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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同一湿度（-7RPS）不同温度（/+T、/;T、()T、(7T、(*T、(,T、7(T、7-T）及同一温度（(*T）不同湿度

（7)RPS、-7RPS、;-E-R PS、.-R PS、,(E-R PS、/))R PS）组合条件下，测定了温湿度对番茄刺皮瘿螨 !"-)’./
)0"’.12/+"+（U>II&&）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温、湿度对该螨存活率有明显影响，以 (7T（-7R PS）和

;-E-RPS（(*T）条件下最高，分别为 .,E,R和 .;E/R；其发育历期较短，在 /+ V 7-T和 7)R V /))RPS 范围内，历

期随温度升高而缩短，随湿度升高而延长；番茄刺皮瘿螨的发育起点温度较高，卵、若螨和整个世代的发育起点温

度分别为 /)E-/、,E)( 和 ,E/-T。完成一代需要 /)-E-* 日·度。温湿度对番茄刺皮瘿螨的繁殖力有明显影响，产卵

期随温度升高而缩短，随湿度升高而延长；产卵量在 (*T（-7RPS）和 -7RPS（(*T）下最高，每头雌虫产卵分别为

++E7 粒和 +(E( 粒；(*T（-7RPS）和 -7RPS（(*T）条件下种群的内禀增长率最高，分别为 )E(*+- 和 )E(**,。结果

表明，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为温度 (* V (,T、相对湿度 -7R V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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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刺皮瘿螨 !"#$%&’ $("%&)*’+"+（!"##$$）属节

肢动物门、蛛形纲、蜱螨亚纲、瘿螨科、刺皮瘿螨属。

最早描述于澳大利亚，现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害虫

（%"&’$( ")* +$&,$-，./01；2$--&)3 ")* 4"--"-，./56；

7"89$ ")* +":"&，;<<1），主要危害茄科植物（=$>>#?)
), -$ @，./AB；2$--&)3 ")* 4"--"-，./56）。成若螨通过

吸取叶片、茎和果细胞液侵害植物。被害植物叶片

表面常略带红色，初呈油污状，后成烫金或赤褐色

状。茎的颜色变成油状青铜色或褐色。被害果呈青

铜色，僵化，常纵向裂开。据文献报道，该螨危害可

造成番茄 6BC的产量损失（D’&E$&-" ), -$ @，./5;），甚

至导致植株死亡；我国于 ./51 年由南京农业大学

匡海源首次报道发现于南宁（匡海源，./51）。上海

从 .//B 年开始引进国外现代化的温室进行蔬菜生

产，.//A 年 发 现 该 螨 危 害 温 室 番 茄（匡 开 源 等，

;<<<），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0 年该螨害在一些

园艺场暴发成灾，在不到 1 周的时间内就迫使番茄

提前拉秧。调查发现 A<C以上面积的夏番茄上有

番茄剌皮瘿螨的发生，其中不少已倒棚，严重地影响

了上海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对未来设施栽培带来了

不容忽视的威胁。但国内对该螨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缺少研究和报道。国外研究初步表明环境因子温

