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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转移习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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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amageofPenthaleusmajor(Duges)towheatshowedsignificantlyincreasingtrend.At

present, theinvestigationoffieldpopulationdensitywasstillprimarymethodformonitoringandforecast.In

ordertounderstandthetransferhabitsofP.majoronwheatplants, thefieldobservationwascarriedoutin

2008.TheresultsshowedthatP.majorhadstrongermobilityonwheatplants, bywhichitmaychangeits

habitatwiththevariationofenvironmentalconditions.Inthesameday, thepopulationdensityofP.majorin

themorningandeveningwashigherthanthatatnoon.Itdecreasedobviouslyonwindy, rainydaysandthose

withhightemperature.TheamountofP.majorwasthehighestonthethirdtothefourthleafpositionfromtop

tobottomonwheatplants.P.majorwasdistributedmostlyonthebackofleaves, andnextonvaginasandthe

frontof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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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麦圆蜘蛛 Penthaleusmajor(Duges)在小麦上的危害有明显加重的趋势 ,田间种群密度的调查

仍是目前虫情测报的主要手段。为了解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转移习性 , 以便为其田间调查取样和防治

提供参考 , 作者于 2008年进行 3部分田间观察。结果表明:麦圆蜘蛛在小麦植株上具有较强的活动性 ,

可随田间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其栖息场所。在同一观察日内 , 其在麦株上的虫量多表现早晚时段多

于中午时段;在有风 、阴雨和气温相对较高时 ,麦株上的虫量分布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麦圆蜘蛛主要

分布于麦株由上向下数第 3 ～ 4叶位上;在不同叶位上的虫量 , 多以叶片反面相对最多 ,其次为叶鞘和叶

片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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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圆蜘蛛 Penthaleusmajor(Duges)是江苏

省海安县小麦上的偶发性害虫 ,常年仅在局部

田块引起危害。但在 2008年 ,该虫在海安县小

麦田普遍发生 ,局部田块受害严重。

对于麦圆蜘蛛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发生规

律 ,国内已有相关报道
[ 1 ～ 3]

,但对其危害期在麦

株上的转移习性罕见研究 。为此 ,作者于 2008

年在江苏省海安县进行了部分田间观察 ,以便

为该虫的田间调查取样和适期有效防治提供参

考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观察方法

在麦圆蜘蛛的危害盛期 ,选定长势偏好和

长势偏差的小麦田各 1块 ,其小麦品种分别为

“扬麦 15”和 “宁麦 8号”。每块田各选定 2点 ,

每点标定 10个拔节麦茎 。 4月 17日至 21日 ,

每天分别于 7, 10, 14和 18时前后各观察记载

1次麦茎全株不同部位麦圆蜘蛛的虫量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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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每次观察时 ,均是由上至下依次观察记载

不同叶位叶片正面 、反面和叶鞘部位的虫量 。

由于麦圆蜘蛛受惊后具有较强的坠落假死性 ,

故在观察时 ,均尽量不触动麦株 ,对不便观察的

弯垂叶片 ,用手轻轻拉住其叶尖部位轻轻抬起 ,

以观察叶片上的虫量 ,确保麦圆蜘蛛不受惊动

而坠落 。

在连续 5 d的田间观察期间 ,出现了 5种

不同的天气条件:4月 17日全天晴 ,无风(间或

风速 <2 m/s,下同);18日全天晴 ,有风(持续

风速 3 ～ 4m/s);19日全天阴 ,无风;20日全天

阴 ,大风(1号台风 ,风速 >6 m/s);21日全天

持续小雨 。

2　观察结果

2.1　麦株上的虫量消长

在有风和阴雨天气 ,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栖

息量较无风和晴天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表 1)。

不同长势的麦田 ,由于其植被密度的差异 ,在不

同的天气条件下 ,麦株上的栖息量具有不同的变

化 ,尤其是在大风和降雨时 ,对植被密度相对较

低的长势偏差田植株虫量的影响较大。

表 1　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逐日虫量

日期

(月-日)
天气

长势偏差田 长势偏好田 平均

虫数(头) 占比(%) 虫数(头) 占比(%) 虫数(头) 占比(%)

