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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捕食螨饲养观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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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在室内防止捕食螨逃逸，设计一种防止逃逸行为的饲养观察装置。【方法】 对比研

究了传统隔水式饲养装置和改进型装置在防止逃逸行为中的效果，及改进型装置对捕食螨发育及繁殖能力

有无影响。【结果】 改进型装置通过添加瓶塞、棉线、盖玻片组成密闭小室，可有效防止捕食螨的逃逸，

逃逸率仅为 3.3%。另外，使用该装置后的捕食螨生长发育及繁殖等能力与隔水式饲养法相比未受到显著

影响。【结论】 本文设计的饲养观察装置可在捕食螨生物学、生态学及农药抗性等基础研究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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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etup suitable for the rearing and observation of 
predatory mites 

HUANG Jian-Hua1**  WANG Li-Si2  QIN Wen-Jing2  LI Kuai-Sheng3  YU Peng3  QIN Hou-Guo1*** 

(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Ji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chang 330200, China; 2. Ji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chang 330200, China; 3. Nancheng County Bureau of Agriculture, Nancheng 344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prevent mites escaping from the rearing platform a new setup for rearing and observing 

predatory mites in the laboratory was designed. [Methods]  We compar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improved method with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water-barrier rearing setup.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the new rearing metho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mites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improved setup, which consisted of a medicine bottle capsule, cotton 

thread and glass cover, effectively prevented mites escaping (3.3 percent loss rate), bu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velopment and fecundity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water-barrier rearing method.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the 

improved setup be adopted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biology, ecology and pesticide resistance of predatory 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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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内对捕食螨发育和繁殖能力进行研究

是捕食螨研究的重要内容，此类研究均需要为捕

食螨提供一个活动平台，目前已有许多此类试验

装置可供参考（McMurtry and Scriven，1964；

江西大学，1984；Overmeer，1985；吴伟南等，
1997；Kishimoto，2005；吴伟南等，2008；郑

开福等，2013）。本人曾以传统的隔水式饲养法

研究了巴氏新小绥螨 Neoseiulus barkeri Hughes 

(Acari: Phytoseiidae) 发育历期和产卵量（黄建

华等，2012），但在用同样的方法饲养少毛钝绥

螨 Proprioseiopsis asetus Chant (Acari: 

Phytoseiidae) 时发现，该螨较易逃逸，造成统计

数据缺失。为解决捕食螨在开放式饲养装置中易

逃逸的问题，在隔水式饲养的基础上，提出了在

含水海绵上依次放置注射瓶塞和盖玻片组成封

闭小室，以棉线作为引水进入小室的导线的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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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比研究了捕食螨在传统开放式隔水饲养法

和新方法在防止捕食螨的逃逸能力，及对捕食螨

生长发育和产卵能力的影响，确定新方法适用于

捕食螨饲养观察方面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少 毛 钝 绥 螨 为 室 内 用 椭 圆 食 粉 螨 

Aleuroglyphus ovatus Troupeau (Acari: Acaridae) 
饲养的种群，丝瓜花粉为田间无棱丝瓜 Luffa 

cylindrical Roem.上采集。 

隔水式饲养装置参照吴伟南等（2008）的方

法，稍加修改，具体为玻璃培养皿内，放置尺寸

略小的正方形海绵，海绵上一小块黑布，并在上

面铺一块盖玻片作为饲养平台，将一小段塑料薄

膜对折，倒扣于平台上作为捕食螨的栖息产卵  

场所。 

改进型饲养装置为：准备一定量的普通医用

注射瓶塞，洗净，试验前用棉线依次穿过瓶塞呈

一长串，将各瓶塞中间的棉线剪断，并调节瓶塞

内部的棉线长度，只留一小棉线头在瓶塞内部，

将瓶塞正面朝上放在盛水培养皿中的海绵上，水

可沿棉线进入瓶塞，瓶塞上放置盖玻片。两种试

验装置分别见图 1。 

1.2  实验方法 

收集少毛钝绥螨 12 h内所产卵置于 25℃，

相对湿度 75%，光周期 12L︰12D的人工气候箱

中，分别用上述两种装置进行对比试验，每一装

置中放入一头卵，待卵孵化后，用丝瓜花粉作为

捕食螨的食物，直至发育到成螨，统计各发育阶

段的逃逸率和发育历期。雌雄螨配对后，观察产

卵后 5 d内的每日产卵量，每处理重复 60次。 

1.3  数据统计分析 

发育历期、逃逸率及产卵量采用 SAS 9.1统

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并用 Duncan’s 新复极差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种装置下各发育阶段捕食螨逃逸率和发