度、湿度、寄主等对番茄刺皮瘿螨生长发育和发生危

害有不同程度影响（F$&G$ ), -$ @，.///；F$&G$ ), -$ @，
;<<1；7"89$ ")* +":"&，;<<1）。但这些研究因子单

一，或存在明显缺陷，系统性不够。另外研究结果尚

存在争议，如 H&I$ 和 JG-?)3（./6;）认为番茄刺皮瘿

螨在高温（1;K）条件下，低湿度是种群延续的必要

条件，而 2’")$#（./0.）研究结果认为高湿条件更有利

于该螨种群增长；H&I$ 和 JG-?)3（./6;）研究认为番

茄刺皮瘿螨种群生长最适条件是 ;6LAK和 1<C相

对湿度，而 M#"’$E（./6A）研究结论认为在 .B N ;0K较

冷条件和 A<C N 5<C相对湿度条件下，种群才会快

速发展。关于生命周期，M#"’$E（./6A）认为 .B N ;0K
条件 下 发 展 一 代 需 .B N .5 天，而 H&I$ 和 JG-?)3

（./6;）认为在最适条件下（;.K，1<CH7）繁殖一代

是 6LB 天。总之，有关番茄刺皮瘿螨基本生物学的

研究不足，尤其是对我国该螨种群的研究尚属空白。

为了认识番茄刺皮瘿螨的危害，明确我国种群的特

征，摸清其发生规律，有效地对其发生与危害进行管

理，我们开展了该螨的分子生态和实验生态学研究。

本文报道了温、湿度因子对番茄刺皮瘿螨生长发育

和繁殖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实验虫源采自上海市松江区现代农业园区五厍

示范基地番茄苗上。饲养控温设备为 OHPQ;B5R4
型光照培养箱，温度灵敏度 S <LBK。

!"# 湿度控制

采用饱和盐溶液法控制湿度，分别采用无水

T"T’;、!3（UD1）67;D、U"T’、+T’、+UD1和 7;D 控制相

对湿 度 在 1<C、B1L<C、ABLBC、5BL<C、/;LBC、

.<<C。实验前两天取控湿试剂配成饱和溶液置于

塑料密封盒（0B IV W ;< IV W .B IV）内，作为湿度控

制器，将其置于 ;6K恒温培养箱内。

!"$ 生长发育观察

饲养小室设计：取两块有机玻璃板（A IV W 0 IV
W <LB IV），在其中一块中央钻 <L5 IV 孔。取一新鲜

番茄叶片平铺在 <L1 IV 厚面巾纸上，面巾纸吸足水

以保番茄叶片新鲜，再用上面两块有机玻璃夹在一

起，带孔洞有机玻璃板置于番茄叶片一面，两端用橡

皮圈固定。

在小室内接入 . 头雌成螨，让其产卵，第 ; 天挑

除雌成螨及其余卵，只留 . 粒卵，随即置于同一湿度

（B1C H7）不同温度（.0K，.AK，;<K，;1K，;6K，

;/K，1;K 和 1BK），和同一温度（;6K）不同湿度

（1<CH7，B1CH7，ABLBCH7，5BCH7，/;LBCH7
和 .<<CH7）的人工气候培养箱中饲养，一旦发现叶

片发黄，立即更换番茄叶片。实验选用 F X R Y .6 X 5
的光照周期，每处理供试卵数为 0< 粒。每日 5：<<
时、;<：<< 时观察记载瘿螨的存活与发育情况。

!"% 不同温湿度对繁殖的影响

在每一饲养小室内接入 1 头处于第二若螨期若

螨，第 ; 天挑除 ; 头，只留 . 头未受伤的健康瘿螨，

置于 同 一 湿 度（B1C H7）不 同 温 度（.0K，.AK，

;<K，;1K，;6K，;/K，1;K和 1BK），和同一温度

（;6K）不 同 湿 度（1<C H7，B1C H7，ABLBC H7，

5BCH7，/;LBCH7 和 .<<CH7）的人工气候培养箱

中饲养，一旦发现叶片发黄，立即更换番茄叶片。实

验选用 F X R Y .6 X 5 的光照周期，每处理供试总数为

0< 头。; 天 . 次观察记载产卵数并挑除所产卵。

!"&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了 R2J 软件数据处理系统。发

育历期等的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了 R9)I") 新复极

差法。曲线拟合采用了 !"-89"-*G 法。发育起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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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有效积温计算采用了“最小二乘法”法。内禀增

长率等生命参数按丁岩钦（!""#）方法计算。

! 结果与分析

!"# 温湿度对番茄刺皮瘿螨发育历期和存活率的

影响

!"#"# 温度对番茄刺皮瘿螨发育历期和存活率的

影响：$%&’( 条件下不同温度处理对番茄刺皮瘿螨

不同发育阶段的平均发育历期影响见表 !。在 !#)

* %$)的温度范围内，卵期和整个世代历期随温度

升高而缩短；在 +,) * +")温度范围内，若螨期也

随温度升高而缩短，但在 +" * %$)时，若螨期则随

温度升高而延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卵期和

若螨期，在 +" * %$)之间历期差异不显著，在 !# *
+-)时差异显著，说明当温度超过 +")时，温度变

化对发育历期的影响开始减弱；对于全世代历期，

在 +, * +-)条件下差异显著，低温处理（!#)、!.)）

和高温处理（+" * %$)）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 不同温度下番茄刺皮瘿螨的发育历期和存活率（$%&’(）

)*+,- # .-/-,012-34*, 567*4803 *35 49- :67/8/*, 7*4- 0; 49- 402*40 76::-4 284- *4 58;;-7-34 4-21-7*467-:（$%&’(）

