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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烟粉虱是一种世界性重大害虫$随着杀虫剂的抗药性问题以及在蔬菜上的残留问题日益严重$生物防治成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本文研究了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对温室大棚番茄上自然发生的烟粉虱种群的控制作用&

结果表明"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对温室大棚番茄上的烟粉虱的种群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温室大棚番茄上烟粉虱种

群$在释放捕食螨和常规对照处理间的总体动态趋势相同$烟粉虱的数量在番茄植株上的分布均为上部
&

中部
&

下

部叶片$但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量是释放捕食螨处理的
$

!

*

倍(在烟粉虱种群密度低时$释放巴氏新小绥螨的

防治效果较好$达到
'(,

以上$随着烟粉虱密度的增大$巴氏新小绥螨对烟粉虱的防治效果下降$但番茄拉秧时防

效仍可达到
))+#(,

&相比化学农药$释放巴氏新小绥螨的生物防治措施对治理烟粉虱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效性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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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王恩东等!释放巴氏新小绥螨防治温室大棚番茄上的烟粉虱

!!

烟粉虱
9)(%&%+.+2+5%

*

THKKKGJLFD

+是一种世

界性重大害虫%因危害的严重性而被称为0超级害

虫1

"

%

#

$烟粉虱除直接刺吸植物汁液%造成植株衰

弱和干枯外%还可分泌蜜露污染寄主诱发煤污病等

间接危害%亦可传播多种植物病毒"

$*

#

$对烟粉虱

的防控人们一直采用以化学防治为主的防控措施%

由于化学农药长期大量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烟粉虱

抗药性日益增强%陷入抗药性猖獗和化学农药增量

的恶性循环%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威胁人类健康

及生命安全$

随着绿色无公害食品安全生产体系的建立%对

蔬菜害虫的防治由传统化学防治逐渐向绿色防控转

变%要求减少化学农药在绿色食品生产上的使用"

!

#

$

因此%生物防治措施将成为这一体系中害虫防控的

重要手段%尤其是天敌的利用$早在
$(

世纪
"(

年

代就已知植绥螨可捕食烟粉虱幼期虫态%主要报道

于中东和印度等地区和国家"

)#

#

%

&(

年代后%对捕

食螨资源的考察在世界各地也陆续展开%可以捕食

烟粉虱的植绥螨种类主要隶属于钝绥螨属
8(2*

>

1

&)%'&

)植绥螨属
6;

>

.#&)%'&

)小植绥螨属
6;

>

.#1

&)%'*'&

)盲走螨属
<

>"

;*#-$#('&

以及真绥螨属
3'1

&)%'&

"

&

#

$在众多的植绥螨种类中%经系统全面的评

价研究认为颇有应用潜力的当属
<

>"

;*#-$#(%

"

&

&?%$&@%%

*

NA@LGD?PHKXLEA

+

"

&%(

#

$而近年来国外研究

和应用
8(2*

>

-$#(+*'&*%(#,%5'&

防治烟粉虱"

%(

#

&国

内近年来发现东方钝绥螨"

%%%*

#和津川钝绥螨"

%!%)

#对

烟粉虱具有很好的捕食作用%但商品化进程还在进

展中"

%%

%

%!

#

$

巴氏新小绥螨
A)#&)%'*'&2+$@)$%

*

PF

Z

@HD

+属

于广食性捕食螨类%在国内已经大规模商品化应

用"

%"

#

%其天然食物有叶螨)花粉)粉螨和蓟马

等"

%#

#

$室内试验表明%巴氏新小绥螨以烟粉虱为

猎物均能从卵发育至成螨%且死亡率较低并能正常

产卵"

%&

#

%那么巴氏新小绥螨在田间对烟粉虱的防

治效果如何2 是否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呢2

作者在辽宁灯塔的设施番茄上开展了释放巴氏新

小绥螨的试验%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并测定了

对烟粉虱的防治效果$

A

!

材料与方法

A%A

!

试验材料

烟粉虱!辽宁辽阳灯塔市西上岗子村农技推广

中心示范基地的设施温室番茄内自然产生$

捕食螨!巴氏新小绥螨%瓶装%每瓶
$)(((

头$

购自首伯农*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番茄品种!'传奇
?%)

(%

$(%#

年
%%

月
%)

日定植%

$(%&

年
)

月
%(

日拉秧$

化学农药!

$+!,

阿维,高氯烟剂%江苏东宝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异丙威烟剂%安阳市振华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当地农资店购买$

A%!

!

试验方法

A+!+A

!

小区设置

$

个番茄温室大棚*每个大棚约
%$((2

$

+%

%

个

温室大棚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另
%

个为常规农药处

理作为对照%

$

个处理各设置
*

个重复小区%每个小

区约
$((2

$

$

A+!+!

!

