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章 编 号 : 1003-8701(2006)06-0032-03

智利小植绥螨捕食猎物种类的研究

鲁 新 , 李丽娟 , 刘宏伟 , 张国红 , 丁 岩 , 汪洋洲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植 物 保 护 研 究 所 , 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

摘 要 : 以 引 进 的 智 利 小 植 绥 螨 为 捕 食 者 , 以 当 地 苹 果 、李 子 、梨 、菜 豆 、番 茄 、黄 瓜 、大 豆 、玉 米 、月 季 上

寄 生 的 害 螨 为 猎 物 , 在 实 验 室 条 件 下 进 行 了 捕 食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智 利 小 植 绥 螨 能 够 捕 食 上 述 寄 主 植 物 上 的

害 螨 , 被 捕 食 的 害 螨 种 类 主 要 有 苹 果 全 爪 螨 、山 楂 叶 螨 、二 斑 叶 螨 、朱 砂 叶 螨 和 截 形 叶 螨 。因 此 认 为 , 在 果 园 、

保 护 地 和 大 田 等 地 释 放 智 利 小 植 绥 螨 控 制 主 要 害 螨 的 危 害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能 够 取 得 明 显 的 防 治 效 果 。

关 键 词 : 智 利 小 植 绥 螨 ; 害 螨 ; 捕 食 者 ; 猎 物

中 图 分 类 号 : S476 文 献 标 识 码 : A

智利小植绥螨[Phytoseiulus persimilis (A thias-H enriot)]是一个优 良的捕食类 螨种 , 其特点 是适应性

强、捕食量大、繁殖力强、行动敏捷和扩散能力强。该螨种被许多国家相继引用 , 并进行商品化生产 , 用

于防治棉花、蔬菜、果树和花卉上的害螨取得了显著的防治效果。我国南方已有一些应用的报道[1～4], 而

在东北尚未见用于控制害螨的研究 , 为此引进了该种捕食螨捕食猎物种类的初步试验 , 以便为 进一步

的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猎 物(害 螨): 在 害 螨 发 生 季 节 采 集 果 树 、蔬 菜 、花 卉 、玉 米 和 大 豆 叶 片 上 的 害 螨 成 螨 , 带 回 室 内 并

保存于 5 ℃～7 ℃的冰箱内备用。

捕食螨 : 室内人工饲养的智利小植绥螨成螨。

自 制 小 室 : 均 采 用 厚 度 为 7 m m 和 4 m m 两 种 有 机 玻 璃 板 加 工 而 成 , 首 先 将 两 种 板 切 割 成 50

m m ×50 m m 的 正 方 形 , 然 后 在 厚 板 面 中 央 钻 直 径 为 28 m m 的 圆 孔 , 在 薄 板 中 央 钻 直 径 为 4 m m 的 圆

孔 , 将薄板圆孔 用 260 目铜纱粘 封。厚板钻 孔空间作为 捕食螨和猎 物的 实 验 空 间 , 即 小 室 , 体 积 4.31

cm 3。薄板用来作为底和盖封闭小室 , 薄板上的圆孔为通气孔。

培养箱 : H G 75-3 型电热培养箱。

1.2 方法

以钻孔薄板为小室底部 , 垫上一层吸水纸 , 放上钻孔厚板 , 形成一个体积 为 4.31 cm 3 的小室空 间 ,

每个小室内接入 1 头捕食螨雌性成螨 , 接入 10 或 15 头害螨供捕食 , 再盖上薄板 , 用橡皮筋 扎捆牢固 ,

放 入温度 27℃、R H 75% ±5% 、光照 16 h 的培 养箱中。每天 调 查 1 次 害 螨 被 捕 食 数 , 每 次 调 查 后 再 将

捕食螨挑入备有设定害螨数的新小室内 , 连续调查 5 d , 试验重复 10 或 5 次。以此确定捕食螨对不同

猎物的喜好程度和捕食量 , 同时鉴定猎物种类 , 明确捕食螨的捕食范围。

2 结果与分析

2003 年对采自菜 豆、山丁苹果 树 、红 凤 苹 果 树 和 李 子 树 上 的 害 螨 进 行 了 捕 食 试 验 , 捕 食 螨 捕 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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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寄主植物上的害螨数量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2、3 所示。

