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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尼氏钝绥螨( Amblyseius nicholsi) 对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的捕食作用。结果表明 ,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卵
和成螨是非嗜食的, 对幼螨和若螨是嗜食的。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捕食功能反应曲线均为Holli ngⅡ型, 且对幼若螨的
捕食作用最大。其自身密度对功能反应存在密度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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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ionof the Amblysei us nicholsi to Tetranychus urticae
HU Zhan-yu et al  ( Institute of Entomology , 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 Guizhou 550025 )
Abstarct  The predation of Amblyseius nicholsi to Tetranychus urticae was studied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 nicholsi preferred larvae and nymphs
rather to other stages of T. urticae .The functional response of female adult of A. nicholsi to different stages of T. urticae could be described with the
Holling Ⅱcurve , and A. nicholsi had the biggest predatory capacity to larvae of T . urticae . The density of A. nicholsi had an effect onthe pre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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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氏钝绥螨是在贵阳地区调查害螨时所发现的一种优

势种天敌, 但过去对于尼氏钝绥螨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该螨防

治果树上的柑桔始叶螨[ 1 - 3] , 也有少量关于防治朱砂叶螨及

二斑叶螨的报道[ 4 - 5] 。为了进一步评价尼氏钝绥螨对危害

蔬菜的二斑叶螨的控制效果, 笔者对其选择捕食作用、功能

反应及其自身的干扰效应进行了研究, 为评价尼氏钝绥螨捕

食能力和充分利用其捕食潜能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虫源 尼氏钝绥螨采自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平桥的

菜地, 经室内人工繁殖数代后用以研究 , 试验前饥饿1 d ; 二

斑叶螨采自室内保种的四季豆叶片。

1 .2 试验容器  在直径为12 c m 的培养皿内放置一块直径

为7 c m、厚1 c m 并浸透水的海绵, 海绵表面铺一层黑色棉布 ,

将培养皿内加入略低于海绵厚度的水, 作为捕食作用测定的

饲养台。

1 .3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成螨、若螨、幼螨和卵的

食性选择测定 在叶片上移入二斑叶螨各螨态30 头和饥饿

24 h 的尼氏钝绥螨雌成螨1 只 ,24 h 后观察记载尼氏钝绥螨

雌成螨对猎物各螨态的日捕食量 , 重复5 次。

1 .4 功能反应  每容器中分别放入1 头尼氏钝绥螨雌成

螨, 然后分别加入二斑叶螨卵、幼螨、第一若螨、第二若螨和

成螨10、20、30、40 、50 头( 粒) , 测定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以上

各螨态的功能反应 , 重复5 次。

1 .5 自身密度对捕食率的影响 每容器放入60 头二斑叶螨

成螨, 分别按1、2 、3 、5、7 头放入雌性尼氏钝绥螨雌成螨 , 重复

3 次,24 h 后记载剩余二斑叶螨活螨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选择捕食作用  天敌

对害虫嗜食性的高低可用选择系数 Q 表示[ 6 - 7] 。

  Q=
某螨态被食数占总食数的百分比
某螨态数占猎物总数的百分比

假设不同猎物螨态的个体被捕食螨取食的机会相等, 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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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从理论上讲, Q > 1 时, 表示捕食螨对该螨态猎物是嗜食

的; Q< 1 时, 表明是非嗜食的; 而 Q = 1 时, 表明捕食螨对猎

物该螨态是随机捕食的。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选择捕食作用见表1 。由表1 可

知,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不同螨态的嗜食性显著不同。尼

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的幼螨和若螨都是嗜食的 , 并且

对幼螨的选择系数( 1 .89) 大于若螨( 1 .31) 。尼氏钝绥螨雌成

螨虽然能取食二斑叶螨的卵和成螨, 但它对这2 种猎物螨态

都是非嗜食性的, 其选择系数分别为0 .25 和0 .55。

 表1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选择捕食作用(25 ℃)

螨态

各螨态

数量

头

各螨态

比例

%

各螨态被

捕食数

头/ ( 雌·d)

各螨态被

食比例

%

选择系

数( Q)

