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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ＳＮ／Ｔ１１４８—２００２《植物检疫　木薯单爪螨检疫鉴定方法》，与ＳＮ／Ｔ１１４８—２００２相

比，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增加了近似种区别及相关检索表；

———增加了分布地等相关信息；

———增加了形态特征图。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卢小雨、林伟、徐浪、余道坚、张伟锋、郑耘。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ＳＮ／Ｔ１１４８—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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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单爪螨检疫鉴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境植物检疫中木薯单爪螨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狋犪狀犪犼狅犪（Ｂｏｎｄａｒ）的检疫和鉴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进境植物及其产品中携带木薯单爪螨的检疫和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ＳＮ／Ｔ２１２２　进出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抽样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生殖盖　犵犲狀犻狋犪犾狊犺犻犲犾犱（犵犲狀犻狋犪犾狅狆犲狉犮狌犾狌犿）

覆盖在生殖孔上成对的能动的骨片，其上具殖吸盘或无。

３．２　

盾板　狊犮狌狋狌犿

躯体背面前端角质化的板。

３．３　

前足体　狆狉狅狆狅犱狅狊狅犿犪

第一对和第二对足着生的体段。

３．４　

背毛　犱狅狉狊犪犾狊犲狋犪

躯体背面刚毛的统称。着生于跗肢背面的刚毛。

３．５　

须肢　狆犪犾狆狌狊

位于颚体两侧，左右两对。

３．６　

后半体　犺狔狊狋犲狉狅狊狅犿犪

包括后主体和末体的体段。

３．７　

触毛　狋犪犮狋犻犾犲狊犲狋犪

分布在躯体及附肢，细长，末端尖细，壁厚，具微茸毛，具有触觉功能。

３．８　

感毛　狊犲狀狊狅狉狔狊犲狋犪

体表的各种感受器，多为刚毛状，具有感受化学物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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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双毛　犱狌狆犾犲狓狊犲狋犪犲

又称“串毛”。叶螨第一对、第二对足跗节的一种特殊刚毛，由两根基部紧靠在一起的刚毛组成，端

部粗而长的为感毛，细而短的基部毛为触毛。

３．１０　

粘毛　狋犲狀犲狀狋犺犪犻狉

该毛末端膨大，着生于跗节爪或爪间突上。可分泌粘液，使螨体步行时，以粘固于物体表面。

３．１１　

殖肛毛　犵犲狀犻狋狅犪狀犪犾狊犪狋犪

雄螨生殖毛与肛毛的统称。

３．１２　

端感器　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狊犲狀狊犻犾犾狌犿

须跗节端部的一种荆毛，粗大，呈柱形或锥形。

３．１３　

口针鞘　狊狋狔犾狅狆犺狅狉犲

螯肢基节愈合的囊状结构，藏有口针。

３．１４　

气门沟　狆犲狉犻狋狉犲犿犲

位于口针鞘中央上方的表皮下，是气管干延伸于口针鞘和口上片之间的管状突起，左右成对。

３．１５　

肩毛　犺狌犿犲狉犪犾狊犲狋犪

后半体外侧的第一排刚毛，通常为二根。指肩区或位于肩板上的刚毛。

３．１６　

前半体　狆狉狅狋犲狉狅狊狅犿犪

体段名称，包括颚体和前足体。

４　木薯单爪螨基本信息

学名：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狋犪狀犪犼狅犪（Ｂｏｎｄａｒ）。

异名：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狋犪狀犪犼狅犪 Ｂｏｎｄａｒ，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狌狊狋犪狀犪犼狅犪 Ｆｌｅｔｃｈｍａｎ ＆ Ｂａｋｅｒ，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

狋犪狀犪犼狅犪Ｆｌｅｔｃｈｍａｎ＆Ｂａｋｅｒ。

英文俗名：Ｇｒｅｅｎｃａｓｓａｖａｍｉｔｅ，Ｇｒｅｅｎｓｐｉｄｅｒｍｉｔｅ，Ｃａｓｓａｖａｇｒｅｅｎｓｐｉｄｅｒｍｉｔｅ。

分类 地 位：蜱 螨 目 Ａｃａｒｉｎａ，叶 螨 科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叶 螨 亚 科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ｎａｅ，单 爪 螨 属

