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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糖橘上植绥螨种群动态变化及原因分析* 
宋子伟**  郑  苑  张宝鑫***  李敦松***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华南果蔬绿色防控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摘  要  【目的】 明确化学防治措施和果园杂草对沙糖橘 Citrus reticulita Blanco 上植绥螨种群动态变化

的影响，为建立以利用捕食螨为主的柑橘病虫害综合防控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连续在同一个沙糖橘果园中开展了植绥螨的种群动态调查，分别在果树上和周围杂草上采取振

落法采集捕食螨标本，室内进行玻片鉴定捕食螨种类，统计螨个体数量，分析植绥螨的种群结构和种群动

态变化规律。【结果】 沙糖橘上调查采集的捕食螨分别是江原钝绥螨 Amblyseius eharai Amitai & Swirski、

加州新小绥螨 Neoseiulus californicus (McGregor)、钝毛钝绥螨 A. obtuserellus Wainstein & Begljarov、尼氏

真绥螨 Euseius nicholsi (Ehara et Lee)、长刺新小绥螨 N. longispinosus (Evans)和墨西哥似前锯绥螨

Proprioseiopsis mexicanus Garman。墨西哥似前锯绥螨为杂草上优势种，真桑新小绥螨 N. makuwa Ehara 和

冲绳肩绥螨 Scapulaseius okinawanus Ehara 仅在杂草上发现。加州新小绥螨和墨西哥似前锯绥螨在沙糖橘

上和杂草上的种群动态变化相似，发生高峰期存在互补的现象。【结论】 化学农药对沙糖橘上植绥螨的

种群结构组成没有显著影响。自然状态下，沙糖橘园的植绥螨优势种类为加州新小绥螨和江原钝绥螨，两

种捕食螨种群发生高峰时间段也不同。加州新小绥螨对化学农药的整体耐受度相较其它种类较高，田间使

用高效氯氰菊酯会显著抑制柑橘上植绥螨的种群增长。杂草对于稳定果园中捕食螨种群具有积极作用，使

用除草剂会间接破坏柑橘园中植绥螨种群的稳定性。 

关键词  植绥螨；沙糖橘；种群动态；化学农药；杂草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hytoseiid mites on tangerine  
Shatangju and the causes analysis 

SONG Zi-Wei**  ZHENG Yuan  ZHANG Bao-Xin***  LI Dun-So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South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High Technology for Plant Protection, 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Ai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chemical controls and weeds o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hytoseiid mites on Citrus reticulita Blanco. The findings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control-based prevention system for citrus pests using predatory mites. [Methods]  Between April 2021 and 

December 2023, continuous field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citrus and weeds growing around the trees in the same 

Shatangju orchard. Five-point sampling and shaking-off-the-plate method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redatory mites at independent fixed sites. Predatory mit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plant-flapping plate method. The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and counted using a microscope. The pesticides applied were recorded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hytoseiid mit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main phytoseiid species identified in the Shatangju orchard were 

Amblyseius eharai Amitai & Swirski, Neoseiulus californicus (McGregor), Amblyseius obtuserellus Wainstein & Begljarov, 

Euseius nicholsi (Ehara et Lee), N. longispinosus (Evans) and Proprioseiopsis mexicanus Garman. P. mexicanus w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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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 species found on weeds growing around the Shatangju trees. N. makuwa Ehara and Scapulaseius okinawanus (Ehara) 

were only found on the weeds. N. californicus and P. mexicanus had similar population dynamics on the Shatangju trees and 

weeds, with corresponding peak periods. [Conclu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chemical pesticides o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phytoseiid mites in the Shatangju orchard.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N. californicus and A. eharai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althoug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ming of their population peaks. N. californicu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tolerance to the chemical pesticides than the other phytoseiid mites in the orchard. The use of 

beta-cypermethrin in the field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phytoseiid mites and the use of herbicides 

indirectly destroys the stability of phytoseiid mites in citrus orchards. In contrast, weed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stabilizing 

the population of predatory mites in the orchard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encouraged. 