释放捕食螨日期和数量

$(%#

年
%$

月
*

日
0$(%&

年
)

月
'

日%释放捕

食螨处理温室大棚%每小区*重复+释放
%(

瓶捕食螨

*

$)

万头+%

*

个小区共释放
*(

瓶*

#)

万头+$

%$

月

*

日开始释放%每
$

周释放
%

次%共释放
)

次%释放时

把捕食螨连同麦麸均匀撒在植株叶片上$

A+!+<

!

数据调查

在
$

个处理的温室大棚内%每个小区*重复+内

定点选择
)

株植物%将每棵植株划分为上中下三部

分%每个部位调查
*

片叶子上的烟粉虱数量%每
#J

调查
%

次%从
$(%#

年
%$

月
*

日开始调查%直至
$(%&

年
)

月
'

日结束$

对照*常规处理+大棚%按照常规方法施药%并记

录施药时间)用药种类和用药量%根据田间烟粉虱的

发生情况%

$(%&

年
*

月
%%

日%施用
$(

袋*

)(

Z

-袋+

$+!,

阿维,高氯烟剂&

!

月
%(

日%施用
$(

袋*

)(

Z

-

袋+

$(,

异丙威烟剂$

A%<

!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
;[1HM

整理%用
6L

Z

2G5MEA

作图%用

6566$%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捕食螨处理与

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量差异显著性比较采用
.

测验%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6

(

(+()

$

防治效果
d

"*对照区活虫数
0

处理区活虫数+-

对照区活虫数#

e%((,

$

!

!

结果与分析

!%A

!

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对温室番茄上烟粉虱数量

的影响及烟粉虱的种群变化

!!

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对温室大棚番茄上的烟粉虱

,

)*$

,



$($(

的种群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从图
%

可以看出%随着

时间的推移%常规处理中%烟粉虱数量逐渐增多%远

高于捕食螨处理$在
$(%&

年
*

月
%%

日%使用化学

农药后%烟粉虱数量*每株
'

片叶的平均值+急剧下

降%在
*

月
%!

日%降低到
(

%低于释放捕食螨处理

*

(-$

头+*表
%

+$但随后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

量又急剧升高%此时释放捕食螨处理的烟粉虱数量

也在增大%但明显低于常规对照处理的增长速度%

!

月
"

日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量又急剧上升%在

!

月
%(

日再次使用化学农药%

!

月
%!

日常规对照处

理的烟粉虱的数量*每株
'

片叶的平均值+降为
(+'

头%明显地低于释放捕食螨的处理*

$+(

头+%但随

后%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的数量又急剧增大%比释

放捕食螨处理的烟粉虱增长速度更快*接近
$+)

倍+%但此时的番茄已到后期的拉秧时期%没有再次

使用化学农药$但从图
%

的整体来看%喷施化学农

药虽然可以快速减低烟粉虱的种群密度%但只是短

暂地压低%保持低密度的时间很短%而后迅速反弹到

原来的增长趋势$

图
A

!

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和常规处理后烟粉虱的种群动态

"#

$

%A

!

J0

@

('.*#0-3

/

-.5#4)010$*(%(+/+1+.(.1*+,,+'+.)#-

$

2$"%$()#)%1+'3$'(.-340-7+-*#0-.'*,+.*5+-*

!

从表
%

可以看出%从
$(%#

年
%$

月
*

日开始释

放巴氏新小绥螨%在
$(%#

年
%$

月
*

日
0$(%&

年

%

月
#

日%番茄上烟粉虱数量*每株
'

片叶上烟粉

虱的平均数%下同+在
$

个处理上都不多%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

$(%&

年
%

月
%!

日
0*

月
%

日%释放捕食

螨处理的番茄上烟粉虱数量显著地低于常规对照

处理&由于
*

月
%%

日常规对照处理使用化学农药%

到
*

月
%!

日%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量降到

(

头&从
*

月
$&

日开始%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

量又急剧升高%至
!

月
"

日到达
!+(

头%显著高于

捕食螨处理&

!

月
%%

日再次使用化学农药%

!

月
%!

日
0$$

日%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量又降下来&

但
)

月
%

日
0'

日%常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的数量

又急剧升高%数量是捕食螨处理的近
$

!

*

倍$

表
A

!

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和常规处理间烟粉虱的种群比较A

"

=.8'+A

!

&05

@

.,#)0-01

@

0

@

('.*#0-)#6+010$*(%(+/+1+.(

8+*K++-,+'+.)#-

$

2$"%$()#)%1+'3$'(.-3

40-7+-*#0-.'*,+.*5+-*

日期-年 月 日

4GAH

种群密度-头,*

'

叶+

0%

5E

B

FMGALEKDLWH

巴氏新小绥螨

A42+$@)$%

常规处理

/EK_HKALEKGMAXHGA2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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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在番茄作物上的空间分布

从图
$

可以看出%温室大棚番茄上自然产生的

烟粉虱种群数量%在释放捕食螨和常规对照处理间

的总体变化趋势相同%都是上部叶片的烟粉虱数量

最多%其次是中部叶片%最少的是下部叶片%只是常

规对照处理的烟粉虱数量高于释放捕食螨处理的
$

!

