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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异绒螨卵的发育起点温度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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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室内5种恒温和自然变温对卵形异绒螨卵的发育起点温度测≤ }；}莹 
明，卵形异绒 螨卵的 发育历 期随着 环境温 度的升 高而缩短 ；发育 起 点温度 恒温 处理下 为 

(8．797~0．750)℃，自然变温处理下为(6．149=2．986)℃；利用王如松模型计算最低临界发 

育温度为 10．351 C。与麦蚜各龄期比较 ，认为该螨发育起点温度高于麦蚜 ，因之在发生时间 

上已错过了对麦蚜有利的控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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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异绒螨 (Altothrombium oroatU~'n)是多种蚜虫的寄生性 和捕食性天敌，它的幼螨 

寄生在多种蚜虫及其他小型节肢动物体上 ，它的成若螨捕食多种蚜虫，尤其它的幼螨对棉 

花苗蚜有很强的控制力 但是，同样时间内麦 田和油菜田的蚜虫上也有该螨寄生，但 

却控制不明显。一方面是由于麦蚜、油菜蚜发生面积太，发生数量多，使用农药防治次数 

少；另一方面可能是该螨发育起点温度高于这些蚜虫的发育起点温度 ，造成跟随关 系上的 

滞后。为了验证这些推论 ，也为进一步扩大该螨保护利用范围，本研究进行了卵形异绒螨 

卵的发育起点温度浸《定 

1 材料与方 法 

1 1 供试卵块 

卵形异绒螨卵块是 1998年秋末从田间直接挖取的。将其置于 60目的尼龙纱袋 内，然 

后混土埋八 15 cm土壤 ，使其接受 自然低温，以便渡过滞育期 。 

1．2 试验方法 

试验分 2种方法进行测定 。①在 14，16，18，20和 24 cc恒温下进行 ，4月 1日将卵块 

取出，每个温度放 3块卵，卵块放于直径 5 cm，深 3 cm的铝盒 内，放入湿土 ，加有网铝盒 

盖。② 自然变温处理 ，从 田间将滞育过后的卵块分别在 3月 27日起每隔 2～3 d取 1块 

卵，埋于有湿土的花盆内，将其置于室内变温下，放 1周用 温度计记录每天温度，光照 1 4 

h。每天分 2次观察幼螨出土情况，直至不出螨为止。 

1．3 统计方法 

统计出螨情况，以总螨数的 50 左右 日期为出螨 日，然后利用有效积温公式和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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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提出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式(低温部分)进行计算。 

：  I e—xp[ -- r(而T 7"0)]．[1一 p(_ )]' Ⅳ 一 + 
一 )] ⋯ 一 、 ⋯  

其中，T为测试温度 ，N 为发育时间，K 为高温下潜在的饱和发育速率，r为发育速率随温 

度变化的指数增长率，T 为最低临界发育温度，To为最适发育温度， 为极端低温的边 

界层宽度 ，其相对大小反映了昆虫对极端温度的忍耐程度。采用麦夸法进行参数估计 。 

2 结果与分析 

2．1 卵形异绒螨卵的孵化情况 

卵形异绒螨幼螨的卵化早晚，直接关系到对各种蚜虫的控制效果，如对棉蚜的有效控 

制，正是由于该螨幼螨孵化出土后对初期迁入棉田的有翅蚜寄生控制作用，使得棉花苗蚜 

不能大量繁殖为害 ，有效地降低了棉花苗蚜 的发生基数和进一步扩展。而实验室及田间观 

察发现，该幼螨在春季的孵化早晚与环境温度关系密切，环境温度高，孵化的早，环境温度 

低则孵化晚。但在秋季对该螨初产卵进行温度试验则卵不能孵化，说明卵必须经过低温渡 

过滞育才开始发育 。山西、陕西两省调查也均说明该螨是以卵滞育越冬的，进一步说明了 

该螨卵必须经过一定的低温过程方才发育孵化 。 

初卵块有 5O 散开，发育开始，所 以本试验 

时间定在 4月 1日左右 。 

从表 I可以看出，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 ， 

该螨卵的发育历期缩短 ，而且 自然变温处理 

对卵的孵化有利 ，这点与对该幼螨的生态适 

应性研究中所得的结论相同。 

2．2 卵形异绒螨卵的发育起点温度 

利用有效积温公式进行 回归计算和模型 

分析得 出 ： 

恒温处理 

变 温处理 

￡一 (8 797± 0．750) ℃ ， 

一 0 I 63<<xo~05— 9．488； 

一 (6．149士 2．986) ℃ ， 

z 一 O．775《  o5— 12．590。 

又经 田间 3～4月挖卵观察，3月底 4月 

． 。 ! 竺 兰苎曼 竺理得出：发 图1温度与发育速率的曲线关系 育速率随温度变化的指数增长率
r一0 209， 为 ； ⋯。‘ 

最低临界发育温度 T —10 351℃。经统计 

检验 ，一121 377，拟合显著 ，而且最低临界发育温度 丁 与 回归计算的发育起点温度 ￡值 

基本相等 ，其变化情况如图 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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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育所期为 3状重复的平均教士平均数的标准误差 

2．3 卵形异绒蛹卵的发育起点温度与麦蚜的比较 

从表 2可 看出，卵形异绒螨卵孵化出土的温度较麦二叉蚜和禾谷缢管蚜高，与麦长 

管蚜相同。因此，该幼螨在发生时间上已晚于麦蚜 ，加之麦蚜种群数量均已达到一定的水 

平 ，所 田间卵形异绒螨较难控制麦蚜 。 

表 2 麦蚜 (无翅型)与卵形异绒螨卵的发育起点温度比较 

3 讨 论 

1)越冬卵的有效积温是从卵经过低温以后，超过发育起点温度的逐 日累加值 因此， 

研究越冬卵的发育起点温度就必须掌握好卵经历低温以后的发育起始时间。有关资料表 

明，卵形异绒螨在陕西以卵越冬 ，因此卵对低温的接受时间长短和低温界限对研究测定其 

发育起点温度非常重要 。依据有关资料及相关调查数据分析 ，该螨卵基本上在 3月底 4月 

初开始发育 ，加上有关的生理解剖观察，本研究测定初步定在 3月底为起点 ，是否符合实 

际 尚待进一步验证 。但从本研 究结果来看，与实际情况基本相似(1 996～I999年)。 

2)变温处理下 ，卵形异绒螨卵的孵化量较恒温下多 ，而且卵的孵化时间较恒温下短 ， 

其中原因尚待进一步对其进行生理生化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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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of egg of Allothrombium ovatum 

DoNG Ying—eai，ZHANG Shi—ze 

(College Plant Protection．s'v-orth~ st Scioe c and Technology Uni~rsity of 

AgrtcMtut~and Foreatry，Yungling．Shaanxi 7I21O0，China) 

Abstract：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of egg Allothrombium ovatum was 

determined in five constant temperatures and natural temperatures in laboratory．The 

resuh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periods of the mite egg decreased as the 

environmental tem peratures raised．In constant temperatures and natural temperatures， 

the developmenta[threshold temperature of the mite egg were (8．797+ 0．750) ℃ and 

(6．149± 2．986) ℃ ，respectively．However。the threshold temperature according to 

W ang~ simulation model in natural temperatures is 10．351 ℃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itd egg is highter than that of wheat aphids when both temperatures are compared． 

Thus，the m ite missed controlling periods on wheat aphids in time． 

Key words：Allothrombium ovatum ；egg；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wheat aph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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