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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5 a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冀中南部果产区, 山楂叶螨种群消长呈单峰曲线,不同年份或

同一年份不同果园的发生高峰不同,梨、桃园发生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苹果园发生在 6 月中旬

至 8 月上旬。发生高峰的温湿度界限指标是旬日均温度 26. 14±2. 11 ℃, 日均相对湿度 61. 67%±

8. 92% ; 在发育起点温度( 9. 2 ℃)与界限指标温度范围内,种群增长与有效积温呈高度正相关 ,符

合线性函数 lo gy = - 3. 557 4+ 2. 519 5logx , 在果园和树冠内的种群空间分布属聚集型; 山楂叶螨

危害苹果、梨、桃树造成早期落叶的螨口指标分别是叶均 31. 79、32. 34、19. 47 头 (均指雌成螨) ,叶

片被害指数分别为 61. 27%、60. 07%和 58. 01%。

　　关键词　山楂叶螨　种群动态　果园　危害

　　山楂叶螨( T etr any chus viennensis Zacher )是苹果、梨、桃、山楂等果树的主要害螨, 每年都

因其发生严重而使部分果树被害成灾, 造成早期大量落叶, 直接或间接影响果树的生长、发育

和果品产量。对其形态特征、危害习性、个体发育及其受温湿度的影响、抗性等已有研究报

道[ 1～ 3]。对其种群消长规律, 种群增长与温湿度的关系,发生高峰时的温湿度界限指标及其危

害程度等还未见报道。因此自 1986～1988年, 1992～1994年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0～20年生苹果(Malus pumila M ill. )、梨( Py rus sp. )和桃( A mygdalus sp. ) ,管理一般,

生长正常。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种群消长调查　采用定株定枝叶定期调查法,即在山楂叶螨越冬成螨上树危害时开

始,每果园固定 3株树,在固定树冠上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各固定 5个枝梢,每枝固定 10

片叶,每 5 d调查一次其上的成螨数。同时记载果园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1. 2. 2　叶片被害调查　在调查螨数的同时调查叶片的被害程度,被害程度分为 6级: 0级, 叶

片无被害; 1～5级: 被害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数分别为 1%～20%、21%～40%、41%～60%、

61%～80%、81%～100%, 并求出每株叶片被害指数,其公式为:

被害指数=
(级别数×该级别叶片数)
总叶片数×最高级别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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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图 1　山楂叶螨在苹果树上的消长

2. 1　种群消长规律

山楂叶螨在苹果、梨和桃树上的种群消长

如图1～3。以上结果表明: ( 1)山楂叶螨在冀中

南苹果、梨、桃园内的种群消长为单峰曲线。3

月中、下旬出蛰上树, 种群数量缓慢增长, 5月

下旬以后增长迅速, 梨园和桃园的发生高峰多

在 6 月下旬至 7月中旬;苹果园发生高峰的时

间比较分散, 在6月中旬到8月上旬。发生高峰

过后迅速下降,然后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2)山

楂叶螨种群数量的多少,发生高峰的时间, 在同

一果园不同年份或同一年份不同果园均差别较

大,这是由于果园内的生态条件决定的,如果树

的种类、栽植密度、果园内温湿度的高低、风雨

程度、天敌多少、害螨越冬量、杂草种类及多少

以及耕作制度等, 都影响到山楂叶螨的发生数

量。

图 2　山楂叶螨在梨树上的消长

图 3　山楂叶螨在桃树上的消长

2. 2　种群消长与温湿度关系

影响山楂叶螨消长的因子很多, 如气象因子、生物因子、耕作制度等,在初步研究了各种因

子的作用后, 着重研究了温湿度这一主要因子对山楂叶螨的消长影响。

2. 2. 1　种群发生高峰的温湿度界限指标　经 7 a 对 27个果园山楂叶螨种群发生高峰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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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各个果园山楂叶螨发生高峰期虽然不同, 但发生高峰的一定时期

的温湿度却相近, 如在高峰前 10～20 d 的日平均温度是 26. 14±2. 11 ℃, 相对湿度平均为

65. 54%±11. 22% , 峰前 20～30 d 的日平均温度为 22. 4±2. 02 ℃, 相对湿度为 46. 54%±

5%。据《中国农业螨类》记载
[ 1]

