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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明确不同西甜瓜品种对截形叶螨 Tetranychus truncates Ehara 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

为西甜瓜品种布局和该虫的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

瓜品种（西瓜早佳 8424、西瓜美都、西瓜嘉美和甜瓜金玉红 2 号、甜瓜玉菇）上的发育历期、产卵量和

生命表参数。【结果】 截形叶螨在西瓜早佳 8424 和甜瓜玉菇上的存活率较高，分别为 95.00%和 86.55%，

而在西瓜美都和甜瓜金玉红 2 号上存活率较低，只有 75.38%和 70.45%；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

繁殖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在西瓜早佳 8424 和西瓜美都上的繁殖适合性最高，即抗虫性最弱，产卵期长且

产卵量大，如在西瓜早佳 8424 上平均单雌产卵量达（35.31±5.35）粒，而在西瓜嘉美上的繁殖适合性最低，

即抗虫较最强，产卵期短产卵量少，平均单雌产卵量为（19.96±2.02）粒；此外，西瓜美都和西瓜早佳 8424

的内禀增长率 rm 和周限增长率 λ最高，分别为 0.203 1、0.161 7 和 1.225 2、1.175 5；西瓜嘉美的净增值率

R0 最低，仅为 16.7。【结论】 在供试的 5 个西甜瓜品种中，西瓜早佳 8424 和美都是最适宜截形叶螨生

长和繁殖的品种，而西瓜嘉美有较高的抗虫性。 

关键词  西甜瓜；截形叶螨；品种；抗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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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elon varieties o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fecundity  

of Tetranychus truncates Ehara, and thereby provide information to guide the choice of watermelon and muskmelon varieties 

and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is pest. [Methods]  The effects of five different melon varieties, including Zaojia 

watermelon 8424, Meidu watermelon, Jiamei watermelon, Jinyuhong muskmelon No.2 and Yugu muskmelon, on the growth, 

reproduction, survival and life-table parameters of T. truncates, were studied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Results]  The 

survival rate of T. truncates on Zaojia watermelon 8424 and Yugu muskmelon was 95.00% and 86.55% respectively, whereas 

that on Meidu watermelon and Jinyuhong muskmelon No.2 was 75.38% and 70.45%, respectively. The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T. truncates on different melon varieti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highest reproductive fitness was recorded on Zaojia 8424 

and Meidu watermelon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se varieties have the lowest resistance to this pest, and that the ovi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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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is relatively long and the number of eggs laid relatively high on these varieties. An average of (35.31±5.35) eggs per 

female were laid on Zaojia 8424 watermelon compared to (19.96±2.02) per female on Jiamei watermelon. In addition, the 

highest intrinsic growth rate rm and weekly growth rate λ were recorded on the Meidu Watermelon and Zaojia Watermelon 

8424 varieties; 0.203 1, 0.161 7 and 1.225 2, 1.175 5, respectively. Jiamei Watermelon had the lowest net value-added rate (R0) 

of 16.7. [Conclusion]  Among the five melon varieties tested, Zaojia watermelon 8424 and Meidu watermelon were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T. truncates, whereas the Jiamei muskmelon was the most resistant to this pest. 

Key words  watermelon and muskmelon; Tetranychus truncates Ehara; melon varieties; insect resistance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高效农业生产，不断出