4-17 晴 244 35.67aA 1 625 34.25aA 1 869 34.96aA

4-18 晴 ,有风 113 16.52cB 779 16.45bB 892 16.48bB

4-19 阴 113 16.52cB 940 19.80bB 1 053 18.16bB

4-20 阴 ,大风 128 18.72bB 509 10.74cC 637 14.73bB

4-21 小雨 86 12.56dC 887 18.74bB 973 15.65bB

合计 684 4 740 5 424

　　注:虫数为 40麦茎观察虫量。占比数值均经反正弦转换后 ,采用新复极差方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同列小写与大写字母不

同分别表示数据间在 P<0.05与 P<0.01水平差异显著。 (下同)

　　在同一观察日内 ,麦株上的虫量随温度的 不同 ,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表 2)。

表 2　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虫量消长(头 /百茎虫量)

日期

(月-日)

时间

(时)

长势偏差田 长势偏好田

倒 1叶 倒 2叶 倒 3叶 倒 4叶 倒 5叶 合计 倒 1叶 倒 2叶 倒 3叶 倒 4叶 倒 5叶 合计
平均

4-17 7 10 80 170 100 0 360 170 880 835 635 5 2 525 1 443

10 0 0 125 90 0 215 20 485 930 720 425 2 580 1 398

14 0 20 15 30 5 70 65 150 195 300 160 870 470

18 5 135 240 195 0 575 30 120 580 855 565 2 150 1 363

4-18 7 0 10 95 120 5 230 5 305 315 460 150 1 235 733
10 0 0 0 5 25 30 5 155 115 700 310 1 285 658

14 0 0 5 15 0 20 0 0 0 50 40 90 55

18 0 30 120 120 15 285 0 145 310 545 285 1 285 785

4-19 7 0 55 180 90 15 340 65 375 790 315 160 1 705 1 023

10 0 0 35 45 0 80 0 170 510 315 90 1 085 583

14 0 0 30 80 5 115 20 100 315 540 180 1 155 635

18 0 0 5 10 15 30 0 50 165 395 145 755 393

4-20 7 0 30 60 50 10 150 0 5 310 140 95 550 350

10 0 0 70 45 0 115 0 15 445 255 25 740 428

14 0 20 140 85 0 245 0 0 330 245 40 615 430

18 0 30 65 30 5 130 0 15 180 425 20 640 385

4-21 7 0 5 95 35 0 135 45 360 245 230 25 905 520

10 10 40 40 15 10 115 0 120 390 370 220 1 100 608

14 0 0 60 0 5 65 0 60 250 605 85 1 000 533

18 0 20 75 20 0 115 10 200 325 475 420 1 430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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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晴天(4月 17、18日),表现随着气温的

逐步回升 ,麦株上的虫量逐渐向麦株的下部转

移 。日气温相对较高的 14时 ,麦株上的虫量下

降至全天相对最低水平 ,当时大部分虫量多聚

集到土面的缝隙中;在长势偏好 、田间荫闭度相

对较大的田块内 ,可见有大量麦圆蜘蛛聚集在

表土层上 ,或枯枝 、黄叶的背面活动。到傍晚气

温下降后 ,栖息在表土层和麦株下部的麦圆蜘

蛛又逐渐向麦株的上部转移 ,麦株上虫量又逐

渐回升 。在晴天有风的情况下(4月 18日),各

时段麦株上的调查虫量较无风的晴天均稍有减

少 。

在无风的阴天(4月 19日),麦株上的虫量

以早晨 7时相对最高 ,以后逐渐下降 ,到傍晚时

虫量下降到相对最低 。

在大风的阴天(4月 20日),麦株上的虫量

相对较为稳定 ,表现虫量分布明显减少 ,全天各

期麦株上的调查虫量变化幅度不大。

在小雨天气(4月 21日),麦株上的虫量也

明显减少 ,虽然天气持续小雨(7 ～ 19时期间 ,

仅 7、16、17时降水量为 0.1 mm以下 ,其它时

段均在 0.1 mm以上;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14

时 ,为 1mm),但在同一天中麦株上的虫量 ,长

势偏好田仍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2.2　麦株上的分布部位

2.2.1　分布叶位　90%左右的虫量均集中分

布于麦株的倒数第 2 ～ 4叶上 ,其中 ,在 7 ～ 10

时以倒 3叶 、14 ～ 18时以倒 4叶分布的虫量相

对最高 ,平均占单株总虫量的 40%左右 ,明显

高于其它叶位上的虫量(图 1)。

图 1　麦圆蜘蛛不同时段在麦株上的分布叶位(%)

