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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 &’%%("$$ 9*)4’7）

的寄主适应性及转移通道

郑彩玲，刘向东，翟保平!

（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南京S !7$$:#）

摘要：采用寄主转接建立生命表的方法研究了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适应性，以及两寄主型棉蚜是否可通过中

间桥梁寄主实现寄主互换的问题。结果表明，两寄主型棉蚜直接互换寄主后，其存活和繁殖力显著下降，表现为棉花型和黄瓜

型棉蚜的净增殖率比在原寄主上分别下降 :;$ 倍和 7! 倍，平均世代寿命缩短 # < 7!I。两寄主型棉蚜均能利用木槿植物，并且

适应性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两寄主型棉蚜均不能在车前草和大叶黄杨上存活和繁殖后代。西葫芦作物对棉蚜在木槿、棉花和

黄瓜寄主上的相互转移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寄主作用。冬寄主木槿上棉蚜可通过甜瓜或西葫芦转移到黄瓜寄主上，棉花和黄瓜

上棉蚜也可通西葫芦作物分别转移到黄瓜和棉花作物上，从而形成棉蚜在不同寄主植物间的相互转移通道，造成为害和病毒病

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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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 758"$ /0$$’5"" K*)3’2 是一种危害棉花 90$$’5"&3 8"($&.&3 4& 、瓜类及多种观赏植物的重要害虫，在世

界各地广泛分布，据记载，其寄主植物有 HL 科，AB@ 种［=］。棉蚜不仅能直接刺吸植物汁液造成植物死亡，而且

能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从而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A M N］。棉蚜的寄主很多，但对不同寄主的适应性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分化出不同的寄主型。孟玲等通过寄主转接和 OGPQ 等方法将新疆棉蚜分为瓜型和棉花

型［@］；刘向东等对南京地区棉蚜种群的研究表明：南京地区棉蚜可分为棉花型和黄瓜型［L］；K/*0’:).0 认为棉

蚜在黄瓜和菊花上已经显示出了明显的遗传差异［H］。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不同寄主型棉蚜不仅在形态上

有所不同，而且对不同寄主的利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B M =<］。此外，在不同地区，棉蚜对越冬寄主的选择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越冬寄主在北京为鼠李，在新疆为黄金树，而在东北辽阳地区则为夏至草，在甘肃酒泉地

区为蔬菜和花卉［==，=A］。刘向东等研究表明，在南京地区，棉蚜的主要冬寄主为木槿 !"#"$%&$ $’(")%&$ 4& ，但是

木槿上的蚜虫不能直接迁移到黄瓜 6&%&3"$ $).":&$ 4& 上［=E］，且南京地区棉蚜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寄主型即棉花

型和黄瓜型。一直以来，关于黄瓜蚜的越冬寄主及虫源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两寄主型之间是否存在能使

它们互相迁移的中间桥梁寄主也还不得而知。

目前关于不同寄主型棉蚜对主要冬寄主和夏寄主的适应性研究较多，但尚未研究棉蚜在不同寄主植物上

是如何转移而达到扩散目的，特别是棉花型和瓜型棉蚜间是否可通过一些特定的寄主转换而实现寄主互换等

问题。研究不同寄主型棉蚜对不同寄主的适应性及不同寄主型之间的转移通道不仅可以弄清不同寄主型棉

蚜的寄主范围，为更好地防治棉蚜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棉蚜种群食性进化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采用寄主转接和生命表方法研究了南京地区两寄主型棉蚜（棉花型和黄瓜型）对不同寄主植

物的适应性及其可能的寄主转移通道。

)* 材料和方法

)& )* 供试寄主植物

供试植物R 选用棉花、黄瓜、木槿、大叶黄杨 2&0-’3&$ 4)50-"%&$ 9!/.8& 、车前草 +,)-.)/0 )$")."%) 4& 、甜瓜

<BB= R 生R 态R 学R 报R R R AH 卷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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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西葫芦 !"#"*+%,- .’.) /& 0-1& $’()/ 等寄主植物（均为常规品种），其中棉花和黄瓜与培养棉

蚜时所用的品种一致（分别为苏棉 23 和露丰品种）。木槿、大叶黄杨和车前草均采自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内。

