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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烟草和油菜上栗 回各 自的红色型、绿色型、黄绿色型、褐色型 4种体色生物 

型 ，再分 别接到烟草 、油菜和萝 上 ，连续 1～4代观察记载其体色生物型的稳定性 。结果 表 

明 ，挑蚜体色生物型的稳定性随寄主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代别其稳定性也有一定 的差异 ， 

在不 同体色生物型中，以黄绿色生物型最为稳定。 
． ‘ 一- 

[关键词] 堑；琏鱼圭塑型 毫圭焦塑、张足tf± 睇 辱{秘尼管 
[中图分类号] $436．621．2 I [文献标识码] A 

许多典型的多食性害虫在不同寄主植物 间存在明显的转移危害，同时表现 出寄主植 

物同的专化特性 ，即在不 同寄主植物上长期适应，形成 了种 内寄主生物型 。桃蚜(Myzus 

persicae(Sulzer))除具 有 寄主生物型 的分 化 外 ，还存 在 明显 的体 色生 物 型的分 

化 。但有关体色生物型 同寄主植物间关系的研究 ，尤其是桃蚜体色生物型在不同寄 

主植物问的稳定性与变异的研究报道很少，而有关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将对阐明桃蚜寄主 

专化性与种下生物型的形成机制，揭示桃蚜在不 同寄主植物间的转移危害规律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0 ，通过室内接虫试验，搞清桃蚜体色生物型转 

变的规律，进而对不同寄主植物上各体色生物型稳定性与变异程度进行了剖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虫 源 

分别在烟草和油菜上采集各自的红色型、绿色型、黄绿色型、褐色型桃蚜的成若蚜，带 

回室内在各 自寄主植物叶片上繁殖 ，待其产下仔蚜后作为供试虫源备用 

1．2 供试植物 

供试寄主植物为烟草、油菜和萝 ，分别采集各寄主植物叶片 ，放人直径 90 mm 培养 

皿 中，在叶柄基部加湿棉球保湿。每 2 d更换 1次叶片，以保证寄主叶片的新鲜和一致 

1．3 试验方法 

试验在室内常温下进行，以日光灯(40 W×8)作为光源，光周期 (L：D)16：8。将初 

产若蚜用直径 5 mm 微型罩罩于培养皿中寄主叶片反面饲养 ，每培养皿接蚜 5头。白成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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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仔后开始，于每天8：00开始检查各处理蚜虫的生长发育及存活情况，分别记载其蜕皮、 

死虫数量及翅型、色型等，并随时移去蚜蜕到死亡为止。每处理观察 3O头蚜虫。 

将上述成蚜所产仔蚜再接到各寄主植物上，观察记载其生长发育及繁殖情况，如此连 

续观察记载 4个世代 ，试验方法及所记载内容同前。按寄主、色型、代别分别进行统计·分 

析不同寄主植物上各体色生物型的稳定性与变异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烟草上桃蚜体色生物型的变化 

烟草上的黄绿色型桃蚜数量极少，加之转接过程中成活率很低，故未做调查统计。红 

色型仅观察了 1代，无色型变化。褐色型桃蚜在所观察的 2代中，第 1代有 1O 变为绿色 

型；第 2代有 1O 变为绿色型，2O 变为红色型。绿色型所观察 3代中，前 2代均没有变 

异，第 3代有 2O 变为褐色型。由此可见，在烟草上褐色型的稳定性较差，在其繁殖 中有 

转绿的趋势，而绿色型属相对稳定的色型(表 1)。 

表 1 寄主植物对桃蚜体色生物型的影响 

注：s表示稳定率 ， 表示变异率 ，括号内为变异结果；B一褐色型，G一绿色型 ，YG一黄绿 色型·R一红色型。下表 

伺 。 

2、2 萝 卜上桃蚜各体色生物型的变化 

从表 1可知 ，由烟草上转接到萝 上的桃蚜各体色生物型均不稳定，其中褐色型稳定 

性最差 ，第 3代有 5o~个体先变为红色型，随即又变为绿色型。由油菜上转接到萝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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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体色生物型 中，黄绿色型最为稳定，后代色型无任何变化；褐色型从第 2代起 1Oo 转 

变为红色型；绿色型在第 1，2世代中均有部分转变为黄绿色型。由此可见，黄绿色型为萝 

上的稳定体色生物型。 

2．3 油菜上桃蚜各体色生物型的变化 

由表 1可知，由烟草上转接到油菜上的桃蚜各体色生物型 中，黄绿色型在各代别中最 

稳定；绿色型在前 2代亦稳定，但在第 3代和第4代中全部转变为黄绿色型。而褐色型和 

红色型的变化较为复杂，尤以红色型体色变化随世代不同极不稳定。 

由油菜上转接到 油菜上的桃蚜各体色生物型以黄绿色型最稳定，世代之 间无任何变 

异 ；褐色型在前 3代亦稳定，仅在第 4代有 2o 变为绿色型；绿色型在第 2代有 1O 变为 

黄绿色型；而红色型在第 3代有 5O 变为绿色型，第 4代有 5O 变为褐色型。因此相对而 

言 ，油菜植株上黄绿色型稳定，而绿色型和红色型稳定性较差 

2．4 桃蚜体色生物型稳定性与变异分析 

综前所述，随寄主植物种类和饲养世代不同，桃蚜体色生物型的稳定性和变异程度及 

方向各不相 同。在油菜上 ，各体色生物型稳定性排序为黄绿色型>褐色型>红色型>绿色 

型 ；在萝 上则为黄绿色型>红色型>绿色型>褐色型。从世代稳定性看，随代别增加，稳 

定性逐渐减小 综合分析可知，黄绿色型>红色型>绿色型>褐色型(表 2)，其中黄绿色 

型的变异率仅为 1．25 ，说明其稳定程度比较高。 

表 2 桃蚜体色生物型稳定性分折 

洼：韭异宰一(韭异个体教／总十体散)×lOO 。 

3 讨 论 

1)田中正 最早将桃蚜分为红色型和绿色型，王茂涛等口 将桃蚜的体色分为黄绿色 

型、红色型和褐色型3种类型。笔者在本试验中，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红色型、绿 

色型、黄绿色型和褐色型 4种色型，各色型 区别非常明显。 

2)关于桃蚜体色生物型随世代、时问和寄主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以前的报道均未见提 

及 。本研究结果表明，桃蚜体色生物型随寄主植物和世代变化，稳定性明显不同。综合 比 

较而言，桃蚜 4种体色生物型稳定性排序为黄绿色型>红色型>绿色型>褐色型。 

3)控制桃蚜体色的遗传基因应该是多态的，其表现受季节、寄主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 

响，1对等位基因控制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似乎不符 t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从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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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of host plant on stability 

of body—colour biotypes of the green peach aphid， 

晦  s persicae(Homoptera：Aphid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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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nfluence of host plants on Stability of body— 

colour biotypes of the aphid，岣 z“ persicae(Sulzer)．The individuls of red—type，green 

type，yellow—type and brown—type of the green peach aphid were collected from tobacco 

(Nicotiana tabacum L．)，rape (Bras f口 compest~s L．) respectively and bred 

successively 1—4 generations on tobacco．rape and radish (Raphanus sativus L．)under 

1ndoor conditions．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ability of various body—colour types were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the hosts and the generations changed．The yellow—green biotype 

showed the most stability among the 4 body colour biotypes． 

Key~ords：坶 zHs persicae{body—colour biotype~hos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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