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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验种群生命表评价
巴氏新小绥螨对西花蓟马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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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occidentalis(Pergande)(Thysanoptera, Thripidae)一龄若虫为猎物组建巴氏新小绥螨

Neoseiulusbarkeri(Hughes)(Acari:Phytoseiidae)实验种群生命表 ,获得净生殖力 Ro=27.37,世代平均历期 T=22.17

天 , 内禀增长率 rm =0.15, 周限增长率 λ=1.16, 种群倍增所需时间 t=4.64天等参数。将获得参数值与西花蓟马的

相关参数值进行比较 , 巴氏新小绥螨瞬间增长率大于西花蓟马的瞬间增长率(0.14), 雌成螨日取食 7 ～ 12头西花蓟

马一龄若虫 , 表明巴氏新小绥螨可以作为控制西花蓟马种群数量的有效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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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oseiulusbarkeri(Hughes)isanativepredatorymiteontheWesternFlowerThrips(WFT),

Frankliniellaoccidentalis(Pergande), andrecentlyinvadedpestinChina.Thepresentstudywasbasedon

thelifetabletoevaluatethepotentialN.barkeritocontrolWFTat24 ±1 ℃andfedwithWFT.Theresults

showedthatintrinsicrateofincrease(rm), netreproductiverates(Ro), meangenerationtime(T), in-

natecapacityforincrease(λ), anddoublingtime(t)were0.15 , 27.37, 22.17 d, 1.16 and4.64 d, re-

spectively.IntrinsicrateofnatureincreaseofN.barkeriwashigherandpopulationdoublingtimewasshor-

terthanWFT, femaleconsumed7 -12 individual1
st
instarnymphperday.Aspopulationofpredatory

mitesextendandWFTwereconsumed, indicatingthatNeoseiulusbarkeriwouldbeagoodagenttocontrol

WFTundermention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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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occidentalis起源于美国

西部。据 Yudinetal.(1986)报道 ,西花蓟马既可以

直接危害也可传播多种病毒 ,导致作物损失 30% ～

50%, 严重时可达到 70%, 甚至导致绝收 ,是世界

性的重要害虫之一 。由于其个体较小 ,繁殖速度

快 ,寄主范围广 ,抗药性强等特点 ,因此对西花蓟马

的防治较困难 ,在当今绿色生态农业的形势下 ,寻

找有效的天敌对西花蓟马进行生物防治便成为植

保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据蒋小龙等报道 , 我国于

1996年将其列为潜在的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害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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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入侵北京(张友军等 , 2004)、云南(吴青君

等 , 2007)、贵州(李景柱等 , 2007)等省市危害 ,具有

大面积暴发的危险性 。对我国的农业及其相关产

业具有巨大的威胁。

捕食螨是蓟马的重要天敌之一 ,荷兰 、加拿大

等国家已商品化生产胡瓜新小绥螨和巴氏新小绥

螨防治蓟马(Ramakers, 1980;Houten, 1991)。吴伟

南等(1997)的经济昆虫志记载巴氏新小绥螨在我

国大部分省市均有分布 。据舒畅等报道 ,江西省大

量扩繁巴氏新小绥螨防治脐橙叶螨 ,并且取得了良

好效果 ,但巴氏新小绥螨对蓟马的研究国内少见

报道。

生命表是评价天敌控害效果的有效方法 ,本文

采用特定年龄生命表的编制方法 ,获得其种群的重

要生物学参数 ,通过对这些参数的分析比较 ,评价

巴氏新小绥螨对西花蓟马的控制能力及利用价值 ,

以期能够为应用本地天敌防治西花蓟马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虫源

巴氏新小绥螨由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提供 ,在广口瓶 (1000 mL)内 , 以腐食酪螨 Ty-