*

倍%此外%常规对照处理在
$

次使用化学农药后

烟粉虱的数量出现
$

个明显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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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恩东等!释放巴氏新小绥螨防治温室大棚番茄上的烟粉虱

图
!

!

常规处理!

.

"和释放捕食螨!

8

"烟粉虱在番茄

不同部位!上中下叶片"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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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后对番茄烟粉虱的防治效

果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率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番茄定植初期*

$(%#

年
%$

月
*

日
0%#

日+%由于田间还没有烟粉虱%无需计算

防治效果&当烟粉虱量少时%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对烟

粉虱的防治效果达到
%((,

*

$(%#

年
%$

月
$!

日
0

$(%&

年
$

月
"

日+&随着烟粉虱数量增多*

$(%&

年
$

月
%!

日
0*

月
%

日+%释放捕食螨对烟粉虱的防治

效果开始降低*

'),

左右+&

*

月
%%

日由于常规对照

使用化学农药%烟粉虱数量降为
(

%使释放捕食螨处

理的防治效果无法计算%但在
*

月
$$

日
0!

月
"

日%

常规对照处理烟粉虱数量急剧升高*表
%

和图
%

+%释

放捕食螨对烟粉虱的防治效果从
%#+),

升到

#*-#,

%随着烟粉虱数量增多%防效降到
)"-&,

&

!

月

%%

日%由于常规对照烟粉虱数量增多%再次使用化学

农药%

!

月
%!

日%对照烟粉虱数量为
(

%释放捕食螨处

理无法计算防效&但在
!

月
$$

日
0)

月
'

日%常规对

照处理烟粉虱急剧升高*表
%

和图
%

+%释放捕食螨对

烟粉虱的防治效果从
*"+',

升到
"%+(,

%随着烟粉

虱数量的增大%拉秧时%防效降到
))+#,

$

表
!

!

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对烟粉虱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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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在烟粉虱种群密度低时对烟

粉虱防治效果好*防治效果可以达到
%((,

+%但随着

烟粉虱种群密度的增大%巴氏新小绥螨对烟粉虱的防

治效果下降%但在番茄拉秧时仍可达到
))+#,

%相比

化学农药%具有稳定性和持效性&化学农药对烟粉虱

短时控制作用明显%本试验中大约持续
$

周%而后烟

粉虱数量又急剧升高$早期多次释放巴氏新小绥

螨%因巴氏新小绥螨具有多食性%且耐饥饿能力强%

在田间容易建立种群%能持续控制烟粉虱的数量%达

到预防和防治烟粉虱的目的$

本试验中%常规对照处理使用了
$

次化学农药%

而释放捕食螨处理没有使用化学农药%减药效率达

到
%((,

$早期多次释放巴氏新小绥螨起到了比常

规对照处理使用化学农药更好的防治效果$

<

!

讨论

天敌的使用一般是根据田间害虫的情况%在害虫

发生初期%按一定比例释放来防治害虫"

%'

#

$程成等

,

#*$

,



$($(

在研究释放捕食螨*巴氏新小绥螨和黄瓜新小绥螨+

对温室番茄上烟粉虱数量的影响时%也是在有烟粉

虱的情况下释放捕食螨%虽然对烟粉虱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但同时指出在协调化学防治)释放的时

机)释放次数以及农艺措施如何配合上%均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

$(

#

$而本试验中%从番茄定苗后不

久%田间还没有烟粉虱就开始释放巴氏新小绥螨%

从试验结果来看对烟粉虱的防治效果明显地高于

常规对照处理$巴氏新小绥螨是广食性捕食螨%其

天然食物广泛%有叶螨)粉螨)蓟马等%在缺乏猎物

时%还可取食花粉"

'

%

$%

#

%甚至可以靠取食水%一些菌

丝存活%因而提早释放%巴氏新小绥螨可以其他食

物为食%在田间提前建立种群%达到对烟粉虱的预

防%且在烟粉虱低密度时效果可达
'(,

以上%随着

烟粉虱密度的增加%在番茄拉秧时防治效果还可达

到
))-#,

$但专食性天敌如智利小植绥螨%其种

群的保持和增长完全依赖于专食性猎物叶螨%田间

没有叶螨就不能开始应用"

$$

#

$本试验的结果%对

多食性天敌的使用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和应用上

的新策略$

本试验由于田间实际条件的限制%没有设立在

田间有烟粉虱时再释放捕食螨及空白对照$但考虑

到烟粉虱的增长速度快%巴氏新小绥螨的增长不足

以控制烟粉虱的增长$从本试验释放捕食螨的后期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烟粉虱的数量不断地增加%需要

增加释放次数和释放量%但这就增加了经济上的成

本%难以在实际应用中普及$因此强调生物防治以

预防为主%尤其在某些多食性天敌的应用中%要在没

有目标害虫时就开始释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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