西葫芦为早青一代，甜瓜为白沙梨品种。供试植物在光照培养箱内（345，/67 8 24629，01 8 :;< 左右）用珍

珠岩栽培在塑料杯中，出苗后长至 = > 4 片真叶时用于接虫试验。

供试棉蚜? 采用室内在光照培养箱中用棉花和黄瓜单独饲养了 =- 的专化型品系———棉花型（简称 @!A
来自 2)&&3.%"$ 4%*&","$ A#!,B 的缩写，下同）和黄瓜型棉蚜（简称 CDA，来自 !"#"$%& &-,%5"& A#!,B 的缩写，下

同）。木槿棉蚜采自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内的木槿树上。

!& "# 寄主转接试验

本试验主要是弄清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对冬寄主木槿、夏寄主西葫芦及杂草（车前草）和观赏植物（大叶

黄杨）等的适应性。将室内培养的专化型棉蚜（棉花型和黄瓜型）分别转接到不同寄主植物上，每种转接试验

前接无翅成虫 29 > 39 头，置于室内透明塑料罩内饲养（345，/67 8 24629），待 23! 内成蚜产仔达 29 头以上时

除去成蚜，记数并保留仔蚜，以该仔蚜做为转接的起始蚜数量，以后每天观察记录起始蚜的存活情况及产仔

量，同时将所产仔蚜剔除，直到所有起始蚜死亡为止。每种转接重复 ; > 29 次。

!& $# 两寄主型棉蚜可能的寄主转移通道

!& $& !# 木槿上棉蚜到黄瓜上的转移通道

将木槿上的无翅成蚜先转接到甜瓜上连续培养 = 代后再转接到黄瓜上，待黄瓜上所接蚜虫产仔后（仔一

代）再转到新的黄瓜苗上，连续培养 = 代，试验条件同 2& 3。同时将木槿上的蚜虫转接到棉花苗上，培养 = 代

后转接到西葫芦上，在西葫芦上培养 = 代后最后转接到黄瓜苗上，将其在黄瓜上所产的仔蚜转到新的黄瓜上，

一直在黄瓜上连续培养 = 代。黄瓜上每代转接的试验条件及方法同 2& 3，每代重复 ; 次。

!& $& "# 黄瓜型棉蚜和棉花型棉蚜互换寄主途径的研究

将棉花型蚜和黄瓜型蚜分别转移到西葫芦上培养 = 代后再分别转接到黄瓜和棉花上（即棉花蚜E西葫芦E
黄瓜和黄瓜蚜E西葫芦E棉花），每处理接虫 39 头，重复 ; 次，试验条件和方法同 2& 3。