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Ｗａｉｎｓｔｅｉｎ。

单爪螨属在全世界已知共３０余种，属内形态上与木薯单爪螨近似的种类有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犮犪狉犻犫

犫犲犪狀犪犲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犿犮犵狉犲犵狅狉犻 （ＦｌｅｃｈｔｍａｎｎａｎｄＢａｋｅｒ）、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犫狅狀犱犪狉犻

（Ｐａｓｃｈｏａｌ）。为害木薯属植物的叶螨科其他常见螨类还有真叶螨属犈狌狋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Ｂａｎｋｓ、小爪螨属

犗犾犻犵狅狀狔犮犺狌狊Ｂｅｒｌｅｓｅ和叶螨属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Ｄｕｆｏｕｒ的部分种类。

木薯单爪螨随寄主植物远距离传播，也可随风进行短距离扩散。

木薯单爪螨的其他信息参见附录Ａ。

５　方法原理

根据木薯单爪螨的危害状，在检疫现场观察寄主叶片，取得成螨或实验室饲养获得成螨，解剖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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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螨玻片标本，用显微镜观察，根据形态特征对种类进行判定。

６　器材和试剂

６．１　器材

放大镜、体视显微镜、显微镜、测微尺、小毛笔、镊子、剪刀、平底指形管（大小约为直径１ｃｍ，长

４ｃｍ，也可用塑料管或其他瓶管代替）、可封口塑料袋、瓷盘、培养皿、环形针、吸水纸、解剖针、载玻片、

盖玻片、酒精灯、水浴锅、烧杯、量筒、抽气漏斗、标签、烘箱、生物培养箱。

６．２　试剂（配制方法参见附录犅）

６．２．１　保存液

７５％乙醇或奥氏保存液，用于浸泡螨虫标本。

６．２．２　内氏液

用于对标本的清洁、软化和透明。

６．２．３　玻片封固液

霍氏封固液或埃蔡氏封固液，用于对玻片标本的封固。

６．２．４　加拿大树胶

用于防止干燥后的玻片封固液还软。

７　现场检疫与饲养

７．１　现场检疫

在检疫现场用随机法抽查寄主植物，应遵照ＳＮ／Ｔ２１２２执行。用放大镜观察各主要部位，如插条、

插枝的嫩叶、芽苞和幼茎，受木薯单爪螨为害的叶片有大量黄色斑点、褪绿、变形、变黑，幼茎发育不良。

对来自木薯单爪螨发生区如巴西、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木薯插条、插枝更应该仔细检查。直接用小毛笔将

螨虫挑起，放入盛有７５％乙醇的指形管中，或用敲打法采集螨虫，即用木条拍击株苗，使螨虫跌落，下面

用铺垫有黑纸片的大瓷盘收集螨虫，再将螨虫放入盛有７５％乙醇的指形管中。怀疑带螨的样品，则装

入可封口塑料袋内。上述指形管、塑料袋均加标签或编号，记录时间、地点、寄主、采集人等，带回实

验室。

７．２　饲养

对发现有螨虫为害状的可疑木薯插条或插枝要在室内生物培养箱中饲养１周～２周，温度为２５℃

±２℃，湿度为（４５±５）％，光照时间为１５ｈ／ｄ，再借助体视显微镜对植物样品的叶片、芽和幼茎逐一镜

检获得成螨。

８　实验室检测

８．１　玻片标本的制作

玻片标本的制作参见附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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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镜检

