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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猛 禽 的 新 纪 录 

吉林省海鹏属猛禽据文献记载仅玉带海鹛 
一 种 1 988年 3、 4月份我们在延边地区图们 

江下游一带观察到 50—60只的白尾海鹏 (Ha— 

liave~us albicilla)。 同时{丕多次观察到一只虎 

头海鹛 (Haliaeetus pelagicus)o 

白尾海鹃在东北地区主要分布于辽宁及黑 

龙江省，繁殖在黑龙江省，数量很少。虎头海鹛 

仅辽宁省有历史纪录。这次我们在吉林省近日 

本海的图们江一带观察到虎头海鹛和数量较多 

的白尾海鹏群，为吉林省猛禽分布的新纪录添 

补了省内鸟类分布的空白。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辑兴家 昊志刚 
延 边朝鲜族 自治州杯 管局 崔光吾) 

安徽省蜘蛛的生态地理分布 

徐 亚 君 
(馥州师范专科学校) 

摘要 本文根据作者在 19B3—1 988年对安教省农林蜘蛛已坚定、报道的 272种 (分隶于 4o科、 

108属)的分布特点，分析了安敲的地理地貌、植被类型、气候土壤等生态地理因素，提出拟划为淮北平 

原与淮河南岸平原棉粮区，江洼丘陵平原与长江{昝江平原稻松区、大别山与皖南中低 山林茶区 3个生态 

地理区。并对各区农林蜘蛛的分布规律及其生态类型进行探讨。 

安徽位 于 东 经 1l 4。54 一1】9。37 ，北 纬 

29。4l 一34。3B 之间，几跨 5个纬度。长江、淮 

河横贯其中，将垒省分割为准北、江淮、江南三 

部。 植被带自北向南依农为暖温带落叶 阔 叶 

林、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地带 。 土壤也反映出依 次 为 棕 

壤、黄棕壤、红黄棕壤地带性规律。 

有关安徽蜘蛛的系统调查研究报道 不 多， 

主要有李友才等 (197B一198z)先 后 报 告 安 

徽稻田蜘蛛 共 14科 75种0一。 我 们 自 l 983 

-- 1988先后鉴 定 报 道 了 4O科 lO8屠 272 

种 - ，其中国内新纪录 1 2种、新种 l 2 

个。根据安徽蜘蛛的分布，与地理地貌、植被类 

型、气候，土壤等生态地理因素的密切相关，依 

附一定的地理景观和生态类型，分布规律主要 

反映在种类区系组成、形态适应、空间分布、数 

量多寡等方面的特点作如下讨论。 

(一)淮北平原与淮南平．胃I粮棉区 淮河 

以北达省界和淮河以雨，西起霍丘县，大致沿大 

别山北麓，经寿县、长丰至凤阳、嘉山一线以北 

的广大淮河冲积平原，全为开阔景观。年雨量 

850毫米左右，干燥度 l—1．5，属半湿润地带， 

冬季极端低温在一2O℃ 以下 ；植被带为暖温 

带落叶阔叶林 ，但除肖县皇藏峪(山东古老丘陵 

的西南延伸部分，主峰 392m)还残存部分次生 

林(如大叶林、黄檀等华北植物区系)外已荡然 

无存，代之以旱粮、棉花为主的农业植被。该区 

相 当于中国昆虫地理区划的古北界黄淮温带棉 

粮区的南缘 。 

本区蜘蛛生态地理分布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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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植被单调，蜘蛛种类较少，主要是北 