!& %# 数据分析方法

生命表参数计算方法：净增殖率 09 8 !（(6$6）；世代平均寿命 7 8 !（(6$6 6）8 !（(6$6）；内禀增长率 *$ 8

*.09 8 7。其中 (6为棉蚜在 6 时刻的存活率，$6为棉蚜在 6 F 2 到 6 时间内的每雌产仔量。不同处理间的差异

显著性比较采用 7G.(-.’D 新复极差方法。

"# 结果与分析

"& !# 棉花型棉蚜在几种寄主植物上的适合度

试验结果表明，棉花型棉蚜转接到其它寄主上后其适合度有所下降，其中在车前草上某些个体还表现出

不生长，而且行动迟缓的症状，转接后根本不产仔，无法建立种群（图 2，图 3）。在大叶黄杨上能存活 2=B，也

能产下少量的仔蚜，其净增殖率为 9& 2: H 9& 2I（平均值 H 标准差，下同。图 2，表 2），表现为种群逐渐衰退的

趋势。在黄瓜上的存活率也大大下降，最长只能存活 29B，极少产仔，难以建立种群。而在木槿和西葫芦上存

活情况相对较好，存活时间较长，产仔量较大，仔蚜存活较好（图 2，图 3），其净增殖率分别为 =& 34 H =& 3; 和

22& I2 H J& 44（表 2），从而说明木槿和西葫芦是棉花型棉蚜的适宜寄主。

"& "# 黄瓜型棉蚜在几种寄主植物上的适合度

由图 =、图 4 可知，黄瓜型棉蚜在车前草上不能产仔，存活率也很低，最多只能存活 22B。在大叶黄杨和木

槿上的存活时间也不长，世代平均寿命分别为（3& 39 H 4& I3）B 和（4& JI H =& 24）B，产仔量较少，其净增殖率分

别为 9& 9; H 9& 22 和 9& 43 H 9& K3（表 2），说明黄瓜型棉蚜在木槿和大叶黄杨上的存活和繁殖力均较低。与原

寄主相比，黄瓜型棉蚜在西葫芦上的存活情况较好，存活时间长，产仔量大，净增殖率为 34& J: H ;& :9（表 2），

且仔蚜存活率高，并能继续繁殖后代。而在棉花上，早期存活率较高，;、KB 之后，存活率急剧下降，且仔蚜存

活时间较短，不能继续产仔建立种群。

2JJ2? ; 期 ? ? ? 郑彩玲? 等：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9.4%& :)&&3.%% @*)0’1）的寄主适应性及转移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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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寄主型棉蚜对相同寄主的适应性比较

试验结果（表 /）表明：两寄主型棉蚜互换寄主后，其净增殖率、平均寿命和内禀增长率与在原寄主上的存

在显著差异，说明黄瓜型棉蚜不适于在棉花上生存，棉花型棉蚜也不适宜在黄瓜上生存。两寄主型棉蚜对木

槿和大叶黄杨的适应性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西葫芦的适应性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黄瓜型棉蚜在西葫芦上

的净增殖率和内禀增长率分别是 01& 23 4 5& 36 和 6& 02 4 6& 60，而棉花型棉蚜的分别为 //& 7/ 4 2& 11 和 6& /7
4 6& 65。

图 /8 棉花型棉蚜转接到几种寄主植物上的存活率

9,+& /8 :!’ ;<=>,>-* )? "!’ ()""). @,)"A#’ -#!,B ). ;’>’=-* !);" #*-.";

图 08 棉花型棉蚜转接到几种寄主植物上的产仔量

9,+& 0 8 :!’ =’#=)B<(",). )? "!’ ()""). @,)"A#’ -#!,B ). ;’>’=-* !);"

#*-.";

图 C8 黄瓜型棉蚜转接到几种寄主植物上的存活率

9,+& C8 :!’ ;<=>,>-* )? "!’ (<(<D@’= @,)"A#’ -#!,B ). ;’>’=-* !);" #*-.";

图 18 黄瓜型棉蚜转接到几种寄主植物上的产仔量

9,+& 18 :!’ =’#=)B<(",). )? "!’ (<(<D@’= @,)"A#’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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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寄主型棉蚜之间的寄主转移通道

!& "& $# 棉花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之间的寄主转移通道

很多研究结果证实棉蚜确实存在寄主专化性［/ 0 1，23］，本试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棉花型和黄瓜型

棉蚜互相转接之后几乎不能正常生存。另外，本研究表明，棉花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都能够在夏寄主西葫芦

上生存和繁殖后代。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分别在西葫芦上培养 4 代后再分别转接到黄瓜和棉花上，其生命表

参数如表 5，存活率曲线如图 / 所示。

表 $# 棉花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在不同寄主上的生命表参数

%&’() $# %*) (+,) -&’() .&/&0)-)/1 2, -*) 32--24 &45 -*) 36360’)/ ’+2-7.) &.*+51 24 5+,,)/)4- *21- .(&4-1

