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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基因组及功能基因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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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蚜虫作为刺吸式昆虫和植物病毒的传播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害虫之一。近几年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尤其是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蚜虫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取得了重大突破，使我们

对蚜虫特殊的生物学特征有了深层次的认识。本文就蚜虫与内共生菌关系、表型可塑性、发育和生殖、系统进化、
解毒酶基因家族以及唾液腺方面在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水平上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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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hids are one of most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ests which not only damage plants by feeding on their fluids but
also transmit viruses． Advances in molecular biology，especially genome sequencing technology，have resulted 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phid genomics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This in turn has allowed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phids． Here we review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hids and
symbionts，phenotypic plasticity，development，reproduction，phylogenetics，detoxification enzymes and aphid salivary
g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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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 虫 类 隶 属 于 昆 虫 纲 ( Insecta ) 同 翅 目

( Homoptera) 胸喙亚目( Stemorhyncha) ，包括 2 个

总 科，球 蚜 总 科 ( Adelgoidea ) 和 蚜 总 科

( Aphidoidea) 。蚜虫类是同翅目昆虫中一个较大

的类群，世界已知蚜虫种类 4 700 余种( von Dohlen
et al． ，2006) ，中国蚜虫类资源丰富，已知 1 000 余

种( Qiao and Zhang，2004) 。蚜虫刺吸植物的韧皮

部，吸食植物汁液，具有复杂的生活周期、生殖方

式 ( 孤雌生殖和有性生殖交替) 和表型可塑性，与

细菌有严格的共生关系，与寄主植物有严格的特

化关系。另外蚜虫还可以传播多种植物病毒从而

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蚜虫的这些特性，使

其成为众多昆虫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研究的对

象，以往多集中在蚜虫生物学、生态学和分类学方

面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基因测序技术的突飞猛进，致使测序成本

大幅下降，蚜虫的基因组及功能基因组学方面的

研究与日俱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本文就当前

蚜虫基因组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 蚜虫基因组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开展，昆虫基因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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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至少 12 种昆虫的基因组

已被测序或正在测序，最多的是双翅目昆虫。同

翅目昆虫只有豌豆蚜 Acyrthosiphon pisum 的基因组

完成了全测序，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基因组部分

序列已公布，桃蚜 Myzus persicae 的功能基因组研

究的较多。

1. 1 豌豆蚜 Acyrthosiphon pisum 基因组

国 际 蚜 虫 基 因 组 联 盟 ( IAGC， The
International Aphid Genomics Consortium) 利用鸟枪

测序法成功对豌豆蚜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测定，该

研究成果发 表 于 2010 年 2 月 23 日 美 国《PLoS
Biology》杂志上。豌豆蚜基因组大小约为 464 Mb，

综合各种基因预测方法估计有 35 000 个基因，在

昆虫中数量最多，其中约有 13 000 个基因在基因

组上发生重复，其功能包括染色质修饰、miRNA 合

成和糖转运等。大量重复基因，如单性生殖基因、
信号传输复制基因和对病毒媒介起重要作用的膜

输送相关基因，对揭开蚜虫独特生物学特性的分

子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具有进化保守性的

基因在基因组上发生丢失，如涉及 IMD 免疫通路、
硒蛋白的利用、嘌呤补救途径和鸟氨酸循环的基

因 ( The International Aphid Genomics Consortium，

2010) ，与免疫相关的基因发生丢失对蚜虫识别微

生物及信号传导有一定的危险性( Gerardo et al． ，

2010) 。

1. 2 桃蚜 Myzus persicae 功能基因组

Ramsey 等 ( 2007 ) 从 16 个 已 测 序 的 桃 蚜

cDNA 文库中建立了 26 669 个基因表达序列标签

( ESTs) ，建立的桃蚜 cDNA 文库包括有性生殖和

无性生殖整个蚜虫虫体的文库以及肠、头部和唾

液腺等组织的文库。通过对各 cDNA 文库进行比

较，发现有些基因的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有些基

因的表 达 是 取 食 烟 草 诱 导 的。此 外，还 鉴 定 了

2 423个桃蚜特有的新基因。通过比较 3 个蚜虫家

系的 cDNA 确定了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 ，可作

为遗传标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代表蛋白质的功

能差异，特别是一个高表达肠道蛋白酶不保守氨

基酸的替换可能对于桃蚜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适

应性有重要意义。

1. 3 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基因组

Bai 等( 2010) 用 Roche － 454 和 Illumina GA －
II 2 种方法测定了长度为 2. 78 × 108 bp 的大豆蚜

基因，产生了 19 293 个转录组和 56 688 个基因组

序列。从这些数据中，鉴定了 635 个 SNPs 和1 382
个微卫星标记，而且开发了可能用于鉴定大豆蚜

不同生物型的分子标记。此外，还发现了专性内

共 生 菌 Buchnera aphidicola 和 兼 性 内 共 生 菌

Hamiltonella defensa 的基因序列。

2 蚜虫与共生菌

豌豆蚜与共生菌 B． aphidicola APS 是最好的

研究昆虫专性共生关系的材料，基因组数据显示，

必需氨 基 酸 的 生 物 合 成 在 豌 豆 蚜 和 共 生 菌 B．
aphidicola APS 之间共享( Wilson et al． ，2010) 。氨