台扶持政策，西甜瓜（西瓜和甜瓜的统称）种植面

积稳步增加。在我国，西甜瓜种植地区广泛、模式

多样、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刘君璞和马

跃，2019），而且产业发展迅速，种植面积、产量

均位居全球第一（孙兴祥和马江黎，2019；王娟娟

等，2020）。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西瓜种植面积达

153.3-166.7 万 hm2，甜瓜种植面积约为 53.3 万

hm2（李天来等，2019）。西甜瓜是江苏省的主栽经

济作物之一，2019 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 12.36 万

hm2，其中设施西瓜面积占 70%以上（朱阿秀等，

2020）。截止到 2020 年 8 月，江苏省西甜瓜种植面

积 12.71 万 hm2，产量 595.6 万吨，其中西瓜种植

面积 10.67 万 hm2、产量 528.3 万吨，甜瓜种植面

积 2.04 万 hm2、产量 67.3 万吨（江苏省西甜瓜产

业发展报告，2021）。在西甜瓜生长季节，经常遭

受病虫为害，例如害虫为害轻者使西瓜减产

10%-30%，重者减产 50%左右。西甜瓜上的病虫危

害严重影响着西甜瓜的经济效益，制约西甜瓜产业

的稳步、健康发展（李基光等，2014）。据统计，

目前已报道危害西甜瓜的害虫种类涉及 10 目、40

科、99种，其中主要害虫有瓜蚜Aphis gossypii Glover、

瓜 叶 螨 类 Tetranychidae 、 白 粉 虱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Westwood）、瓜绢螟 Diaphania indica 

Saunders、斑潜蝇 Liriomyza sp.、蓟马 Thrips sp.、

瓜实蝇 Bactrocera cucurbitae（Coquillett）、黄守瓜

Aulacophora indica（Gmelin）和小地老虎 Agrotis 

ypsilon（Rottemberg）等（林怀华，2003；许田芬，

2008；马超等，2019；严婉荣等，2020）；而为害

西甜瓜的害螨主要有叶螨 Tetranychus spp.和侧多

食跗线螨 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 Banks，其中

叶螨主要是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 和

截形叶螨 Tetranychus truncates Ehara（蔡仁莲等，

2014）。 

截 形 叶 螨 隶 属 蜱 螨 亚 纲 Acari 、 叶 螨 科

Tetranychidae、叶螨属 Tetranychus，又称棉叶螨、

棉红蜘蛛。该螨虫在我国分布广、寄主种类多、适

应性强（孟瑞霞，2000），是玉米、大豆、棉花及

蔬菜瓜果等农作物上的优势重要害螨，严重威胁着

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高书晶等，2005；朱玉溪，

2020）。该螨虫 1 年发生 10-20 代，在华北地区以

雌螨在枯枝落叶或土缝中越冬，在华南地区冬季气

温高时继续繁殖活动。该虫发育起点温度为 7.7- 8.8 

℃，高温、低湿的条件下发生严重，一般 6-8 月份

为害严重（石明旺和刘彦文，2019）。目前，有关

截形叶螨的研究多集中在玉米、棉花等大田作物和

果树上，且该螨虫在玉米、棉花、枣树等寄主上的

生物学及发生规律已有较多的研究报道（郭长翠，

2007；郭艳兰等，2013；池振江，2014），但在瓜

果蔬菜上的发生为害报道较少，如王少丽等（2014）

报道了在北京和河北部分地区的蔬菜上，截形叶螨

和二斑叶螨已成为优势害虫。作者近年来的调查发

现，江苏地区为害西甜瓜的螨虫优势种为截形叶

螨。为此，本文选择江苏地区不同西甜瓜品种，研

究不同品种的西甜瓜对截形叶螨生长发育和繁殖

的影响，探讨西甜瓜不同品种对截形叶螨为害的耐

害性，为西甜瓜的抗虫育种和该虫在西甜瓜上的综

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供试的寄主材料为江苏地区西甜瓜种植面积

较大的 5 个西甜瓜品种，其中西瓜品种为早佳

8424、美都和嘉美；甜瓜品种为玉菇和金玉红 2 号

（由江苏省宿迁新星西瓜技术服务中心提供）。供

试的截形叶螨采自扬州大学温室培育的西瓜上，然

后移在室内盆栽西瓜苗上扩大繁殖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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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方法 