方区系成分和广域分布种类。在暖温带生态类 

型代表的皇藏峪次生林中，以华北区系的棒络 

新妇 (Nephila elevate)和猫卷叶蛛 (Dictyna 

His)为优势种类。 在古树黄 檀 (Dathergia 

hupeana)树 皮 下，发 现 珍 稀 扁 蛛 (PIator 

inscalens)“ ，该种为我国稀有的华北 特 有 种， 

在北纬 40度以南为首次发现。蛛甚扁薄，半透 

明，潜行树皮下。 

2．广大旱粮、棉 田蜘蛛种群，多数为广布 

种。 在凤台、灵璧 (1 986．8)和阜 阳、利 辛 

(1 988．7)的调查，旱粮作物蜘蛛优势种为草间 

小黑蛛 (Erigonidlum grarainicola)、四点 亮 

腹蛛 (Singa pygraaea)、三突花 蛛 (Misume- 

nops tricuspldatus)、 八 斑 球 蛛 (Therdlum 

0 f。，，，dfⅣ Ⅲm)和拟环 豹 蛛 (Pardosa pseu． 

doannuta)5种。 

3．蛛量与虫 口密度有关，在未发生虫害的 

玉米田中，每百株蛛量为 720—80O头。同时也 

与作物覆盖度有关，在郁闭的大豆田和宋合垅 

的棉田中，蛛量各为 2．5和 2．O头／m ；而在疏 

密适中的芝麻田中，蛛量为 6—7头／m ，且有 

较大型网的黄 褐 新 国 蛛 (Neoscona donitzi) 

和嗜水新园蛛 (Ⅳ．n*ntic**)的分布。 

(二)江淮丘陵平原与沿 江 平 原 稻 松 区 

自淮南平原以南，包括皖西大别山北坡及其向 

东延伸的丘陵、平原和长江两岸的冲积平原。 

南界约在西起金寨 ，经霍山、桐城沿纬度引度 向 

东达郎溪一带。该区虽跨长江南北，但江北如 

寿县 、蚌埠年积温为 4500"(3、降水量 800毫米， 

与长江南岸的 5000~2,和 8OO—lOOO毫米相 差 

无几 ，且无天然屏障，冬季寒潮长驱直下，淮 

南和芜湖寒冷程度相似，同属北亚热带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样地带。该区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常 

被认为古北、东洋两界在我国东部的分界过渡 

区，是南北动物的纽带和桥梁。天然植被无存， 

以栽种水稻为主；丘陵、岗地大多为人工马尾松 

林，伴生乔木为枫香、栎树等。皖东璃琊山(主 

峰321m)等次生林保存尚好，特有树种有琊琊 

榆等。 

本区蜘蛛生态地理分布有以下特点： 

1．踯琊山敬生林中，南北蜘蛛区系成分皆 

有，且较丰富。变出的如在古树琊辫榆 (Ulm~s 

chenmoul1)上也发现了珍稀扁蛛 (1 988．7)，这 

是诙种已知的最南分布；同时也发现了中位巨 

膝蛛 (oeopa 口medius)，该种 1 982年首次发 

现于皖南 ，反映了南北蜘蛛区系的交汇现象。 

2．长江沿江水稻田蜘蛛优势种7种：草间 

小黑蛛√ 斑球蛛、四点亮腹蛛、拟环豹蛛、食虫 

淘胸蛛 (Ummellata insecticeps)、圆 尾 肖蛸 

(Tetragnatha vermi[ormis)和类水狼蛛 (el— 

rata plratoides)0 

3．据李友才(1980)调查，7月下旬 (早稻) 

蛛量 198头／百丛；1 0月中旬 (双晓)蛛量 226 

头，百丛，均 占食虫性天敌 92％ 以上。数量变 

动与]i虱、叶蝉种群消长相伴；在蛛虫比为 1： 

5—6时，蜘蛛对虫 口起一定控翩作用。 

4．稻田蜘蛛数量大，且各占生态位。有巡 

猎于水面(水狼蛛)或茎杆(跳蛛)，有布网于叶 

艘(球蛛)或叶间(肖蛸)，嗣有垂直(园蛛)或平 

展(肖蛸)，明显反映分布各占空间，共济相辅的 

生态特点。 

5．丘陵人工马尾松林，生境较单一，蜘蛛种 

类较少。林间有大型网种类如太腹园蛛 r-一 

Ⅳ vcntricot~*)、嗜水新园蛛 和 黄 褐 新 园 

蛛，整个夏季以松毛虫为食。此外优势种还有 

三突花蛛、斜鼓猫蛛 (Oxyope*sertatus)和鞍 

形花蟹蛛 (Xysticus ephippiatus)。 在红壤丘 

陵马尾松林中， 卡氏地蛛 (Atypus~arschi)、 

皮雄伪德蛛 (Pscudodrastus pichoni)和浊 斑 

扁蝇虎 (Meneraer~s o )，也是占优 势 

的种类。 

(三)太别山与皖南中低山茶 林 区 包括 

大别山南坡和皖南中、低山及部分丘陵．大别 

山(主峰 1774m)南坡，虽位于长江以北，平均 

气温 l 4．6~C，积温 50~0"C，与皖南山区的平均 

气温 15．5qC和积温 5500"C(黄山市)近似；干 

燥度均为 1．5，水热条件优越，均属中亚热带常 

绿阍叶林地带；黄山松、黄山栎，天 目杜鹃等为 

太别山南坡和皖南山区的连络树种。皖南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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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黄山(光明顶 l 840m)、牯牛降 (主峰 l 727．6 

