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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通过对油菜田三突花蛛的生物 学 观 

察，可见三突花蛛是油菜田中害虫天敌的优势 

类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于 l0月份其它作物收 

获前 后采集卵囊或成 蛛在 室内保 种 ，翌年 早春 

在恒温控制下提前繁殖，在 3月下旬释放于油 

菜田中，为控制 4月份害虫发生打下基础。 

(二)由于油菜收获季节早，害虫种类少， 

三突花蛛等天敌是能够控制害虫发生的，不毖 

农药也不会导致油菜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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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钳蝎运动性活动的实验观察 

郭 1可栗 马 迎 草 
(坷 北 大 学 生 响 系) 

摘要 本文报道了一种用于 记录蝎运动性活动的装置——运动小室，以艮记录方法 。 该装置结构 

简单 ，不仅灵敏度高 ，且能满足长期连续记录的需要 。所得记录 图能客观地展示一昼夜中蝎运动性活动 

的若干规律 ．井可将运动区分为频繁走动和移位走动两类 ，后者再分为匪离移位和就地移位。对蝎运动 

性活动的某些特征做了讨论 。 

关于钳蝎 (Buthus martensi)的运动性活 

动规律 虽有报道，但对夜晚的活动高潮，仅仅是 

一 般地指出了其开始及终止的粗略时刻 ”。至 

于夜晚活动的具体特征如何?整个昼夜中全部 

运动性活动是怎样的?有无个体差异?用什么 

方法客观地、定量地展示这些特征?迄今未见 

报道。 

进一步了解钳蝎运动性活动的规律，不仅 

有助于蝎这一药用动物的捕捉和饲养，而且是 

蝎行为研究的基本方面。我们使用自己设计的 

装置，对钳蝎运动性活动做了初步研究。 

实 验 方 法 

实验用的 卯 只成年钳蝎 (雄 l3只，雌 24 

只)体态健壮，表面光泽，单个分养在直径 9凰 

米的棕色广 口瓶中(不加盖)，瓶底铺有 2厘米 

厚的黄土和细砂，每日滴加清水少许以防干燥。 

投放足量的黄粉虫 (Tenebrio raolitor)任蝎捕 

食。实验在 6—8月进行，室温 26--29~C。实验 

时将蝎移人运动小室(见图 1)，一室一蝎，在记 

录器上连续记录其运动性活动不少于 5昼夜。 

运动小室的构件是一块圆形平衡板及与其 

相联的记录笔，平衡板借金属轴安装在塑料筒 

的近底部，记录笔杆穿过筒壁上的小洞与平衡 

板联接(见图 1)。 蝎走动时压动平衡板，带动 

记录笔在记录器上划出竖线。根据记录图可以 

确切地了解运动特征的若干方面。 

记录器用不同型号的自记钟(主要是 QXZ 

型)。 

结 果 和 讨 论 
÷ 

(一)记录系统的应用效果 小室的 平 衡 

板是一个杠杆，安装时应使其近于水平。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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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I 蝎歪动小室简图(直茼式，已剖开) 

1．靼料筒，长 1 2厘米，直径 9—10厘米。 2．平衡板，可用 

垒屋网与滤纸粘压制作 ．轴。 4．销钉，略低于平搿板， 

阻挡谤板不能帮转。 5．记录笔 

验所用平衡板， 在运离其支点的位置拥 0 3克 

的重量时，经记录笔这一杠杆的放大作用可划 

出相当明显的竖线。实验 蝎体重不低于 1 2克 

因此平衡板的倾斜动作有相当高的灵敏度。蝎 

走动时划出的竖线高度一致，这是由平衡扳的 

倾斜限度决定的。竖线的多少与蝎走过的实际 

距离不成正比关系；竖线的密集程度(单位时间 

内的数量)能指示运动的相对量 ，可作为相互比 

较的依据。 

QXZ型宜记钟带动记录 纸 走 遽 为 ¨毫 

米／小时，适合于作长时间记录，能满足对蝎运 

动性活动研究的要求。 

蝎对运动小室的环境能很好地适应，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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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 2 蝎频繁 走动(左 )和移 位走 动(右 )记 录 

行为与在瓶中饲养时无异，能正常捕食黄粉虫。 

(=)成年钳蝎运动性活动的一般 特 征 

对 37只钳蝎总计做了 06个昼夜记录，记录图 

上显示出的特征无性别差异。 

1颤繁走动 记录图上呈现持续若干时间 

的密集竖线(见圈 2，左)，表明蝎运动频繁，对 

这类运动姑且称为频繁走动。全部频繁走动婚 

92％ 发生在 20时至次展 2时，属于近昼夜节 

律性活动；频繁走动的高峰期在 21--2 2时(占 

31 4％)， 及 22—2 3时(占2 5．4％)(见图 j)。 

频繁走动的开始时刻及持续时间在不同个 

体颇 有差异，并非 同步 起始或终止 ；即使同一 

个体在相连的几天中也不一致。在 1 9--23时， 

有占 84 6再 的蝎次开始于 日没之后；持续时间 

平均 l 66±O 7 3小时(最长的近 3小时 ，最短婚 

约半小时)。 

虽然记录纸走速很慢 (11毫米 ／，j、时)，但 

频繁走动期 划出的竖线并没有连成一片 ，说 

H I6 u 20 托 钒 l ‘ 

(北京I々时 ) 

