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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棉蚜体色变化的生态遗传学机理 

赵惠燕 张改生。，汪世泽 
———甫五 ■ 210o) 玖罗％ 

抽 ■ 作者对各种不同生境中蚜虫休色进行了艇察．并道过旺胎解耐、染色悻姥检并究丁棒膏休色规律 

性壹亿的厚眉。试验绪晕表明，棉蟹休色在世代内稳定不变J在世代向捌随韫度升高体色由埠新变垂冀． 

温度辟．畦，悻色又由黄淅渐转绿。筑甘挺验证实I棉蚜体色变化与营养，寄主种类，光照竞质．盏培条 

件荨无关}但与温度鹰留耜联I性蚜伴色与韧产卵卵色坶为绿色．木植，花 权上的蟓黄色柳暂，其体色 

不奠温度改变，表明萁B枸戚棉蚜悻色变化的遗传当杰璃童．悻色随强度变化时暂虫在生矗渣恃学上一 

千基西基对环境荣件曲反应规范。 

斓 一·棉蚜，悻色，生蠢遗传学t遗传多去，厦应规范． 
_ — 一 ． -． - _ _ - _ 一 -  — — 一  

多种蚜虫表现有体色分化，如麦长管蚜(Macro,~#h=m flranarium K)有绿、淡绿、桔色 

之分l桃蚜．(Myzus~erdcae S)有黄绿，绿、褐、赤褐之别。究其原因，Takada I-I认为 

与取食植物种类有关 }Matsumo'~o K 等指出与季节温度有关，短时冷冻 刺 激 (5℃， 4 
— 8d)可使桡蚜绿型转变为红型 。Blaekmap R L 研究了世界不同区域的桃蚜生活周期 

变异、体色变异与基因型、环境的关系，指出温度与光周期是主要影响因素“ 。棉蚜(Aphis 

flossyD~i Glover)也具有明显的体色分化。张广学对棉蚜中不全局期型提出了绿色亚型与黄 

色亚型 ⋯ 。汪世泽等就棉蚜体色变化提出了 季节生物型 概念 ，指出其主要影响因素是 

温度。这些研究均表明蚜虫的体色分化与环境因素有关 。 

关于蚜虫体色变化的遗传学已有人傲过研究 ．N／tiller研究指出一桃蚜的红色和绿色 

受一对 等位基因控制，红色对绿色为显性 ⋯ 。笔者认为 如果棉蚜也是如此，就不可 能 出 

现淡绿、淡黄等中间类型，也不会存在体色随温度变化的现象。Tomiu K等研究证明某 些 

蚜 虫体色变化具有遗传多态现象，即处于同一种环境条件下由遗传基础不同的复等证基因决 

定了蚜虫种群中具有不同的颜 色性状表现 ⋯ 笔者认为如果棉蚜体色变化也属遗传 多 态， 

那么纯合后代个体遗传基础稳定(孤雌生殖j)，体色不会随温度有规律地变化。关于蚜虫染 

色体的研究近年来以BLackman等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工作。Blackrrmn通过对 挑 

蚜染色体的研究得知：不全局期的深绿色(dark green)挑蚜染色体数 (2n=13或2n=14)不 

同于全周期桃蚜的染色体数(2n：12)。因此将其从M z s pernicae中划分出去，成为 一崭 

种或生物型 。这实际上仍属于染色体的遗传多杰。原国辉研究指出：棉蚜群体内存在看 

两种易位体⋯ 。但黄色伏蚜是否就是易位体，绿色苗蚜是否就是正常体有待进一步 证 明。 

赵惠燕等研究推测棉蚜体色变化具有 4种遗传可能性，其中环境作用力，．基因反应规范的可 

能性最大，并从生态遗传学角度证明，黄绿蚜互变的转折温度为20；65℃ u”。 

棉蚜有2n=8条染色体，一生 中有性世代极短。l从受精卵孵化的蚜虫成熟后便开始孤雌 

‘gO氧、 教学生王玉梅、巴系昔赤戢了部分研究工怍，在此一并窜谶． 

车文予1991年 0月 3日收到。修改穑于1992：~3月l1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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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其后代的染色体组成依然是3AA+xx=8 因为孤雌生殖阶段不发生精、卵的随机 结 

合，所以后代的基因型不变。如果表现型有差异，则在受精卵一孵化便表现出来，不可能在 

孤雌后代的世代问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因此，究竞是什么原因使棉蚜体色性状产生 有规律的 