Key words  phytoseiid mites; Citrus reticulita; population dynamics; pesticides; weeds 

沙糖橘 Citrus reticulita Blanco 原产于广东，

由于其品质出众，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

来，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成为广东省柑橘产业的

主栽品种，也是广东、广西发展最快，栽培面积

最大、产量最高的柑橘类品种（闫化学和周碧容，

2021）。  

植绥螨是柑橘园中重要的自然天敌，对柑橘

害螨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Liang and Huang，

1994；Nyrop et al.，1998；Aguilar-Fenollosa et al.，

2011）。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柑橘园中常见

的植绥螨种类有加州新小绥螨 N e o s e i u l u s 

californicus (McGregor)、江原钝绥螨 Amblyseius 

eharai Amitai & Swirski、冲绳肩绥螨 Scapulaseius 

okinawanus Ehara、尼氏真绥螨 Euseius nicholsi 

(Ehara et Lee)、纽氏肩绥螨 S. newsami Evans、

东方钝绥螨 A. orientalis Ehara、真桑新小绥螨

N. makuwa Ehara（江汉华和欧高才，1989；蒲天

胜等，1990；徐国良等，2002；张权炳，2004；

宋子伟等，2019，2022），其中纽氏肩绥螨、江

原钝绥螨、加州新小绥螨 3 种柑橘园的优势捕食

螨种类对柑橘害螨的自然控制作用较为显著（蒲

天胜等，1990；徐国良等，2002；覃贵勇等，2013；

李晓杨等，2021；宋子伟等，2022）。除了人工

规模化释放植绥螨防治柑橘害螨，利用生境措施

保护利用植绥螨也是柑橘全爪螨 Panonychus 

citri (McGregor) 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Zhao  

et al.，2014）。然而，柑橘病虫害种类多，仍需

要化学防治等作为配套措施对病虫害加以控制

（Landis et al.，2000；方小端等，2013）。 

明确植绥螨的田间种群动态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植绥螨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黄明

度，1979）。植绥螨的种群动态受猎物密度、寄

主植物的特征以及非生物因子如湿度、温度、光

照和农药的影响（徐学农等，2013；方小端等，

2019）。农药使用和生态环境变化是影响柑橘园

植绥螨利用的重要问题（吴伟南和蓝文明，1988），

筛选对植绥螨安全的化学药剂和果园生态植物对

于柑橘园植绥螨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重点调查了化学防治措施和树体周围杂草对

植绥螨的种群结构及动态的影响，为建立以利用

捕食螨为主的柑橘病虫害综合防控体系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 

沙 糖 橘 园 位 于 惠 州 市 博 罗 县 园 洲 镇

（114°3ʹ33ʹ E，23°6ʹ34ʺ N），海拔 10 m，果园

面积 6 000 m2，树龄 7-9 年，正常投产。 

1.2  调查方法 

调查点选择：果树上捕食螨种类及种群动

态调查采用 5 点取样方法，定点选取 5 棵树势

较好的果树，绕树冠外围选取 5 个方位，每个

方位选取上、中和下 3 个部位，每个部位一条

枝条（包含 15 至 20 片叶片），采用振落法采集

捕食螨（方小端等，2016）；果园杂草以马唐、

白花鬼针草和水花生为主，每种杂草上随机选择

3 个调查点。 

采样方法：每个调查点拍打 3 下，果树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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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位的样品收集在同一个盘子中；同一种杂草

的样品收集在同一个盘子中。将承接盘中观察到

的捕食螨利用 0 号毛笔挑入装有 75%酒精的

5 mL 塑料离心管中，带回实验室制作捕食螨标

本永久玻片（吴伟南等，2009），用于捕食螨种

类的鉴定、种群螨态和数量统计。 

调查区域及调查时间：对照区（CK）和常

规施药区 T1 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4 月至 12 月，

每个月调查 2 次。对照区不施用化学农药，常规

施药区 T1 正常管理，对照区和常规施药区 T1

间隔 6 m。常规施药区 T2 调查时间为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1 月至 3 月、11 月和 12 月每个月调

