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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两种叶螨及#捕童性天敌的昔气靛生态位雏的组成由苹果树冠内 2o十位点的气温、麒度和叶 

片音水量构戚．研究衰明：(1)碾度，照度和叶片曹水量三者蒜台怍用敏应高于吾单 园于独立致应一三因子 

中沮度与叶片古术量的联合怍用镘应高于#它园于问阿两蛆合的镘虚。(2)阿神叶螨厦其天截的生态位 

占L 6月到 8月盘剧 鲭 小．叶 螨 间的 生 意位在 6、7月趋 于丹 离 ．而 在 8月份有 较多的 1叠 ．山 揸叶 蠕的生 态 

位与各天敌的1叠值较 小或舟离1苹果全爪埔的生态位在 6月与小花蝽的重叠值较高，而在 7月与草蜂 

丑柑童螨的t叠位较高．小花蝽的生志位与草蛉，捕禽蠕的趋于分离 一草蜂与捕 童蠕之问的生态位在 7月 

份有较多的重叠 ．而在 6月是丹离的 ．¨)温度与叶 片占术量组合是促成各种群徽气愤生态位转移豹 主 

西 ． 

不少学者认为气候因素中温度和湿度与苹果全爪螨 Panonychus ulmi、山楂叶螨 Tetrany 

thus viennemis的种群密度高低变化密切相关，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高温、低湿利于两种叶螨的 

发生“ 日照与叶螨问关系的研究多与温湿度研究共同进行，Saaford等．(1970)认为：后期 日照 

时效多，温度较高，降水适当则利于延长苹果全爪螨的寿命，多产越冬卵 。上述研究者所使用的 

气候因子多为宏观的(如气象台、站的)，亦井未在宏观或微观气候因子(生态位内)间进行一定的 

区分。作者认为微气候环境才是叶螨及其天敌生存的真实气候环境。当大气候处于高温 、低湿状 

态时 ，果园内由于植被覆盖度好 ，灌水等原因刳 史得树冠、叶片表面(叶螨生态位所在)温度较低， 

湿度较大。因而分时间段对两种叶螨及其天敌生态位内微气候进行测定并建模分析。可客观地揭 

示它们的傲气候空间，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与宏观气候因子相互印证．易于明确各有关气候因子在 

物种生态位内的地位和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 

1．1 田问调查 调查时间为 1987一I990年，方法同时空生态位“ 。调查的物种为：山楂叶螨、 

苹果全爪螨、秀线菊蚜 Aphis citricola、革蛉(以Chrysopa sinica为主)、东亚小花蝽Orius sauter— 

i、捕食螨 Amblyseius pseudolongispinosus．其它捕食性天敌包括六点蓟马Scotothrips takahaahii 、· 

和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vnpunctata等 

1．2 树冠微气候的测定 在 1 988年和 1990年的 6、7、8月份，选择晴天，8；o0、12；O0和 18；o0 ． 

分别测定树冠 2O个位点叶面的照度(Ix)、温度(℃)及叶片含水量 

照度测定；用北京师范大学光电仪器厂的萌芽牌 ST—I型照度计；温度测定；用上海医用仪 

器厂的 7151型点温计；叶片含水量测定(作为湿度指标)；每次每位点取枝条中部 20片叶，用烘 

干法测定 

1．3 计算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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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月份 7个种群关于光照强度( )、温度 (孔 )和 叶片含水量 ( )的主成分分 析及多维 

规范空间的建立 

裹 1 7种群关于照魔‘ )、沮度(如)和叶片言木■(如)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l~in~ipal analysis of itlumiaamee，temperature and leaf mois|ure~onteut 

2t 2 不同月份各种群的微气候生态位及其重叠 (见表 2、3及图 t一3) 

裹 2 两种叶螨豆其捕食性天敌的撒气候生态位 

Table 2 The m i~~ ilm ti~ niches of the two mltel and their predatm'y eaem ies 

OPE为# 他天敌 种群 (以 下同) OPEiO(her predntory enemles 

表 3 两种叶螨豆其捕食性天敌间的微气候生态位重叠 

Table 3 The mierocllm tlc niche overlap of the two mites and their predatery enemies 

P “． A．f． C 5 O． A 
．  OPE 

T 

P 

^ p 

{口)()16741 0 27630 0．I)8413 0 13932 0 01)01)0 

( )( 00000 —— ：)．00000 0 ( 0 c)0( ()09949 

{f)0 58201 —— — — ——  (1 00000 

妇 )0 8736(1 o 29672 (}94161 0 0111i01) 