温度

/0120345630
（)）

发育历期 70809:210;549 <6345=:;（<） 存活率 >638=849 3450（&）

卵期

?@@
若螨期

AB12C
世代历期

?@@ 5: 4<695
卵期

?@@
若螨期

AB12C
全世代

?@@ 5: 4<695

!# DE,- F ,E++（%D）G4 DE!! F ,E+-（+#）G4 !-E!. F ,E%（+#）G4 "#ED D,E. .-E$
!. .E#$ F ,E+-（%%）HI .E%" F ,E%#（+%）HI !$ED# F ,E%$（+%）G4 "+E% D%E! .-E.
+, #E"% F ,E!.（%,）JK $E# F ,E!-（++）JK !,E%% F ,E!.（++）HI "#E$ D$E. D!E,
+% %E#D F ,E!,（%#）7< #E.$ F ,E+%（%,）7< DE+% F ,E,D（%,）JK "DE! "!E- D"E"
+- +ED% F ,E,D（%-）?0 +E"- F ,E!D（%!）?0 $E." F ,E!#（%!）7< "-E" D"E# D-E-
+" +E#D F ,E,D（%.）L0 +E#+ F ,E!%（+!）L0 #E", F ,E!#（+!）?0 "%E# -!E+ $.E+
%+ !E"# F ,E.%（%-）MN +E$" F ,E!-（!-）L<0 #E$% F ,E+%（!-）?0 "#E+ #DE$ #$E.
%$ !E.% F ,E,D（%#）MN +E.. F ,E!-（+#）L<0 #E$, F ,E!-（+#）?0 "$E- #$E% #%E%

注 A:50O：表中数据为均值 F 标准误，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小写字母为 ! P ,E,$，大写字母为 ! P ,E,!；括号内的数字代表样本数；下表同。

7454 430 @=80; 4O 104; F "#（;61I03 =; 2430;5C0O=O =;<=K450O O41290 O=Q0）4;< 5C:O0 N:99:R0< IB <=NN030;5 905503O <=NN03 O=@;=N=K4;59B 45 ! P ,E,$（O1499 905503O）
4;< ! P ,E,!（K42=549 905503O），30O20K5=809BS /C0 O410 N:3 5C0 N:99:R=;@ 54I90OS

利用 7T> 数据处理平台，对发育历期和温度的

关系进行拟合，结果表明温度（/）与番茄刺皮瘿螨

各虫态的发育速率（$）的关系符合 U:@=O5=K 模型：$
V 4W（! X 0Y2（I X K%）），其有关参数见表 +。

表 ! 番茄刺皮瘿螨不同发育阶段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

关系模型参数

)*+,- ! <*7*2-4-7: 0; 49- 7-,*4803:981 205-, +-4=--3 49-
5-/-,012-34*, 7*4- 0; 49- 402*40 76::-4 284- *35 4-21-7*467-

发育阶段

70809:210;549
O54@0

4 I K &+ ’ !

卵期 ?@@ ,ED$.$ %E-$!# ,E!+$% ,E""+. %#+E%"+$ ,E,,!
若螨期 AB12C ,E#++# #E!!#D ,E!"". ,E",$# +%E"++D ,E,,$

全世代

?@@ 5: 4<695 ,E+$-$ %E""#% ,E!..% ,E"."% !!DE%!D" ,E,,!

温度对番茄刺皮瘿螨存活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在 !# * %$)范围内，温度对卵孵化率的影响不

显著，但对若螨的存活率影响较大。在 +, * +-)
下，若螨存活率较高，以 +%)时存活率为最高，达

"!E-&。当温度高于或低于 +%)时，存活率随温度

变化而下降，%$)时最低，仅 #$E%&。

!"#"! 湿度对番茄刺皮瘿螨发育历期和存活率的

影响：+-)条件下不同湿度处理对发育历期影响的

结果见表 %。在 ’( %,& * !,,&范围内，发育历期

随湿度升高而延长。这种变化在 ’( %,& * .$&条

件下比较明显，但高于 D$&’( 时，则差异不显著。

低湿度有利于螨的发育，而高湿则阻碍发育。在

%,&’( 条件下发育历期显著小于其它湿度条件下

的测定值，完成一代约需 #E"! 天，而在 !,,&’( 条

件下完成一代约需 -E$, 天。湿度（()）与番茄刺皮

瘿螨各虫态的发育速率（$）的关系可表示为：$卵 V
,E#%D. Z ,E!%".()， & V ,E"-"-；$若螨 V ,E###" Z
,E!%!,()， & V ,E"#.-； $全世代 V ,E++,. Z
,E,-.D%()，& V ,E"--%。