m)、清凉峰(主峰 l 787 4 m)、九华山 (十王峰 

l 34Zm)等。该区相当于中国昆虫地理区划中东 

洋界江南亚热带稻茶区的中部。 

本区蜘蛛生态地理分布有以下特点： 

1．山林蜘蛛种类繁多，仅牯牛降北坡调查 

(1983．6—7)，采得蜘蛛 31科 72属 1 38种“ ； 

其中园蛛 (47种)>跳蛛 (28)>管巢蛛 (22)> 

蟹蛛 (20)>球蛛 (1 7)>肖峭 (14)，种群组成 

中的优势科属与邻省浙江、湖南的报道基本相 

同。在区系成分上，以华中、华南成分为主，突出 

的如乳状艾蛛(Cyctosa laticaudaL日本艾蛛(c． 

jeponica)、河谷艾蛛(c．mulmeinensis)、岛艾蛛 

(c．insulana)、长腹姬蛛(．4riemnescylindroga． 

ster)、台湾弱斑蛛 (f  ̂0柏 rf“ formosus) 

等，迄今巳知除皖南外，仅分布于台湾。此外如 

乌苏里 闪 蛛 (Helioph4ⅣⅣ ussuricus)、朝 鲜 

梳足蛛 (Ero koreene)、矛状芒果蛛 (Mango． 

r口spiculata)等为古北界代表种类。 在起 源 

上本区蜘蛛除东方区系外，还有着丰富的印度 

马来区系，甚至欧洲一西伯里亚区系。 

2在皖南山林发现有小齿弱蛛 (Lep~oneta 

microdonta)、安徽六眼幽 灵 蛛 (Spemophora 

anhu~ensis)、安徽螨蛛 (Gamesomorphe anhu． 

iensls)、 牯 牛 降 埃 蛛 ( fcf， oungange 

nsis)、九华梳足蛛 (Era，uhuaensis)等 安 徽 

特有 种类。 

3．分布低山、丘陵茶园的蜘蛛优势种，多为 

广布种，有迷宫旃 斗蛛 (Agel d labyrinlhi． 

ca)、草间小黑蛛、三突花蛛 ．斜纹猫蛛、斑管巢 

蛛 (Clubiona reichlini)、多色 金 蝉 蛛 (vh1． 

ntella versicolor)6种。据侯建文(1 983)皖南 

茶园调查，茶园蜘蛛占捕虫天敌的 59．4弼，捕食 

茶尺蠖、茶小卷叶蛾 1—2龄幼虫 1—3头 ，天， 

迷宫l属斗蛛最多日捕 3O头。 

4山林蜘蛛的形态结构、行为特性的生态 

适应十分明显。多数艾蛛体褐有疣突，在网中 

央集虫骸成条状垃圾，蛛隐其后，极象垃圾，使 

昆虫不易发觉而误投其网；捧络新妇和大悦目 

金蛛 ( rgiope amo~na)体色艳丽如花，诱虫 

t 992；长纺器蛛白色扁平卵囊，筑于多地衣石壁 

上，与斑驳地衣混为一体，模拟生态十分精巧。 

褛网味平 展网大可达 O 86m ，网孔不规则，乍 

看褴褛不堪 ，但 粘性 极强，即使金龟子 、夜峨、天 

蚕蛾也难以脱身，在祁门谰查(1988．6)，林缘 

1 Om 内有 1 4蛛／网的高密度分布，是山林害虫 

主要天 敌之一。 

5．山林蜘蛛的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上，反 

映其不同种类有着一定的垂直分布的上下幄限 

和可塑性规律。 银背艾蛛 (Cyclosa d，~enteo— 

elba)、 纵 条 银 鳞 蛛 (Leucauge magnl／ica) 

