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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ophyid mite Tetraspinus populi Kuang et Hong is a new pest on Populus in Zaozhuang ,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The survey indicated that occurrence and damage levels varied on different varieties of Populus and

warm winter and lesser rainfall will favor its population growth.The heaviest infestation was occurred on Variety 2025

and next one was Variety 2001.It occurred more heavily on 1 ～ 2-year-old seeding than on 3 ～ 4-year-old young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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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四刺瘿螨 Tetraspinus populi Kuang et Hong 是杨树上发生的一种新害虫。调查显示 ,在不同的

杨树品种上该螨的发生及危害程度不同。暖冬和少雨有利于该螨的发生。在 2025 品种上发生最重 ,

2001 品种上次之。 1、2 年树龄的杨树发生较重 , 3 、4 年树龄的发生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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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四刺瘿螨 Tetraspinus populi Kuang et Hong

属蛛形纲 Arachnoidea、蜱螨亚纲 Acari 、瘿螨科

Eriophyidae ,主要危害杨树。该螨自 2000年传

入山东省枣庄 ,且在薛城区发生普遍。该螨体

小 ,在杨树上危害主要集中在新发梢叶上 ,严重

时造成中下部叶片变黄变褐 ,早期落叶;上部叶

片皱缩 、叶缘上卷 、梢叶枯焦 、新梢停止生长 。

该螨的危害特征与杨树上的其他瘿螨略有不

同。迄今为止 ,尚未见到有关该螨生物学特性

的文献报道。作者于 2001 ～ 2003年对该螨的

生物学特性及发生危害进行了观察研究 ,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野外调查

对全区全市 42个杨树苗圃和 62处杨树片

林及林网等进行多次调查 ,均不同程度地发生

了杨四刺瘿螨 。由于该虫的发生世代重叠严

重 ,从 4月到 9该虫的发生期间 ,作者对其进行

了细致的观察 ,并对不同世代的卵分别连同叶

片采回 ,用于室内饲养观察 。

1.2　室内饲养观察

将带有杨四刺瘿螨卵的枝条剪成长度 30

～ 40 cm ,分别插于杯中 ,并根据采集时间编号 ,

分别置于常温下饲养观察 ,观察其生长 、发育过

程 。待幼虫孵出后 ,即使添加新鲜食料 ,并经常

换水 ,使枝条保持新鲜 。在田加食料时 ,一般将

新鲜嫩枝与原来的枝条绑在一起 ,使幼虫能自

然的爬到新鲜枝叶上取食。在饲养过程中定期

拍照 、测量 ,并详细记录不同虫态在不同发育过

程中的形态特征 、体长及头宽。至老熟幼虫时 ,

将其连同食料一起移入玻璃缸内 ,并在缸内放

置部分带有鳞牙及翘皮的枝条供其化蛹。羽化

后 ,将玻璃钢放置在阳台上 ,以使其最大程度的

接近自然环境。到翌年 4月成虫开始活动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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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观察 。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态特征

图 2　杨四刺瘿螨年生活史

雌螨:体扁平 , 纺锤形 ,长 180 μm , 宽 80

μm ,橙黄色 。喙长 22.5 μm ,斜下伸。背盾板长

42.5 μm ,宽75μm ,前叶突较发达 ,有端刺 1对;

侧中线不完整 ,其余纵线退化;背瘤位于近盾后

缘 ,瘤距 40μm ,背瘤间有一弧线 ,背毛 9 μm ,斜

后指。基节间有腹板线 ,基节光滑 ,基节刚毛 3

对。足 Ⅰ长 32 μm ,足 Ⅱ长 30μm ,足具模式刚

毛 ,前胫节刚毛生于背基部 1 3 处 , 羽状爪单

一 ,4支 ,爪具端球。大体有宽背中槽 ,背环 32

个 ,光滑;腹环 60个 ,具圆形微瘤。侧毛 38μm ,

生于 17 环。腹毛 Ⅰ46 μm , 生于 29 环;Ⅱ 20

μm ,生于 45环;Ⅲ 26 μm ,生于体末 5环 ,尾体

背环有圆形微瘤 ,有副毛 。雌性外生殖器长 14

μm ,宽 21.5μm ,生殖器盖片上有纵肋 8条 ,生殖

毛12 μm。营自由生活(图1)。

雄螨:体长 175μm ,宽 70 μm 。雄性外生殖

器宽 19μm ,生殖毛 12μm 。

2.2　生活史

杨四刺瘿螨在当地 1年发生 5代 ,以成螨

在杨树鳞芽内 、树皮裂缝内越冬 , 4月上中旬杨

树萌芽期 ,越冬成螨出蛰活动 ,刺吸嫩芽及新展

开的叶片;4月底 ,第 1代卵出现 。从第 2代开

始 ,杨苗上常见到不同虫态的瘿螨 ,有世代重叠

现象 ,5月底 、6月初严重危害状开始显现 ,全年

共有 4次危害高峰期 ,分别在 5月下旬 、6月中

旬 、7月中旬和 8月下旬 ,高峰期期间的虫口密

度最大 ,为全年的发生盛期 , 9月份该螨的发生

量下降 ,9月底休眠越冬。其生活史见图 2。

图 1　杨四刺瘿螨 形态特征图

a.雌背面观　b.足基节和雌外生殖器　c.羽状爪

d.侧肤纹结构　e.足Ⅰ , Ⅱ 　f.雄外生殖器

2.3　为害特征

杨四刺瘿螨主要危害杨树新发梢叶 ,易集

中于苗梢 80 cm 范围内危害 ,尤以新发梢叶处

为重。调查统计表明 ,杨四刺瘿螨对叶 、梢及叶

柄的危害每 cm
2
螨量达到 2.3头时 ,其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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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状则显示出来 ,既叶片上先在叶片基部及

