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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巴氏钝绥螨对沙田柚上橘
全爪螨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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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alsanddemonstrationsofreleasingAmblyseiusbarkeri(Hughes)tocontrolPanonychuscitri

McGregoronpomelo(variety:Shatian)werecarriedoutinJi′an, JiangxiProvincein2007 ～ 2008.Theresults

showedthatreleasedA.barkerireproducedtolargepopulationinpomeloorchards, andwaseffectivelyto

controlP.citri.AfterreleasingthreetofourpaperbagswithofA.barkeri(600individualseachbag)oneach

pomelotree, thedensityofP.citriwassignificantlydecreasedtothelevelbelowthresholds, whichmay

decreaseamountofpesticide, andconsequentlydecreasecostofcontrollingandimproveecologicalenvironment

andqualityofpomelo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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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 ～ 2008年开展释放巴氏钝绥螨 Amblyseiusbarkeri(Hughes)防治沙田柚上橘全爪螨

PanonychuscitriMcGregor试验示范。结果表明:巴氏钝绥螨能在江西省吉安市沙田柚果园大量繁殖 ,每

株成年沙田柚树上释放 3 ～ 4盒巴氏钝绥螨 , 每盒含巴氏钝绥螨 600头以上 ,可有效控制橘全爪螨的危

害 , 减少施药次数和农药用量 ,节约防治成本 ,改善橘园生态环境和果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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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赣州市植保植检站技术人员观察发

现本地柑橘园有一种捕食螨对橘全爪螨

PanonychuscitriMcGregor捕食能力强 ,经广东

省昆虫研究所吴伟南研究员鉴定为巴氏钝绥螨

Amblyseiusbarkeri(Hughes)
[ 1]
。该螨国外主要

分布于美国 、欧洲 、阿尔及利亚 、以色列及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 ,而在国内则主要分布于江西 、湖

南 、广东和云南等地
[ 2]
。 2005年以来 ,江西省

植保植检站联合组织南昌大学 、赣州市及柑橘

主产县植保植检站组成巴氏钝绥螨控制果蔬害

螨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组 ,开展了巴氏钝绥螨

生物学 、生态学研究 、人工商品化生产技术研究

以及巴氏钝绥螨控制柑橘全爪螨应用技术研

究 ,明确了巴氏钝绥螨对粉螨和橘全爪螨的捕

食效能以及温度对巴氏钝绥螨发育历期的影

响 ,建立了巴氏钝绥螨生产技术规程及控制柑

橘全爪螨应用技术 。另外 ,福建农林大学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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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倩等人开展了猎物对巴氏钝绥螨影响的研

究 ,广东昆虫研究所吴伟南等人开展了利用巴

氏钝绥螨控制番木瓜皮氏叶螨的研究 。作者于

2007 ～ 2008年在吉安市柑橘园内开展巴氏钝

绥螨控制橘全爪螨的试验示范 。因为其他地方

是在脐橙 、温柑 、南丰蜜橘等品种上释放 ,没有

在柚类上释放过 ,吉安市以沙田柚为主的甜柚

种植面积较大 ,所以 ,作者选择在沙田柚上进行

试验示范 ,以探索巴氏钝绥螨在沙田柚等高大

柑橘类果树上控制橘全爪螨的使用技术和效

果 ,并在温柑 、脐橙等品种上进行示范推广 。经

过 2年的试验示范 ,掌握了巴氏钝绥螨的消长

规律 ,摸索出了巴氏钝绥螨防治沙田柚上橘全

爪螨的应用技术和效果。现将试验示范结果报

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示范地点　吉安市园艺场

1.2　试验示范材料　由赣州市植保植检站以

粉螨为代用猎物大量繁殖的巴氏钝绥螨。试验

园面积 5 836.3m
2
,供试品种为 20年树龄的沙

田柚 ,树冠直径 4 ～ 5 m,高约 3 m,处于结果盛

期 ,每 667 m
2
产量1 500 ～ 2 500kg。示范园面

积 23.5hm
2
, S示范品种有沙田柚 、温柑(尾张 、

宫川 、兴津 、椪柑 、广柑等)、脐橙 、南丰蜜橘等。

1.3　释放方法　用压力式装订机将盛螨纸盒

钉在橘树主干上方 2 ～ 3级分叉阴凉处 ,盒底与

地面垂直。

1.4　试验示范处理　试验设放螨 1、2、3、4、5

或 8盒区 、化防区 (不放螨 ,施农药防治全爪

螨),每个处理设 3次重复(3个小区),并设对

照(不放螨 ,不施农药防治全爪螨),每小区 9

棵树。示范不设重复 。放螨区在第 1次放螨前

7 ～ 10 d用阿维菌素清园 ,把全爪螨数量降到 1

只 /叶左右。

1.5　释放时间和数量　2007年 6月 12日释

放第 1批 2 400盒 , 9月 18日释放第 2批 4 000

盒 。 2008年 5月 16日释放一批 800盒 , 5月 27

日释放一批 800盒。试验区每棵树放螨 1 ～ 5

盒或 8盒 ,示范区每棵树放螨 1 ～ 4盒 。

1.6　调查方法　放螨后每 7 ～ 14 d调查 1次

全爪螨和巴氏钝绥螨数量 。每小区随机调查 3

棵树 ,每处理调查 9棵树 。调查巴氏钝绥螨用

拍盘法 ,每树分东 、南 、西 、北 、中 5个方位各调

查 3根枝条(枝条长 30 ～ 50 cm,每枝 30 ～ 60

片叶)。将瓷盘(40 cm×30 cm)置于每根枝条

下方 ,用手拍枝条 3次 ,使螨震落盘中 ,目测盘

中螨数量 。调查全爪螨每树在东 、南 、西 、北 、中

五个方位各随机调查 2片叶 ,目测其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巴氏钝绥螨的消长情况