基酸氮元素的补给是将胺态氮经谷氨酸循环同化

为谷氨酸盐，谷氨酸盐循环是一个整合蚜菌共生

体氨基 酸 代 谢 补 充 氮 的 重 要 资 源 ( Hansen and
Moran，2011) 。豌豆蚜缺乏精氨酸合成能力，其生

长所需精氨酸是通过共生菌 B． aphidicola APS 产

生的，而豌豆蚜具有编码氨基酸合成反应的基因，

包括苏氨酸脱水酶和支链氨基酸转氨酶，而这些

酶在 B． aphidicola APS 中不能编码。豌豆蚜缺乏

编码核苷酸磷酸化酶和腺苷脱氢酶的嘌呤循环基

因，其共生菌 B． aphidicola APS 中的嘌呤代谢基

因可以加以补充，而 B． aphidicola APS 可通过蚜

虫产 生 的 鸟 苷 酸 来 满 足 自 身 核 苷 酸 的 需 求

( Ramsey et al． ，2010a ) 。虽然 Serratia symbiotica
对寄主 的 代 谢 和 耐 热 性 有 重 大 影 响，Burke 和

Moran( 2011) 用 S． symbiotica 感染豌豆蚜后，发现

其基因表达的变化幅度很小。因此，S． symbiotica
对宿主的代谢影响有可能是共生体本身新陈代谢

的结果，或宿主基因表达的转录后修饰。

3 蚜虫表型可塑性

Legeai 等( 2010) 结合豌豆蚜基因组高通量测

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分析的方法，确定了豌豆蚜 149
个 miRNA，包括 55 个保守 miRNA 和 94 个新型

miRNA，并研究了 miRNAs 对豌豆蚜不同形态的调

节，分析了整个生殖模式转换中 miRNA 的表达，

发现 miRNA 是调控蚜虫表型可塑性的重要基础。
Brisson 等( 2010) 研究了蚜虫不同翅形系统表

型可塑性的分子机制，蚜虫基因组中存在果蝇属

主要的翅发育基因如 apterous 和 decapentaplegic
的同源基因。Ghanim 等( 2006 ) 利用 cDNA 芯片，

比较了桃蚜有翅成蚜和无翅成蚜的基因表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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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ANT、OS-D 和 Mp takeout-like 的基因表达有明

显差别，在有翅蚜中这 3 个基因表达较高，可能与

蚜虫飞行和扩散有关。
Srinivasan 等( 2010 ) 分析了豌豆蚜基因组中

参与减数分裂和细胞循环的基因，发现了豌豆蚜

有其它后生动物同源的减数分裂重组基因和 G1—
S 期转变调控基因，并且减数分裂调控基因在蚜虫

不同生殖状态中呈现不同的表达，表明细胞循环

可塑性可能对蚜虫表型可塑性的进化有重要作

用。Rider Jr 等( 2010 ) 分析了豌豆蚜染色体结构

重塑的相关基因，发现豌豆蚜具有完整的后生动

物组蛋白修饰酶基因家族，这个家族比其他节肢

动物的基因家族有更高的多样性，对维持蚜虫复

杂的生活周期起着促进作用。

4 蚜虫发育和生殖

Shigenobu 等( 2010) 分析了豌豆蚜发育基因，

大多数与发育相关的基因在豌豆蚜中是很保守

的，但有些基因家族在不同蚜虫家系中发生了基

因复制和基因丢失，尤其是生长因子 beta ( TGFβ)