rophagusputrescentiae饲养建立种群 ,瓶口用 300目

纱网覆盖并用橡皮筋固定 。

西方花蓟马采自北京市门头沟蔬菜基地黄瓜

上的 Cucumissativus,室内以芸豆 Phaseoluscoccineus

饲养建立实验饲养群。繁殖 3代后 ,取孵化 6 h左

右的一龄若虫做供试猎物 。

1.2　实验条件及器具

实验在光照培养箱(SanyoMLR-350H)中进

行 ,温度 24 ±1℃,相对湿度 90 ±5%,光照周期 L：

D=16：8。

自制饲养器:将直径 13 cm、厚 1 cm的海绵放

入直径 15 cm、高 2.5 cm的玻璃培养皿中 ,海绵上

放直径 12 cm的滤纸 ,滤纸上放直径 10 cm的塑料

保鲜膜 ,加水至与海绵齐平并且滤纸上有水渗出 ,

海绵不与培养皿壁接触。

1.3　实验方法

挑取巴氏新小绥螨成螨 300 ～ 500头至自制饲

养器的保鲜膜上任其产卵 , 12 h后收集捕食螨卵在

0.2 mL的离心管中单头饲养 ,每管用移液器加 2 μL

纯净水 ,放入光照培养箱 ,每 12 h在解剖镜下检查

发育状况 ,观察到新的蜕皮壳即可确认进入新的螨

态 。据 Bonde报道 ,幼螨不取食 ,从若螨开始饲喂

猎物 ,用湿润的 00号狼毫笔将准备好的猎物移入

管中 ,根据不同螨态饲喂足够数量的猎物 ,若螨期

多于 10头 ,成螨多于 15头。每次喂食时将管中剩

余的猎物取出 ,加入新鲜猎物 ,并加 2 μL纯净水 。

发育至成螨后 ,将雌雄螨配对;据 Bonde报道 ,巴氏

新小绥螨多次交配可达到最大产卵量 ,实验过程中

发现雄螨死亡或丢失立即补充一头雄螨 。

1.4　生命表参数的计算

生命表参数的计算参照黄寿山(1996):

存活率(Lx):Lx=N(i+1)/Ni=Si

X:按时间分段的序号;i:龄期;N(i+1):下一龄

期的起点虫数;Ni:上一龄期的起点虫数。

种群趋势指数:I=Se×Sl×Sp×FPf×P♀

逐日生殖力(Mx):Mx=Ex/N♀

净生殖力(Rо):Rо=∑ LxMx

内禀增长率(rm):rm =lnR0 /T

世代平均历期(T):T=∑ XLxMx/∑LxMx

周限增长率(λ):λ=e
r
m

种群倍增所需时间(t)=In2/rm

2　结果与分析

2.1　巴氏新小绥螨发育历期和存活率

卵 、若螨 、I龄若螨和 II龄若螨的发育历期分别

为 1.93 ±0.27 d、0.63 ±0.25 d、1.80 ±0.63 d和

1.37 ±0.56 d。若螨历期显著短于卵 、I龄若螨和 II

龄若螨(F=60.067, df=3, Sig.<0.001)。雌成螨

是取食量最大的螨态 ,最长可存活 42 d,平均寿命

32.95 ±8.19 d,是整个未成熟期 (5.73 d)的 5.7

倍 ,占整个寿命(38.68 d)的 85%(见表 1)。

表 1　在取食西花蓟马条件下巴氏新小绥螨的发育历期

Table1　 Developmentduration ofN. barkerifed on

F.aoccidentalis

螨态 Stages 发育历期 Duration(d) 存活率 Survival

卵 Eggs 1.93±0.27 0.97

若螨 Larvae 0.63±0.25 0.95

I龄若螨 Protonymphs 1.80±0.63 0.91

II龄若螨 Deutonymphs 1.37±0.56 0.94

成螨 (雌)AdultFemales 32.95±8.19  

合计 Sum 38.68 0.79

未成熟期的 4个螨态的存活率均大于 9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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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卵的存活率最高 ,达 97%;1龄若螨的存活率相

对较低 ,为 91%。

2.2　巴氏新小绥螨繁殖力

巴氏新小绥螨雌成螨平均产卵量为 52.2粒 ,

平均每雌每天产卵 1.8粒 ,一生最多产 84粒。平均

产卵期为 28.45 d,单头最长产卵期为 40 d。由观

察数据计算得到生命表参数见表 2。

表 2　巴氏新小绥螨实验种群生命表参数

Table2　LifetableparametersofN.barkerifedonF.oc-

cidentalis

参数 Parameters 值Value

净生殖力(每一世代)Netreproductiverate(per
generation)

Ro=27.37

世代平均历期(天)Meangenerationtime(days) T=22.17

内禀增长率(每雌每天)Intrinsicrateofnaturein-

crease(perday)
rm =0.15

周限增长率(每天)Finiterateofincrease(per

day)
λ=1.16

种群倍增所需时间(天)Doublingtime(days) T=4.64

种群趋势指数 Indexofpopulationtrend I=27.37

平均产卵量(粒)Averagefecundity(individual) 52.15

雌性比 Sexratio(female/total) 0.67

　　试验结果显示 ,巴氏新小绥螨净生殖力 Ro=I

=27.37,即下一代种群数量是本世代的 27.37倍;