由表1分析得 出 , 智利小植 绥螨个体 间 捕

食同种猎物的数量存 在一定的 差异 , 但差异 不

明显 , 智利小植绥螨对 不同种猎物 的捕食数 量

有较大差异。饲喂的二斑叶螨、苹果全爪螨(山

丁苹果)、苹果 全爪螨(红凤 苹果)和 山 楂 叶 螨 的

日平均捕食量分别为8.54、8.24、7.58和5.9头。

由表 2 分析看 出 , 在 5 d 之内智 利小植绥

螨的每日平均捕食量略有 差异 , 第 1 d 的 捕食

量偏少。

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 , 在上 述供试的 3 种 害

螨 中 , 二 斑 叶 螨 、苹 果 全 爪 螨 2 种 叶 螨 的 被 捕

食数量之间 差异不显著 , 而均与山楂 叶螨被捕

食的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可见供试的猎物中智利小植绥螨比较喜好捕食二斑叶螨和苹果全爪螨 , 捕食

山楂叶螨能力稍差。

2004 年 对 采 自 草 、大 豆 、玉 米 、梨 树 和 月 季 上 的 害 螨 进 行 了 捕 食 试 验 , 捕 食 螨 捕 食 5 种 寄 主 植

物上的害螨数量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5、6。

由表 4 分析得 出 , 智利小植 绥螨个体 间 捕

食同种寄主上的猎物 数量没有 差异 , 捕食不 同

寄 主 植 物 来 源 的 同 种 猎 物 的 数 量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 捕食不 同种猎物也 存在差异 , 对 草 、大

豆 、玉 米 、梨 树 和 月 季 上 的 害 螨 平 均 日 捕 食 量

分别为 12.92、12.76、9.64、7.72 和 3.60 头。

由表 5 分析看出 , 在 5 d 之内智利小植绥螨的日平均捕食量存在差异。

方差分析得出 , 智利小植 绥螨对 5 种寄 主植物的害 螨均能捕食 , 草和大豆 上的害螨(二 斑叶螨、

截形叶螨、朱砂叶 螨)被捕食的 数量差异 不显著 , 玉米 、梨树、月季上 的害螨(截形 叶螨、朱砂叶 螨、山楂

表 4 捕 食 螨 捕 食 5 种 寄 主 植 物 上 的 害 螨 数 量 统 计 分 析

捕食螨序号 草朱砂、二斑叶螨 大豆截形、朱砂叶螨 玉米截形、朱砂叶螨 梨树山楂叶螨 月季朱砂叶螨

1 13.6 a A 13.4 a A 4.4 a A
2 13.4 a A 13.2 a A 4.4 a A
3 13.2 a A 12.8 a A 3.8 a A
4 12.4 a A 12.2 a A 3.2 a A
5 12.0 a A 12.2 a A 2.2 a A

总平均 12.92 ±0.69 12.76 ±0.56 9.64 ±1.13 7.72 ±1.14 3.60 ±0.93

注: 表中数据为每天饲喂 15 头叶螨、连续 5 d 的捕食日平均值

11.4 a A
9.8 ab A
9.6 b A
9.0 ab A
8.4 ab A

9.6 a A
8.0 b A
7.0 b A
7.0 ab A
7.0 b A

表 1 捕 食 螨 捕 食 4 种 寄 主 植 物 上 的 害 螨 数 量 统 计 分 析

捕食螨序号 菜豆二斑叶螨 山丁苹果苹果全爪螨 红凤苹果苹果全爪螨 李子山楂叶螨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平均

注: 表中数据为每天饲喂 10 头叶螨、连续 5 d 的捕食日平均值

9.6 a A
9.6 a A
9.6 a A
8.8 ab A B

8.8 ab A B

8.8 ab A B

8.4 abc A BC

7.6 bcd BC

7.2 d BC

7.0 d C

8.54±0.98

9.2 a A
8.8 a A
8.6 a A
8.6 a A
8.4 a A
8.2 a A

7.8 a A
8.0 a A

7.6 a A
7.2 a A
8.24 ±0.60

9.2 a A
8.6 a A
8.4 a A B
8.4 a A B
8.2 a A BC
7.8 a A BCD
7.4 ab A BCD
7.2 abc A BCD
5.4 bc BCD
5.2 c D
7.58±1.33