变化。为探明其根本原因，作者从以下 6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l 材辑与方法 

1．1 帮冬膏史— 稿蚜体色变化调查 ．． 

每年从4月 开始在校园里随机选取10株花椒与木槿，以后定点调查。前期每次10株全 

查 中期每株随机查1O簇幼叶}后期叶片定形后每株查1O个小 枝。每5—7d调 查1次。以 

5．5—9：O标准比色卡为尺度，将棉蚜体色由黄到绿分成 8个级别，即5．5为1级，6．0为2级， 
⋯ ⋯

， 9．O为 8级。记录各色级蚜量，观察越冬寄主上棉蚜体色的变化。 

1．2 棉田及笼罩棉花蚜虫体色变化调查 

5月中旬棉苗自然感蚜后，在棉田随机调查1O株棉花，记数各色级蚜量、天敌种类与数 

量以及棉花生长量。苗期(定苗前)整株全查，蕾新查半棣，剪铘 舌每袜棉花上、呻 、下各取两 

片叶。与此同时在田间随机用0．5m×O．5m×lm的5个笼罩分别将一整株棉花罩住，剔豫天 

敌。-每5—7d调查一次，记数各色级蚜量，以观察侨居蚜体色与数量动态。 

1．3 室内单独个体饲养蚜体色变化 

在花椒与禾槿上随机采集一批见卵壳的7— 8级绿色棉蚜，分别用小笼罩‘ mm)罩在 

棉花上饲养。记载髓温度升高或降低单个蚜虫后代体色变化的色卡值，直 至 变 成 1级 或 8 

级。供试土培棉花分别放在6个恒温箱中，每箱 3盆12株棉花，接13—27头／盆 蚜 虫，采用 

5支4OW 日光灯为光源，白天供以 12一“h光照。6种不同处理，重复2— 4次。处理为t 

1．苗期接采自花椒的蚜虫，一部分留第 1 d产出的若蚜，另一部分留第3 d产出的若蚜，留 

着蚜后剔除母蚜J 2．接采自木槿上的蚜虫，同样一部分 1 d后 一部分5d后副除母蚜留若 

蚜。观察不同虫源、不同剔除母蚜时间对体色变化的影响J 3与4．蕾铃期分别接采自花椒 

与束槿上的蚜虫，处理同苗期，观察植物不同生育期营养对体色变化妁影响}5与6．上述 

处理在接蚜后立即升温至24℃或28+C o 

1．4 室内混合饲养 

供试棉苗分别用道格拉斯培养液液流石英砂、河沙培养，每日液流2— 3次，保证各处 

理的 培棉营养一致。供试棉蚜预先培养在20％以下的恒温箱内，给予自然光照。在此条件 

下培养的棉蚜均为绿色型。将此蚜(巳饲养多代)接1O头／盆，放于底面积为50cm×50cm高为 

40cm、50cm的梯形玻璃箱内，随即升温。驯化 l局后每 日或隔日记载各色蚜量，至大量有趣 

个体产生为止。分别采用 自然光照和人工光源 

1．5 棉蚜不同体色胚胎解剖观察 

具体方法见参考文献【l1)。 

1．6 棉蚜体色变化的染色体观察 

选取未见眼点的小胚胎若干 ，用吸移管移^另一凹形玻片的 0．075mol KCI液中15—20 

mln，使细胞膨胀，然后在解剖镜下吸除KCI液，加入新配制的甲醇、冰醋酸(3："固定剂， 

停留 30—5Omin，中间变换 3次固定剂。从固定液中取出胚胎放于载玻片 上，在解却镜下用 

解前刀迅速将胚胎压碎，然后加一滴固定液使材料扩散。在酒精灯上缓缓加热，干燥后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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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将老化 7—1Od后的标本置于5mol／l HC：中15—2OmiI1，取出后用自来水冲洗2— 3 

遍。空气干燥后用1O 的Giemsa染色 20rain。取出后冲洗，空气干燥、镜捡、测量染 色 体 

相对长度，记录并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棉蚜体色变化与寄主种类、寄主生育期营养、虫源及射除母蚜时间的关系 