日出 

圈 ， 一疑夜中两类运动妁时间分布 黑柱：颇繁走葡；空白柱：移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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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蝎的活动是以“走走停停”为特征的。蝎靠斟十 

节的隙状感器感受猎物，行动时造成的地面震 

动波，借以判定猎物的方向和距离，因而不难理 

解蝎夜晚活动时的“走走停停”是一种有利于生 

存的行为特征 。 

在自然条件下，蝎夜晚出来活动与其捕食 

和求偶密切关联。但是在我们的实验中无论经 

过长时间禁食或者刚吃过食，均未显示出运动 

性活动有什么差别。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雌蝎 

在产仔前对雄蝎的求偶行为无任何相应 反 应， 

然而把前者放人运动小室则频繁走动的特征却 

无异常。看来，把蝎在夜晚的活动高潮单纯解 

释为“为了捕食和求偶”可能太表面化了。 

布朗奈尔 (Brownel1)在野外观察到， 沙 

漠蝎没有捕到猎物时，“它会一动不动地蹲伏几 

小对 ，然后再回到洞里去呆上几天o”这种特征 

与我们的上述结果很难对应，原因是观察对象 

既非同种，观察的环境条件更迥然相异。但是 

我们有两只实验蝎在夜晚的活动颇有“蹲伏”特 

征 ，它们经若干时间移动一下位置(见后述)，而 

没有“频繁走动”。这是否能与布朗奈尔的结果 

相统一，尚难怍深一层分析；若看成是我们的实 

验蝎个体之间的突出差异较为妥 一 。 

2．移位走动 指的是蝎从～处移到另一处 

井停在那里。 记录图上骤然划出竖线(见图 2， 

右)，指示蝎走动了相当的距离。出现滑坡样斜 

线(图 2，右)，是由于蝎正巧停栖在轴的位置附 

近，当其朝着与轴交叉的方向连续作微小距离 

移动时划出的。这样，蝎的移缸走动5LIX分为 

两种形式——暂称 “距离性移位”和 就地移 

位 ”。 

移位走动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而以午曰 

较多(图 )。 

(三)昼夜中的静息阶段 本实验中，钳蝎 

除去在夜晚 6个小时当中出现若干 问的活动 

高潮，其余时间安静状态占优势(参见图 3)，特 

别是 4—6时前后，不仅没有频繁走动，移位走 

动也是摄少的 (只占 4．6 )，所以专门称之为 

静息阶段。这个阶段是引人注意的，因为我们 

在另项实验中看到(未发表资料)：对蝎敞连续 

若干昼夜的黑暗处理，其活动高潮的近昼夜节 

律性消失，表现为多次出现频繁走动，每次持续 

0 5—2小时不等；这种看来是漫无规律的活动， 

从未发生在凌晨到黎朗前这段时闻之 内 (5只 

蝎共 43个昼夜的资料)。同本文实验结果相对 

照，使我们推想钳蝎在一昼夜中可能有特定的 

静息阶段。 

由于记录装置的应用，使得对钳蝎的运动 

性活动从一般的观察描述转变为实验的客观展 

现，从笼统的定性认识发展到初步的定量分析。 

另外，蝎用作实验动物，具有饲养简便 容易控 

制的优点，可用于研究某些环境因素对低等动 

物的作用。 

辽宁首次发现白胸苦恶鸟 

自胸苦恶 鸟 (Amaurorni~ phoenicuru s)， 

据记载，在我国的福建 ，台湾 ，广东、广西和云南 

为留鸟；在四川、贵_州、上海、河南、陕西和 肃 

为夏侯鸟；偶见于河北，山西和山东。1 985年 

10月 9日，我们在辽宁省大连市西南的蛇岛上 

采 获一 雌性标本 。 

白胸苦恶 鸟 (Amaururnis ptroenicurus)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没有记录。在已出版的 《东 

北鸟类》和即将出版的《辽宁鸟类志》等书都没 

有收录。 

近几年来，包括白胸苦恶鸟 (Amau~'orni 

phoenicurus) 在内的一些典型的东洋界鸟类， 

在东北地区被发现，这一情况的出现值得注意。 

(辽宁蛇岛老铁山自称保护区管理处 王 黎 黄诛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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