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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种群动态及对 

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偏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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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摘  要  【目的】 敦煌叶螨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Wang 和截形叶螨 T. truncatus Ehara 是危害各类

作物和蔬菜的重要害螨。作物种植结构对害螨的发生种类及危害程度均有一定影响，明确叶螨的种群结构

和寄主选择偏好可以为害螨农业防治方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定点定时调查库尔勒地区田间棉花

Gossypium hirsutum L.、玉米 Zea mays L.、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Thunb.) Matsum. et Nakai、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和甜菜 Beta vulgaris L.上两种叶螨的种群动态，室内选用叶碟法研究两种叶螨对不同寄主植物

选择性。【结果】 敦煌叶螨于 6 月中下旬在各寄主植物上开始发生，截形叶螨于 7 月中下旬才开始发生，

两种叶螨在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达到高峰，8 月下旬开始逐渐消退。两种叶螨在打瓜上最先发生，在花生

上的种群数量均为最多。敦煌叶螨在玉米上种群数量最低，而截形叶螨在陆地棉上种群数量最低。敦煌叶

螨在陆地棉和打瓜上的平均数量极显著高于截形叶螨（P<0.01），但在花生、甜菜和玉米上两种叶螨的种

群数量差异不显著（P>0.05）。室内两两寄主选择试验中，敦煌叶螨对打瓜选择率最高，而截形叶螨对陆

地棉选择率最高。【结论】 敦煌叶螨为当地叶螨优势种。为降低叶螨危害，建议在棉花种植区内，减少与

花生、打瓜和甜菜等作物间作或邻作。 

关键词  敦煌叶螨；截形叶螨；种群动态；寄主选择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host plant preference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Wang and T. truncatus E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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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ost preferences of the spider mites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Wang and T. truncatus Ehara, important pests that damage a variety of crops and vegetables. [Methods]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 dunchuangensis and T. truncatus on Gossypium hirsutum L., Zea mays L., Citrullus lanatus (Thunb.) Matsum. 

et Nakai, Arachis hypogaea L. and Beta vulgaris L. were investigated in Korla. The leaf disc test was used to study the 

preferences of these spider mites for different host plants in a laboratory. [Results]  T. dunchuangensis began to occur on host 

plants in mid to late June, and T. truncatus in mid to late July. The number of both spider mites peaked from late July to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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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then gradually decreased in late August. The two spider mites first damaged C. lanatus, but the largest populations 

occurred on A. hypogaea. Numbers of both species were lowest in Z. mays and G. hirsutum,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number 

of T. dunchuangen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 truncatus on G. hirsutum and C. lanatus (P<0.01),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bundance of these species on A. hypogaea, B. vulgaris and Z. mays (P>0.05). C. lanatus was 

most preferred by T. dunchuangensis, whereas T. truncatus preferred G. hirsutum. [Conclusion] T. dunchuangensis is the 

dominant spider mite in the local area. It occurs early and has can attain a relatively large population size. T. truncatus occurs 

later and has a smaller population than T. dunchuangensis. It is important to avoid planting crops preferred by spider mites 

near main crops, or to use preferred host plants as trap strips for concentrated pesticide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where T. 

dunchuangensis is the dominant species, avoid planting B. vulgaris next to G. hirsutum crops and C. lanatus next to A. 

hypogaea. Where T. truncatus is the dominant species, avoid planting A. hypogaea or B. vulgaris next to C. lanatus. Where 

crops have already been planted near preferred host plants, it is important to intensify monitoring and implement control 

measures at the right time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spider mites on crop yields. 

Key words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Tetranychus truncatus; population dynamics; host selection 

