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简介

叶螨是一类重要的农业有害生物，20世纪 70年代后，上升为果

树、蔬菜、农林作物的重要有害生物。近年来，在我国各地危害呈上

升趋势，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遭受到叶螨的危害。生产上主要采用化

学防治的方法，对食品安全、生态安全造成极大影响，严重制约了粮

棉果蔬等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作物叶螨的综合防控技术及示范推

广已经成为当前农业生产上最难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项目

以作物重大害螨为研究对象，通过作物叶螨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制订了实用的技术规程，在示范区进行田间验证和应用；通过分子生

物学、遗传学等试验，明确了作物叶螨寄生菌影响繁殖机理、抗药性

分子机理、种群分子遗传结构；建立了以生态调控害螨为主的综合治

理系统；建立了稳定的叶螨防控技术平台和推广平台。

（1）叶螨种群遗传结构和内寄生菌研究获得重要突破：种群遗

传结构研究开发了适合于叶螨的 36个多态性位点，分析发现中国的

截形叶螨种群分为两个大的分支，气候条件和地理隔离是引起截形叶

螨种群核基因遗传分化的主要因素；通过高通量测序、microRNA、

荧光原位杂交、荧光定量 PCR技术、显微注射等手段发现共生菌在

叶螨体内主要定位在繁殖器官；共生菌显著提高二斑叶螨生殖力（产

卵量）及诱导强 CI；首次证明Wolbachia在叶螨种群中可进行水平传

播，并影响叶螨的种群遗传结构及遗传多样性；Wolbachia感染显著

影响叶螨的基因表达；寄生菌转染实验结果表明新导入的寄生菌株系



能显著降低寄主叶螨的生殖力和寿命，对利用共生菌来有效控制叶螨

和其他害虫的危害提供了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2）害螨抗药性、药剂防治和生物防治等关键技术研究取得显

著进展：对柑橘全爪螨和二斑叶螨进行了连续 6年的抗药性监测，发

现了不同地理种群对不同类型杀螨剂的抗性水平存在差异，整体抗性

较高；建立了田间快速、准确的抗性分子检测技术体系。对果园杀螨

剂的减量技术进行了研究，筛选了植物源杀螨剂，并建立了助剂添加、

熏蒸剂和渗透剂等技术规程；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环境相容性杀螨

剂的筛选与研发得到 17种杀螨剂。组建果园涂抹剂等物理阻隔技术，

有效减少了叶螨越冬和转移的虫口数量。获得了 3种捕食螨工厂化生

产关键技术，研发出利用捕食螨控制苹果和蔬菜控制叶螨的关键技术；

建立了释放塔六点蓟马与减量杀螨剂协同控螨技术。以生态系统为管

理单位，建立了叶螨与其他病虫草害的协同控制技术。（3）建立了

4个叶螨综合防控体系：结合叶螨防控各个关键技术，组建了果园害

螨生态调控综合防控技术（华北区和西北区各一个），该体系可覆盖

全国大部分苹果产区；针对柑橘叶螨的危害和发生特点，在长江上中

游、浙南闽西粤东柑橘产业带，建立一套以生态调控为主的柑橘叶螨

综合治理系统；针对北方地区玉米叶螨，组建了一套玉米叶螨生态调

控综合防控技术集成。

（3）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区域作物特色，建立了 4个

叶螨综合防控体系：结合叶螨防控各个关键技术，组建了果园害螨生

态调控综合防控技术（华北区和西北区各一个），该体系可覆盖全国



大部分苹果产区；针对柑橘叶螨的危害和发生特点，在长江上中游、

浙南闽西粤东柑橘产业带，建立一套以生态调控为主的柑橘叶螨综合

治理系统；针对北方地区玉米叶螨，组建了一套玉米叶螨生态调控综

合防控技术集成。

（4）应用及效益：建立了叶螨天敌胡瓜钝绥螨和塔六点蓟马的

工厂化生产，建立了 10个实验基地和 24个示范点。通过各种关键技

术在示范点的应用，使农业生产节约成本 50-200元/亩，使农民收入

平均增加 200元/亩，新增效益 200多亿元。

（5）人才培养和论文专利：项目培养硕士研究生 63名，博士研

究生 27名，举办培训班 192期，培训技术骨干 1000余名，培训农民

19万人次。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55篇（其中 SCI论

文 56篇），申请专利 26项，授权 8项，制定国家标准 2项，行业标

准 2项，地方标准 2项，企业标准 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