2007年放螨后对巴氏钝绥螨的消长情况

做了一些跟踪调查 ,一般百枝 12 ～ 26只;2008

年进行了系统调查 ,每隔 7 d有 1个调查数据。

2008年年初出现严重的冰冻雪灾 ,冬后调查发

现橘树上有巴氏钝绥螨 , 2008年 5月 16日放

螨前调查基数 ,一般百枝有 10 ～ 12只 。 2008

年放螨后 ,螨量比 2007年多 ,一般百枝在 15 ～

45只 ,最高 138只 。放螨后 10 ～ 30 d捕食螨增

长较快 ,然后随全爪螨数量下降而逐渐减少 , 7、

8月份由于高温 ,数量减少 ,到 9月份又缓慢增

加 , 12月份开始明显下降(图 1)。

图 1　2008年放螨区巴氏纯绥螨消长图

2.2　对全爪螨的控制效果

2.2.1　对全爪螨的控制情况　放螨后 25 ～ 30

d内各小区全爪螨数量均增长 , 30 d后放螨 3、

4、5、8盒区全爪螨数量下降明显 , 1个半月后一

般在 100只 /百叶左右 ,放螨 1、2盒区全爪螨数

量缓慢下降 ,一般在 900只 /百叶以下。对照区

在 7、8月份由于高温有些自然下降 ,但虫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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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较高 , 800 ～ 1 000只 /百叶以上 , 9月份数量又

上升(图 2,图 3)。

图 2　2007年放螨后橘全爪螨消长图

图 3　2008年放螨后橘全爪螨消长图

2007年释放较晚 ,试验园放螨前果农已施

药 3次防治全爪螨 ,加上是第 1年释放 ,放螨区

在 6月 18日至 11月 24日减少施药 3次。 2008

年放螨区 5月 22日至 10月 26日减少施药 4

次。释放 25 ～ 30 d后开始起效 ,放螨 3盒以上

的没有再施药 ,放螨 1、2盒区挑治了 2 ～ 3次。

2.2.2　防治效果　放螨 3盒和 3盒以上的防

治效果均在 83%以上 , 和化防区防治效果相

当 ,对全爪螨的控制效果良好 ,放螨后一直没有

施药。放螨 1、2盒的防治效果在 12% ～ 41%,

和放螨 3盒以上的小区及化防区防治效果差异

显著 ,但对全爪螨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效果较

慢 ,在虫量高时要进行挑治(表 1)。

3　小结与讨论

巴氏钝绥螨和橘全爪螨的发生规律相似 , 4

～ 5月 、9 ～ 11月各有 1个发生高峰 , 7、8月高

温炎热 ,数量下降 , 12月份气温较低 ,数量普遍

减少。它的数量随全爪螨增长而增加 ,随全爪

螨下降而减少。

表 1　2007和 2008年放螨区 、化防区防治效果

和方差分析(用 DMRT法)

2007年 2008年

处理
相对防治

效果(%)

差异

显著性
处理

相对防治

效果(%)

差异

显著性

1盒区 12.06 dD 1盒区 29.03 eD
2盒区 15.23 cC 2盒区 40.55 dC
3盒区 83.25 bB 3盒区 87.06 cB
4盒区 89.85 aA 4盒区 90.09 abA
5盒区 89.94 aA 8盒区 90.98 aA
化防区 89.62 aA 化防区 89.22 bA

　　利用巴氏钝绥螨可很好地控制沙田柚上橘

全爪螨的危害 ,每棵成年沙田柚(树冠直径 4 m

以上)放螨 3 ～ 4盒 ,树龄 10年以下 ,树冠直径

4m以内的每棵柑橘树放螨 1 ～ 2盒 ,放螨后 25

～ 30d开始起效 , 3 ～ 6个月内不需使用农药 ,

全爪螨种群数量一直控制在防治指标以下 ,可

减少使用农药 4 ～ 6次 , 667 m
2
节约防治成本

50 ～ 100元
[ 3]
。

放螨区树势好 ,枝叶绿 ,全爪螨危害轻 ,施

药少 ,果品品质提高 ,好果率增加 ,果农收入增

加。而且 ,由于施药减少 ,其它天敌也增多。

存在的问题是巴氏钝绥螨对锈壁虱控制效

果较差 , 7、8月份是锈壁虱发生危害高峰期 ,要

施药控制 ,否则会造成很多 “锈果 ”。果农要施 2

～ 4次有效农药才能控制锈壁虱的危害。放螨区

果农防治锈壁虱时要使用对巴氏钝绥螨较安全的

药剂如代森锰锌(9个供试杀菌剂中 ,除咪鲜胺

外 ,其它杀菌剂包括代森锰锌各浓度对巴氏钝绥

螨的毒性均很小)
[ 4]
、炔螨特、三唑锡等 ,不宜使用

浏阳霉素、哒螨灵 、矿物油类等农药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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