敦煌叶螨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Wang

和截形叶螨 T. truncatus Ehara 是危害多种作物

和果树的重要害螨，其寄主范围广，世代重叠严

重（谢康等，2019；梁海申，2021）。在我国，

敦煌叶螨主要分布于甘肃和新疆，主要为害棉

花、大豆、梨、向日葵和玉米等（王慧芙，1981；

曾雄，2010）。截形叶螨则是我国玉米、棉花、

瓜果蔬菜等作物产区的重要害螨（洪晓月，2012；

付文华等，2021；邱晔等，2021；马英豪等，2022）。

同一寄主植物上，截形叶螨和敦煌叶螨会混合发

生，但截形叶螨占绝大部分（陈占伟等，2014）。

叶螨因具有繁殖速度快、寄主适应性强、抗药性

发展快等特点，给其防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常

壮壮和孙荆涛，2021；黄庆超等，2021；Rimy et al.，

2021）。叶螨与植物的关系，以营养，栖息和运

输三者最为重要，其中螨对植物的选择是最基本

的生态关系（经福林，2013）。通过掌握叶螨与

寄主植物关系，进而科学合理作物布局和间作套

种，调控虫害种群数量，达到作物增产的作用（武

立强等，2017；陈青等，2022）。 

叶螨对寄主的选择是其生活史中非常关键

的环节，寄主植物既是其食物来源，也是其繁殖

与生活的场所（Alagarmalai et al.，2009；王少

丽等，2011）。寄主植物的形态和生理生化特性

会影响植食性螨类的产卵、取食和活动（李莉和

金道超，2005）。 

目前，有关截形叶螨与寄主植物关系在其他

区域的研究报道较多（郭艳兰等，2013；徐丹丹

等，2019；邱晔等，2021；马英豪等，2022），

有关敦煌叶螨的研究多集中于分布范围、形态特

征和染色体组型（程立生，1998；鲁素玲等，2000；

陈占伟等，2014），对其发生特点、与寄主植物

关系、两种叶螨在主要作物和杂草上的分布情况

及危害特点鲜见报道。为了明确敦煌叶螨的发生

特点及与寄主植物关系，加强叶螨的农业防治技

术，本研究通过调查重要农作物上的叶螨发生动

态，分析了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不同寄主上的

种群消长动态，比较了两种叶螨在同种寄主植物

上的种群数量变化，同时在室内研究了两种叶螨

对不同寄主的选择性，进而探究两种叶螨在同种

寄主上的种群竞争力和不同寄主对两种叶螨在

寄主之间转移的影响，为后续深入研究叶螨对寄

主选择性机理以及害螨爆发的机制做前期研究，

并为当地作物叶螨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植物与叶螨 

试验于 2022 年在新疆库尔勒市和什力克乡

库勒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库尔勒

基地进行，整个试验过程中不施用任何化学农

药。田间种群动态调查及室内叶螨的寄主选择性

试验的作物分别为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L.、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甜菜 Beta vulgaris 

L.、玉米 Zea mays L.和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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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b.) Matsum. et Nakai。室内供试叶螨采集自

试验田周边的杂草田旋花 Convolvulus arvensis L.