湿度对存活率 的 影 响 见 表 %。在 ’( %,& *
!,,& 范围内，湿度对卵孵化率影响不是十分显著，

在 $%& * D$&条件下卵孵化率较高。但湿度对若

螨的存活率影响显著。在 .$&’( 条件下若螨的存

活率最高，为 D.E!&。高湿和低湿都不利于若螨的

存活，特 别 是 高 湿 条 件 对 若 螨 的 存 活 率 影 响 大，

!,,&’( 时存活率仅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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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湿度下番茄刺皮瘿螨发育历期和存活率（"#$）

%&’() ! *)+)(,-.)/0&( 123&04,/ &/1 05) 623+4+&( 3&0) ,7 05) 0,.&0, 3266)0 .40) &0 1477)3)/0 3)(&04+) 52.41408（"#$）

相对湿度（!）

"#$%&’(# )*+’,’&-

发育历期 .#(#$/0+#1&%$ ,*2%&’/1（,） 存活率 3*2(’(%$ 2%&#（!）

卵期

455
若螨期

6-+0)
全世代

455 &/ %,*$&
卵

455
若螨期

6-+0)
全世代

455 &/ %,*$&

7898 :9;8 < 89=>（7=）?% :9>= < 89=:（::）?% >9@= < 89=A（::）?% @=97 B>9C A>9:
;798 :9B: < 89=8（7;）?D%E :9AA < 89==（:A）?DE ;9;@ < 89=7（:A）DE @C9C B@9; BC9;
A;9; :9@= < 898@（78）?DEF :9B@ < 898A（:7）DEF ;9A@ < 898B（:7）DGEF @C9: @89; BA9=
B;98 79=: < 89==（7:）DGEF, :9@C < 898@（:8）DEF C98@ < 89=;（:8）G.F, @=9> B@9C B=9@
@:9; 79:> < 89==（7C）DGF, 79=8 < 89=8（:>）DF C977 < 89=:（:>）., @:97 B79> AA98
=88 797A < 89=8（77）G, 79=; < 89=>（:=）DF C9;8 < 89:8（:=）., B@9: B=9; A:9A

"9" 番茄刺皮瘿螨的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

根据有效积温公式，求得番茄刺皮瘿螨不同发

育阶段的有效积温和发育起点温度。卵期、若螨期

的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89;=H和 @98:H，有效积

温依次为 >798C 日·度、;A9;: 日·度，全世代发育起

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分别为 @9=;H和 =8;9;C 日·度。

"9! 温湿度对成虫产卵期及产卵量的影响

"9!9: 温度对成虫产卵期及产卵量的影响：番茄刺

皮瘿螨成虫的产卵期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表现逐渐缩

短的趋势（表 >），如在 =>H与 =AH时产卵期分别为

7=9B 天和 :@9> 天，7:H与 7;H时产卵期明显缩短，

在 7;H时最短，仅 ==9B,。产卵期（!）与温度（"）呈

直线关系，其表达式为 ! I J =98:A>" K >A9;8B，":

I 89@CAC。

温度对产卵量有明显影响，高温与低温条件下

雌螨产卵很少，:CH时产卵量最高，平均达 >>97 粒L
雌，其次为 :7H和 :@H，分别为 7B97 粒L雌 和 7;9C
粒L雌。7;H时产卵量最低，为 =C9> 粒L雌。

表 ; 不同温度下番茄刺皮瘿螨的产卵期与卵量（<!=>?）

%&’() ; @)A2/1408 &/1 05) 123&04,/ ,7 ,+4-,6404,/ ,7 05)
0,.&0, 3266)0 .40) &0 1477)3)/0 0).-)3&023)6（<!=>?）

温度（H）

M#+0#2%&*2#
产卵期（,）

.*2%&’/1 /N /(’0/O’&’/1
产卵量（粒）

P#F*1,’&-（#55O）

=> 7=9B < 79=B（（:7））? % =B9B < >9;=（:@）4,
=A :@9> < =9@7（:>）?D%E =@9: < 89B:（:C）4,
:8 :B98 < =98>（:8）?DE :C9; < =9:=（:8）.F
:7 :C9A < 89C;（:C）DE 7B97 < =9==（:C）?DE
:C :89> < 89A7（:;）GF >>97 < =9=B（:7）?%
:@ =A97 < 89C;（:;）G.F 7;9C < =9:;（:;）DGE
7: =797 < 89A;（:8）.4, :@97 < ;9==（:@）G.F
7; ==9B < 89C@（:=）4, =C9> < :9A;（:;）4,