转接类型 6!’ "7#’ )8 "9-.:#*-."-",). !; " #$
棉花蚜<棉花 =!><()""). 2?& @1 A @& 55- 25& ;2 A 5& ;5- ;& 5/ A ;& ;3-
黄瓜蚜<棉花 B:><()""). 5& 3? A ;& CCD 1& 2/ A 5& ;;D ;& 25 A ;& ;4D
棉花蚜<木槿 =!>< !,D,:(E: 4& 53 A 4& 5/- /& ?1 A 2& C5- ;& ;@ A ;& 55-
黄瓜蚜<木槿 B:>< !,D,:(E: ;& 35 A ;& @5- 3& C? A 4& 23- F ;& 5; A ;& 53-
棉花蚜<车前草 =!>< #*-."-,. ;& ;; A ;& ;;- F F
黄瓜蚜<车前草 B:>< #*-."-,. ;& ;; A ;& ;;- F F
棉花蚜<大叶黄杨 =!><%& ’()*+,-( ;& 21 A ;& 2?- 3& 4@ A 4& 23- F ;& 44 A ;& 4/-
黄瓜蚜<大叶黄杨 B:>< %& ’()*+,-( ;& ;/ A ;& 22- 5& 5; A 3& ?5- F ;& ;4 A ;& ;@-
棉花蚜<西葫芦 =!>< #EG#H,. 22& ?2 A C& 33- 22& ?; A 5& 5?- ;& 2? A ;& ;/-
黄瓜蚜<西葫芦 B:>< #EG#H,. 53& C1 A /& 1;D 22& 5C A 2& ;;- ;& 5C A ;& ;5D
棉花蚜<黄瓜 =!><(E(EGD’9 ;& ;5 A ;& ;/- F F
黄瓜蚜<黄瓜 B:><(E(EGD’9 45& @/ A 4& 15D 25& C2 A 2& 2? ;& 51 A ;& ;5

I I 同一列数据（平均值 A 标准差）后不同字母表示两寄主型棉蚜对相同寄主的差异显著性比较（. J ;& ;/）K,88’9’." *’""’9: （L’-. A MK）

8)**)%,.+ "!’ N-"- :!)% "!’ :,+.,8,(-." N,88’9’.(’ D’"%’’. "!’ "%) D,)"7#’ -#!,N: ") "!’ :-G’ !):" #*-." -" . J ;& ;/；=!>：棉花型 ()""). D,)"7#’ -#!,N，I

B:>：黄瓜型 (E(EGD’9 D,)"7#’ -#!,N

表 !# 西葫芦培养后的棉花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在黄瓜和棉花上的生命表参数

%&’() !# %*) (+,) -&’() .&/&0)-)/1 2, -*) 32--24 &45 36360’)/ ’+2-7.) &.*+51 24 36360’)/ &45 32--24 .(&4- &,-)/ ’)+48 /)&/)5 24 .60.9+4

转移路径 O-"!%-7 )8 "9-.:#*-."-",). !; " #$
棉花蚜<西葫芦<黄瓜 =!>< #EG#H,.<(E(EGD’9 53& 5/ A /& 5@- 22& @; A ;& 11- ;& 51 A ;& ;5-
黄瓜蚜<西葫芦<棉花 B:>< #EG#H,.<()""). 2;& 2@ A C& 12D 1& ?@ A 2& C/D ;& 5/ A ;& ;1-
黄瓜蚜<棉花 B:><()""). 5& 3? A ;& CCD( 1& 2/ A 5& ;;D ;& 25 A ;& ;4D
棉花蚜<黄瓜 =!><(E(EGD’9 ;& ;5 A ;& ;/( F F

I I 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竖向比较差异显著性 . J ;& ;/I K,88’9’." *’""’9: 8)**)%,.+ "!’ N-"- :!)% :,+.,8,(-." N,88’9’.(’ -" . J ;& ;/

I 图 /I 西葫芦培养后的棉花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在黄瓜和棉花上

的存活曲线

P,+& / I 6!’ :E9Q,Q-* (E9Q’ )8 "!’ ()""). -.N "!’ (E(EGD’9 D,)"7#’
-#!,N ). (E(EGD’9 -.N ()""). -8"’9 D’,.+ 9’-9’N ). #EG#H,.& =!><"!’
()""). D,)"7#’ -#!,N，B:><"!’ (E(EGD’9 D,)"7#’ -#!,N

