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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 lation dynam ics of carm ine sp ider m ite, Tetranychus c innabarinus, under in ten sive cu l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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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 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 ey Laboratory of H orticultural Crop s Genetic Improvem ent, M 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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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e ffect o f in tensive cu lture on carm ine sp ider m ite, T etrany chus

cinnabarinus ( Bo isduval), the population dynam ics on bean, eggplant, sw eet pepper, cucum ber and tom ato in

p lastic shed and open fie ld in Be ijing area we re investiga ted in 2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rm ine sp ider

m ite populations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m idd le o f June, and decreased a t the end of June in greenhouse. The

ca rm ine spider m ite on bean, eggp lant, swee t pepper and cucum be r happened a t the beg inning o f June in the

open fie ld in spring crop and the ra tio of p lants w ith m ites increased rap id ly than the sp iderm ite dens ities. No

spider m ite w as found on tom ato. In Autumn crop, the quantities of T. cinnabarinus on bean, eggp lant and

cucum ber were pre tty low and the sp iderm ites per p lant were not higher than 13. 3. No sp ide rm ites w ere found

on toma to o r sw eet pepper in p lastic shed or open fie ld. The intensive culture w as considered as a cr itica l factor

for decreasing the carm ine spider m ites and the harm fu lw eathe r cond ition w as a lso im portant.

K ey words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intensive culture, population dynam ics

摘  要  为了明确集约化栽培管理模式对蔬菜上朱砂叶螨 T etrany chus cinnabar inu s( Boisduva l)的种群数

量及动态的影响, 2008年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塑料棚和露地春、秋茬 5种蔬菜上, 调查了该螨的种

群动态。结果表明, 6月中旬春棚的朱砂叶螨种群数量达到高峰期, 6月下旬后则明显下降; 露地春茬菜

豆、茄子、甜椒和黄瓜于 6月上旬始见叶螨发生, 有螨株率比单株螨量增长迅速, 番茄上未发现叶螨。塑

料棚和露地秋茬菜豆、茄子和黄瓜上朱砂叶螨发生数量低于 131 3头 /株,番茄、甜椒寄主上均未发现叶

螨为害。分析认为, 集约化栽培措施是制约朱砂叶螨种群发生数量的关键因素, 降雨和高湿等不良的气

象条件也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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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螨属于蜱螨亚纲真螨目叶螨科, 是农作

物的 一类重要害 螨。在田 间, 朱砂叶螨

Tetrany chus cinnabarinus ( Bo isduva l)、截形叶螨

T1 truncatus和二斑叶螨 T1 urticae常混合发
生,寄主植物高达 150多种

[ 1]
, 对棉花、果树、蔬

菜和瓜类常造成严重为害, 可使植株叶片干枯

脱落, 甚至成片死亡
[ 2 ]
。

作物集约化栽培是相对粗放管理而言,系

指集中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精耕细作的栽

培管理模式
[ 3]

, 直接影响害虫的生态位及种群

发生数量
[ 4]
。党益春等研究表明, 不同的土壤

耕作技术、灌溉方式和灌水量等对棉田叶螨的

种群发生数量及种群动态的影响很大
[ 5, 6]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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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菜田叶螨的研究尚未见同类报道。目前,蔬

菜叶螨的防治主要采用化学防治法
[ 7~ 10]

, 不仅

污染生态环境,还使叶螨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

性
[ 11]

,增加了治理难度
[ 1]
。为此, 作者在初步

鉴定京郊菜区叶螨优势种类为朱砂叶螨的基础

上,进一步调查研究在集约化栽培的塑料棚和

露地 5种重要蔬菜上叶螨的种群动态趋势,试

图为制定叶螨的防治策略和无公害蔬菜生产提

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材料
试验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试验农场进

行。供试蔬菜有 5种:中农 12号黄瓜 (Cucum is

sativus L1)、碧丰菜豆 (Phaseo lus vulgaris L1 )、

圆杂 5号茄子 ( Solanum m elongena L1 )、中杂

101号番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 ill1)和中

椒 4号甜椒 (Cap sicum annuum L1 )。

112 试验设计与调查方法
试验地在春季移栽前 1周清洁田园、整地

扣棚、提高地温; 春茬蔬菜采收后土地进行深翻

晒垡。温室培育无害螨壮苗, 移栽期、密度、田

间管理按良好的农业规范 ( GAP)进行, 唯在全

生育期内不施用化学农药。 5种寄主作物实行

畦栽和相邻种植, 棚内每种蔬菜小区面积 712

~ 1018 m
2
,露地为 19~ 29 m

2
。从定植后开始

棚内 5种蔬菜全部调查,随植株生长样本减少

到每种蔬菜 20株, 露地各蔬菜固定 20株, 每

7 d调查 1次单株成螨数量,直到寄主植物枯萎

拉秧。调查结果用 EXCEL 2003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1 春季不同蔬菜寄主上的叶螨种群动态
塑料棚和露地春茬蔬菜叶螨种群的发生消