查 1 次，4 月至 10 月每个月调查 2 次。常规施

药区 T3 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4 月至 12 月，每个

月调查 2 次。对照区、常规施药区 T2 和常规施

药区 T3 为同一区域。2022 年常规施药区 T2 杂

草区（T2W 区）共调查 10 次；2023 年常规施药

区 T3 杂草区（T3W 区）共调查 14 次。 

2021 年常规施药区内化学杀虫剂的使用记

录如表 1 所示。 
 

表 1  2021 年沙糖橘园施药区化学农药使用记录 

Table 1  The records of chemical pesticides used in the chemical control areas of Shatangju orchard in 2021 

化学品类别和名称 Types and names of chemicals 日期（月·日） 
Date 

(month·day) 杀虫剂 Insecticide 杀菌剂 Fungicide 除草剂 Herbicide 杀螨剂 Acaricide 

4.06–4.21 – 吡唑醚菌酯 Pyraclostrobin

（25%悬浮剂，1 500 倍）

（25%SC, 1 500×） 

– – 

4.21–5.06 高效氯氰菊酯 Beta-cypermethrin 

（4.5%乳油，1 000 倍） 

(4.5%EC, 1 000×) 

乙蒜素 Ethylicin 

（30%乳油，1 000 倍）

(30%EC, 1 000×) 

– – 

5.06–5.20 啶虫脒 Acetamiprid 

（5%乳油，4 000 倍） 

(5%EC, 4 000×) 

– – – 

5.20–6.05 – 代森锰锌 Mancozeb 

（80%可湿性粉剂， 

500 倍） 

(80%WP, 500×) 

– – 

6.05–6.25 – 代森锰锌 Mancozeb 

（80%可湿性粉剂， 

500 倍） 

(80%WP, 500×) 

草铵膦 
Glufosinate- 
ammonium 

（10%可溶液剂，

200 倍） 

(10%SL, 200×) 

阿维螺螨酯 Abamectin 
& spirodiclofen  

（28%悬浮剂，1 500

倍） 

(28%SC, 1 500×) 

6.25–7.08 噻虫嗪 Thiamethoxam 

（25%水分散剂，3 000 倍） 

(25%WG, 3 000×) 

啶虫脒 Acetamiprid 

（5%乳油，4 000 倍） 

(5%EC, 4 000×) 

噻虫胺 Clothianidin 

（30%悬浮剂，2 000 倍） 

(30%SC, 2 000×) 

噻嗪酮 Buprofezin 

（22%可湿性粉剂，2 000 倍） 

(22%WP, 2 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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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化学品类别和名称 Types and names of chemicals 日期（月·日）
Date 

(month·day) 杀虫剂 Insecticide 杀菌剂 Fungicide 除草剂 Herbicide 杀螨剂 Acaricide 

7.08–7.27 噻虫嗪 Thiamethoxam 

（25%水分散粒剂，3 000 倍） 

(25%WG, 3 000×) 

春雷霉素 Kasugamycin

（2%可溶液剂，500倍）

(2%SL, 500×) 

– – 

7.27–8.10 噻虫嗪 Thiamethoxam 

（25%水分散粒剂，3 000 倍） 

(25%WG, 3 000×) 

噻虫胺 Clothianidin 

（30%悬浮剂，2 000 倍） 

(30%SC, 2 000×) 

矿物油 Petroleum oil 

（99%乳油，200 倍） 

(99%EC, 200×) 

春雷霉素 Kasugamycin

（2%可溶液剂，500倍）

(2%SL, 500×) 

– – 

8.10–8.22 矿物油 Petroleum oil 

（99%乳油，200 倍） 

(99%EC, 200×) 

春雷霉素 Kasugamycin

（2%可溶液剂，500倍）

(2%SL, 500×) 

– – 

8.22–9.06 高效氯氰菊酯 Beta-cypermethrin

（4.5%乳油，1 000 倍） 

(4.5%EC, 1 000×) 