上，经鉴定后（洪晓月，2012；崔玉楠等，2013），

分别在室内的盆栽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L.上

繁殖，室内饲养及试验条件均为温度（28±0.5）℃、

RH 75%-90%、光周期 16L∶8D。 

1.2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田间不同寄主植物

上的种群数量及消长动态 

每种作物选择 3 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 

10 m × 5 m= 50 m2，每个小区分别采取 5 点采样

法，每点 5 株作物，选取上、中、下三片叶进

行调查。每 5 d 调查一次（遇到下雨天，根据雨

量适当后延 1-2 d）。从 5 月 1 日开始调查，直至

8 月 30 日。调查时记录调查时间、作物名称和

叶螨数量，在两种叶螨混合发生的植株上，使用

手持放大镜（20 倍）进行种类区分（敦煌叶螨

为黄绿色，截形叶螨为红色），分别记录数量。 

1.3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 5 种寄主植物上的

寄主偏好性 

摘取田间各作物罩笼中叶位基本一致且发

育正常的寄主植物叶片，带回室内进行镜检，并

将叶片清理干净。每次选取 2 种不同寄主植物的

叶片，进行相同叶螨对不同寄主选择性试验。 

试验前一周，挑取室内饲养叶螨同一天产的

卵置于放有菜豆叶片的培养皿中单独饲养，保证

供试叶螨龄期一致。每种叶螨设 10 个处理（陆

地棉-花生、陆地棉-甜菜、陆地棉-玉米、陆地棉- 

打瓜、花生-甜菜、花生-玉米、花生-打瓜、甜菜- 

玉米、甜菜-打瓜、玉米-打瓜），每处理 5 个重

复。用打孔器将叶片制成直径为 30 mm 的叶碟。

选取 2 种寄主植物的叶碟各 1 片背面朝上分别放

置于直径为 90 mm、厚度为 3 mm 的玻璃培养皿

中 T 型桥两端（底层铺有直径为 80 mm、厚度为

5 mm 的湿润海绵，上层铺有直径同为 80 mm 的

湿润滤纸，皿中加清水适量以保湿），挑取单独

饲养并预先饥饿 2 h 的敦煌叶螨或截形叶螨雌成

螨 30 头于 T 型桥下部。置于培养箱中让其自由

选择，24 h 后观察记录每片叶碟上的叶螨数量，

并进行分析比较（郭艳兰等，2013）。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WPS 软件进行整理，并用统

计软件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和 t 检验法对两叶螨在不同作物上种群

结构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法和 t 检验法对其

寄主选择性进行比较。图表采用 WPS 软件进行

绘制。 

根据调查所得试验数据计算每种寄主植物

上的叶螨量和叶片选择率，计算方式如下：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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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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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总叶螨数

选择该叶片的叶螨数
叶片选择率

 
。 

2  结果与分析 

2.1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田间不同寄主植物

上的种群消长动态 

2.1.1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陆地棉上的种群

消长动态  两种叶螨在陆地棉上发生动态见图

1，敦煌叶螨于 7 月 4 日开始发生，其种群数量

在 7 月上中旬迅速增长，于 7 月 31 日到达发生

高峰[（18.58±12.04）头/叶]，在 8 月中下旬开始

迅速下降；截形叶螨于 7 月 16 日开始发生，其

种群增长缓慢，数量较低，最高仅[（0.93±0.05）

头/叶]。 
 

 
 

图 1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陆地棉上的种群动态 

（库尔勒，2022） 

Fig. 1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on 

Gossypium hirsutum (Korl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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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玉米上的种群消

长动态  从两种叶螨在玉米上种群数量比较可

知（图 2），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均于 7 月中下

旬才开始发生，且种群数量增长较慢，截形叶螨

于 7 月底种群数量达到最大值[（3.50±1.85）头/

叶]，敦煌叶螨于 8 月上旬种群数量达到最大值

[（15.68±9.49）头/叶]，截形叶螨高峰数量仅为

敦煌叶螨的 22%。两螨在玉米上的发生时间均晚

于其它作物。 

 

 
 

图 2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玉米上的种群动态 

（库尔勒，2022） 

Fig. 2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on  

Zea mays (Korla, 2022) 
 

2.1.3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甜菜上的种群消

长动态  在甜菜上两种叶螨种群动态如图 3，敦

煌叶螨和截形叶螨于 7 月中旬几乎同步开始发

生，然后迅速上升，敦煌叶螨数量均高于截形叶

螨。截形叶螨于 7 月 31 日先到达数量高峰

[（16.90±3.15）头/叶]，敦煌叶螨于 8 月 5 日达

到高峰[（24.87±6.12）头/叶]，两者高峰间隔也

为一周左右，然后两螨种群数量在 8 月中下旬逐

渐下降。 

2.1.4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花生上的种群消

长动态  两种叶螨在花生上种群动态比较如下

（图 4），敦煌叶螨于 7 月中旬开始发生，其种

群数量在 7 月下旬快速增长并于 8 月初达到数量

高峰[（92.70±14.30）头/叶]；截形叶螨也于 7 月

中旬开始发生，并在 7 月下旬迅速增长至高峰

[（39.30±3.29）头/叶]，为敦煌叶螨数量高峰的 

 
 

图 3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甜菜上的种群动态 

（库尔勒，2022） 

Fig. 3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on Beta 

vulgaris (Korla, 2022) 
 

 
 

图 4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花生上的种群动态 

（库尔勒，2022） 

Fig. 4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on  

Arachis hypogaea (Korla, 2022) 