长动态见图 1和图 2,由于 5月 14日棚内番茄

和菜豆植株高密,无法调查而停止。

图 1显示,棚内蔬菜寄主叶螨的种群曲线

可分为 4个阶段。 ( 1)初现阶段:从 3月 23日

定植至 4月下旬单株叶螨密度为 0, 但 4月 23

日在塑料棚一侧膜下 1株菜豆自生苗上发现越

图 1 棚内春茬蔬菜寄主叶螨种群数量消长动态

图 2 露地春茬蔬菜寄主叶螨种群数量消长动态

冬雌成螨 4头, 说明叶螨此时已经开始在棚内

活动取食。 ( 2)扩散阶段: 5月上、中旬随气温

升高,叶螨活动性增强, 蔬菜寄主有螨株率从 5

月 7日的 013%升至 5月 14日的 10%, 单株螨

量由 01003头增到 0135头, 但明显低于同期棚

外杂草上的单株螨量 0122和 610头,呈现点片

发生的特点。 ( 3)蔓延阶段: 6月上旬到 6月下

旬为棚内春茬蔬菜叶螨发生为害高峰期,有螨

株率达 100%、单株螨量最高达 220头。其中,

茄子 ( 38413头 /株 )和黄瓜 ( 286105头 /株 )上

的单株螨量远高于甜椒 ( 14415头 /株 ), 可能与

叶螨的嗜食性有关。 ( 4)下降阶段: 进入 7月,

由于寄主植物衰老和棚内温度过高, 叶螨种群

数量明显下降。

露地春茬蔬菜寄主叶螨的种群曲线呈指数

增长的趋势 (图 2)。蔬菜从 5月 1日定植至 5

月下旬未见叶螨发生, 6月上旬最先在茄子上

出现, 5种蔬菜有螨株率和单株螨量分别为 1%

和 0103头。其后叶螨开始迅速扩散,种群数量

缓慢上升,表现出有螨株率比叶螨密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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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快, 初步分析这与 6月雨日多 (自 6月 22

日连续 9天出现了雷阵雨 )、降雨量大 ( 6月份

北京平原地区的平均降水量达 11115 mm, 比常

年同期的 7912 mm偏多 41% , )有关,其中 6月

26~ 29日连降中雨和大雨, 甚至出现局部冰雹

天气, 使得种群曲线一度下降。一般 6月是北

京露地蔬菜叶螨扩散和发生为害高峰期, 由于

降雨量偏多, 其种群数量受到明显抑制。 7月

叶螨种群数量增长很快, 7月 1日平均密度由

1313头上升到拉秧时的 5416头; 而同期有螨

株率增长较慢,由 5717%升至 7218%。

调查发现,露地茄子叶螨高峰期的种群数

量最大 ( 163头 /株 ), 其次是菜豆 ( 9219头 /株 )