2．1．1 春季自然条件下棉蚜不论体色如何，不论其在何种植物上均表现为随温度升高数 量 

增加趋势(图 1)，只是黄色蚜增长速率比绿色蚜快。如果不考虑蚜虫由第 1寄主向第 2寄主 

迁飞，其结果是温度越高黄蚜数量增长越快，而绿蚜数量增至一定程度则降低(图2)，表明 

高温更适于黄色型繁殖。随着秋天的来临，温度逐渐降低，黄蚜数量下降，绿蚜数量猛增， 

表明低温更适于绿色型繁殖。棉蚜是典型r对策害 虫，世代周期短，常在作物生 长 期 6— 8 

代同堂不足为奇。因此，在自然条件下的植物生长期内黄绿蚜同处于一个种群是 自然 的现 

象。这也说明进行有性生殖的是绿色型，而进行孤雌生殖的既有绿蚜也有黄蚜。 

2．1．2 从种群数量动态看，第一寄主花椒、本槿在5月上旬就出现有翅蚜，5月中旬大 量 迁 

：{ 
奢i 

圈1 不 同寄主 上黄缘 蚜量鼬 时闻的 变化 

Fig．1 The CU~ve of gree and yeBow a}hld with 
chang g of time 0a hosts 

— — 即he green aphid on overwinierlng host． 

⋯ 一 The yellow aphid 011 overw lntering host． 

⋯ ·The yellow aphid on the cottou． 

· - - · u The gPeeli aphid on lhe COttOn． 

凰2 黄 孽蚜动 态总规 律 

Fig．2 The geueral rule in the dynamic of green 

and yellow aphid 

Y ，yellow aphid．C · Green aphid． 

飞，使蚜量变动呈二次 曲线形(图 3)。侨居 

在棉花上的蚜虫数量变动也呈现类似这种类 

型，只是时间长，中间(7— 8月)有低谷存 

在。在棉 田笼罩条件下，蚜量随棉株生长而 

增加，中间无低谷出现 这表明低谷的出现 

与天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6月初陕西荧 中 

小麦成熟，小麦上大部分天敌飞往棉田，很 

快使刚在棉花上发展起来的种群数量降低 。 

就体色变化而言，在整个植物生长季节中呈 

年复一年的周期变化，即由绿变黄，由黄变 

绿，表明棉田的伏蚜来 自苗蚜。 

／ 
．
／  

．  
． 

凰3 棉 蚜种群 数量动 志 

Fig．3 The populatou dynamic of the cotteu 

aphids 

1 越冬 寄主上 的蚜量 ．The quautily of aphids Oil 

overwlntariug hos1． 

2 笼罩埠 花上的 柏蚜量 ．The q~aailti of aphids 

iu the cage Oil the Cotton． 

3 自然 条件下 梅花上 的蚜 量．The quailtiy of a口hids 

0n the cottoil uuder nature COilditi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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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第一寄主在 6月底以后逐渐出现垒为黄色的少量典型伏蚜，此蚜是大量迁飞后偶 然 

遗留个体产生的后代，还是棉田或其它田有翅蚜飞回所产后代值得进一步研究。棉田7月初 

以后，蚜虫体色均为典型黄色并且体形明显变小e至 9月初逐渐又有绿色个体出现a 

2．1．4 室内不管是沙培(石英砂、河沙)还是土培棉花，不管所接虫源来自花椒还是 木槿， 

不管剔除母蚜时间长短与否，其后代的体色都表现为随温度升高时 间推移而变化 (表 1)，与 

虫源、剔除母蚜时间、栽培方式以及营养等无关。体色变化的总规律是温度越高变黄越快， 

温度越低变绿越快 例如在20~C升至24℃处理中，平均3．9代以后蚜虫体色全部变黄；在2O℃ 

升至28℃处理中，平均2．3代以后全部变化。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表2 表 3)表明温度对体 

色变化有显著的影响。 

另外，由棉蚜体色变化与寄主生育期、虫源关系试验结果与方差分析可以看 出 (表 4、 

表 5)。寄主生育期，虫源等对棉蚜体色变化均无显著影响。 

毫1 桷螺由孽变董所曩世代数与量度的关系 

Tohl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era 

Sure and the generation numbers from 

green to yellow in body colnnr of the 

cotton aphid 

苗 抽 
e

5
口

r
h
M M

。f 

重 复 Th e seedliag c0 n bud8 

The repli phase and bnlls 

cation 28℃ 2|℃ 28℃ 2|℃ 

(I) (2， (3) (4 ， 

l 3．25 j．oo 3．3l 2．67 

2 ‘．T5 2．tO 3．d‘ 2．制} 

3 4．oo 2．17 3．83 一  

‘ ‘．50 2．20 —  一  

寰5 体色变化与量度关景试鼍皇结果的多重比较 

Tnble 5 Tbe morereplicstJon contra*t of th 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body colour 