截形叶螨饲养于温度为（26±1）℃、光周期为

14 L 10 D∶ 的培养箱内。在直径为 5 cm、高为    

3 cm 的培养皿内放 1 层与培养皿直径相同且厚度

为 1 cm 的湿润海绵，其上平铺 1 张面积相同的圆

形滤纸；滤纸上放 1 片平展的供试叶片（叶背朝

上），叶片四周和叶柄用湿润的脱脂棉包围住，既

防止螨逃逸又可供给叶片水分；培养皿中加入适量

水，用带孔的保鲜膜封住培养皿，构成隔离饲养台。

每叶盘接入成螨 1 对，产卵 24 h 后，将成螨剔除，

每叶盘上只留 1 粒卵，每日观察并记录其发育进度

以及死亡情况。蜕皮为成螨后，进行雌雄配对饲养，

观察记录每日的产卵量，直至成螨死亡。实验过程

中，及时更换叶片并保持环境湿度，每隔 2-3 d 更

换一次叶片，单个供试品种重复不少于 40 个。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获得的实验数据，采用 Laing（1969）改进的

方法组建截形叶螨生殖力表（丁岩 

钦，1994）；存活曲线应用 Pinder（1978）提出的

Weibull 分布进行拟合，公式为：存活率 Sp(t) = 

exp[–(t/b)c]，t，b，c>0，其中 b 为尺度参数，c 为

形状参数。当 c>1 时，存活曲线为Ⅰ型，其死亡率

是年龄的增函数；当 c = 1 时，存活曲线为Ⅱ型，

死亡率为常量；当 c<1 时存活曲线为Ⅲ型，死亡率

是年龄的降函数（黄明度和谭文捷，1987）。如果

c 值相同，b 值越大，存活率越高。所有数据分析

和拟合均应用 DPS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唐启义和

冯明光，2002；刘全国，201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西甜瓜品种对截形叶螨发育历期的

影响 

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各虫态历期见

表 1，除若Ⅰ期外，整体发育阶段在 5 个不同供试 

 
表 1  截形叶螨取食不同西甜瓜品种的发育历期和存活率（26 ℃） 

Table 1  Developmental duration, survial rate and fecundity of Tetranychus truncatus  
fed on different melon varieties at 26 ℃ 

西瓜品种 Watermelon 甜瓜品种 Muskmelon 

发育阶段 Stage 早佳 8424
Zaojia 8424

美都 
Meidu 

嘉美 
Jiamei 

金玉红 2 号 
Jinyuhong 2 

玉菇 
Yugu 

卵历期（d）Egg duration 3.21±0.13ab 2.98±0.15b 3.61±0.16a 2.97±0.19b 2.80±0.12b 

孵化率（%）Hatching rate 95.00±0.05a 82.50±0.09a 90.48±0.05a 86.36±0.09a 93.37±0.04a 

幼螨历期（d）Larval duration 1.53±0.10b 1.33±0.12bc 2.68±0.13a 1.11±0.14cd 0.94±0.06d 

若Ⅰ期（d）Nymphs I 1.93±0.14a 2.14±0.15a 1.96±0.10a 1.89±0.12a 1.92±0.09a 

若Ⅱ期（d）Nymphs Ⅱ 3.99±0.19ab 2.49±0.20c 4.36±0.19a 3.63±0.22b 2.58±0.14c 

存活率（%）Survival rate 95.00±0.05a 75.38±0.09b 85.71±0.04ab 70.45±0.02b 86.55±0.06ab

产卵前期（d）Pre-oviposition duration 1.88±0.13b 1.18±0.15c 1.30±0.14c 2.94±0.27a 2.00±0.21b 

产卵期（d）Oviposion duration 8.96±1.08a 9.13±0.67a 4.43±0.39b 6.69±0.82ab 7.50±0.91a 

产卵后期（d）Post-oviposion duration 0.69±0.16c 1.33±0.24b 1.98±0.26a 0.83±0.18bc 1.00±0.15bc

♀ 11.46±0.99a 11.65±0.69a 7.67±0.59b 10.53±0.89a 10.46±0.96a 成螨历期（d） 
Adult duration ♂ 13.17±2.02a 11.45±0.74ab 7.96±0.92b 10.23±1.03ab 10.29±1.14ab