噻虫胺 Clothianidin 

（30%悬浮剂，2 000 倍） 

(30%SC, 2 000×) 

矿物油 Petroleum oil 

（99%乳油，200 倍） 

(99%EC, 200×) 

– 草铵膦 
Glufosinate-ammoniu
m 
（10%可溶液剂，200

倍） 

(10%SL, 200×) 

阿维菌素 Abamectin 

（1.8%乳油，1 500 倍）

(1.8%EC, 1 500×) 

9.06–9.23 高效氯氰菊酯 Beta-cypermethrin

（4.5%乳油，1 000 倍） 

(4.5%EC, 1 000×) 

噻虫胺 Clothianidin 

（30%悬浮剂，2 000 倍） 

(30%SC, 2 000×) 

矿物油 Petroleum oil 

（99%乳油，200 倍） 

(99%EC, 200×) 

咪鲜胺 Prochloraz 

（40%水乳剂，500 倍）

(40%EW, 500×) 

– – 

9.23–10.07 噻虫胺 Clothianidin 

（30%悬浮剂，2 000 倍） 

(30%SC, 2 000×) 

矿物油 Petroleum oil 

（99%乳油，200 倍） 

(99%EC, 200×) 

代森锰锌 Mancozeb 

（80%可湿性粉剂， 

500 倍） 

(80%WP, 500×) 

– – 

10.07–10.26 噻虫胺 Clothianidin 

（30%悬浮剂，2 000 倍） 

(30%SC, 2 000×) 

代森锰锌 Mancozeb 

（80%可湿性粉剂， 

500 倍） 

(80%WP, 500×) 

– 阿维菌素 Abamectin 

（1.8%乳油，1 500 倍）

(1.8%EC, 1 500×) 

乙唑螨腈 Cyetpyrafen

（30%悬浮剂，3 000 倍）

(30%SC,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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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化学品类别和名称 Types and names of chemicals 日期（月·日） 
Date 

(month·day) 杀虫剂 Insecticide 杀菌剂 Fungicide 除草剂 Herbicide 杀螨剂 Acaricide 

10.26–11.10 – 咪鲜胺 Prochloraz 

（40%水乳剂，500 倍）

(40%EW, 500×) 

草铵膦 
Glufosinate-ammonium 

（10%可溶液剂， 

200 倍） 

(10%SL, 200×) 

– 

11.10–11.23 矿物油 Petroleum oil 

（99%乳油，200 倍） 

(99%EC, 200×) 

乙蒜素 Ethylicin 

（30%乳油，1 000 倍）

(30%EC, 1 000×) 

– – 

11.23–12.07 – – – – 

12.07–12.23 – 代森锰锌 Mancozeb 

（80%可湿性粉剂， 

500 倍） 

(80%WP, 500×) 

– 炔螨特 Propargite 

（73%乳油，2 000 倍）

(73%EC, 2 000×) 

– 表示此项无数据，下表同。1 000 倍表示药剂使用前的稀释倍数，其它使用浓度的表示方法与此相同。 

– means no data in this item, the same below. “1 000×” means the chemicals were diluted 1 000 times with water before 

used, the other concentrations are expressed in the same way. EC: Emulsifiable concentrate; EW: Emulsion, oil in water; SC: 
Suspension concentrate; SL: Soluble concentrate; WG: Water dispersible granule; WP: Wettable powder.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1.3.1  捕食螨种类鉴定  植绥螨科种类的鉴定