卵 30 25   0 .7   6 .36 0.25

幼螨 30 25 5 .2 47 .27 1.89

若螨 30 25 3 .6 32 .73 1.31

成螨 30 25 1 .5 13 .64 0.55

 注 : 卵的数量单位为粒。下表同。

2 .2  功能反应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的日捕食量

见表2。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功能反应曲

线均可用 Holling Ⅱ型方程拟合, 即: Na = a N0/( 1 + a ThN0) 。

式中, Na 为一个捕食者攻击猎物的数量 ; T 为捕食时间 , 在

该研究中指试验时间, 并令其为1 ; a 为捕食者的瞬时搜寻

率; h 为捕食者处理 1 头猎物需要的时间; N0 为猎物密

度[ 8 - 9] 。根据表1 的结果可得到 Holling Ⅱ方程各参数见表3

和功能反应曲线见图1 。

  表2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日捕食量

螨态
密度∥头

10 20 30 40 50 60

卵 6 .2 7 .6 8 .4 9 .4  10 .0  10 .2

幼螨 3 .0 4 .2 5 .0 5 .6 6 .0 6 .2

第一若螨 1 .8 2 .6 3 .4 3 .8 4 .0 4 .4

第二若螨 1 .2 1 .8 2 .4 2 .8 3 .2 3 .4

成螨 1 .0 1 .6 2 .0 2 .2 2 .4 2 .6

  图1 显示, 尼氏钝绥螨捕食二斑叶螨的功能反应曲线呈

Holling Ⅱ型。由表3 的各参数可知,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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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的搜寻率最大为1 .320 1 , 处理时间最短为0 .088 5 d , 功能

反应模型为 Na = 1 .320 1 N0/( 1 + 0 .112 9 N0) ; 而对成螨的搜

寻率为0 .136 5 , 处理时间为0 .264 3 d , 功能反应模型为 Na =

0 .136 5 N/ ( 1 + 0 .036 1 No) 。

图1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功能反应曲线

  表3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捕食的功能参数

螨态 a Th a/ Th Na = aN0/( 1 + aThN0) r

卵 1 .320 1 0 .088 5 15 .439 8 Na = 1 .320 1 N0/( 1 +0 .112 9 N0) 0 .982 3 * *

幼螨 0 .481 0 0 .128 1 3 .754 9 Na = 0 .481 0 N0/( 1 +0 .061 6 N0) 0 .998 5 * *

第一若螨 0 .254 1 0 .168 4 1 .508 9 Na = 0 .254 1 N0/( 1 +0 .042 8 N0) 0 .996 6 * *

第二若螨 0 .153 4 0 .195 4 0 .785 1 Na = 0 .153 4 N0/( 1 +0 .030 0 N0) 0 .999 1 * *

成螨 0 .136 5 0 .264 3 0 .516 5 Na = 0 .136 5 N0/( 1 +0 .036 1 N0) 0 .999 6 * *

 注 : * * 表示在0 .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图2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捕食率的影响

2 .3  尼氏钝绥螨自身密度对捕食率的影响 在猎物密度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的捕食率随着自身

密度的增加而下降。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的捕食率与自

身密度的关系见图2。其数学模型为 E = 10 .539 77 P - 0 .816 37

( r = - 0 .931 2 * * ) 。

3  讨论

(1)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嗜食性不同, 对二斑

叶螨的幼螨和若螨是嗜食的, 而对卵和成螨是非嗜食的, 其

原因可能是幼螨和若螨个体较小, 行动缓慢, 因而易受到捕

食螨的攻击; 而成螨的个体大, 行动较快, 受攻击的可能性较

小; 卵由于有比较硬的卵壳, 捕食螨不愿捕食。在田间, 二

斑叶螨世代重叠严重, 各个螨态常常同时存在, 因此, 研究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选择捕食作用 , 对于了解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控制作用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 2) 尼氏钝绥螨雌成螨对二斑叶螨各螨态的功能反应均

呈 Holling Ⅱ型曲线, 对卵的瞬时攻击率为1 .320 1 , 处理时间

为0 .088 5 d , 对成螨的瞬时攻击率为0 .136 5 , 处理时间为

0 .264 3 d 。可能因为卵是静止不动的, 所以发现和处理的时

间较短 ; 而成螨的活动速度较快, 发现和处理的时间就长。

(3) 在田间 , 尼氏钝绥螨对二斑叶螨的控制作用受二斑

叶螨和尼氏钝绥螨种群、气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 ,

在室内所获得的试验结果对天敌的评估只有参考意义 , 要更

加客观准确地评价天敌的作用, 必须在自然条件下研究尼氏

钝绥螨对二斑叶螨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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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个/ ml 下第 4 天侵染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40 .66 % 和

48 .86 % , 高于对甘蓝蚜[ 6] 和麦无网长管蚜[ 7] 的防治效果。

显然蜡蚧轮枝菌 MZ041024 菌株对菜缢管蚜有较高的侵染

力, 是对蔬菜蚜虫进行生物防治具有开发利用的昆虫病原

真菌。关于该菌株在大田对蚜虫的防效有待进一步试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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