和黄瓜 ( 8214头 /株 ) , 远高于甜椒 ( 1911头 /

株 ) ,而番茄上未发现叶螨发生, 同春季棚内的

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212 秋季不同蔬菜寄主上的叶螨种群动态

秋棚和露地蔬菜先后于 8月上、中旬定植,

调查田分别于 8月 22日和 9月 4日始见叶螨

发生 (图 3和图 4)。棚栽菜豆从 8月下旬直到

10月中旬拉秧均有叶螨发生, 但种群数量较

低,且波动比较明显, 单株螨量最高时仅达

1313头 /株,有螨株率最高达 52117%。茄子和

黄瓜叶螨数量在 915头 /株以下, 且持续时间较

短,进入 9月下旬则停止为害。秋季露地叶螨

的发生趋势和大棚基本一致,也仅在菜豆、茄子

和黄瓜上发生, 但种群数量更低 (单株螨量 4

头 /株以下, 有螨株率最高出现在黄瓜上, 达

25% )、持续时间更短, 且种群波动更复杂。塑

料棚和露地番茄和甜椒上均未发现叶螨。

图 3 棚内秋茬蔬菜寄主叶螨种群数量消长动态

分析上述结果,主要与培育无害螨壮苗、清

洁田园和深翻晒垡等田间管理技术有关, 在生

图 4 露地秋茬蔬菜寄主叶螨种群数量消长动态

产中的重要环节,采取切断螨源的预防性措施,

可有效地延缓害螨发生期和抑制其种群增长。

同时,还受到降水量和气温的直接影响。棚内

10月 24日平均单株螨量上升, 推测与本周气

温的陡然升高 ( 20e 左右 )有关, 之后随着气温

下降而降低。 8月份北京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

近 1成,尤以露地试验位于昌平区降水量最多,

达 26217 mm,比常年同期偏多八成以上,大雨、

暴雨的冲刷抑制了叶螨种群数量及其发生为

害, 同时使露地叶螨的种群波动更复杂。

3 讨论

研究表明,不同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可

以破坏棉花害螨的发生场所,对其越冬、发生期

和种群数量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认为螨源基数

是导致棉叶螨种群数量消长的主要因素之

一
[ 5, 12]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 4月 23日首先从

塑料棚两侧的菜豆植株上发现 4头叶螨, 同时

发现棚内外的杂草上有螨株率达 9147% ,而同

期定植的蔬菜寄主上此时尚未发现叶螨,推测

棚内叶螨来源可能是棚周边杂草上的叶螨。而

露地调查中, 5月份未发现叶螨发生, 这与无螨

苗的培育、定植有密切关系; 而在 6月上旬调查

中发现茄子和黄瓜上出现零星叶螨, 之后扩散

迅速, 尤其是茄子有螨株率很快达 90% 以上,

推测可能是当时周边杂草上或者其它邻近作物

上已有相当数量的叶螨, 条件合适时迁移到所

调查的寄主植株上来。因此,培育栽培无螨苗,

定植之前及时拔除棚 (地 )周边的杂草对于降

低定植作物上叶螨初始发生数量及以后发生危

害数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蔬菜生长期较短, 精

耕细作管理水平高,结合本例中采取培育无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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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定植前和生产中及时拔除棚 (地 )与其周边

的杂草,以及深翻晒垡等预防性措施,可有效控

制棚内及周边螨源,减少棚内叶螨的发生数量,

使蔬菜免受叶螨危害,对无公害蔬菜生产有一

定的参考作用。但在不同年份和不同气象条件

下,叶螨的种群动态规律还需深入的调查。

本试验中,棚内和露地春茬蔬菜朱砂叶螨

的种群密度,约为秋茬相同寄主的 30倍,发生

程度稍重; 且相同茬口棚内的叶螨密度高于露

地,这是由于保护地蔬菜温度较高、环境相对优

越、受降雨影响较小等因素所致。春棚茄子的

单株螨量最高 ( 38413头 /株 ) , 但与 2004年作

者在同一塑料棚内对茄子叶螨的调查结果相

比, 6月下旬的叶螨数量 ( 1 574头 /20片叶 )是

2008年同期全株叶片上叶螨数量的 5倍之多

(结果另文发表 ) ,不难看出几年来采取集约化

栽培管理措施对于控制叶螨种群数量有明显的

作用。因此,加强温室苗房管理培育无螨苗,对

控制其种群增长有重要作用, 进一步表明做好

保护地害螨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本试验中,棚内和露地的蔬菜叶螨的发生

为害数量均较低, 未对寄主植物造成危害。除

了栽培管理措施的主要影响外, 还与当年的气

候条件有关。大雨、暴雨的出现与有螨株率和

单株螨量的下降基本是前后出现的, 尤其是秋

季,棚内和露地叶螨从 8月 20日左右开始调

查,当月北京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一成,尤以

露地试验地昌平区降水量最多比常年同期偏多

八成, 大雨、暴雨的冲刷极大地抑制了叶螨种群

数量及其发生为害。同时, 结合作者在田间的

观 察, 连 续 高 湿 天 气 造 成 茶 黄 螨

Polyphago tarsonemus latus在甜椒上大发生, 塑

料棚内的高湿环境还加速了黄瓜霜霉病的发

生,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叶螨的发

生数量。

虽然朱砂叶螨的寄主广泛, 但其在同一季

节不同寄主上的种群数量差异很大, 例如春季

棚内茄子 ( 38413头 /株 )和黄瓜 ( 286105头 /

株 )上的单株螨量远高于甜椒 ( 14415头 /株 ) ,

这可能与其嗜食性有关。番茄也是朱砂叶螨的

寄主作物之一,但在本试验中,春棚番茄生长前

期 (后期由于植株高密停止调查 ) , 及秋棚和

春、秋季露地的番茄寄主调查中, 均未发现叶螨

的为害,这可能与番茄的品种或多寄主存在条

件下,朱砂叶螨对不同寄主的取食选择性有关,

而叶螨对不同植物的选择及取食行为是由多个

方面的因素综合影响造成的
[ 13 ]

,其具体原因值

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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