,在温度 26 ℃左右时,山楂叶螨的平均卵期为 5. 5 d,平均幼若

螨期6. 6 d,合计12 d。说明在此温湿条件下,高峰时的成螨种群数量(调查的只是成螨)是峰前

15 d的卵和幼若螨数的总和。又因山楂叶螨成螨在 27. 8 ℃下平均寿命为 5. 3 d, 据调查高峰

后 5 d成螨和峰前 10 d后卵量和幼若螨量大量减少,造成此现象的根源就是温湿度,峰前10 d

内的温湿度不利于生存,而峰前 20 d的温湿度最有利于其生育。因此将峰前 10～20 d的日平

均温湿度( 26. 14±2. 11 ℃, 61. 67%±8. 92%)作为发生高峰的界限指标, 在此指标之下山楂

叶螨种群数量呈增加趋势; 在此指标之上, 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

2. 2. 2　种群增长与有效积温的关系　利用 1992～1994年在 7个不同果园内对山楂叶螨的种

群增长与其有效积温的调查资料,经数理统计分析表明:在山楂叶螨发育起点温度( 9. 2 ℃)至

发生高峰温度界限指标( 26. 14 ℃)范围内,其种群增长与有效积温呈线性函数, 符合通式 m=

at
b,对每时期的种群数量和有效积温分别取对数,通过一元线性回归进行曲线拟合, 得 logm=

- 3. 557 4+ 2. 519 5 lo gt, r= 0. 856 8(式中 m 为山楂叶螨种群数量(头) , t为有效积温, r 为两

者的相关系数)。查表, r 0. 01= 0. 325,因 r> r 0. 01, 所以山楂叶螨种群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有效

积温呈高度正相关,即在上述温湿度范围内,山楂叶螨的种群数量有随有效积温的增加而增长

的趋势,但不能完全以此种关系进行山楂叶螨的预测预报,要预测种群密度还需要做大量的工

作。

2. 3　种群密度与危害

山楂叶螨群集在叶片上吸食汁液,破坏叶绿体, 在叶片上留有黄白色被害斑,当被害斑达

到一定程度后,叶片则枯焦脱落。利用 15 a的调查资料,经统计分析得出: 果树叶片被害程度

随螨口密度的增大和危害时间的延长而加重,当苹果、梨和桃三个树种单株平均螨口密度分别

达到 31. 79、32. 34、19. 47头/叶时,或被害指数分别达到 61. 27% , 60. 07%和 58. 01%时即开

始落叶,把这一种群密度和这一叶片被害指数称为山楂叶螨在苹果、梨、桃树上的落叶指标。

为了不使果树造成早期落叶,就必须提

前防治。一般果园防治一遍用 5 d,根据

山楂叶螨种群变动规律,在开始落叶前

5 d 的平均螨口密度 3种树分别为 16、

19、12. 5头/叶, 这一密度低于开始落叶

时的最低螨口密度(表 1) , 称此螨口密

度为开始防治的最大值或当天防治完的

最大防治指标。

表 1　山楂叶螨虫口密度与果树落叶的调查结果

调查时期 指　标 苹果 梨 桃

开始落

叶时

最低螨口密度(头/叶) 17. 9 27. 02 14. 45

最高螨口密度(头/叶) 43. 86 36. 50 22. 88

平均螨口密度(头/叶) 31. 79 32. 34 19. 47

平均被害指数( % ) 61. 27 60. 07 58. 01

开始落叶

前 5 d

平均螨口密度(头/叶) 16. 06 19. 05 12. 50

标　准　差 4. 31 7. 58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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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Damage of

Red Spider Mite ( Tetranychus viennensis)

L i Daluan　Zhang Cuituan　Xu Guol iang

　　Abstract　The result o f the research w hich lasted for fif teen years indicate that grow th

and decline curve of Tetrany chus v iennensis Zacher populat ion in orchar ds is one-hum ped one.

In the centre and south of Hebei Pro vince, in the different o r same years, in the dif ferent or-

chards, their occurrences are differ ent . T he peak occur s mainly f rom late-June to mid-July in

the pear and peach orchards. T he peak occurs mainly fr om mid-June to early-August in the

apple orchards. T he dem arcat ion index of the temper ature and r elat ive humidity o f the peak is

the average of ten days w hich are 26. 14±2. 11 ℃ and 61. 67%±8. 92% respect iv ely . Be-

tw een the star ting developm ent temperature( 9. 2 ℃) and the temperature dem ar cat ion in-

dex , the r ising of populat ion is a straight l ine interrates w ith the to tal ef fect iv e temperature.

The spat ial dist ribut ion pat ter ns of populat ion in crow ns and orchar ds ar e all determined as a

agg regate type. In apple, pear and peach trees, the low est pest density to cause ear ly leaf fall

are respectiv ely 31. 79, 32. 34 and 19. 47 per leaf , the index o f damage are respect ively 61.

27%、60. 07% and 58. 01% .

　 　 Key words 　 T etrany chus viennensis 　 populat ion dynam ics 　 o rchard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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