叶脉部位呈现灰白色 ,扩展停滞 ,增厚易脆 ,皱

缩上卷 ,叶缘枯焦 ,似日灼危害状 ,极易提前落

叶;在梢部和叶柄上的危害则使顶梢表皮及叶

柄由绿色变成紫红色 ,似疮痂状增厚 ,棱脊明

显。

2.3.1　对不同杨树品种发生为害情况:不同杨

树品种发生危害情况见图 3。杨四刺瘿螨在

2025品种上发生最重;在 2001 上次之;在中林

46上较轻;在 107上最轻 。在 2025和 2001 品

种的杨树上发生危害 ,造成杨树顶梢嫩叶紫红

色 ,叶片皱缩 ,严重者导致梢部干枯;中下部叶

片 、叶柄呈褐色;在 107和中林 46上危害 ,梢部

表现不明显 ,中下部叶片变黄 、变褐 ,造成早期

落叶 。

图 3　4种杨树品种发生杨四刺瘿螨情况

2.3.2　发生为害与树龄的关系:2002 年 ,在 1

～ 4年生的2025 ,2001 ,中林 46 ,107不同品种的

杨树上调查 ,结果显示 ,该螨在不同树龄 、不同

品种的杨树上发生危害不同 , 1年 、2年树龄的

杨树发生较重 , 3年 、4 年树龄的发生较轻(表

1)。

2.3.3　发生为害与环境的关系:2001 年冬季

(2000 年 12 月 ～ 2001 年 2 月)平均气温为

2.7℃,最冷气温为 -9.3℃(2001 年 1 月 15

日),年平均降雨量为 793.4 mm;2002年冬季平

均气温为 3.9℃,最冷气温为-6.1℃(2002年 1

月23日),年平均降雨量为 527.6 mm;2003 年

冬季平均气温为 2.1℃,最冷气温为-9.6℃,年

平均降雨量 1 259.21 mm 。而历年冬季平均气

温 1.7℃,最冷气温为-17.3℃,年平均降雨量

733 mm。通过对比分析 ,认为 2001年冬季平均

温度高 ,雨量适中 ,杨四刺瘿螨发生量大;2002

年冬季平均气温高 ,年降雨量少 ,利于杨四刺瘿

螨更大发生 ,所以 2002 年危害最重;2003年冬

季平均气温低 ,平均降雨量特别大 ,不利于杨四

刺瘿螨发生 ,密度小 、危害轻 。结果见表 2。

表 1　不同树龄 、不同品种杨树杨四刺瘿螨

发生的情况(2002年 6 月)

树龄

(年)

2025 2001 中林 46 107

株数

(株)

平均虫

株率

(%)

株数

(株)

平均虫

株率

(%)

株数

(株)

平均虫

株率

(%)

株数

(株)

平均虫

株率

(%)

1 32 100 38 100 29 72 40 58

2 35 72 36 61 38 28 28 12

3 37 35 42 19 35 5 32 0

4 29 8 28 2 30 0 37 0

表2　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杨四刺瘿螨的发生情况

年度
平均气

温(℃)
最低气

温(℃)
平均降雨

量(mm)
调查株

数(株)

平均虫

株率

(%)

平均虫口

密度

(头 cm2)

2001 2.7 -9.3 793.4 32 100 2.5

2002 3.9 -6.1 527.6 40 100 3

2003 2.1 -9.6 1259.21 35 100 2

注:调查杨树品种为 2052 ,树龄均为 1年。

2.3.4　发生为害对杨树高度 、粗度及延长枝的

影响:杨四刺瘿螨在杨树上的发生危害 ,造成新

梢枯焦 ,顶部不能延长生长 ,叶片卷缩 ,中下部

叶片变黄 、变褐 ,甚至早期落叶 ,严重影响光合

作用 ,对杨树全年的高度 、粗度生长和延长枝的

生长造成很大影响。在绳桥苗圃对1年生2025

杨树苗木的高度 、粗度生长及 3 年生树木延长

枝的长度生长情况调查 ,结果见表 3。由表 3

的数据可看出 ,与正常相比 ,被害杨树的平均高

度 、粗度及枝生长有明显的差异 。

表 3　杨四刺瘿螨对杨树高度 、粗度及

延长枝的影响(2003 年)

为害状
平均苗木

高度(cm)

平均苗木

粗度(cm)

平均延长

枝长度(cm)

无为害状 448 8.4 210

有为害状 302 4.4 75

注:调查杨树品种为 2052 ,调查株数为 3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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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只发现杨四刺瘿螨在杨树上寄生 ,且

在不同的杨树品种上该螨的发生及危害程度不

同 ,暖冬和少雨有利于该螨的发生 ,在 2025 品

种上发生最重 ,2001品种上次之。1年 、2年树

龄的杨树发生较重 ,3 、4 年树龄发生较轻 。是

否还有其它寄主 ,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该螨体

小 ,主动扩散能力差 ,易于防治 ,但考虑到杨树

树冠高大 ,不利喷药 ,在不至于成灾危害的前提

下 ,提倡“依虫治虫” ,既利用天敌来控制该螨的

危害 ,目前 ,作者观察到七星瓢虫 、多异瓢虫 、黑

缘瓢虫 、红点唇瓢虫均是该螨的天敌。今后 ,在

推广利用天敌防治该螨的基础上 ,对不同天敌

的食虫量和发现新的天敌 ,希望有新的突破 ,同

时 ,对雌螨的产卵量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致谢　承蒙南京农业大学洪晓月教授鉴定杨四

刺瘿螨虫学名及绘图以及提供形态描述的详细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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