将玻片标本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测量，必要时需要对关键特征照相。

９　鉴定特征

９．１　叶螨科

叶螨科成螨体型微小，雌成螨腹面有生殖盖和生殖皱襞，雄螨有特殊构造的阳茎，雄螨多呈菱形，比

雌螨小得多；表皮柔软，背面无盾板；前足体一般具３对背毛，后半体具１０对背毛，背毛数目会有所增

减，其数目和位置的改变因属而异；须肢５节，胫节具坚爪，跗节具６根～７根刚毛；足Ｉ、足ＩＩ跗节上一

般具双毛，跗节爪具粘毛，爪间突有或无粘毛。叶螨模式图参见附录Ｄ，为害木薯属植物常见叶螨分属

检索表参见附录Ｅ。

９．２　单爪螨属

单爪螨属成螨后半体背表皮纹在第３对背中毛之间为纵向；背毛通常着生于微弱的突起上；足Ｉ跗

节２对典型双毛相距较近；有爪间突，无粘毛；爪间突裂开为３对针状毛；雄螨肛毛１对～２对，雌螨殖

肛毛２对～３对。

９．３　木薯单爪螨

９．３．１　成螨

体绿色；雌螨体长约３５０μｍ，雄螨体长约２３０μｍ，包括颚体长２８１μｍ。须肢端感器粗短，长度不

到宽度的１．５倍；口针鞘前端钝圆；气门沟末端球形。表皮纹突明显，前足体后端表皮纹轻微网状。前

足体背毛、后半体背侧毛和肩毛的长度与它们基部间距相当；后半体背中毛长度约为它们基部间距的

１／２。足Ｉ胫节有９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跗节有５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足ＩＩ胫节有７根触毛，跗

节有３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雄性外生殖器末端膨大，形成球状。雄性外生殖器特征图参见附录Ｄ，

木薯单爪螨及其近似种检索表参见附录Ｅ和Ｆ。

９．３．２　幼螨

具足３对；若螨具４对足，若螨较成螨除体型偏小、腹面毛数偏少外，成螨有生殖孔，而若螨无。

９．３．３　卵

圆球形。

１０　结果判定

符合９．３．１鉴定特征，可判定为木薯单爪螨，９．３．２和９．３．３作为参考。

１１　样品记录

经过鉴定的木薯单爪螨标本应永久保存，并加注明时间、地点、寄主、采集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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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木薯单爪螨相关资料

犃．１　地理分布

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澳大利亚、北马里亚纳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马里、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中

非、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刚果、加蓬、安哥拉、

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南非、阿根廷、巴拉圭、巴西、波多黎各、玻利维亚、厄

瓜多尔、圭亚那、哥伦比亚、马尔维纳斯群岛、秘鲁、苏里南、委内瑞拉、乌拉圭、智利等国家。

目前已在我国海南、广西、广东及云南部分地区的木薯种植地发现分布。

犃．２　寄主植物

主要为害木薯 犕犪狀犻犺狅狋犲狊犮狌犾犲狀狋犪 Ｃｒａｎｔｚ和木薯属内其他邻近种类，也为害菜豆 犘犺犪狊犲狅犾狌狊

狏狌犾犵犪狉犻狊Ｌｉｎｎ．、玉米犣犲犪犿犪狔狊、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苏木科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ｅａｅ、葫芦科Ｃｕｒ

ｃｕｂｉｔａｃｅａｅ、西番莲科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和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植物。

犃．３　生物学及传播途径

木薯单爪螨生活史分为卵、幼螨、前若螨、后若螨和成螨五个期。常产卵于叶背面沿中脉至其他叶

脉或叶片凹陷处，以口针刺吸植株花蕾、嫩芽、新叶和幼茎汁液。

在田间，其传播方式是爬行和随风传播；而随人为活动以及寄生植物传带是其主要传播途径。

犃．４　木薯单爪螨的危害状

被害后植物根部发育受阻叶出现大量黄色斑点，后扩大为嵌纹状，变成畸形，严重被害时，叶片枯黄

脱落、嫩梢失绿，茎干呈现弯曲、出现条疤，渐变干枯粗糙，呈褐色，最后植株枯死，块根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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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试剂配制方法

犅．１　奥氏保存液配制方法

将７０％乙醇８７ｍＬ、８ｍＬ冰醋酸、５ｍＬ甘油混合均匀。

犅．２　内氏液配制方法

将４０ｇ水合氯醛、２５ｍＬ蒸馏水、２．５ｍＬ浓盐酸混合均匀。

犅．３　霍氏封固液配制方法

将３０ｇ阿拉伯胶溶于５０ｍＬ蒸馏水中，至完全溶解后，置于４０℃～５０℃的水浴加热，加入２００ｇ

水合三氯乙醛，搅拌至溶解，加入２０ｇ甘油，最后用抽气漏斗或细棉布过滤。

犅．４　埃蔡氏封固液配制方法

在１０ｇ聚乙烯醇中加入４０ｍＬ～６０ｍＬ蒸馏水，置于１００℃水浴上加热，搅拌至完全溶解，再加入

８５％～９２％乳酸３５ｍＬ和１０ｍＬ甘油，搅拌均匀，冷却至４０℃～５０℃后，加入１．５％酚水溶液２５ｍＬ

和２０ｇ水合三氯乙醛，最后用抽气漏斗或细棉布过滤。

注：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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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玻片标本的制作

