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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蜘蛛之一。《尔雅》（公元前 # 世纪到公元前 ! 世纪成书）中的《释虫》，就有关于,
-的记载。作为药用动物，古代文献中也多次涉及,-。如“,-者音窒当，尔雅作 ，音迭当，今转为颠当虫”，

“,-是处有之，形似蜘蛛，穴土为窝，穴上有盖覆穴口”（唐陈藏器所撰《本草拾遗》）；“ 既尔雅土蜘蛛也，土中

有网”（明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具体药效方面，李时珍认为,-“主一切疔肿，附骨疽蚀等疮，宿肉赘瘤，烧为

末，和腊月猪脂敷之，亦可同诸药为膏，主疔肿出根”。

我国古文献中记载的,-，一直到 %&&> 年才由陶雷尔（?0@A8BB）正式命名为,-蛛科（:C842D2E38）。,-蛛隶属

于蜘蛛目原蛛下目，在进化上处于较低级的地位，其主要特征是：体大型，& 眼集于一团。螯肢发达，前端有螯耙，牙

沟明显，螯爪上下活动。触肢长，似步足状，其基节与步足的基节相同，并不突出成颚页，因此在不发达的颚页处，

常具有许多齿状突起。步足粗壮有刺，跗节与后跗节有许多听毛，排列 ! 行或不规则。’ 爪，上爪有小齿 % 行或 !
行，爪下无毛丛，第 ’、$ 步足无毛束。纺器一般 $ 个，少数 ( 个。书肺 ! 对。雌蛛无外雌器。

据统计，目前,-科蜘蛛全球已知 * 属 %%& 种，其中 %! 种分布在中国。封面照片中的,-，是盘腹蛛属的里氏

盘腹蛛 !04,(4(&6#+ -*#4A%22#（F@G@GH，%*"%），已知分布于中国福建、浙江和泰国。我们在四川芦山县发现的里氏盘腹

蛛，是该种在四川省的新记录。里氏盘腹蛛雌蛛深褐色，成体体长约 !I> J ’I" GK，其中头胸部长 % J %I! GK，宽 "L *
J %I% GK；腹部长 %I% J %I# GK，宽 %I’ J %I# GK，腹部末端直径 %I’ J %I# GK。里氏盘腹蛛的主要特征是腹部末段平

截，呈磨盘状，中央稍内凹，盘的周缘密生灰色细毛，中央和近后方有 ’ 对大小不一的环状压痕。从压痕到周缘布

有放射状的沟、肋，排列精致，颇似一圆形图案。里氏盘腹蛛一般在 !"" J ’"" GK 高的农田田梗上挖洞而居，这可能

是由于中国南方多雨，筑穴于高处可以免于雨水的侵袭。洞穴四周衬有蛛丝织成的内壁，呈直管状，无分支，长 %#
GK，直径 ! GK。洞口有一活盖，活盖内侧也是由蛛丝织成的内壁，外侧附着有沙粒，并着生苔藓，与地面极为相似。

,-主要捕食陆生节肢动物，据说也可捕食小的青蛙和蜥蜴。,-的捕食方法因栖息地的不同而不同。潮湿

环境中昆虫的数量很多，,-主要采取伏击的形式：晚上潜伏在洞穴的入口处，前伸前两对步足（步足上分布很多

感觉毛，可以感受到地面的振动），当猎物经过洞口时，,-就会从洞内冲出来，将猎物拉入洞内并取食。,-的捕

捉动作很快，以至有时错误地将不可食的猎物拽回洞内。在较为干燥的环境中，由于昆虫的数量较少，,-也时常

出洞寻找和捕食猎物。

,-的天敌主要是黄蜂和蝎类。如果黄蜂发现,-的洞穴，便马上进入洞穴，在,-的身上轻轻蛰一下，,-
马上瘫软下来，任由黄蜂摆布。,-抵挡黄蜂的方法是用螯肢紧紧地抓住洞穴活盖，不让黄蜂进入，但黄蜂常常在

争斗中获胜，因为黄蜂能用尖锐的下颚割开洞穴的活盖，上演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

!!!!!!!!!!!!!!!!!!!!!!!!!!!!!!!!!!!!!!!!!!!!!!!!!!!!!!!!!!

（封面图片摄影：李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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