 
42%，其高峰的时间较敦煌叶螨早一周左右，但

是两螨均于 8 月下旬消退，其中截形叶螨的消退

速度快于敦煌叶螨。 

2.1.5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打瓜上的种群消

长动态  打瓜上两种叶螨种群数量比较可以看

出（图 5），敦煌叶螨于 6 月下旬开始发生，7 月 

上旬逐渐增加，于 7 月中旬达到种群数量小高峰

[（12.84±1.46）头/叶]，稍有波动后，7 月下旬

种群数量又迅速上升并于 8 月上旬快速增长至

[（28.95±3.67）头/叶]，然后数量逐渐下降，8

月下旬种群数量迅速下降；截形叶螨于 7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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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发生，但是种群数量上升缓慢且较低，在整

个调查其内有两次小的峰值，但仅为[（3.24± 

1.66）头/叶]和[（3.28±2.91）头/叶]，分别为敦

煌叶螨两个高峰时数量的 25%和 10%。 

 

 
 

图 5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打瓜上的种群动态 

（库尔勒，2022） 

Fig. 5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on  

Citrullus lanatus (Korla, 2022) 

 

2.2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不同作物上发生

情况 

将每种作物整个生长期两种叶螨平均数量

分别进行统计。由图 6 可知，花生上的敦煌叶螨

平均数量最高，极显著高于陆地棉、甜菜和玉米

（P<0.01），与打瓜无显著差异（P>0.05）。花

生和甜菜上的截形叶螨均数量最高，平均数分别

为 5.70和 3.01头/叶/次，陆地棉上平均数量最低，

仅为 0.02 头/叶/次。 

比较 5 种寄主植物上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

的合计平均数量可以发现，两种叶螨在各作物上

的总发生数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发生数

量最多的作物为花生，其次为甜菜、打瓜和陆地

棉，玉米上叶螨种群数量最低。陆地棉和打瓜上

敦煌叶螨占比分别为 99.65% 和 90.07%，且平

均数量均极显著高于截形叶螨（P<0.01）。花生

（83.86%）、玉米（76.83%）和甜菜（64.31%）

上敦煌叶螨数量占比均大于 60%，但在这些作物

上 与 截 形 叶 螨 的 种 群 数 量 差 异 并 不 显 著

（P>0.05）。 

 

图 6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田间不同作物上的 

发生情况（库尔勒，2022） 

Fig. 6  The occurrence situation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on different 

crops (Korla, 2022) 

柱上标有**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t 检验）， 

n.s.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t 检验）。 

Histograms with ** indicat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by t-test, while with n.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y t-test. 

2.3  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在不同作物的寄主偏

好性 

2.3.1  敦煌叶螨对不同作物的取食偏好性  敦

煌叶螨对 5 种作物叶片两两选择试验结果如表 1

所示。陆地棉作为对照时，敦煌叶螨对陆地棉的

选择率显著高于玉米和打瓜（P<0.05），极显著

低于甜菜（P<0.01），与花生无显著差异

（P>0.05）。当花生作为对照时，敦煌叶螨对花

生的选择率极显著高于玉米（P<0.01），极显著

低于甜菜和打瓜（P<0.01）。当甜菜作为对照时，

敦煌叶螨对甜菜的选择率极显著高于玉米

（P<0.01），而极显著低于打瓜（P<0.01）。当

玉米作为对照时，敦煌叶螨对玉米的选择率极显

著低于打瓜（P<0.01）。由此看出，敦煌叶螨对

打瓜的选择性强于花生、甜菜和玉米，但显著低

于陆地棉。 
 

2.3.2  截形叶螨对不同作物的取食偏好性  截

形叶螨对 5 种作物叶片两两选择试验结果如表 2

所示。陆地棉作为对照时，截形叶螨对陆地棉的

选择率极显著高于其它寄主植物（P<0.01）。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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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敦煌叶螨雌成螨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反应 

Table 1  Different host plant selection of adult females of Tetranychus dunchuangensis 

寄主植物组合 

Combination of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选择率（%）

Choice rate (%)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选择率（%） 

Choice rate 
(%) 

显著性比较

Significance 
comparison

陆地棉-花生 
Gossypium hirsutum-Arachis 
hypogaea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40.00±4.78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51.40±5.46 n.s. 

