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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和权利 ，对于提高公 民和全社会 自觉保 

护野生动物的认识，正确贯彻执行“加强资源保 

护 ，积投驯养繁殖 ，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 ，制止 

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都 

具 有重要作用。 

要 使野生动 物保护 法顺利 地付诸实 施 ，收 

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 

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当前尤其要使全 民、全社会懂得和正确处理好 

保护与利用，保护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明确 

改革开放、放宽搞活与乱捕滥猎、倒卖走私的界 

限 ，充分调动全 民 、全社会 保护 、发展和合理 利 

用野生动物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有 

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不是万事大吉，更重要的 

是严格执法 ，依法办事。各级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行改主管部门和公 、检、法机关首先要学习 

好 、理解好和执行好，增强 自觉性和责任感。特 

别是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管理 

机构，充实管理人员，安排必要的经费，认真做 

好各项保护管理工作。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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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各地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管理工 

作 ，防止发生新的乱捕滥猎和倒卖走私珍稀野 

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现象。一旦发生 ，必须按照 

上述“规定”，从重惩 处。 

野生动物的保护，要靠法律，靠政策 ，也要 

靠科学，靠科学家们的努力和支持。 在野生动 

物保护法，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名录以及有关政 

策的拟订中，我国有关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和有 

关专家学者 ，做 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辛劳 

和贡献。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执行 中，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和提高我国野生动物的 

科学管理水平上，他们仍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努 

力和贡献。 

发达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是国家富强、民 

族繁荣和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是我国四化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深信 ，随着我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实施，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事业必将开创一十崭新的局面，也 
一 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林业部舞林植物和野生动!自保护司副司长 卿建华) 

星 豹蛛生 活史 的初步观 察 

陈 发 扬 
(安教师范大学科研娃 ) 

摘要 据室内观察，星豹蛛在安截省芜湖市(12．7--29．8~C)一年发生不完全的二代，以若蛛和成蛛 

越冬。雌蛛一生只交配一次，多次产卵 。越冬代雌蛛平均产卵囊 2．4个，每个 卵囊平均具卵 52粒 ；第一 

代雌蛛平均产卵囊 2．2个，每个卵囊平均具卵 39垃。卵粒孵化率最{氐为 65％，最高达 loo％。 若蛛 

发育至成蛛 ，一 般蜕皮 5—6次 ，少为 7次，雌雄性比为 1．5：1，威蛛平均寿 命为 1 33．2天。 

星豹蛛是我国南北方农作物害虫捕食性天 

敌的一个常见种，多见于麦田、棉 田_市口菜地以及 

落水的稻田中。主要捕食飞虱、叶蝉和稻螟虫 

的成虫等。据有关资料报道 ，每只成蛛 日捕食 

飞虱可达 3一l4只。 由此可见 ，星豹蛛在农怍 

物害虫的综合防治中，具有一定 的 作 用。 自 

198I--1983年期间，笔者在室内对其生活史进 

行了初步观察，现整理报道如 F： 

一

、 年 生 活 史 

自 1981年 3月下旬开始，每隔 3天至市郊 

农田采集标本一次 ，当发现最早的携带卵囊的 

星豹蛛时 ，即连同卵囊一同采回室内作为考查 

该种年生活史的饲养材料，饲养方法为单瓶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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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法 ，每天饲以水和从诱虫灯 下捕获的叶蝉、飞 

虱 、稻纵卷叶螟和稻螟 虫的成虫或其它小型蛾 

类 ，初孵的低龄若蛛或饲以果蝇，连续观察了三 

年。 

据室内饲养观察，在 12．7—29．8~0范围内， 

星豹昧在安徽省芜湖市一年发 生 不 完 全 的 二 

代 ，以成蛛和若蛛越冬，但无冬眠现象，在早春 

和冬季晴朗温暖的条件下，越冬蜘蛛尚能活动。 

翌年 4月上 、中旬，越冬代戚蛛交配产卵，早批 

卵于 月中旬孵化为若蛛，到 7月中旬性成熟 

为第一代的首批成蛛。 第一代成蛛于 7月中、 

下旬交配产卵，8月中旬孵化为第二代若蛛，11 

月下旬以若蛛和成蛛(其中包括第一代的成蛛) 

越冬。由于其产卵期长，具有世代重叠的现象。 

见表 1。 

衰 1 量豹蛛年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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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 活 周 期 