用环形针将螨虫标本从保存液中挑出，放入盛有内氏液的培养皿中，浸泡２４ｈ。将浸泡后的螨虫

挑到吸水纸上，并用小毛笔蘸取内氏液清洗标本。在洁净的载玻片中央滴一滴封固液，封固液滴大小适

中，以刚封满盖玻片为宜。用蘸有封固液的解剖针从吸水纸上迅速粘取螨虫标本至胶液中。使螨体完

全浸在封固液底层而不是浮在面上。在体视显微镜下整姿，使螨虫背部向上，腿部伸展，若将其正侧埋

放入封固剂中，雄螨的阳具则可充分展现完整。在盖玻片的正中沾上少量的封固液，然后用镊子夹住盖

玻片平行压向载玻片，使盖玻片上的封固液与载玻片上的封固剂平行接触，封固液均匀向四周展开。将

制好的玻片放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如果正侧位雄螨的左右单眼是完全重叠的，雄螨阳具的位置则是合

适的。将载玻片放于酒精灯外焰上移动加热，当玻片上的封固液刚一沸腾时，立即移开，让螨虫虫体完

全伸展透明。玻片置５５℃烘箱２天～７天至其完全干燥。为防止封固液遇潮还软，用加拿大胶将盖玻

片四周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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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叶螨模式图及木薯单爪螨雄性生殖器特征图

图犆．１　叶螨（朱砂叶螨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犮犻狀狀犪犫犪狉犻狀狌狊（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背面观（引自《经济昆虫志》）

图犆．２　叶螨腹面观（引自《经济昆虫志》）

８

犛犖／犜１１４８—２０１９



图犆．３　叶螨的颚体（引自《经济昆虫志》）

图犆．４　叶螨属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的足Ⅰ跗节（引自《经济昆虫志》）

图犆．５　木薯单爪螨雄性生殖器特征图（仿Ｊ．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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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为害木薯属植物常见叶螨分属检索表

犈．１　为害木薯属植物常见叶螨分属检索表

１．足Ｉ跗节双毛不典型或缺如；爪间突缺如 真叶螨属犈狌狋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

足Ｉ跗节双毛正常；爪间突爪状或远端分裂 ２………………………………………………………

２．末体具２对肛侧毛 单爪螨属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

末体具１对肛侧毛 ３…………………………………………………………………………………

３．爪间突分裂成刺毛簇，刺毛簇一般有３对 叶螨属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

爪间突爪状，腹面有刺毛 小爪螨属犗犾犻犵狅狀狔犮犺狌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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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木薯单爪螨及其近似种检索表

犉．１　木薯单爪螨及其近似种检索表

１．背部条纹接通；雌性足Ｉ胫节有７根触毛和１根感毛 Ｍ．犮犪狉犻犫犫犲犪狀犪犲……………………………

背部条纹没有接通；在后端可能呈现轻微网状；足Ｉ胫节有８或９根触毛和１根感毛 ２…………

２．后半体背中毛约为基部背毛长度的１／２；足Ｉ胫节有９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

木薯单爪螨 Ｍ．狋犪狀犪犼狅犪

…………………

…………………………………………………………………………………

所有的后半体背毛长度相等；足Ｉ胫节有８或９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 ３………………………

３．体毛长、粗、锯齿状、末端膨大，除了较短的前半体背毛和肩毛稍短，其余背毛长度大致相等；足Ｉ

胫节有８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 Ｍ．犿犮犵狉犲犵狅狉犻……………………………………………………

背毛长在小瘤上，柔软；足Ｉ胫节有９根触毛和１根纤细感毛 Ｍ．犫狅狀犱犪狉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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