陆地棉-甜菜 
Gossypium hirsutum-Beta vulgaris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36.60±2.34 甜菜 
Beta vulgaris 

57.40±3.83 ** 

陆地棉-玉米 
Gossypium hirsutum -Zea mays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66.80±4.92 玉米 
Zea mays 

16.00±3.85 ** 

陆地棉-打瓜 
Gossypium hirsutum-Citrullus 
lanatus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56.60±3.53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39.20±2.76 ** 

花生-甜菜 
Arachis hypogaea-Beta vulgaris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25.20±2.25 甜菜 
Beta vulgaris 

62.60±5.35 ** 

花生-玉米 
Arachis hypogaea-Zea mays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70.60±3.49 玉米 
Zea mays 

16.80±4.27 ** 

花生-打瓜 
Arachis hypogaea-Citrullus lanatus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16.60±7.78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76.00±7.13 ** 

甜菜-玉米 
Beta vulgaris-Zea mays 

甜菜 
Beta vulgaris 

72.60±2.94 玉米 
Zea mays 

15.20±2.04 ** 

甜菜-打瓜 
Beta vulgaris-Citrullus lanatus 

甜菜 
Beta vulgaris 

14.60±3.01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80.00±4.68 ** 

玉米-打瓜 
Zea mays-Citrullus lanatus 

玉米 
Zea mays 

14.00±5.56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84.00±5.18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敦煌叶螨在同一行组合中对不同寄主植物选择率的差异用**表示极显著差异（P<0.01），

*表示显著差异（P<0.05），n.s.表示无显著差异（P>0.05）。下表同。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SE. In the same combinati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selection rate of T. dunchuangensis for 
different host plants is indicated by **, which indicates extra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n.s. indicat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below. 

 
表 2  截形叶螨雌成螨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反应 

Table 2  Different host plant selection of adult females of Tetranychus truncatus 

寄主植物组合 

Combination of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选择率（%）

Choice rate 
(%)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选择率（%） 

Choice rate 
(%) 

显著性比较

Significance 
comparison

陆地棉-花生 
Gossypium hirsutum-Arachis hypogaea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74.40±3.87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16.60±4.83 ** 

陆地棉-甜菜 
Gossypium hirsutum-Beta vulgaris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74.80±8.78 甜菜 
Beta vulgaris 

22.60±7.79 ** 

陆地棉-玉米 
Gossypium hirsutum-Zea mays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86.40±3.82 玉米 
Zea mays 

6.20±1.66 ** 

陆地棉-打瓜 
Gossypium hirsutum-Citrullus lanatus 

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86.40±2.14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8.80±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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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Table 2 continued) 

寄主植物组合 

Combination of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选择率（%）
Choice rate 

(%)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选择率（%）
Choice rate 

(%) 

显著性比较

Significance 
comparison

花生-甜菜 
Arachis hypogaea-Beta vulgaris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72.60±4.20 甜菜 
Beta vulgaris 

18.00±3.98 ** 

花生-玉米 
Arachis hypogaea-Zea mays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76.60±5.04 玉米 
Zea mays 

13.20±2.69 ** 

花生-打瓜 
Arachis hypogaea-Citrullus lanatus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30.80±6.30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62.80±5.55 ** 

甜菜-玉米 
Beta vulgaris-Zea mays 

甜菜 
Beta vulgaris 

44.60±5.74 玉米 
Zea mays 

42.60±4.87 n.s. 

甜菜-打瓜 
Beta vulgaris-Citrullus lanatus 

甜菜 
Beta vulgaris 

27.20±8.59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65.40±8.18 ** 

玉米-打瓜 
Zea mays-Citrullus lanatus 

玉米 
Zea mays 

54.40±5.38 打瓜 
Citrullus lanatus 

38.80±7.10 n.s. 

  
生作为对照时，截形叶螨对花生的选择率极显著

高于玉米和甜菜（P<0.01），而极显著低于打瓜

（P<0.01）。甜菜作为对照时，截形叶螨对甜菜

的选择率极显著低于打瓜（P<0.01），而与玉米

无显著性差异（P>0.05）。玉米作为对照时，与

打瓜无显著性差异（P>0.05）。由此看出，截形

叶螨对陆地棉的选择性极显著强于其他寄主植

物，在各组合中选择率均在 70%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田间调查结果发现，库尔勒地区叶螨