♀ 12.58±0.24b 10.03±0.36c 13.89±0.42a 12.53±0.29c 10.30±0.21c 未成熟期（d） 
Immature duration ♂ 10.58±0.41b 10.29±0.55b 12.65±0.41a 9.62±0.43b 8.14±0.23c 

♀ 22.15±0.97a 20.50±0.57ab 20.26±0.72ab 20.11±0.90ab 18.76±0.98b 平均寿命（d） 
Average longevity ♂ 23.75±2.11a 20.35±0.86ab 20.62±0.87ab 19.85±0.94b 18.43±1.15b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同一行数据后标有相同字母表示经邓肯氏多重比较法检验差异不显著（P>0.05）。下表同。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D, and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by the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The same below. 

 
 



2 期 邱  晔等: 不同西甜瓜品种对截形叶螨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393· 

 
 

品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西瓜早佳

8424 上，雌成螨、雄成螨完成 1 个世代分别需要

（12.58±0.24）d 和（10.58±0.41）d，显著长于在

西瓜美都和甜瓜玉菇上所需的时间（P<0.05）。截

形叶螨的雌成螨、雄成螨历期在西瓜美都和早佳

8424 上的时间最长，且二者差异不显著，其中在

美都上的雌成螨、雄成螨分别为（11.65±0.69）d

和（11.45±0.74）d；而在西瓜嘉美上最短，为（7.67± 

0.59）d 和（7.96±0.92）d，二者分别相差 3.98 d

和 3.49 d。雌成螨在 5 个西甜瓜品种上的产卵前期

也存在显著差异（P<0.05），取食甜瓜金玉红 2 号

的产卵前期最长（2.94±0.27）d，取食西瓜美都的

最短（1.18±0.15）d。在西瓜嘉美和甜瓜金玉红 2

号上，雌成螨产卵期为（4.43±0.39）d 和（6.69±  

0.82）d，与在其它 3 个品种上的产卵期间存在显

著差异（P<0.05）。总之，从各个发育阶段的历期

表明，适宜于截形叶螨生长发育的品种是西瓜早佳

8424 和西瓜美都。 

2.2  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截形叶螨孵化率及存

活率 

截形叶螨在 5 个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孵化率

和存活率见表 1。由表 1 可知，截形叶螨在 5 个不

同西甜瓜品种上的孵化率有较大差异（P<0.05），

取食西瓜美都和甜瓜金玉红 2 号的孵化率分别为

82.50%和 86.36%，取食西瓜早佳 8424 的孵化率为

95.00%。截形叶螨的存活率在西瓜早佳 8424 上最

高 95.00％，其次为甜瓜玉菇 86.55%、西瓜嘉美

85.71%、西瓜美都 75.38%和甜瓜金玉红 2 号

70.45%。这表明在 5 个供试西甜瓜品种中，最适合

截形叶螨存活的品种为西瓜早佳 8424。 

将截形叶螨在 5 个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日存

活率绘成存活曲线（图 1）。由图 1 可知，截形叶

螨在 5 个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存活曲线属于Ⅰ型，

即早期死亡率极低。在截形叶螨取食 5 种西甜瓜

6-15 d 时，种群死亡率低，数量较稳定；在取食

15 d 后存活率快速下降，死亡率快速增长，这时绝

大部分虫态处于成螨期，即死亡主要发生在年老个

体。此外，取食西瓜美都和甜瓜金玉红 2 号的截形

叶螨在幼螨期死亡率较高，而取食西瓜早佳 8424

的存活率相对较高，且存活时间较长。 

 

 
 

图 1  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存活曲线 

Fig. 1  Survival curves of Tetranychus truncatus in 
different melon cultivars 

W：西瓜；M：甜瓜。W: Watermelon; M: Muskmelon. 