由表 5 和图 / 可知，经西葫芦培养后，棉花型棉蚜

在黄瓜上的净增殖率、世代平均寿命、种群内禀增长率

和存活率与直接转接存在显著差异，经过在西葫芦上的

适应之后，棉花蚜转到黄瓜上的净增殖率是直接转接的

2525& / 倍，存活率曲线也反映了直接转接后存活率急

剧下降。黄瓜型棉蚜经西葫芦培养再转到棉花上，其净

增殖率是直接转接的 3& ;C 倍，内禀增长率是直接转接

的 5& ;C 倍，说明通过中间寄主西葫芦，棉花型棉蚜和黄

瓜型棉蚜可以互相迁移危害。

!& "& !# 木槿上棉蚜转移到黄瓜上的寄主通道

刘向东［24］等研究发现，木槿上棉蚜不能直接转移

到黄瓜上取食，但木槿上棉蚜经过 2 至 5 代适应后可以

在甜瓜上建立种群。本试验以木槿上棉蚜为虫源，先转

接到甜瓜上培养 4 代后再转接到黄瓜上，试验结果如表

4CC2I / 期 I I I 郑彩玲I 等：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0,1 2*113),, =*)Q’9）的寄主适应性及转移通道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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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由此可知，木槿上棉蚜经甜瓜培养后，能够在黄瓜上生存并建立种群，在黄瓜上连续 / 代的净增殖

率、平均寿命、内禀增长率都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木槿上棉蚜经过在甜瓜上培养后可以在黄瓜上稳定地存活

下来。

表 !" 木槿蚜虫经甜瓜培养后转接到黄瓜上连续 ! 代生命表参数

#$%&’ !" ()*’ +$%&’ ,$-$.’+’-/ 0* $,1)2/ *-0. 1)%)/34/ +0 3434.%’- $*+’- %’)56 34&+)7$+’2 05 .4/8.’&05 24-)56 +1-’’ 6’5’-$+)05/

转接代次 0’.’1-",).2 )3 "1-.2#*-."-",). !4 " #$

56 代 56 0’.’1-",). 7/& 76 8 9& /:- 6/& ;9 8 6& 76- 4& 7/ 8 4& 4/-

57 代 57 0’.’1-",). 6<& =7 8 9& ;/- 6/& 76 8 4& :7- 4& 74 8 4& 4/-

5/ 代 5/ 0’.’1-",). 6=& :4 8 :& ::- 6<& 77 8 7& />- 4& 6> 8 4& 4/-

? ? 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 @ 4& 49）? A,33’1’." *’""’12 3)**)%,.+ "!’ B-"- 2!)% 2,+.,3,(-." B,33’1’.(’

将木槿上的棉蚜先转接到棉花上，培养 / 代后再转接到西葫芦上，继续培养 / 代，最后将西葫芦上的棉蚜

再转接到黄瓜苗上的生命表参数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知，木槿蚜经棉花和西葫芦培养后，再转接到黄瓜上

的第 7 代和第 / 代的内禀增长率分别是 4& /4 8 4& 49 和 4& 7< 8 4& 4<，而第 6 代的是 4& 6= 8 4& 4<，表现出第 7 代

和第 / 代高于第 6 代，并且 / 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木槿上棉蚜经在棉花和西葫芦上培养后能够在黄瓜

上存活并繁殖后代。

表 9" 木槿蚜经棉花和西葫芦培养后转接到黄瓜上连续 ! 代生命表参数

#$%&’ 9" ()*’ +$%&’ ,$-$.’+’-/ 0* $,1)2/ *-0. 1)%)/34/ 05 3434.%’- $*+’- %’)56 34&+)7$+’2 05 30++05 $52 ,4.,8)5 24-)56 +1-’’ 6’5’-$+)05/

转接代次 0’.’1-",).2 )3 "1-.2#*-."-",). !4 " #$

56 代 56 0’.’1-",). 6/& 4: 8 9& <7- 6<& >/ 8 6& :7- 4& 6= 8 4& 4<-

57 代 57 0’.’1-",). 79& := 8 >& <9C 64& :4 8 6& /6C 4& /4 8 4& 49C

5/ 代 5/ 0’.’1-",). 6<& 76 8 <& 7>- 66& /; 8 6& >9C 4& 7< 8 4& 4<(

? ? 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 （% @ 4& 49）? A,33’1’." *’""’12 3)**)%,.+ "!’ B-"- 2!)% 2,+.,3,(-." B,33’1’.(’

!" 讨论

昆虫的寄主专化性是指昆虫对寄主取食的专一性反应，即对不同植物种类和取食部位的选择和嗜食程

度。在昆虫的进化过程中，昆虫种群为适应寄主及环境变化的需要常常分化为不同的寄主专化型［69］。这些

专化性的形成受到自然选择的驱动，同时也减少了搜寻寄主过程中的能量消耗［6;］。蚜虫显示了高度的专化

性，大多数的蚜虫种类仅限于取食一种或少数几种相近的寄主植物［6=］。棉蚜也不例外，试验结果表明，棉花

型棉蚜在黄瓜上及黄瓜型棉蚜在棉花上均不能正常建立种群，表现为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的净增殖率比在原