主要为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叶螨虽然寄主范围

广泛，但在环境及其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对

不同寄主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性（武立强等，

2017）。本研究结果表明，敦煌叶螨在不同寄主

植物上的总发生数量高于截形叶螨；敦煌叶螨在

每种寄主植物上发生早且数量高于截形叶螨，因

此，敦煌叶螨为优势种群。这一研究结果与王慧

芙（1981）和程立生（1998）研究结果一致。随

着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品种的不断更换，农

作物有害生物群落结构、种类以及数量发生了变

化（唐睿等，2021）。有文献报道南疆库尔勒地

区玉米等作物上截形叶螨为优势种，并存在敦煌

叶螨为害（郭文超等，2001；雷新发等，2006；

孟瑞霞等，2008）。在本研究的田间调查中，在

玉米上叶也发现存在截形叶螨和敦煌叶螨混合

危害，且高峰期时截形叶螨的发生数量少于敦煌

叶螨。可能是由于作物结构调整、作物品种变更

和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了种群更替的现象。 

探究叶螨对寄主植物的选择偏好性，是筛选

抗螨品种、合理调整作物结构并减少经济损失的

重要前提。植食性昆虫对寄主的选择是其至关重

要的生命活动，其中以取食植物食料为最原始的

生态关系（经福林，2013；郭线茹等，2021）。

叶碟法被广泛应用于检测昆虫对寄主植物的取

食喜好性，研究结果可以揭示昆虫嗜食的食物或

替代食物（Figueroa et al.，2005；Li et al.，2006；

汤清波和王琛柱，2007）。有研究结果表明，在

室内采用离体叶碟法研究截形叶螨对 4 种寄主

植物的选择偏好性时，发现该螨对棉花具有较高

的偏好性，而对玉米的偏好性较低（庞保平等，

2004；郭艳兰等，2013），这与本研究所得出的

结果一致。 

敦煌叶螨在田间较为偏好花生，而在室内较

为偏好打瓜，但均不偏好玉米。截形叶螨在田间

较为偏好花生，而在室内偏好陆地棉。这可能是

由于大田和室内条件不同。田间植物种植时采用

随机区组，各作物之间相距较远，叶螨活动能力

弱，比起可能距离较远的嗜好寄主，更偏好选择

越冬地点附近的作物进行危害。两种叶螨除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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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寄主植物影响，也受相邻寄主植物叶螨数量

影响。不同寄主植物上叶螨发生时期不同。两种

叶螨虽然在同一种寄主植物上生态位相同，发生

早的叶螨物种由于先占据一定生态空间，因此，

发生晚的叶螨物种群数量受到两物种的竞争能

力、资源争夺能力、天敌对其捕食能力以及其对

温湿度的适应能力等综合因素影响。另外，室内

试验时，由于选择性试验的相对时间短（24 h）、

选择范围限制以及测试方法等多种因素原因，也

会表现出与在农田中不一样的选择。土耳其斯坦

叶螨在室内试验选择性结果与田间试验结果也

有所不同（郭艳兰等，2013），因此，叶螨与寄

主的关系需要综合室内试验和田间实际情况来

判断。 

本研究中的 5 种作物在农业生产上均发现

存在叶螨危害，其中棉花为抗盐碱作物，已成为

新疆主要经济作物，叶螨是危害新疆棉花的主要

有害生物之一（党益春等，2007；李金叶，2007）。

在花生、打瓜和甜菜上叶螨大田发生量均高于棉

花，且在有两种作物共存时，叶螨更喜欢选择棉

花。因此，在棉花种植区内，不宜与花生、打瓜

和甜菜等作物间作或邻作。以此来降低叶螨向棉

田转移的风险，进而降低叶螨对棉花危害，减少

对棉花产量的影响。花生是敦煌叶螨和截形叶螨

种群增速最快、数量最多的寄主植物，玉米是这

两种叶螨发生数量较少的寄主植物，陆地棉上敦

煌叶螨种群数量明显高于截形叶螨。 因此，在

规划作物布局时，应当避免将主要作物与花生邻

作，而与玉米间作套种；在叶螨危害重的地区避

免连作花生，在轮作过花生的田块要着重注意叶

螨危害。本研究还发现，两叶螨最先在打瓜上发

生危害。因此，建议在种植有打瓜的农田及附近

农田加强叶螨的控制，或利用打瓜吸引叶螨并及

早消灭，以减少主要作物田中叶螨发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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