明 了色型转变的规律
,

但Mat s u m ot
。提出的 “ 低溢 刺 激”

作用对棉蚜 色型转变有何影响
,

尚待进
一

步研究
。

5
.

本文初步提出 了棉蚜季节 “ 型
”

的慨念
。

作者 认 勺
: “

伏蚜” 乃是棉蚜所固有的

一个型
。

而伏蚜能 否猖撅
, 涉及更多其他因素

,
有待另行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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