参照《中国动物志：无脊椎动物（第 47 卷）》

（吴伟南等，2009；Xu et al.，2013），植绥螨

种类学名参照 Demite 等（2023）建立的在线植

绥螨数据库中的种类名称，植绥螨中文名称参照

《植绥螨系统学及其对有害生物的治理》（吴伟

南和方小端，2021）。 

1.3.2  捕食螨数量统计  不同种类植绥螨的个

体数量统计来源于玻片上捕食螨数量，是植绥螨

数量的绝对值。 

1.3.3  捕食螨种群数量特征分析  捕食螨的种

群数量特征采用Berger-Parker的优势度指数（D）

分析。D = Nmax/N，式中：Nmax 为优势种的最大

种群数量；N 为全部物种的总个体数（张孝羲，

200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调查区植绥螨类群的种群分布 

2021 年沙糖橘树上调查采集的捕食螨种类

有 5 种，分别是江原钝绥螨、加州新小绥螨、钝

毛钝绥螨 A. obtuserellus Wainstein & Begljarov、

尼氏真绥螨和长刺新小绥螨 N. longispinosus 

(Evans)。其中，对照区内的优势种是江原钝绥螨

和加州新小绥螨，优势度指数分别为 0.49 和

0.40；常规施药区 T1 内的优势种仅有加州新小

绥螨 1 种，优势度指数为 0.82（表 2）。 

2022 年，常规施药区沙糖橘树上的植绥螨

种类相比 2021 年增加了 1 种，为墨西哥似前锯

绥螨 Proprioseiopsis mexicanus Garman。加州新

小绥螨是沙糖橘树上植绥螨优势种，优势度指数

为 0.55；其次为江原钝绥螨，优势度指数为 0.27。

调查区内杂草上植绥螨种类相较沙糖橘树上的

植绥螨缺少了尼氏真绥螨和长刺新小绥螨，增

加了真桑新小绥螨和冲绳肩绥螨。杂草上优势

种是墨西哥似前锯绥螨，优势度指数为 0.78

（表 2）。 

2023 年，常规施药区沙糖橘树上的植绥螨

种类与 2022 年调查的种类一致，优势种是加州

新小绥螨，优势度指数为 0.47；其次为江原钝绥

螨，优势度指数为 0.23。调查区内杂草上植绥螨

种类相较沙糖橘树上的植绥螨种类多两种，分别

是真桑新小绥螨和冲绳肩绥螨。杂草上优势种是

墨西哥似前锯绥螨，优势度指数为 0.40；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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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1-2023 年不同处理区沙糖橘及周围杂草上植绥螨类群分布数量 

Table 2  The phytoseiid mites collected on Shatangju and weeds around citrus trees 

个体数量（N）Individual number 优势度指数（D）Dominance index植绥螨种类 

Species of phytoseiid mites CK T1 T2 T2W T3 T3W CK T1 T2 T2W T3 T3W

植绥螨科 

Phytoseiidae 

1 303 742 593 188 384 293       

加州新小绥螨 

Neoseiulus californicus (McGregor) 

520 611 327 13 181 97 0.40 0.82 0.55 0.07 0.47 0.33

江原钝绥螨 

Amblyseius eharai Amitai & Swirski 

634 7 162 9 89 24 0.49 0.01 0.27 0.05 0.23 0.08

钝毛钝绥螨 

Amblyseius obtuserellus Wainstein & Begljarov

95 34 31 4 9 16 0.07 0.05 0.05 0.02 0.02 0.05

尼氏真绥螨 

Euseius nicholsi (Ehara et Lee) 

34 2 1 – 34 5 0.03 0.00 0.00 – 0.09 0.02

长刺新小绥螨 

Neoseiulus longispinosus (Evans) 

20 88 4 – 31 7 0.02 0.12 0.01 – 0.08 0.02

墨西哥似前锯绥螨 

Proprioseiopsis mexicanus Garman 

– – 68 147 40 116 – – 0.11 0.78 0.10 0.40

真桑新小绥螨 

Neoseiulus makuwa Ehara 

– – – 10 – 10 – – – 0.05 – 0.03

冲绳肩绥螨 

Scapulaseius okinawanus (Ehara) 

– – – 5 – 18 – – – 0.03 – 0.06

CK：对照区；T1：2021 年常规施药区；T2：2022 年常规施药区；T2W：2022 年常规施药区内杂草；T3：2023 年常

规施药区；T3W：2023 年常规施药区内杂草。 

CK: Control; T1: Normal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1; T2: Normal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2; T2W: Weed in normal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2; T3: Normal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3; T3W: Weed in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3. 
  