( )—— 0 76819 0 00000 0．43804 

( )— — — — —— 0．001)01) 

(d)0 29269 0．7821l 机 t)0000 

( — — — — — —  

( )— — — — — —  

(d)()30575 0 00000 

{bl(，(PO000 (1 53826 

【f1— — — —  

(d)0 00000 

( )0．04433 

( )— —  

(}1l623 

(}28(121 

— —  

ll 40782 

lI 3 3'223 

— —  

} ．441126 
～  

— —  

_ _ — —  

0 81i~60" 

ll 46184 

— —  

ll 41940 

0·10505 

_ _ — —  

r1)0．00000 

b1O．79912 

a b、c行分别表示 6、7、8月份的重叠值。 

b,c：niche overlap ln_lun July nd Au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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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表 明各月份的第一、第二主成 

分占据的信息量已接近或达到了总信息 

量(即接近 i00 )。说明PC I与PC I两 

维几乎完全载荷了微气候各维作用于各 

种群的信息，其中 PC l的信息量超过了 

70 ，故又是主要信息载荷维。由表 l中 

各主成分的表达式可知，6月份和 8月份 

PC I的 ．系数很相似，都表 明了照度、 

温度和叶片含水量的综合作用，其中叶片 

含水量的效应同照度、温度的相反 7月 

份的 PC l亦显示了照度、温度、叶片含 

水量的练 合作 用，但 不同于 6、8月份 的 

是照度、温度及叶片含水量的作用教应相 
一

致，其中照度、温度的作用程度明显高 

于湿度。PCⅡ为叶片含水量与温度作用 

综合维，其 中 6、8月份两者的作用效应 

相一致，而 7月份两者的作用效应相反。 

由表 2及图 1 3知各种群的微气 

候生态位面积在月份间差别较大，6月份 

的显然大于其他月份的。从 6月至 8月各 

种群的生态位面积急剧缩小 这表明6月 

份的微气候可能更适台这些种群。其中 

草蛉和其他捕食性天敌的微气候生态位 

又比其他各种群的大．说明在 6月份草蛉 

和其它捕食性天敌在树冠各方位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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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 1 6月份 备种 群的敲气候 生志 位皿其重叠 

Fig 1 The～ roclinl~ttic niche-LIl‘j 

niche overlap of 7 species in JUne 

适合性更好。在 6月份．山楂叶螨的生态位面积较苹果全爪螨的小得多．两种叶螨的微气候生态 

位重叠值鞍卟 ，在 8月份重叠值较大．而在 7月份是分离的．这可能与叶螨的一些行为及密度有 

关。6月份山楂叶螨常呆滞在某些位点的叶片上取食为害，活动范围窄．种群数量低．而苹果垒爪 

螨已基本扩散到整个树冠，两者利用的微气候空间悬殊较大．微生态位绝对值差异大．重叠系数 ． 

小。两者的竞争作用仅在局部一些位点表现 7月份两种叶螨的微气候生态位是分离的。从在树 

冠内的分布格局看，苹果全爪螨偏向外层和上层．而山墙叶蟮偏向内膛。该 月份的几个测定指标 

显示，树冠外围和内膛的平均照度(Ix)、气温(℃)和叶片含水量( )分别为：584 4．8l(Ix)f出) 

1 3451．73(Ix)(外)；28．96℃(内) 29．33C(外)；55．42 (内) 55．79 (外)。树冠内膛和外围 

的微气候差异为不同叶螨的生境选择提供了条件。8月份两种叶螨的生态位重叠值最大．8月份 

湿度高．气温和照度相对较低．两种叶螨在树冠内较为分散．并偏向外层．使得各自的微气候空间 

易于重叠。 

捕食性天敌与叶螨的微气候生态位关系为．各种天敌与ll』楂叶螨的微气候生志位的重叠值 

小或是分离的；在 6月份小花蝽的微气候生态位与苹果全爪螨的重叠值较高 ．而 7月份草蛉及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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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