 
此外，应用 Weibull 分布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截

形叶螨在 5 种不同供试西甜瓜品种上的存活曲线

（表 2）。从表 2 可知，截形叶螨在所有供试的 5

种西甜瓜品种上的形状参数 c 值均大于 1，存活曲

线为Ⅰ型，这一结果与试验结果绘制的存活曲线一

致。c 值差异性检验表明，除西瓜早佳 8424 与甜

瓜玉菇上的 c 值差异显著外，其它 3 个西甜瓜品种

上的 c 值之间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截形叶螨在西瓜

早佳 8424 和甜瓜玉菇上的存活曲线与在其它品种 
 

表 2  截形叶螨的存活曲线模型参数估计 

Table 2  Estimation of parameters of the survial curve models for Tetranychus truncatus 

西瓜 Watermelon 甜瓜 Muskmelon 
参数 

Parameters 早佳 8424 
Zaojia 8424 

美都 
Meidu 

嘉美 
Jiamei 

金玉红 2 号 
Jinyuhong 2 

玉菇 
Yugu 

b±SE 22.61±1.83 19.23±1.64 19.20±1.74 20.88±1.56 21.49±1.77 

c±SE 2.25±0.32 2.37±0.37 2.16±0.33 2.75±0.44 2.29±0.34 

R² 0.991 9** 0.962 1** 0.990 2** 0.972 9** 0.985 1** 

b：尺度参数；c：形状参数。**表示 P˂0.01。 

b: Scale parameter; c: Shape parameters. ** means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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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存在较大差异，而在其它西甜瓜品种上的基本