"9!9" 湿度对成虫产卵期及产卵量的影响：不同湿

度处理的产卵期如表 ;。番茄刺皮瘿螨的雌成螨产

卵期呈现随着湿度升高而延长的趋势，=88!"Q 条

件下产卵期可达 :C 天，而在 78! "Q 条件下只有

=B9= 天。但不同湿度下产卵期的差异不是十分显

著，除非湿度差异较大。成虫产卵期（!）与湿度（#）

的关系可用下面的直线方程来拟合：R I 898@B# K
=:9;C7，": I 89@:A。

表 < 不同湿度对产卵量与产卵期影响（"#$）

%&’() < @)A2/1408 &/1 123&04,/ ,7 ,+4-,6404,/ ,7 05)
0,.&0, 3266)0 .40) &0 1477)3)/0 3)(&04+) 52.41408（"#$）

相对湿度（!）

"#$%&’(# )*+’,’&-
产卵期（,）

.*2%&’/1 /N /(’0/O’&’/1
产卵量（粒）

P#F*1,’&-（#55O）

7898 =B9= < =9:8（=B）DE 7=9; < =97@（=B）GF
;798 :=9@ < =9>8（:8）?D%E >:9: < =9>=（:8）?%
A;9; ::97 < =9:=（:7）?D% >89C < =987（:7）?D%
B;98 :79A < =9:C（:8）?D% 7C9; < =98;（:8）DE
@:9; :>9> < =9;A（=B）?% :C9; < =98A（=B）.,
=8898 :C98 < =9BB（=C）?% :>9C < =9:@（=C）.,

雌螨在 ;7!"Q 条件下产卵量（表 ;）最大，平均

为 >:9: 粒L雌。相对湿度超过 @8!，雌螨产卵显著

减少，=88!"Q 时仅产卵 :>9C 粒。"Q 78! S B;!
范围 内 的 产 卵 量 虽 有 不 同，但 比 较 接 近。在 "Q
;7! S A;!的湿度条件下比较适合该螨的产卵。

"9; 不同温湿度处理的种群生命参数

"9;9: 不同温度处理的种群生命参数：不同温度下

番茄刺皮瘿螨种群生命表的重要参数如表 C 所示，

种群平均周期与种群加倍时间随温度升高而逐渐下

降。在 ; 种温度条件下的净生殖率以 :CH最高，为

7A9>;，其次是 :7H为 7:97=；内禀增长率以 :CH最

高，为 89:C>;，其次是 :@H和 7:H，分别为 89:>AA 和

89:7BB（表 C）。

"9;9" 不同湿度处理下的种群生命参数：不同湿度

条件下内禀增长率及相关参数值如表 A 所示，世代

平均周期与种群倍增所需日数有随湿度升高而延长

的趋势。在 C 个湿度条件下，净生殖率以 A;9;!"Q
时最高，为 7:9=>，其次是 ;7!"Q，为 7=9BA；内禀增

长率以 ;7!"Q 时最高，为 89:@C@，其次为 78!"Q

@=B; 期 许 翔等：温湿度对番茄刺皮瘿螨实验种群的影响



表 ! 不同温度下番茄瘿螨生命参数（"#$%&）

’()*+ ! ,(-(.+/+-0 12 3134*(/516 7-18/9 12 /9+ /1.(/1 -400+/ .5/+ 16 /1.(/1 *+(:+0 (/ ;522+-+6/ /+.3+-(/4-+（"#$%&）

温度（!）

"#$%#&’()&#

净增殖率

*#( &#%&+,)-(./#
&’(#（!0）

种群平均周期

1#’2 3#2#&’(.+2
(.$#（"0）

内禀增长率

42(&.25.- &’(# +6 2’()&’7
.2-&#’5#（ #$）

种群加倍时间

".$# 6+& ,+)87#
%+%)7’(.+2（,）

9: 9;<;= >9<?= 0<0=@; A<=?
9= 9><A0 ;=<:> 0<0@B= =<;:
;0 ;0<>B ;9<;: 0<9:9@ :<A@
;> >;<>9 ;9<00 0<9?B? :<9@
;? >=<:B 9><=0 0<;?:B ;<?;
;@ ;0<0? 9;<99 0<;:== ;<A0
>; 9;<A= 90<=0 0<;>AA ;<@9
>B ?<0: @<90 0<9@=? ><B9

表 < 不同湿度下种群生命参数（=!>）

’()*+ < ,(-(.+/+-0 12 3134*(/516 7-18/9 12 /9+ /1.(/1 -400+/ .5/+ 16 /1.(/1 *+(:+0 (/ ;522+-+6/ -+*(/5:+ 94.5;5/?（=!>）