育历期 

由表 1看出，两种方式下的逃逸率有显著差

异，隔水式饲养装置的逃逸率较高，尤其在捕食

螨发育到高龄若螨时，由于活动能力增强，易发

生逃逸。而改进型饲养装置逃逸率极低，仅为

3.3%。同时，两种饲养方式下饲养的捕食螨，发

育历期无显著差异。 

2.2  两种装置下的捕食螨产卵能力 

由表 2可知，两种饲养装置下，捕食螨的产

卵前期、日均产卵量和日最大产卵量无显著差异。 

3  讨论 

捕食螨的饲养观察装置的设计需要具备方

便简洁，易于操作和观察的特点，并且不能影响 
 

  
图 1  两种饲养装置 

Fig. 1  Two kinds of rearing setups 
A. 隔水式饲养装置，B. 改进型饲养装置。 

A. Water-barrier rearing setup; B. Improved rearing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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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装置下的捕食螨逃逸率和发育历期（25℃） 

Table 1  Escape rate and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Proprioseiopsis asetus in two experimental setups (25℃) 

饲养装置 
Experimental setups 

卵 
Egg 

幼螨 
Larva 

第 1若螨 
Protonymph

第 2若螨 
Deutonymph 

卵~成螨 
Egg-Adult

隔水式装置逃逸率（%） 
Escape rate in water-barrier rearing setup (%) 

0 3.3±0.2a 25.9±1.6a 46.5±2.1a 61.7±1.2a

改进型装置逃逸率（%） 
Escape rate in improved setup (%) 

0 0±0b 1.7±0.2b 1.7±0.1b 3.3±0.2b 

隔水饲养装置发育历期（d） 
Developmental duration in water-barrier 

rearing setup (d) 
2.08±0.12a 0.90±0.07a 1.93±0.13a 2.00±0.11a 6.79±0.15a

改进型装置发育历期（d） 
Developmental duration in improved setup (d) 

2.04±0.11a 0.88±0.09a 1.95±0.11a 2.05±0.18a 6.95±0.22a

表中数字为平均值±标准误，同一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E, and 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表 2  两种装置下的少毛钝绥螨繁殖力（25℃） 

Table 2  Fecundity of Proprioseiopsis asetus in two experimental setups (25℃) 

饲养装置 
Experimental setups 

产卵前期（d） 
Pre-oviposition (d)

单雌日产卵量（粒） 
Eggs laid per female per day

（individual） 

单雌日最大产卵量（粒） 
Maximum eggs laid per female 

per day（individual） 

隔水式饲养装置 
Water-barrier rearing setup 

3.15±0.323a 1.32±0.23a 3 

改进型装置 
Improved setup 

3.08±0.375a 1.27±0.24a 3 

 
捕食螨的基本生物学特征，在此前提下开展捕食

螨的研究。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捕食螨个体太

小，且比较活跃，经常遇到捕食螨丢失的现象，

而且，当在隔水式饲养装置中进行捕食螨的捕食

功能反应试验时，其猎物如粉螨、蓟马、红蜘蛛

等也常跑到水中，给计数造成困难，严重时，由

于捕食螨或猎物几乎全部跑光，导致试验失败。

本试验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上问题，试虫几乎无逃

逸现象发生。另外，该装置内的空间可满足捕食

螨活动，觅食、呼吸、饮水、产卵等生理需求，

捕食螨的发育和繁殖能力与传统方法无显著差

异，同时，该装置在体视显微镜下易于观察，便

于收集卵，且制作成本低，取材容易，制作简单，

易于清洗。因此，可以将该装置应用于捕食螨的

基础研究，如捕食功能反应、发育、繁殖生态、 

农药抗性等，主要应用的试验对象为个体较小的

螨类、蓟马、粉虱及其他个体较小的试虫卵及低

龄若（幼）虫。不过，当捕食螨及猎物逃逸性较

弱时，也可以应用开放式隔水饲养装置，因为该

方法在观察时视野更开阔，便于操作。但是，由

于盖玻片较轻，如果在试验时发现不能完全阻止

个体过小（大）的猎物逃逸时，可选用较大的胶

塞，将载破片裁成两半，用于封闭胶塞口，组成

饲养容器。或者以胶水和水按照 1︰（5~10）的

比例配制成溶液，用毛笔笔尖在胶塞边缘涂抹少

量胶水溶液后再盖上盖玻片可有效防止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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