一致。此外，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尺度

参数 b 值也有显著差异（P<0.01），其大小依次为

西瓜早佳 8424、甜瓜玉菇、甜瓜金玉红 2 号和西

瓜美都、西瓜嘉美，说明截形叶螨在西瓜早佳 8424

上的存活率最高，其次为甜瓜玉菇和甜瓜金玉红 2

号，西瓜美都和西瓜嘉美最低（图 1，表 2）。 

总之，上述试验结果分析表明，西瓜早佳 8424

最适合截形叶螨的生长和存活，而西瓜嘉美最不适

宜截形叶螨的生长和存活。 

2.3  不同西甜瓜品种对截形叶螨雌成螨产卵期

和繁殖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西瓜美都上的雌成螨产卵期

最长，为（9.13±0.67）d；其次为西瓜早佳 8424，

为（8.96±1.08）d；西瓜嘉美上的产卵期最短，为

（4.43±0.39）d。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雌成螨产卵

期长短依次为西瓜美都西瓜早佳 8424甜瓜玉 

菇甜瓜金玉红 2 号西瓜嘉美。截形叶螨在西瓜美

都和西瓜嘉美上的初始产卵时间最早，即在雌成螨

的第 2.5 天开始产卵，最迟的是甜瓜玉菇，在雌成

螨的第 5 天才开始产卵。此外，在西瓜早佳 8424

上，截形叶螨单雌日产卵高峰出现时间在雌成螨开

始产卵的当天，即在雌成螨的第 4.5 天；日产卵高

峰出现最迟的是在西瓜嘉美上，即第 11.5 天，其

日产卵高峰出现时间比西瓜早佳 8424 晚 7 d。 

取食西瓜早佳 8424 的截形叶螨单雌日最大卵

量为 27 粒，西瓜美都为 22 粒，其它的均在 20 粒

以下，分别是甜瓜玉菇 19 粒、西瓜嘉美 15 粒和甜

瓜金玉红 2 号 14 粒。方差分析表明，截形叶螨在

5 个供试西甜瓜品种上的日均产卵量和平均单雌产

卵量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 3）。在西瓜嘉

美上的日均产卵量最大，为（4.70±0.37）粒；日均产

卵量最小的在甜瓜金玉红 2 号，仅为（3.02±0.38）

粒，与其他 4 个品种存在显著差异。平均单雌产卵

量最大的是在西瓜早佳 8424 上，为（35.31±5.35）

粒/雌；最小的是在西瓜嘉美，为（19.96±2.02）粒

/雌。在不同品种上的平均单雌产卵量大小依次为

西瓜早佳 8424西瓜美都甜瓜玉菇甜瓜金玉红 2

号西瓜嘉美。此外，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

上的产卵范围也有所不同，最低的单雌仅产卵 1 粒

（在早佳 8424 上），最高的产卵 93 粒（在美都上）。

由此可见，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繁殖适

合性具有一定的差异，在西瓜早佳 8424 和西瓜美

都上的繁殖适合性较高，而在西瓜嘉美和甜瓜玉菇

上的繁殖适合性较低，且雌成螨历期与产卵量之间

具有正相关性，即雌成螨历期长，产卵期长，产卵

量大（表 3）。 

2.4  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种群参数 

根据截形叶螨在 5 种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特

征年龄、特征存活率和雌螨产卵数等实验数据，分

别计算出截形叶螨在 5 种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内

禀增长率（rm）、世代净增殖率（R0）、世代平均历

期（T）、周限增长率（λ）和种群加倍时间（DDP）

5 个种群生命表参数（表 4）。由表 4 可知，截形叶

螨在西瓜早佳 8424 上的 R0 和 T 较大，分别为 31.8

和 21.4；而在西瓜美都和西瓜嘉美上较小，分别为

23.0 和 15.4 以及 16.7 和 17.7。截形叶螨在不同西

甜瓜品种上的周限增长率（λ）相差不大，都在 1.1

左右。通过对 rm、R0 和 DDP 的比较可以看出，西

瓜早佳 8424 和西瓜美都均为截形叶螨较适宜的寄

主，其中在西瓜美都上的种群数量增殖速度最快；

而在甜瓜金玉红 2 号和甜瓜玉菇上的适生性较低，

种群数量增殖速度慢（表 4）。上述分析表明，在

供试的 5 个不同西甜瓜品种中，西瓜品种比甜瓜品

种更适合于截形叶螨生长发育。 

3  讨论 

孟瑞霞等（2008）研究表明，截形叶螨在

25.83-26.22 ℃的条件下繁殖力最强，从理论上证

明是该螨产卵繁殖的最适温度。因此，本研究比较

恒定温度（26±1）℃条件下，5 种不同种类的西甜

瓜品种对截形叶螨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结果表

明取食 5 个不同西甜瓜品种的截形叶螨在卵期、幼

螨期、产卵期、产卵后期、世代历期、寿命存活率

和产卵量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西甜瓜品种能

显著影响截形叶螨的存活、生长发育和繁殖，即截

形叶螨对不同西甜瓜品种的适合性不同。杜以梅等

（2015）的研究也表明，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Gennadius）对不同寄主品种的选择性和适生性

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不同品种间的抗虫性不同。一

般来说，不同种类的寄主植物对害虫的影响大于对

同种植物不同品种的影响（庞保平等，200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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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截形叶螨雌成螨取食不同西甜瓜品种的产卵期及产卵量 

Table 3  Reproduction duration and fecundity of Tetranychus truncatus female adults fed on different mealon varieties 

西瓜 Watermelon 甜瓜 Muskmelon 
品种 

Varieties 早佳 8424
Zaojia 8424

美都 
Meidu 

嘉美 
Jiamei 

金玉红 2 号 
Jinyuhong 2 

玉菇 
Yugu 

平均产卵时间 
Average egg-laying time of females (d) 

8.96±1.08a 9.13±0.67a 4.43±0.39b 6.69±0.82ab 7.50±0.91a

单雌初始产卵时间 
Initial egg-laying time for single female (d) 

4.5 2.5 2.5 4 5 

单雌日产卵高峰时间 
Peak egg-laying time of single female day (d) 

4.5 6.5 11.5 7 9 

单雌日最大产卵量（粒） 
Maximum number of eggs laid of one female
per day (eggs) 

27 22 15 14 19 

日均单雌产卵量（粒） 
Average number of eggs laid of one female per
day (eggs) 

3.70±0.51ab 3.62±0.31ab 4.70±0.37a 3.02±0.38b 3.97±0.26ab

产卵量范围（粒） 
Range number of eggs laid of females (eggs) 

1-88 11-93 4-38 3-92 5-88 

平均单雌产卵量（粒） 
Average number of eggs laid per female (eggs) 