vatiotto~ ond 也 t temperstar e 

珂 耳 比值 处 理 结 果 

I七em  Valuo Treatrncut Results 

(1)一 (3) 0． l7 同温 

(1)一 (4) 1．88O0 不 向温 

(I)～ (2) 2．0076 不 同温 

(3)一 (4) 0．5358 不 同温 

(3)一 (2) I．‘868 不 屙温 

z(‘)-- X(2) O．B 5 嗣强 

· 差异曼 著 ． 

--整异饭量着。 

2．2 棉蚜体色变化与光照时间、光源光 

质的关系 

室内棉花不管是自然采光还是人工光源 

寰2 体色变化与置虞关景的方差分析 

Table 2 The ytritnc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ship be tween th e bo dy co]onr variation 

and the temperature 

变异采 探 
D ss M S F 

s。urce va~．mtiOU 

处 理 
The tceo~m ent 3 8．9697 2．9$EI9 t7．$503~ 

误 差 
The ．e ∞ r 9 1．5C76 0．I676 

总 变 异 
The total l2 10．4772 

寰4 抽蚜体色变与寄主生育期、虫孽的关景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 e bo dy co- 

]oar var iation of the cotton aphid and 

the developm ental phase of hOst and the 

fe目oⅡtce oi tphid 

苗 蚜 

重 舞
l—Seedling phase 

The 术 

皿 1擎 I R出os—e Ofcation l ： l目h 
j a b c‘l a b 0 

t 肄 期 
Phase of buds 

口qd bOlls 

舞i~e se{ 。 p
釉rick I。f： d 

l a b c 

。8．13 6．2 14 

8．4 6．2 12 

l a b c 

． 5 8．3 I6 

． 5 5．5 l3 

l0．o 5．6 Io 

*一8；试验第 5天体色色码值． b：试|蕾第1O天体色色 

码 值。c} 由缘蚜变 为黄好所 用时 阃‘d)． 

a E The value of COIOU~ code ou 5th day of 蓝 I． 

b：Tho VaIue of colOL~r code DⅡ 10th day oftest． 

c{The time fr0m grcoil to yellow in body 

colour of the cotton aphid． 

● 

● 

● 

8  8  9  9  

5  5  5  5  

5  5  5  6  

6  3  8  l  
罟_中  

l  0  d  5  

B  d  d  d  

8  O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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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5 捕膏体色童l匕与●主生育船，虫罩 

美景的方差分折 

Table 5 Tho varlsncal analysis 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 body colour y~rlation of 

the cotton aphids and th e deyelopmen— 

tal phase of host and the resource of 

aphid 

so 。黧毒‰i。 DF SS m F 
处 理 3 62

．4496 17．1B3 i．5036 ThetreatmoQt 

误 差 
The e ∞c 35 aa6．4i a6 1i．0404 

盛 变 异 35 43S
． B6 a1 The total 

时间 Time 

图 4 纯系培养十体体苴瞳时 变化规律 

F ．‘ The chmaging rulein the  body colour of 

the  pure lioe虹 d i血 a1fed Bt dif~ t 

time 

(日光灯)，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季，只要供以12一l4h光照，棉蚜体色均随温度升高 变 黄， 