等，不仅分 布平原、丘 陵，在海拔 300--500m 之 

间也成带状分布，后者是肖蛸科中唯一在山林 

多见种类，最高能分布到 800m高度 ，可塑性很 

大。而多数则在一定的高度分布。如叉斑长纺 

器蛛 (Herslia cla；hrata)、牯牛降埃蛛，在海 

拔 400--600m低 山作 点 状 分 布；广 褛 网 蛛 

(Pseehrut senoculata)在 300—8OOm为 其分 

布上下幅限；而大 管 巢 蛛 (Clubiona=eioO 

则只分布在 l O00m以上灌林中。 

6．蜘蛛的分布与一定的生境类型有密切关 

系。如艾蛛、楼网蛛等只栖身山林，属“山林型 

种群；屯溪弱蛛 (Leptoneta；unxiensis)、 安 

徽洞叶蛛 (Cicurina anhuiensls)和小齿弱 蛛 

生活于岩洞石穴，可称“漏穴型”。但前二者也 

可在生境近似的石堆底层分布，为 近橱穴型 

种类；而后者仅分布于常年黑暗岩洞中，为 专 

词穴型 种类。也有“地下型”的类群，如巴氏拉 

土蛛 (Latouchia p口 lovi)、中华粒突蛛 (Me． 

crothele sinensis)和卡氏地 蛛等 ，营地下土穴 

生活，洞口有盖，或小平 网，或信号丝 ，浚类蜘蛛 

均属原始的古蛛亚 目种类。也有专栖落叶层下 

或苔藓丛中，可称“覆盖型 种类，如牯牛降埃 

蛛、中国奥蛛 (Orchegtine ginensi*)以及一些 

小型漏斗蛛和狼蛛等。九华梳足蛛、朝鲜梳足 

蛛寄住在别的蛛网上求食，可称 寄栖型 。此 

外还有。农 田型”种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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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山髭 蟾 生 态 习性 的研 究 

唐 振 杰 
(广西师范大学生物系) 

■曼 瑶山蹙蟾主要分布在广西大瑶 山海拔 1 000一l 500米的 山冲溪流附近，其生态环境是植_眭车 

富、水糠充足、气候温湿的常绿阔叶林带。垒年大部分时间都栖息在陆地明暗 ：的±壤及洞穴 内。主要 

以植物和小昆虫为食。繁殖期在每年 l2月“大雪”之后到“冬至 前后，产卵期很短，仅在“冬至”前后 l口 

天内进行，雌雄掏对产卵一般都在黎明前完成，属一次性产卵类型，卵群粘附在石块底部的凹陷处，每次 

产卵 298--342粒，卵径 3．8一{毫米。它们除在冬季繁殖外，而且在 1 0叼 的气温条件下，仍照常活动， 

因此，可能没有“冬眠”习往或“冬眠”期极短。 

髭蟾属 ( i打 4 or口)自 1945年由我国 

已故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刘承钊 教 授 建 立 

后，到目前已先后发表有 5种，即 峨 眉 髭 蟾 

(Vibrissaphora boringii)、崇安髭蟾 (Vibris— 

saphora liui)、雷 山髭 蟾 (Vibrissaphora lei— 

Shanensis)、瑶山髭蟾 (Vibrissaphora yaosha． 

~ensis)和哀牢髭蟾 (Vibrissaphora ailaoica)。 

其中瑶山髭蟾主要分布在广西大瑶山和龙胜的 

红崖山，此外，据报道，湖南宜章县的莽山也曾 

采到过标本。 

过 去 Pope 、刘承钊等 曾将该种与祟安 

髭蟾一起定名为刘氏 髭 蟾 (Vibrissaphora li一 

)。直到 1978年划承钊等才将其正式发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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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新种即瑶山髭蟾，但以往 Pope和刘承钊 

等以及后来昊贯夫等D 对瑶山髭蟾的报道，多 

着重于形态特征方面的描述，赵尔宓等 曾对 

其染色体组型作过比较研究，他们对生态习性 

及繁殖方面的报道都很少。 我们自 1984 以 

来，在瑶山髭搪繁殖的季节及其前后，曾先盾 

四次到其主要产地即大瑶山香炉冲进行调查研 

究，同时还采回部分标本饲养在室内水簇箱内 

进行观察研究，现将几年来所获得构资料整理 

报道如下。 

金秀县潘世明同志、我系瘴太林同志和熊秀生 、韦昌毫 

同学参加了标车采集工怍，谨此一并致诅 

 ̈  ̈ “ ”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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