相对湿度（C）

D#7’(./# E)$.,.(F

净增殖率

*#( D#%&+,)-(./#
&’(#（!0）

种群平均周期

1#’2 3#2#&’(.+2 (.$#
（"0）

内禀增长率

42(&.25.- &’(# +6 2’()&’7
.2-&#’5#（ #$）

种群加倍时间

".$# 6+& ,+)87#
%+%)7’(.+2（,）

>0<0 ;;<>@ 9;<09 0<;B@ ;<?A
B><0 >9<A= 9;<@= 0<;??@ ;<?0
=B<B >;<9: 9:<A9 0<;>: ;<@?
AB<0 ;?<?0 9B<9; 0<;9= ><9@
@;<B 9=<?; 9=<?B 0<9?> :<;?
900<0 9B<;@ 9=<B> 0<9B? :<:?

时的 0<;B@，最小为 900CDG 时的 0<9B?。

# 讨论

螨类的发生和种群的消长受多种因素影响。一

是外因，主要是温、湿、光、风、种植制度等非生命因

素和天敌等；另一是内因，主要是种群中各个体的

存活率、发育速率、繁殖力和生理寿命（于彩虹等，

;00:）。其中温度是影响螨类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

（李隆术和李云瑞，9@AA）。

番茄刺皮瘿螨虫体非常小，抗逆性较差，受环境

影响较大，实验证明温度对番茄刺皮瘿螨表现出明

显的影响。在 9: H >B!范围内温度与发育历期和

产卵期成负相关，温度越高发育历期和产卵期越短；

;?!时产卵量最高，高温和低温都可造成番茄刺皮

瘿螨繁殖量降低。内禀增长率（&$）是反映内在因素

的重要指标。通过有效积温和内禀增长率测定，表

明 ;? H ;@!的温度适合该螨种群发展，但比 G’I)#
和 J’K’.（;00>）的研究认为 ;B!是该螨生长发育的

最适温度高，可能是两个实验处理的相对湿度不同

所致。在自然界内温度和湿度是相互影响、综合作

用于昆虫的，对同一种昆虫来说，适宜的温度范围是

因湿度的变动而转移的，G’I)# 和 J’K’.（;00>）实验

中相对湿度是 >0C，而本实验处理的相对湿度是

B>C。

番茄刺皮瘿螨虫态可分为卵、幼螨、若螨和成螨

（L#%%5+2 $% &’ M，9@=B）: 个生长阶段，由于幼螨和若

螨形态相似，难以精确辨别，故实验中把幼螨期和若

螨期并称为若螨期。本实验中 9: H ;@!下，该螨若

螨期随温度升高而缩短，但当高于 ;@!时若螨期反

而延长，根据实验中观察，主要是静止期延长而导致

这样的结果。

N’.7#F 和 J#.6#&（9@:>）以及 D.-# 和 O(&+23（9@?;）

研究认为低湿度是种群发展必要条件，他们认为

>0CDG 时种群增长最快。本研究认为，湿度与番茄

刺皮瘿螨发育速度成反比，湿度越高，各虫态的历期

越长；高湿和低湿都不利于该螨存活和繁殖，B>C
DG 时内禀增长率最高，而高湿度下种群内禀增长

率很低，研究结果与 N’.7#F 和 J#.6#&（9@:>）以及 D.-#
和 O(&+23（9@?;）基本一致，但不尽相同。产生差异的

原因可能与供试番茄的品种不同有关。具体有待进

一步研究。

本研究认为，番茄刺皮瘿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

为温度 ;? H ;@!、相对湿度 B>C H =BC。但在实际

0;A 昆虫学报 ()%& *+%,-,’,./)& 0/+/)& :@ 卷



生产中，高温、干旱常有利于番茄刺皮瘿螨的发生，

究其原因要考虑螨体微小的特点，寄主叶表的蒸发

可满足其所要求的微湿度条件，并且番茄刺皮瘿螨

是刺吸式口器昆虫，可以通过吸食水分来补充失水。

根据番茄刺皮瘿螨生长发育特点，在生产上可

以考虑通过创造不利于种群发育的小气候条件来控

制其发展。!"#$%&%’（()*(）认为干旱天气番茄刺皮

瘿螨危害严重，他建议在番茄刺皮瘿螨发生期可增

加灌溉来抑制该螨的危害。具体行之有效的操作方

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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