7.6 A
7.2 A
6.6 A
6.4 A
6.0 A
5.4 A
5.2 A
5.0 A
5.0 A
4.6 A
5.90±1.02

a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b

表 2 10 头 捕 食 螨 的 日 平 均 捕 食 量 比 较 结 果

调查时间
菜豆

二斑叶螨

山丁苹果

苹果全爪螨

红凤苹果

苹果全爪螨

李子

山楂叶螨

第 1 d 8.3 7.3 6.2 4.9
第 2 d 9.0 8.8 8.1 6.3
第 3 d 8.6 8.3 8.1 5.7

第 4 d 8.4 9.1 7.7 5.8
第 5 d 8.4 7.7 7.8 6.8

表 3 4 种 猎 物 5 d 被 捕 食 数 量 的 比 较 结 果

处 理 平均值 5% 显著水平 1% 极显著水平

二斑叶螨(菜豆) 42.7 a A
苹果全爪螨(山丁) 41.2 a A
苹果全爪螨(红凤) 37.9 a A
山楂叶螨(李子) 29.5 b B

表 5 5 头 捕 食 螨 的 日 平 均 捕 食 量 比 较 结 果

调查

时间

草朱砂、

二斑叶螨

大豆截形、

朱砂叶螨

玉米截形、

朱砂叶螨

梨树

山楂叶螨

月季

朱砂叶螨

第 1 d 14.4 13.2 12.8 6.0 2.4
第 2 d 14.4 13.6 12.8 6.8 4.6
第 3 d 12.6 13.4 7.2 7.8 4.6
第 4 d 12.6 11.2 8.2 8.0 4.4
第 5 d 10.6 12.4 7.2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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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 望

影响玉米科学施肥效果的玉米品种因素不断更新和环境因素不断变化 , 这就需要科技工作者们更

加深入地研究玉米科学施肥技术 , 为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服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 应该做好以下

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

①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技术指导下的底肥、口肥、追肥(分层、分次)相结合的玉米科

学施肥技术 ;

②研究不同土壤的供肥规律和不同玉米品种的需肥特性 , 确定肥料配方 ;

③尽快研制省工、省力环境友好的缓释 /控释玉米专用肥 , 代替普通玉米专用肥 , 为底肥 - 口肥 -

免追肥施肥法应用推广保驾护航 ;

④研究底肥 - 口肥 - 免追肥施肥法应用的环境条件 , 使该施肥法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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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螨)被 捕 食 的 数 量 差 异 显 著 , 而 且 与 草 和

大豆上的害螨被捕食数比较也有明显差异。由

于寄主植物 不同 , 同种害 螨被捕食的 数量差异

较大。

2005 年对采于架豆角、番茄和黄瓜上的害

螨进行了捕食试验 , 平均日捕食量分 别为 7.2、

5.8 和 3.5 头 。 在 对 智 利 小 植 绥 螨 进 行 捕 食 害

螨种类试验的同 时 , 对来源与 不同寄主上 的害

螨进行了鉴定 , 结果详见表 7。

3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试 验结果认为 , 智利小植 绥 螨 能

够 捕 食 苹 果 树 、李 子 树 、梨 树 、菜 豆 、番 茄 、黄

瓜、大豆、玉米、月季上的害螨 。捕食的害螨 种

类 主 要 有 : 苹 果 全 爪 螨 、山 楂 叶 螨 、二 斑 叶 螨 、

朱砂叶螨和截 形叶螨 , 这 5 种叶螨是吉 林省果

树、蔬菜、花卉和大田作物上的主要害螨 , 所以利用释放智利小植绥螨控制其危害是完全可能的 , 能够

取得明显的防治效果。该项实验中不同处理猎物被捕食量的多少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智利小植绥螨

对取食某种害螨的喜好性 , 但是捕食量的多少与不同猎物身体的大小、活动能力和习性等又有 密切的

关系 , 本实验主要明确的是智利小植绥螨的捕食范围 , 而捕食数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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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 同 寄 主 植 物 上 害 螨 的 鉴 定 结 果

寄主名称 学 名 中文名称

李子 Tetranychus vienensis Zacher 山楂叶螨

梨 Tetranychus vienensis Zacher 山楂叶螨(数量多)
Panonychus ulmi (K och) 苹果全爪螨

苹果(红凤) Panonychus ulmi(K och) 苹果全爪螨

苹果(山丁) Panonychus ulmi(K och) 苹果全爪螨(数量多)
Tetranychus vienensis Zacher 山楂叶螨

草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Boisduval) 朱砂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K och 二斑叶螨

玉米 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 截形叶螨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Boisduval 朱砂叶螨

大豆 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 截形叶螨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Boisduval 朱砂叶螨

月季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Boisduval朱砂叶螨

表 6 5 种 寄 主 植 物 上 的 猎 物 5 d 被 捕 食 数 量 比 较 结 果

处 理 平均值 5% 显著水平 1% 极显著水平

草 64.6 a A
大 豆 63.8 a A
玉 米 48.2 b B
梨 树 38.6 c C
月 季 18.0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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