加州新小绥螨，优势度指数为 0.33（表 2）。 

2.2  不同调查区主要植绥螨的种群动态 

2.2.1  对照区沙糖橘上主要植绥螨的种群动态  

2021 年对照区沙糖橘上主要植绥螨种类及其高

峰期不同（图 1）。在 8 月 10 日之前，沙糖橘

上优势种为加州新小绥螨，从 4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共有 2 个高峰日，分别为 4 月 21 日和 7

月 8 日。8 月 22 日至 12 月 23 日，优势种为江

原钝绥螨，也有 2 个高峰日，分别为 9 月 23 日

和 11 月 23 日。从 7 月 27 日至 10 月 26 日，钝

毛钝绥螨在加州新小绥螨的低谷期出现 1 个小

高峰，10 月 7 日后，随着加州新小绥螨种群数

量的上升，钝毛钝绥螨的种群数量下降。10 月

26 日，加州新小绥螨达到下半年的最高峰，11

月 10 日开始，加州新小绥螨数量开始显著下降。

江原钝绥螨和钝毛钝绥螨全年最高峰出现的时

间分别为 9 月 6 日和 9 月 23 日，但本时间段内

田间未采集到加州新小绥螨。 

2.2.2  2021 年施药区 T1 沙糖橘上主要植绥螨的

种群动态  2021 年施药区 T1 沙糖橘上，优势植

绥螨加州新小绥螨的种群数量随时间变化相较

其它捕食螨极其显著（图 2）。从 4 月 6 日至 6

月 5 日，加州新小绥螨种群数量保持下降趋势，

7 月 8 日至 7 月 27 日，加州新小绥螨数量显著

上升，随后持续下降，8 月 10 日至 9 月 23 日，

加州新小绥螨数量为全年最低水平。10 月 7 日

至 10 月 26 日，加州新小绥螨数量达到年度最高。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3 日，加州新小绥螨数量出

现升降，但总体数量在 25 至 50 头之间变化。 

2.2.3  2022 年施药区 T2 沙糖橘和杂草上主要植

绥螨的种群动态  2022 年施药区 T2 沙糖橘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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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 年对照区沙糖橘上主要植绥螨种类的种群发生动态 

Fig. 1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major phytoseiid mites on Shatangju in the CK area in 2021 
 

 
 

图 2  2021 年施药区 T1 沙糖橘上主要植绥螨种类的种群发生动态 

Fig. 2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major phytoseiid mites on Shatangju in the T1 area in 2021 
 

草上加州新小绥螨和墨西哥似前锯绥螨高峰期

随时间呈现显著的变化（图 3）。6 月 6 日之前，

柑橘上加州新小绥螨有 2 个小高峰日，分别是 2

月 15 日和 5 月 18 日。6 月 6 日至 8 月 9 日，柑

橘上加州小绥螨种群出现全年最高峰，最高峰日

为 7 月 21 日；杂草上墨西哥似前锯绥螨也出现

全年第一个高峰日，高峰日也为 7 月 21 日。8

月 23 日至 10 月 24 日，柑橘上加州新小绥螨种

群数量显著降低，墨西哥似前锯绥螨在柑橘上出

现全年高峰日，高峰日为 9 月 20 日；杂草上墨



3 期 宋子伟等: 沙糖橘上植绥螨种群动态变化及原因分析 ·589· 

 

西哥似前锯绥螨出现全年第二个高峰日，高峰日

为 10 月 9 日。10 月 9 日至 10 月 24 日，沙糖橘

上未发现加州新小绥螨，杂草上还存在有加州新

小绥螨。11 月 9 日至 12 月 9 日，沙糖橘上加州

新小绥螨数量有显著上升。 

2.2.4  2023 年施药区 T3 沙糖橘和杂草上主要植

绥螨的种群动态  2023 年施药区 T3 沙糖橘和杂

草上加州新小绥螨和墨西哥似前锯绥螨的种群

动态变化如图 4 所示。沙糖橘上加州新小绥螨在

调查时间段内有 3 个高峰时间段，分别是 4 月 7 
 

 
 