内禀增长率 rm是 0.15,即平均每日每雌增加 0.15

个雌性个体;将 rm转化为周限增长率 λ为 1.16,表

明种群以每天 1.16倍的速度增长;世代平均历期 T

为 22.17 d。

3　讨论

生命表参数能较好反映种群消长机制 ,通过生

命表参数的比较可以看出两种群间的差异(徐汝

梅 , 1990)。下表为相同温度下巴氏新小绥螨和西

花蓟马的生命表参数比较 。

表中西花蓟马的净生殖力 Rо(34.69)大于巴

氏新小绥螨(27.37), 意味着西花蓟马的种群增殖

能力比巴氏新小绥螨的种群增殖能力大 7倍多;但

二者的世代平均历期 T不同 ,巴氏新小绥螨完成一

个世代需 22.17天 ,西花蓟马完成一个世代需25.27

天 ,因此从这两个参数(T和 R)表面无法判断在某

段时间内这两个种群的增长情况。

表 3　巴氏新绥螨与西花蓟马的生命表参数比较

Table3　ComparisonoflifetableparametersofN.barkeriandFrankliniellaoccidentalis

Rо rm T λ t
温度℃

Temperature

参考

Reference

巴氏新小绥螨

N.barkeri
27.37 0.15 22.17 1.16 4.64 24 ±1

本试验

Presentstudy

西花蓟马

WFT
34.69 0.14 25.27 1.15 4.94 24 ±1 Gerin, 1994

rm值决定于种群的生殖能力 、寿命和发育速

度 ,是种群增殖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 (徐汝梅 ,

1990)。巴氏新小绥螨 rm(0.15)值略大于西花蓟马

的 rm(0.14)值亦表明巴氏新小绥螨具有控制西花

蓟马种群数量的潜力 。

食物和环境等因素影响巴氏新小绥螨的发育 。

本试验中巴氏新小绥螨的发育历期为 5.73 d,而

Bonde于 1989年在同样温度下以烟蓟马 Thrips

tabaci为猎物时的结果为 6.2 d。食物和环境因素

还直接影响巴氏新小绥螨的寿命和繁殖 ,本试验中

巴氏新小绥螨雌成螨的平均寿命(32.95 ±8.19 d)

和平均产卵量(52.2粒)均小于吴伟南等(2008)报

道其取食皮氏叶螨的寿命(58 d)和产卵量(78粒)。

后者是半田间环境条件下的试验数据 ,可能巴氏新

小绥螨在自然条件下比本实验条件下具有更大的

繁殖和生存潜能 。

巴氏新小绥螨的生长发育历期为 5.73天明显

短于 Gerin(1994)西花蓟马的发育历期 14.2天 。

说明巴氏新小绥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育至成

螨 ,成螨取食量最大 、寿命在所有螨态中最长 ,长时

间保持大的取食量使得巴氏新小绥螨能够最大限

度的消耗猎物 。巴氏新小绥螨雌成螨每天至少取

食 7头西花蓟马一龄若虫 ,才可完成正常生长发育

和繁殖 。最大捕食量为 12头 。雌螨寿命一般为

32.95天 ,可消耗 230 ～ 400头左右西花蓟马。随着

巴氏新小绥螨的繁殖 ,西花蓟马种群的消耗 ,西花

蓟马种群将会受到明显抑制。

据吴伟南等报道 ,自然环境中作物的花粉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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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叶螨都可以作为巴氏新小绥螨的补充食物 ,即使

在靶标害虫密度较低的情况下 ,巴氏新小绥螨也可

以正常生长并繁殖后代建立稳定的种群。但大量

取食花粉和叶螨势必会影响到对靶标害虫的专一

性控制 。因此在田间释放之前 ,应根据田间的具体

情况调整应用技术。

据 Teulon报道 ,西花蓟马喜欢凉爽干燥的环

境 , 60%的相对湿度最适合其生长发育 ,而巴氏新

小绥螨各发育阶段尤其是卵期对湿度要求较大 ,所

以在温 、湿度较大的温室环境中 ,更有利于其对西

花蓟马种群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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