35.31±5.35a 34.05±4.26a 19.96±2.02b 22.06±4.68ab 30.80±4.55ab

 

表 4  截形叶螨在不同西甜瓜品种上的种群参数 

Table 4  Population parameters in fecundity table of Tetranychus truncatus fed on different melon cultivars 

西瓜品种 Watermelon 甜瓜品种 Muskmelon
参数 

Parameters 早佳 8424
Zaojia 8424

美都 
Meidu 

嘉美 
Jiamei 

金玉红 2 号 
Jinyuhong 2 

玉菇 
Yugu 

净增值率（R0）Net reproduction rate 31.8 23.0 16.7 20.9 27.3 

周限增长率（λ）Finite rate of increase 1.175 5 1.225 2 1.172 6 1.152 4 1.185 2 

內禀增长率（rm）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0.161 7 0.203 1 0.159 2 0.141 8 0.169 9 

平均世代周期（T）（d）Mean generation time 21.4 15.4 17.7 21.4 19.5 

种群加倍时间（d）Population doubling time (DDP*) 4.3 3.4 4.4 4.9 4.1 

*种群加倍时间：种群个体数翻番所需的时间。 

*DDP: Days taken for doubling population size. 
 

研究表明，取食西瓜品种的截形叶螨在存活率、产

卵量、寿命和世代历期显著高于取食甜瓜品种的截

形叶螨，这很可能是因为不同种类植物的营养物质

和次生物质间的差异大于同一种类的不同品种的

差异所致（李国清和王荫长，1997）。此外，由于

植物在自然界的抗虫性除受基因控制外，还会受到

许多环境因子的影响（沈媛等，2009），因此本研

究的供试品种在田间的抗虫性表现还有待进一步

观察和测定。此外，对比前人研究结果发现，本研

究中截形叶螨成虫的产卵量、产卵期明显低于玉

米、大豆、菜豆等其它寄主植物（庞保平等，2005），

但与之研究结果相一致的是螨类的生长发育参数

在取食葫芦科类作物时较低（张燕南，2018）。这

个现象可能与作物成分有关，刘映红等（1995）在

4 种蔬菜对朱砂叶螨的抗性研究中发现，与豇豆和

茄子叶片相比，丝瓜和苦瓜叶片更能抑制叶螨的种

群增长。因此，不同寄主植物具有不同的抗螨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植物形态、解剖结构的

抗螨性；2）植物生理的变化；3）植物生化的变化

（胡展育等，2006）。关于不同寄主植物的营养成

分对螨类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讨论。 

截形叶螨在 5 个西甜瓜品种上的存活曲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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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Ⅰ型，即截形叶螨的死亡多发生于成螨阶段，但

由于不同品种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影响不同，因而

表现为其形状参数 c 和尺度参数 b 在不同品种间存

在一定差异。此外，截形叶螨对 5 个西甜瓜品种的

适生性以及取食这些品种的繁殖力均存在一定的

差异，其中对西瓜早佳 8424 和西瓜美都的适生性

最强，并且在该品种上的生存和繁殖适合性最高，

即抗虫性较弱；而对甜瓜玉菇、甜瓜金玉红 2 号和

西瓜嘉美的适生性较弱，在这些品种上的生存和繁

殖适合性较低，即抗虫性较强。这些研究结果，对

生产实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仅仅是就截形叶螨对不同品种西甜瓜

的适生性进行的初步研究，并探讨了西甜瓜不同品

种对截形叶螨的适生性和抗虫性。由于昆虫与寄主

植物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如植物表面的组织结

构（绒毛密度）等物理性状、体内的营养物质、化

学物质以及信号化学物（挥发性化学物质）等均能

对昆虫的趋性、取食、产卵繁殖和存活等与昆虫选择

性和适应性相关的生命活动产生影响（Skorupska，

2004；杜予州等，2006；雍小菊和丁伟，2011）。

因此，有关不同西甜瓜品种的抗虫性机理的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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