寄主上分别下降 >:4 倍和 67 倍，平均世代寿命缩短 9 D 67B，成蚜和仔蚜存活时间短、存活率低、仔蚜不能继

续产仔繁殖后代。从转接结果看，黄瓜型棉蚜转接到棉花上比棉花型棉蚜转接到黄瓜上存活情况要好，其净

增殖率分别为 7& <> 8 4& :: 和 4& 77 8 4& 49，这可能与黄瓜叶片表皮的绒毛有关，这些绒毛阻碍了棉花型棉蚜

的刺探和取食［6:］。在南京地区，棉花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都不能在车前草和大叶黄杨上存活。两寄主型棉

蚜在车前草上都不产仔，从而不能建立种群存活下去。在大叶黄杨上虽能产下少量仔蚜（棉花型和黄瓜型棉

蚜在大叶黄杨上的净增殖率分别是 4& 6= 8 4& 4> 和 4& 49 8 4& 66），但仔蚜生存 6 D 7B 后全部死亡，也不能建立

种群。说明在南京地区，车前草和大叶黄杨不是两寄主型棉蚜的适宜寄主。两寄主型棉蚜对相同寄主的适应

性结果表明，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对冬寄主木槿的利用上无显著差异，其净增殖率分别为 /& 7< 8 /& 79 和

4E <7 8 4& ;7。两寄主型棉蚜都能在西葫芦上存活、产仔并建立种群，但二者在西葫芦上的存活情况存在显著

差异，表现为棉花型棉蚜在西葫芦上的内禀增长率为 4& 6> 8 4& 49 而黄瓜型棉蚜为 4& 7: 8 4& 47。

F!-#)2!.,G)H （6>;9）对蚜虫的寄主转换后发现，蚜虫在不适合的寄主上连续饲养 64 代后可得到对该寄

主完全适应的蚜虫种群［6>］，而 I-C-**’1) 等研究发现，蚜虫在其他寄主上的取食经历不会改变其专化模式［74］。

本试验寄主转移通道结果表明，棉花型和黄瓜型棉蚜经过在西葫芦上培养几代后可以成功地转接到黄瓜和棉

<::6 ? 生? 态? 学? 报? ? ? 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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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上，转接后的内禀增长率分别为 /& 01 2 /& /0（棉花蚜3西葫芦3黄瓜）和 /& 04 2 /& /1（黄瓜蚜3西葫芦3棉花），

与原寄主上的（棉花蚜3棉花，黄瓜蚜3黄瓜分别是 /& 04 2 /& /5 和 /& 01 2 /& /0）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棉花

型棉蚜和黄瓜型棉蚜可以通过西葫芦作为桥梁寄主互相迁移，这也说明了专化不是绝对的，正如 6-.7 等所

言，寄主范围的专化性增加的进化没有定向性，也就是说，专化并不是终结点，相反，寄主范围的变化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08，00］。9:,.+ 的研究表明，冬寄主木槿上的棉蚜只能乔迁至棉花上而不能迁至黄瓜上［0;］；刘向东［8;］

等研究发现，南京地区木槿上的干母、干雌和有翅乔迁棉蚜均不能在黄瓜植物上存活及正常取食，由此推测木

槿蚜可能不是黄瓜上棉蚜的冬寄主。本试验经过研究发现，木槿蚜可以通过甜瓜、棉花和西葫芦等寄主转移

到黄瓜上取食并建立种群，说明木槿蚜是黄瓜上蚜虫的间接虫源。结合两寄主型棉蚜对相同寄主的适应性及

寄主转移通道，可以发现黄瓜型棉蚜依然保持着对主要冬寄主木槿的利用能力，而棉花型棉蚜也保持着对夏

寄主西葫芦的适应性，它们在向专化性和生物多样性方向进化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广泛寄主的利用能力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当然，以上这些是室内寄主转接的结果。在野外，木槿上棉蚜和棉花上棉蚜能否通

过这些中间寄主迁移到黄瓜上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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