图 3  2022 年施药区沙糖橘和杂草上主要植绥螨种类的种群发生动态 

Fig. 3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major phytoseiid mites on Shatangju and weeds  
in the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2 

 

 
 

图 4  2023 年施药区沙糖橘和杂草上主要植绥螨种类的种群发生动态 

Fig. 4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major phytoseiid mites on Shatangju and  
weeds in the chemical control area i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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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5 月 22 日、8 月 24 日至 10 月 10 日、11 月

9 日至 11 月 23 日，其中，最高峰日为 5 月 5 日；

沙糖橘上墨西哥似前锯绥螨在调查时间段内仅

有 1 个高峰时间段，6 月 21 日至 7 月 7 日，高

峰日为 7 月 7 日。杂草上加州新小绥螨在调查时

间段内有 2 个高峰时间段，分别是 5 月 22 日至

7 月 7 日、11 月 23 日至 12 月 8 日，其中最高峰

日为 6 月 5 日；杂草上墨西哥似前锯绥螨在调查

时间段内也有 2 个高峰时间段，分别是 6 月 21

日至 8 月 7 日、11 月 23 日至 12 月 8 日，其中，

最高峰日为 7 月 7 日。 

3  讨论 

连续 3 年调查结果表明，同一地块沙糖橘上

的植绥螨优势种均为加州新小绥螨，其次为江原

钝绥螨。在未施用化学农药的对照区沙糖橘上江

原钝绥螨的优势度稍高于加州新小绥螨，常规施

药区内沙糖橘上的植绥螨种类虽然没有显著变

化，但加州新小绥螨的优势度显著高于其它种

类。加州新小绥螨和江原钝绥螨均为柑橘上常见

的优势种类，对柑橘全爪螨均具有显著的控制作

用（江汉华和欧高才，1989；蒲天胜等，1990；

Kishimoto et al.，2007；覃贵勇等，2013；方小

端等，2014；Kishimoto，2014；李晓杨等，2021）。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植绥螨都是沙糖橘上的优

势种，但发生期和发生高峰均存在显著差异。

2021 年 8 月 10 日之前，加州新小绥螨为田间优

势种，8 月 22 日之后，江原新小绥螨取代加州

新小绥螨成为田间优势种。除气候因素外，食料

也是影响这两种植绥螨种群动态变化的主要因

素。加州新小绥螨和江原钝绥螨分别属于捕食Ⅱ

型（叶螨的选择性捕食者）和捕食Ⅲ型（广食性

捕食者）（McMurtry et al.，2013），两种不同

捕食类型的捕食螨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有可能

跟田间的食物来源有关（Aguilar-Fenollosa et al.，

2011）。柑橘白粉虱 Dialeurodes citri (Ashmead)