随温度降低变绿。进一步的试验表明；所有处理的棉蚜体色都随温度升高色码值下降，呈负 

指数曲线形}随温度降低色码值上升呈正指数曲线形(图 4)。 

2．3 性蚜体色的观察 

秋末由第2寄主迁飞回越冬寄主上的性蚜及其所产性雌大多为绿色，色码值在7．5—9．0 

的占9O 以上。在大棚棉花上强迫棉蚜产生的性蚜到11月底全为绿色的 7～ 8级。另外，不 

论是花椒上的性雌还是棉花上的性雌，其初产卵色均为绿色，第 2或第 3天变成黑褐色。 

2．4 胚胎学与染色体方面的证据 

2．4．1 从详细解剖观察记载的249头蚜虫中发现不同寄主 上绿色蚜虫个体大小、卵巢管数、 

每管胚胎数无显著差异J室内饲养的由绿变黄的蚜虫个体大小、卵巢管数、每管胚胎数与自 

然条件下由绿变黄的个体无显著差异J而绿色蚜与典型黄蚜(色码为5．5)除个体大 小、每 管 

胚胎数有差异外，其它无显著差异。原因是黄色蚜在高温下体内代谢速度快，通过取食获取 

的营养用于建造自身与后代的数量小于绿色蚜 。 

2．4．2 根据所制的1 000多张棉蚜染色体玻片观察、记录和对219张染色体照片分析发现；任 

何寄主植物上的棉蚜染色体均为2n=8条，属于2倍孤雌生殖。在这 4对染色体中包括 3对 

较长和 1对较短的染色体，与国内外研究绪论一致。另外，染色体相对长度测量结果表明t 

各种体色的蚜虫均无显著差异(见表 6)。 

2．4．3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木槿与花椒上除了有体色随温度变化的绿色蚜外，还 有一种 从 卵 

里孵化出就为深黄色的蚜虫，此棉蚜在形态(除体色)、胚胎大小、数量，卵巢管数等生理解剖以 

及染色体数量，相对长度等方面均与其它色蚜无显著差异，但是体色不随温度变化而变 化。 

3 讨论 

试验巳表明，棉蚜为2n=8条染色体，其有性世代极短，仅在每年的秋末1，2周内，而 

无性孤雌生殖世代又是那么漫长，从受精卵孵化便开始孤雌生殖，1 a可发生 30—40代。在 

此期间后代染色体组成、基因型是不变的。遗传学上巳证明；许多表现型的稳定性较弱，常 

随环境条件改变 “ 。同一基因型在不同条件下存在不同表现型的例子不少。仅与温度有关的 

如：藏报春 (Primula$1nensi$)的某些品种在20℃开红花，在30℃开白花，喜马拉雅白化家 

兔在30~C以上温度条件下长出的毛都是白色，在25℃左右毛呈黑色}果蝇的棒眼小眼面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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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6 不同膏主不同体色性状的捕哥橐色体相对长度之比较 

Table 6 The relative length of the chromosome of cotton opbld of every colour types 

on different hosts 

寄 主 色 型 t检 验 
Ai A2 A3 A‘ 

Host Colour type ttesf 

花 擞 蟪 0．33 33 0．s700 0．223 3 0．1733 
Green 士0．0110 ±0．0173 士0．O06B ±0．0208 

Chinese 0．0052537{ 

prickly 8sh 黄 o．3273 0，s818 0．2297 0．1010 
Yellow  ±o．o1s5 ±o．0147 士0．0212 士0．0230 

颦 0．3323 0．20T9 0．S3S3 0．1809 
拓 花 Gri n 士o．Oii4 ±0．01S7 ±O．0050 ±0．0218 

0．0091g10 I3 

COtcoⅡ 黄 o．347t 0．S771 0．2l酣 0．1671 

Yellow ±0．c335 ±0．0076 士0．0291 士0．0160 

木 盛 蔓 0．3304 0．2722 0．2560 0．1689 
Green 士0．0170 ±0．0017 士0．0124 ±0．0145 

0．00675B92 Rose of 
黄 0．3405 0．2704 0．SS16 0．i&O5 

目hBr∞  YeI1ow ±0．O217 士0．0t04 ±0．02ON ±0．0207 

木 收 攘 黄 0．3375 0．S775 0．2i00 0．1775 
R0Se Of 
~ z'Orl D r̂k veLIow 士0．01S5 ±0．0090 士0．0082 ±0．01S6 

也随温度变化。从试验中得知，棉蚜中有随温度变化体色发生改变的个体，也有体色不发生 

变化的个体(如木槿，花椒上不变色的黄蚜)，表明这两类型棉蚜的遗传基础不同，不变色的 

棉蚜与变色的棉蚜构成了决定体色变化的遗传多态现象。对于变色的类型，决定其表现型对 

不 同环境反应的不是别的，而是遗传基础——基因型。遗传上把一个基因型在不 同环境中的 

可能反应范围叫作反应规范。要了解基因型的反应规范，只有把个体放在种种可能的环境条 

件下才能得知，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做不到的。对于棉蚜体色变化的问题本研究把其放在各 