Wnt、JAK /STAT 和 EGF 通路上的基因。Tagu 等

( 2004 ) 检 测 了 禾 谷 缢 管 蚜 Rhopalosiphum padi
( L． ) 3 龄若虫从孤雌生殖向有性生殖转换的基因

表达( ESTs) ，发现 15 个基因与蚜虫发育和分化有

关。Trionnaire 等( 2005 ) 比较了生活在长日照和

短日照下的豌豆蚜的卵母细胞和脑的基因表达，

发现 13 个差异表达的基因，其中 7 个基因可能编

码表皮蛋白，这些基因的具体调节作用有待进一

步研究。这些工作为从分子水平解释蚜虫孤雌生

殖和有性生殖相互转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5 蚜虫系统进化

Ollivier 等( 2010 ) 以豌豆蚜基因组序列做参

照，注释了棉蚜、桃蚜、麦二叉蚜的 EST 库，经过系

统进化分析发现有些基因进化很快，包括一些蚜

虫特有的基因。对 4 个快速进化的基因 ( C002，

JHAMT，Apo 和 GH) 进行详细的系统进化研究，

结果表明进化速度的加快通常与基因复制事件有

关。Huerta-Cepas 等( 2010 ) 对豌豆蚜所有预测的

蛋白和 13 个基因组已知的节肢动物及 3 个外群

物种的同源蛋白进行系统进化分析，结果显示多

基因扩增是蚜虫特有的，4 058 个豌豆蚜基因在果

蝇中 有 同 源 基 因，可 进 行 功 能 注 释。Rispe 等

( 2008) 研究表明组蛋白酶 B 家族的半胱氨酸蛋白

酶基因在蚜虫家系中大量扩增，许多蛋白酶基因

表现出肠道特异的高表达。豌豆蚜基因组共有 28
个组蛋白酶 B 家族的基因拷贝，对蚜虫所有组蛋

白酶 B 基因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和分子进化速率的

估算，表明进化速度的重大改变往往发生在基因

复制以后。

6 蚜虫解毒酶基因家族

昆虫的解毒酶包括细胞色素 P450 单加氧酶，

谷胱甘肽 S － 转移酶和羧酸酯酶，昆虫在有毒植物

上通过解毒酶代谢，产生次级代谢产物。豌豆蚜

只取食豆科植物，桃蚜取食大于 40 个植物家族的

上百种植物，而桃蚜作为一个比豌豆蚜面临更多

植物次级代谢产物的物种，预测其需要一个更大

的解毒酶体系。对桃蚜的 cDNA 和豌豆蚜的基因

组序列比较后，发现桃蚜比豌豆蚜多 40% 的细胞

色素 P450 基因，但这 2 种蚜虫的谷胱甘肽 S － 转

移酶和羧酸酯酶的数量没有太大的区别( Ramsey
et al． ，2010b) 。Puinean 等( 2010) 利用桃蚜基因芯

片调查了桃蚜耐烟碱类杀虫剂的内在机制，发现 1
个 P450 基因的过量表达和一个表皮蛋白的过量

表达与烟碱类抗性相关。张云华等( 2010) 在豌豆

蚜基因组中发现 69 个 P450 基因，分别属于 13 个

家族和 18 个亚家族，其中 39 个基因有 EST 证据，

证明这些 P450 基因有生物学功能。

7 蚜虫唾液腺

蚜虫分泌的唾液是蚜虫与寄主植物互作的直

接物质，唾 液 中 的 蛋 白 成 分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Carolan 等( 2011 ) 利用豌豆蚜唾液腺的转录组和

蛋白质组学方法探讨了蚜虫与植物互作的效应蛋

白，在 1 577 个转录组翻译的蛋白和 925 个蛋白质

组鉴定的蛋白中有 300 多个蛋白有分泌信号肽，

其中有些蛋白已在蚜虫唾液中发现。300 多个分

泌蛋白中一半是蚜虫特有的，且功能未知。许多

效应蛋白比其他昆虫的同源蛋白进化更快，在线

虫和真菌中都有同源蛋白。一个功能未知的分泌

蛋白 C002，在被蚜虫危害过的蚕豆中检测到，这个

蛋白对蚜虫的取食行为有重要作用( Mutti et al． ，

2008) 。Harmel 等( 2008) 研究发现桃蚜唾液中有

葡萄糖氧化酶、葡萄糖脱氢酶、NADH 脱氢酶、α －
葡萄糖苷酶和 α － 淀粉酶，这些酶在植物与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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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中起重要作用。

8 展望

豌豆蚜是第 1 个有全长基因组序列的半变态

发育的模式生物，随着豌豆蚜全基因组序列的公

布，蚜虫基因组研究迅速发展，目前已完成对豌豆

蚜基因组的组装和注释，但这仅仅是对解释蚜虫

复杂生物学特征的第一步，为今后的纵深研究建

立了平台。对其它蚜虫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增加

蚜虫数据库的多样性、发展生物分析工具和对各

种基因进行功能研究等方面将是今后工作的重

点，最终为清楚的认识、更好的控制蚜虫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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