为柑橘梢期主要害虫，以秋梢期发生严重（高俊

燕等，2012），2021 年的田间调查结果表明，

在 8 月 22 日之后，柑橘白粉虱发生量比上半年

显著增加（数据未发表）。江原钝绥螨对柑橘白

粉虱具有较强的捕食能力，江原钝绥螨可以通过

捕食柑橘粉虱来维持种群的稳定（李晓杨等，

2021），江原钝绥螨还可以花粉作为替代食物，

以此维持种群数量（赵文娟等，2021）。真桑新

小绥螨为柑橘园中的优势种，并且对害螨具有一

定的控制作用（蒲天胜等，1990），而本研究中

仅在杂草上发现有真桑新小绥螨，没有在柑橘树

上发现，关于真桑新小绥螨对于柑橘害螨的控制

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农药施用 T1 区与对照区相比调查到的植绥

螨种类一致，但其优势种不同，T1 区优势种仅

有加州新小绥螨，对照区为江原钝绥螨和加州新

小绥螨，且江原钝绥螨在 T1 区中的数量明显减

少。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加州新小绥螨相较江原

钝绥螨对农药的抗性更高，在常规管理使用农药

的柑橘园中，有 50%-60%的果园存在加州新小

绥螨，但在未施用任何化学农药的果园中几乎没

有发现有加州新小绥螨（Kishimoto et al.，2007）。

方小端等（2014）研究结果表明，在不使用任何

农药处理的柑橘园中，江原钝绥螨为绝对优势

种，但在化学防治区，江原钝绥螨数量极少或者

没有发现。Wari 等（2015）研究了不同栽培措

施下日本梨园中的植绥螨种群分布，结果表明，

在常规化学防治区，8 月中旬之前加州新小绥螨

为优势种；8 月中旬后，由于化学农药的使用减

少，江原钝绥螨逐渐成为优势种。 

化学农药中，杀虫（螨）剂对捕食螨的影响

显著高于杀菌剂（程小敏等，2013；徐学农等，

2013）。2021 年，调查区 T1 与对照区相比，捕

食螨数量显著降低的时间段为 4 月 6 日至 4 月

21 日、6 月 5 日至 6 月 25 日、8 月 22 日至 9 月

6 日和 9 月 6 日至 9 月 23 日。对照 2021 年全年

用药情况，捕食螨显著降低时间段内与高效氯氰

菊酯、吡唑嘧菌酯和草铵膦这 3 种化学农药的使

用时间段重合。高效氯氰菊酯对多种捕食螨都具

有高毒性（程小敏等，2013）；吡唑嘧菌酯对捕

食螨的毒性尚未有报道，但吡唑醚菌酯对玉米螟

赤眼蜂 Trichogramma ostriniae Pang et Chen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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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力有显著影响，作用时间长（王瑜等，2022）；

草铵膦虽然对捕食螨没有直接影响，但草铵膦的

使用，对柑橘周围的杂草具有灭生性作用，树体

周围植被（杂草）对于柑橘上的植绥螨种群具有

稳定作用（Aguilar-Fenollosa et al.，2011）。 

2022 和 2023 年连续两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杂草上的植绥螨种类结构与柑橘树上的基本一

致，而且杂草上植绥螨种类更为丰富。墨西哥似

前锯绥螨是沙糖橘周围杂草上的优势种，当柑橘

上加州新小绥螨种群数量较低时，墨西哥似前锯

绥螨可以作为补充，成为沙糖橘上的植绥螨优势

种。少毛钝绥螨 P. asetus (Chant)是墨西哥似前锯

绥螨的同物异名，栖息植物以草本植物居多（吴

伟南和方小端，2021）。墨西哥似前锯绥螨可以

捕食多种猎物，包括蓟马、粉虱和多种叶螨等，

是一种优良的本土天敌，具有饲养成本低、田间

适应性好和捕食能力强等特点（黄建华等，2020；

孙莉等，2022）。加州新小绥螨作为柑橘上的优

势种类，当柑橘上种群数量较低时，周围杂草上

加州新小绥螨种群数量显著增加，表明果园杂草

可以作为加州新小绥螨的临时庇护所。杂草对于

果园中捕食螨的稳定性起积极作用（蒲天胜等，

1990）。 

因此，在实际生产中，高效氯氰菊酯和除草

剂应当慎用，而可以选择联苯肼酯、螺螨酯、吡

蚜酮、噻虫嗪和氯虫苯甲酰胺等对加州新小绥螨

毒性较小的杀虫（螨）剂（黄婕等，2019）。吡

唑醚菌酯对柑橘园优势捕食螨的影响有待进一

步研究。 

4  结论 

化学农药对沙糖橘上植绥螨的种群结构组

成没有显著影响。自然状态下，沙糖橘园的植绥

螨优势种类为加州新小绥螨和江原钝绥螨，种群

发生高峰时间段存在显著差异。加州新小绥螨对

化学农药的整体耐受度相较其它种类较高，田间

使用高效氯氰菊酯会显著抑制柑橘上植绥螨的

种群增长。杂草对于稳定果园中捕食螨种群具有

积极作用，使用除草剂会间接破坏柑橘园中植绥

螨种群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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