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 ,不同时段麦圆蜘蛛

在不同类型田麦株上的虫量分布具有不同的差

异(表 2)。

早晨 7时 ,在晴天有风的情况下 ,无论在长

势偏好 、偏差田 ,麦圆蜘蛛均以麦株倒 4叶上的

虫量相对最多。在长势偏差田 ,其它各天气条

件下的虫量分布均以倒 3叶相对最多。在长势

偏好田 ,无风的晴天与雨天 ,均以倒 2叶上的虫

量相对最多;无论是有风或无风的阴天 ,均以倒

3叶上的虫量相对最多 。

上午 10时 ,在晴天有风的情况下 ,长势偏

差田麦株上的麦圆蜘蛛多分布于麦株基部倒 5

叶上 ,在长势偏好田则主要分布于麦株的倒 4

叶上 。在其它天气条件下 ,无论是长势偏好 、偏

差田 ,麦株上的麦圆蜘蛛均以倒 3叶的虫量分

布最多。

下午 14时 ,长势偏差田麦株上的麦圆蜘蛛

多分布于麦株的倒 3、4叶上;其中 ,在有风的阴

天和雨天 ,主要分布在倒 3叶上 ,其它天气主要

分布在倒 4叶上。在长势偏好田均以麦株的倒

4叶上的虫量相对最多 。

傍晚 18时 ,长势偏好与偏差田的麦株上 ,

分别多以倒 3叶和倒 4叶上的麦圆蜘蛛虫量相

对最多。

2.2.2　分布部位　各个不同的观察时段 ,麦圆

蜘蛛在麦叶上的分布部位多以叶片反面相对最

多(表 3)。其中 , 在长势偏好田 , 除早晨 7时

外 ,其它各时段叶片反面的虫量占比均显著高

于叶片正面与叶鞘 。

3　小结与讨论

麦圆蜘蛛在小麦植株上具有较强的活动

性 ,可随田间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其栖息场

所。

在同一观察日内 ,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虫

量多表现早晚时段多于中午时段;在风天 、阴雨

天和气温相对较高时 ,在麦株上的虫量分布均

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

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虫量分布比例 ,多以

麦株由上向下数第 3 ～ 4叶位相对最高;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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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叶位上的麦圆蜘蛛 ,多以叶片反面相对最 多 ,其次为叶鞘和叶片正面。

表 3　麦圆蜘蛛在麦株上的分布部位

时间 部位
长势偏差田 长势偏好田 平均

虫数(头) 占比(%) 虫数(头) 占比(%) 虫数(头) 占比(%)

7时 叶正面 58 23.81aA 494 35.79aA 552 29.80aA

叶反面 90 37.09aA 614 44.34aA 704 40.72aA

叶鞘 95 39.09aA 276 19.86bA 371 29.48aA

10时 叶正面 21 18.88aA 382 28.18bAB 403 23.53bA

叶反面 48 43.25aA 646 47.55aA 694 45.40aA

叶鞘 42 37.87aA 330 24.26bB 372 31.07abA

14时 叶正面 34 32.92abA 198 26.57bA 232 29.74bB

叶反面 42 40.75aA 351 47.08aA 393 43.91aA

叶鞘 27 26.33bA 197 26.33bA 224 26.33bB

18时 叶正面 50 22.01cB 394 31.47bB 444 26.74bB

叶反面 105 46.23aA 541 43.21aA 646 44.72aA

叶鞘 72 31.75bAB 317 25.32cC 389 28.53bB

平均 叶正面 163 23.84bA 1468 31.01bAB 1631 27.42bA

叶反面 285 41.63aA 2 152 45.39aA 2 437 43.51aA

叶鞘 236 34.53aA 1 120 23.59bB 1 356 29.06bA

　　本观察所选麦田的麦圆蜘蛛发生相对偏

轻 ,对于不同虫口密度及受害程度麦田麦圆蜘

蛛的转移习性 ,仍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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