1．交配行为 星豹蛛的交配行为与狼蛛科 

的其他种类大同小异。当雌雄成蛛相遇时，雄 

蛛 的触肢和第一步足上下颤抖，整个身体作“俯 

卧 撑”式运动，以这种特殊的舞姿向雌蛛传递着 

求偶的信息。若雌蛛拒绝求偶，就逃避雄蛛或用 

步足驱赶之。如雌蛛平卧，腹部与第一步足上 

下微动，则表示同意求偶。交配时，雄蛛以步足 

抱住雌体的腹部。 当雄蛛以右触瞍插入雌体生 

殖孔时，雌蛛腹部腹面就协调地倾向左方。 反 

之，则倾向右方。射精时，可明显地看到血囊膨 

大 ；射精后 ，血囊萎缩 ，这时就更换另一触瞍插 

入另一雌孔继续交配。一般是一次交配 ，雄性 

触胰交替授精 10余次。求偶时间为 30秒一30 

分钟，平均为 25．5分钟。 雌蛛性成熟后 ，次 日 

可交配，并能正常产卵，一般以 3—5天居多。 

卫产卵 雌蛛一生交配一次 ，可多次产卵。 

产 时间大多在晚上。．卵囊为略扁的圜球形， 

初产时为灰绿色，渐次转为灰色，深灰色，赤道 

处有一色泽较淡的白色圈，初孵 若蛛将从这里 

破囊而出。雌蛛有护卵习性，产卵后总是把卵 

囊悬挂在纺绩器的前方 过着游措的生活。同 

时也有食卵的习性。当卵囊过小或不规则时，就 

自食其卵，但很快叉能重新产卵。 

星豹蛛的产卵囊数和卵历期与温 度 有 关。 

越冬代在 l2．7—27．9~0范围内，每头雌蛛平均 

产卵囊 2．4个，每个 卵囊内台卵粒数平均为 52 

粒 ，卵历期平均为 17．8天 ；第一代在l8—29．8~C 

范围内，每头雌蛛平均产卵囊 2．2个，每个卵囊 

内台卵粒数平均为 39粒 ，卵历期 平 均为 16．8 

天。孵化率最低为 65％，最高为 1 00器。见表 

2 o 

3．|若蛛 初孵若蛛同其他狼蛛相似，有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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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墨豹蛛卵朔观察 

9日历期(天) 产 卵囊数(个) 9p粒鼬(植) 

代 别 

囊 数
卵 最长 最短 平均 数(头 最多 最步 平均 观察卵 

最多 最少 平均 

温度范围 

(℃) 囊敬 

(十) (个 ) 

越 冬 代 l2．7— 27．9 { 9 I7．8 ：．4 52 
- 

— —  

第一 代 l8— 29，8 29 I6．8 8l 

表 3 星豹蛛着蛛 历期 

、 衰 4 墨豹蜂成蜂 历期 

雌雄比侧 成抹寿命(天) 
丑鹿范围 观察蛛数 成活率 
(口c) (头) (％) 备 注 

雌％ 盎％ 睢：雄 最长 最 短 平均 

l8—29．8 6j．B 5g．4 40．6 1． ：I Z23 64 133．2 成话率以或蛛计算 

到母昧背上 ，由母蛛携带的习性。 携带的期限 
一

般为 1—5天即离开母体。 一债离开母体的 

若蛛即能捕食果蝇、叶蝉和飞虱类的小昆虫，进 

行独立生活。若昧在孵化届 出卵囊时 ，就已经 

蜕了一次皮。 因为在卵囊内蜕皮历期 不 易观 

察，所以笔者就从孵化后蜕皮为序。因此，蜕皮 

的次数也就等于其龄期。 般为 5—6龄，少为 

7龄。若蛛历期平均为 89天。觅袁 3。 

4．成蛛 从若昧到成昧 ，各代的成活率不 
一

。 所谓成活南，是指若蛛经蜕皮长到成蛛时， 

成蛛所占若蛛的百分率。越 冬代历期长，温湿 

度条件茬，食料来源不足 ，成活率低。第一代处 

l8—29，8℃ 范围内，食料来源丰富，其成活率为 

63．8弼，平均寿命为 133．2天。见表 4。 

三 、 小 结 

星豹蛛在安徽省芜湖市室内饲养 条 件 ． 
一 年发生不 睑 的=代。每一世代产卵囊数不 

同，最少一个，最多 4个。越冬代平均为 2．4个， 

第一代平均为 2．2个。卵囊内的含卵量也不同。 

越冬代景少为 22粒，最多为 81粒 ，平均为 3 

杜。 卵粒孵化率最低为 65％，罹高为 100瞄。 

从若蛛发育到成蛛，一般蜕皮 5—6次，少为 7 

次。雌略多于雄，雌雄性比为 1．5：1。成蛛的平 

均寿命为 133．2天。 

从室内饲养观察，该蜘蛛发生期长，孵化率 

高，食虫量大 ，有利于保护利用和人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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