种环境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合理的。 

分析棉蚜体色变化的根本原因应讨论适应酶或诱粤酶的反应规范闼题。例如某些品系的 

酵母菌在不含半乳糖的培养基里不产生半乳糖酶，如果以后让其生活在含半乳糖的培养基里 

过几代后他们就产生半乳糖酶，若再将其移回不含半乳糖的培养基里，过6—7代后它们就又 

不能产生半乳糖酶。这说明；酵母苗在 半 乳糖的刺激下形成半乳糖酶的能力不是由突变而 

来的。棉蚜也是如此，把在低温下产生的绿蚜放在高于20．65~C的条件下 其体色经过 几 代 

就变成黄色}若将此黄蚜再放回低温条件下，其体色经过几代又会变成绿色。同样这种变化 

也不是由突变产生的。因为：①这种变化能力是在无性生殖期产生的，@大部分个体同时获 

得这种能力，与突变的一般特征不一致，⑧突变频率不可能这样高(一般突变率为1O一)，回 

复突变的机率不会如此之大。 

但如前所述，不是所有酵母菌品系或蚜虫个体都有这种适应能力，这说明基因控制酶的 

产生过程。要产生酶不仅需要一定的基因型，而且需要一定的条件(表7)。根据棉蚜体色变 

化过程笔者认为其体色变化的生态遗传模式为： 

基因墅 啼酶—— l堂L 啼体色性状 

温度 真皮细胞色素粒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 

1期 赵惠燕等一再探棉蚜体色变化的生态遗传学机理 15 

衰 7 基因量与耳麓景件的关曩 

Table 7 The relatlonahIp between |enoty~o and envlroemoRt 

碎 母 ■ 的 环 境 条 件 囊 ■ 的 牟 蕾 条 件 
基 日越 Euvirovx~

．

eu
．

t of saccharomyco s 基 因量 
Euvlronmeut of~O~OU Bphid c盯aylaii~i． 

Ge~_otype 有柞用嚣 盂作用 ■ Genetype 怔 置 ★ 置 

Low tempe- Hightemp- 
Sub~tvate Non Suhstvte 

有 ● 无 ● 量 董 
gel Chaaglu 

Euzyme Non erJzyme Green Yeuow 

无 一 无 ● 董 董 
gel。 Uuchangiug 

N∞ euzymo Non enzyme Yeuow YeIlow 

Cba~ , b“y colour chauge· 

unchauEiuEz bBdy colour do not change． 

4 绪论 
．  

本研究将棉蚜体色性状置于种种可能环境条件下证明t棉蚜体色变化仅与温度变化密切 

相关，在生态遗传学上属于反应规范J而体色不随温度变化的个体与上述变化个体构成了遗 

传多态现象。要想获得如酵母菌那样强有力的‘基因一酶一作用物 的证据，还需做大量生理生 

化的研究和探索。这一方面因为蚜虫属于动物而不是象酵母菌那样的单趣胞植物，另一方面 

蚜虫本身的生理生化结构特点也远比酵母菌复杂得多。在此，本文是在生态遗传学方面做了 

进一步探索，而更深入对体色变化内在原因的揭示还有待于分子遗传学进一步阐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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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ECOLOGICAL GENETICS OF COTTON 

AP HID(APH GOSSYPII GLOVER)IN 

THEIR BODY COLOURS 

Zhao Hui—Yah Zhavg Gai-Sheng W ang Shi-Ze 

(NorthwesteYn Agricultural u戚wr ，YangI~ ．~tZtO0) 

The test results sh6wed也at the body colour is stable and 1113chen geable 

With in generation，namely，their life time is body eolour just borv，whether 

they are D栅 al or laboratory populatio~ and wh~her colony or 蛔dividual 

feeding，and whether hosts，cultural condition or developmental nut rjant t0 be 

the s~2le ot not．Bm th e b0dy colour change gradually from green to yellow 

ith t e temperature rjsing an d from yellow to green with the temtmrature 

reducing differant generstions．The Statistical test proved that tha body co1． 

our variation is not related to the nutrient，the kind of host，the quality of the 

light an d the cultural conditiqn,en d tt is only related to the temperature
． The 

~mFDer apbSds COIT~ from seeding印Mds．The body colour of sex apbids and 

egg colour that just born re green．Ⅱle dark yellow aphids were observed 

on the rose of SharoD and on Chinese prickly ash，an d thair colour is not 

changed with temperature from haehing of zygote t0 migr atory flight
． It is 

indicated that站 has revealed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in their dolours
．
The 

aphid that the ir body co]ollr is changeable belong to the reactio~ no。rm 

genotype t0 en vironmen t in ecological genetics．The col2cIusion and the vie— 

wpoi~t a bove were prov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embryology observation andI 

也e kary oErpe an alysis of chromosome． 

Key words：co．on aphid，eco!ogicul genetics，genetic polymorphism ，reee— 

tionl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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