A．pl 

譬 耄 豸 — —一 

图 2 7月份吾神群的教气候生苍位厦其重叠 

Fig z The mier~'limatic．iehe and nicl1~overlap。f 6 species in July 

图 3 8月份吾神群的散气候生态垃厦其重叠 

Fig 3 The mlcroc]imalic．1obe and 

．iche overlap。f 3 s口ecles Augusl 

食螨与该螨的重叠值较高。这方面的分析有助于 

理解天敌对叶螨的跟寻效应。 

天敌之问的微气候生态位关系表现了其间 

的竞争和捕食作用。总的来看小花蝽与草蛉、捕 

食螨的趋于分离；草蛉与捕食螨的在 6月份分 

离·而在 7月份有较多的重叠。各种捕食性天敌 

生态位面积的太小和动态变化可反映不同捕食 

天敌占有树冠微气候空间的范围．这一特性又间 

接影响它们的捕食效应。这方面有待进一步研 

究。 

2．3 不同月份各种群微气候生态位中心的转移 

分析 (见表 4及图 4) 

结果为：D 1·3l】9l，D 2．74703。这说明PC I维即温度、叶片含水量综合维是促成各种 

群微气候生态位中心随时间转移的主因。由表 1知此二微气候因子的结合方式因月份而异
。 6月 

份前中期叶片含水量较高 ，叶面温度偏低，两者正相关，温度对生态位中心位置定位起主要作用； 

6月份后期及 7月份，叶片含水量低 ，叶面温度高，两者负相关，叶片含水量对中心位置的定位起 

着主要作用；8月份叶片含水量及叶面温度适中，两者呈正相关．中心位置定位取决于两者的联 

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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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不同月份各种群的搬气候生态位中心殛共同生态位中心 

Table 4 1 e micreclizl,~eti~nicl~ centru nf 7。pec蛔 Ind their c哪nm0Ⅱniche Cellir~．q iR dIfre 蚰 t 啪 th。 

J ／ PC 

。：＼6月Jun —

～＼ ＼ 
图 4 敲气候生 态位 中· 及萁转移 

Fig 4 The mjcr∞ 1⋯ f niche 

⋯ t⋯ nd th 1r shift 

3 讨论 

地区的大气候直接影响果园内的微气候 ，但微 

气候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北京地 区气候变化的特点 

为 6月份 日照时数多．7月份气温高 ，8月份降水较 

多、湿度大。树冠内叶螨微气候生态位的动态变化 

与大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如苹果垒爪螨在 6、7月 

份多在树冠外层和上层分布反映了其喜光、趋温特 

性，同期山楂叶螨在树冠内膛分布数量较多，从而 

形成了它们微气候生态位的分离。8月份雨量大、 ’ 

湿度高，气温偏低 ，两种叶螨的分布均偏向树冠外 

层，较为分散，从而使得其微气候生态位有较大的 。 

重叠值。小气候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树冠内微气候 

组成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如前所述树冠外围的小气 

候特点不同于树冠内膛，使得两种叶螨各取所需 

另外树冠的不同方位、叶片的正反面等的小气候均 

存在着较大差异。多样的小气候条件及其相对独立 

性为叶螨及其天敌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位空间。这也 

提示人们，要人为调控害虫及其天敌种群，其基础 

工作之一就是了解其是否总有合适的生态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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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NICHES OF TETRANYCHUs vIENNENsIs， 

PAJⅣDⅣyC U￡ ，AND THEIR pREDAT0RY 

ENEMIES(Ⅲ)．MICRO,CLIMATIC NICHES 

Qin Yuchuan Guan Zhihe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Be~iing AgrJk'tdtgra[C．'ni~~rsity．BeJ~ing 100094 

The microclimatic niches of the two lear mites and their predatory enemies consist Of il 

luminance，tem perature and leat moisture content，which were taken from 20 little localities 

of the crown of apple tree．The resuIts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 ：(1)The three 

ecological factors affect the mites and their enemies integrally。in which the combin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leaf moistu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combinations of the three eco 

logical factors，(2)The niches of each species contract rapidly from June to August．The 

niches of the two mites overlap widely in August。less in June，but seperates in July．The 

niches ofT、viennensis overlapsless or seperateswiththat ofthe predatory enemies，the niche 

。f P．ulmi overlaps wldely with that of Orlus sauteri in June，and with that of Ch Lvsopa sinica 

and Arab seius pseudolongispinosus in July．The niche of O、sautem'tends to seperate with 

that of C．sinica and A．Pseudolongispinosus．the niche of C．sinica has a heavy overlap with 

that of A、pseudolongispinosus in July．but seperates between them in June．(3)Centres of the 

microclimatic niches of each species shift，which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leaf moisture content． 

Key words：Tetranyckus n” ， 5， ，Panonychus ttlim ，predatory enemies．microclimatic 

n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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