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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汇总分析了阜阳近26 年麦蜘蛛的田间发生实况和气象资料 , 初步摸清了麦蜘蛛在阜阳的发生特点, 浅析了麦蜘蛛重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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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红蜘蛛( 以下简称麦蜘蛛) 是阜阳小麦生产上的主

要害虫之一, 常年发生面积10 万 hm2 , 重发年份可达20 万

hm2 , 造成小麦产量损失10 % ～20 % 。笔者对阜阳市1981 ～

2006 年26 间的麦蜘蛛田间发生实况和气象资料进行汇总分

析, 以期为麦蜘蛛的防治提供依据。

1  发生特点

1 .1  为害时期集中  表1 表明, 麦蜘蛛以成、若螨在春、秋

两季为害小麦, 且以春季为害严重。2 月中下旬成螨开始活

动,3 月中旬后, 田间虫量开始增多;3 月下旬至4 月中旬虫

口密度最大, 是为害盛期;4 月下旬后田间密度开始减退。近

26 年的测报资料表明, 在达中等偏轻以上发生程度的15 年

中, 有7 年在3 月下旬进入为害盛期 , 有8 年在4 月初进入为

害盛期 ; 为害盛期时间一般为10 ～15 d , 止于4 月中旬。

  表1 阜阳市历年麦蜘蛛发生情况统计

年份 发生程度 为害盛期 盛期天数∥d 年份 发生程度 为害盛期 盛期天数∥d

1981 5 03 - 28～04 - 10      14 1994 4 04 - 05～04 - 15     11
1982 3 03 - 25～04 - 05 8 1995 2 04 - 05～04 - 15 11
1983 4 03 - 20～04 - 10 22 1996 2 04 - 05～04 - 10 6
1984 4 03 - 25～04 - 15 22 1997 1
1985 1 1998 1
1986 1 1999 1
1987 1 2000 1
1988 5 04 - 05～04 - 15 11 2001 1
1989 4 03 - 25～04 - 05 12 2002 2 04 - 05～04 - 10 6
1990 3 03 - 20～04 - 05 12 2003 1
1991 1 2004 4 03 - 20～04 - 05 22
1992 2 04 - 01～04 - 10 11 2005 2 04 - 01～04 - 10 10
1993 1 2006 3 04 - 03～04 - 10 8

1 .2 间歇性暴发, 呈回升趋势  表1 表明 , 麦蜘蛛在阜阳呈

阶段性、间歇性暴发。26 年间, 中等以上发生年份有10 年 ,

占总年份的38 .5 % 。其中1981～1990 年, 大发生年份2 年, 中

等偏重发生年份3 年, 中等发生年份2 年, 轻发生年份3 年 ;

1991～2000 年, 中等偏重发生年份1 年, 偏轻发生年份3 年 ,

轻发生年份6 年 ;2001～2006 年, 中等偏重和中等发生年份各

1 年, 偏轻发生年份2 年 , 轻发生年份2 年。近6 年来麦蜘蛛

发生程度明显轻于20 世纪80 年代 , 但重于20 世纪90 年代 ,

说明麦蜘蛛发生程度有回升的趋势。

2  影响因素

2 .1  降水对麦蜘蛛发生程度的影响 笔者对阜阳市植保站

多年麦蜘蛛发生程度与降水资料进行分析发现:3 月份降水

是影响当地麦蜘蛛发生程度的主导因素。自1981 年以来,26

年中有10 年麦蜘蛛为中等以上发生程度, 在这10 年中, 有9

年3 月份累计降水量为18 .3 ～55 .4 mm, 低于常年同期均值

(63 .8 mm) 。可见 , 春季3 月份降水量偏少、湿度偏低利于小

麦蜘蛛在田间繁殖为害。

2 .2  温度对麦蜘蛛发生时期的影响 由于麦蜘蛛以成螨和

卵越冬, 因此早春2 月份的温度对麦蜘蛛的发生时期有较大

影响, 若2 月份气温偏高 , 则麦蜘蛛发生早, 为害时期长; 反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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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虫发生、为害时期短。如2004 年2 月份气温较高( 上、中、

下旬平均气温分别比同期均值高0 .4、4 .7 、4 .2 ℃) ,2 月下旬

调查, 田间每米行长有麦蜘蛛150 ～450 头, 最高田块2 910

头;1996 年2 月份气温较低( 上、中、下旬平均气温分别比常年

同期均值低0 .5、1 .3 、1 .1 ℃) , 当年麦蜘蛛发生较迟, 虫量一

直较少, 至3 月上旬, 平均每米行长有麦蜘蛛18 .3 ～32 .1 头 ,

远低于历年同期虫量( 68 .4 ～70 .5 头/ m) 。

2 .3  虫源基数对麦蜘蛛发生程度的影响  个别年份3 月份

气候条件虽不利于麦蜘蛛的发生, 但由于早春季节田间虫量

过高, 足够的虫源仍能造成麦蜘蛛较重发生。如1990 年3 月

份降水虽较多( 月降水量为 75 .1 mm, 比常年均值多 11 .3

mm) , 但因前2 年的连续重发生, 田间越冬虫源量大( 3 月初田

间虫量为114～208 .2 头/ m) , 使得3 月底仍达中等发生。

2 .4  小麦品种对田间麦蜘蛛发生量的影响  笔者对同一栽

培条件的11 个小麦品种麦蜘蛛发生量进行调查, 发现不同品

种间虫量差异较大 , 其中新麦19、烟农18、郑麦9023 、新麦

208 , 每米行长有虫534 ～628 .2 头, 虫量相对较多; 皖麦50、豫

麦30 、豫麦70- 36 、豫麦18、偃展4110 、阜麦936 等品种每米行

长有虫336～399 头, 虫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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