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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高原蜘蛛 区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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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蘸日喀则地区植保站，85oooo) 

摘要 本文根据西藏自冶区首次农业病、虫、草及天敌资源普查全区 {1十县市中，收集到的 1 9B种 

蜘蛛昕出现 3Bo多频次的种群数量分布情况。结台 西藏高原自然概况，分为喜马拉雅亚区、藏南亚区和 

羌塘高原亚区。从其种类结构、生态 类群特点，以及西藏特有种及与相邻地区同有种 类情况的不同角度 

较全面地分析了其区系特征。 

西藏高原是我国蜘蛛资源丰富省 区之 一， 

对于她的蜘蛛区系调查研究，以前的有关文献 

资料报告中，未见有专门论述。本文根据西藏 

自治区农牧厅和 自治区科委委托我站组织的首 

次西藏农业 病、虫、草 及 天 敌 资源 普 查 队， 

I98I—I 988年在全区 41个县市调查记录的近 

200种蜘蛛 38O多频次／种。点的分布资料，结 

合有关文献 ，试图对西藏高原蜘蛛区系作一探 

讨。 

(一)西藏高原自然概况 西藏高原 位 于 

青藏高原西南部 ，大致 在东经 79。一99。，北纬 

27。一36。之间 ，面积 120多万平方公里。四周 

有喜马拉雅山脉 ，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环抱， 

地势东南低向西北递增 ，全境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整个高原气温较低，降水很少，南北气 

候差异悬殊。据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 

委会 I979年出版的《动物地理》一书的论述，酉 

藏东南部和喜马拉雅中段南坡 海 拔 在 3200米 

左右以下的地区，为喜马拉雅亚区，年平均气温 

>1 O~C，最暖月平均气温在 i 8—25oC，年降雨 

量 2000毫米以上 ；藏南亚区包括藏东、藏南、西 

部阿里地区大部，拉萨年平均气温 8oC左右 ，最 

暖月平均气温 16~(2左右，年降雨量 2000毫米 

左右；芜塘高原亚区年平均气温在 O~C以下 ，年 

降雨量在 200毫米以下，那曲最暖月平均气温 

不超过 1O℃。 森林基本分布在喜马拉雅亚区， 

藏南亚区除稀少的人工林外 ，均以草原植被为 

主，芜塘高原亚区均覆以荒漠草原。农田主凳 

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 上游和拉萨河、年楚河流 

域中的河谷平原和山麓。牧场以天然牧场为主， 

占全区总面积的 6O侮 以上 ，大部分布 在 海拔 

4000米 上 的地 区。 

(=)西藏高原蜘蛛种类及分 布 迄 今为 

止， 依资料已知有准确分布点的种类计有 196 

种 ，隶属于 25科 8O属 (见表 1)。从表中可知， 

喜马拉雅亚区种类最多，计有 1 33种，占总种数 

的 67．．85弼。其中在西藏仅见于本亚区有 9 种。 

种数超过 1 0种的 8个科中就有 6个科 主要 分 

布在本亚区。 圃蛛科 21种的 9O侮 ；肖蛸科 11 

种的 72．7喵；球腹蛛科 14种的 78 6为；偏斗蛛 

科 11种的 81．8徭；蟹蛛科 33种的 69．7％；跳 

蛛科 20种的 7s％。其次有 管 巢蛛 科 8种的 

87．5弦；皿网蛛科 6种的 83 3为；猫蛛 科 和 巨 

蟹蛛科共 8种的 1 O0％。 藏南亚区种类数量稍 

少，计有 96种， 占总种数的 48．98两，其中在 

西藏仅见于本亚区有 55种，占本亚区 种数 的 

57．29％。 种数超过 10种的 8个科只有狼蛛科 

25种的 69．23弼 和平 腹蛛 科 l6种的 81．25知， 

两科主要分布在本亚区。其次有卷叶蛛科 5种 

的 80％。羌塘高原亚区种类最少，但面积最大 ， 

约占西藏高原的三分之二，因气候恶劣，只在本 

亚区的个别点采集到 l2种蜘蛛，占总 种数 的 

山东大学胡盎林先生指导本工作和提供资料，承蒙白求 

恩医科大学采传典教授审稿井提出修改意 觅，一 井 班 

谢 。 

‘现已谓江西省齄州地区埴保站工作，341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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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l 西照高原蜘蛛名景置分布 

采集地点 采 集 地 点 
种 类 名 称 

喜马 拉雅亚 区 藏 南 亚 区 

1·西藏短疣蛛 Brachyl̂ f ⋯ Pf Ⅲ $000 加查 

2·西藏菅网蛛 Filislat XI'Z~ngensi~ 2800一¨00 亚东 南木林、谢通门、拉孜、定辖、阿里、E 

喀 则 

3·高 原拟 壁钱 Oeroblxs P rzewals~yi 3308 日喀 则 

4．黑 隐石 蛛 Titan0f a ob⋯ r口 39O0—3980 娶竹工 卡 、昌都 

5·触形隐石蛛 T．pulpafdr 吉隆 

6．西藏隐石蛛 T．Iibet川  吉隆、亚东 南木林 

7．亚柬隐石蛛 T yado ~nsix 2900 亚东 

8．黄色卷叶蚌 Dictyn。，lave~cf 3O00 林芝 朗县 

9．胡氏卷叶蛛 D．hxmmf“ 3300 日喀则、拉孜 

1O．西藏卷叶蛛 D． ge ji5 338O 日瞎则 

l ．润隐蔽蛛 Lat̂ humili$ 3 B00 昌都 

12．高 山廉 匿蛛 Protadia hing5f口 i 4100 南木林 

l3．异涡 蛛 Otto oba Ⅱ， ⋯  3 B00 八 宿 

14．芒康 拟睹 蛛 ZoropsiJ mark,~mensis 3 B00 芒康 

1，．半 昏花皮 蛛 Scytod i s~mip fj 4 2 B00—3408 亚东 工布 江选 

16．亚隶六取幽灵蛛 Spe oph ，a yodo ge· 2e0O 亚东 
f 

17．珠蜂幽灵蛛 P̂ 0 p"川 i 南木林 

13．吉隆拂蛛 Perhandezi a gyir0ng~ jis 2803 吉隆 

19．八点阿冉蛛 ，4niella urbitina 240O一3000 吉隆、樟木、林芝、米林 

20．六点阿冉蛛 ．dispicaf口 2700—3900 林芝、渡密、米林 曲水 

21．小圜蜂 Ar川 *5 bit~bf iDI 2BOO一§O0O 亚寐、林芝 

22．喜马拉雅圆蛛 A．him alayaensis j000 林芝、米林 

23．掘圆蛛 一 ympha 300O一3300 樟木、林芝 乃柬 

24．优胜圆蛛 A．vict口ria 2300—4100 林芝 加盎、墨竹工卡、日喀尉、甫术林、谢 
通 门 

2，．蜡辁圆蛛 ／1 ceropegiuJ 2250—4130 樟木 曲水、日喀则、南术林 

26．悦目 蛛 drgiop ⋯ a 930 墨脱 

27．包氏壹蜂 A．boesenbcrgi 930 墨脱 

28．盂加拉球头蛛 chotizope~6f gale Ⅲ 2300 掉弄：、亚东 

29．黄金肥蜂 L ，inia rgiopi~ormis 930 墨脱 

3O．阿奇新圆蛛 Neo~~o 口achl f 225O一2950 樟木、米林 

31．嗜水新圆蛛 N． a~tica 225O一2950 亚东、樟术 

32．畏新圆蛛 N．p~~id4 360O一3300 乃柬 

|3．卢氏新圆蜂 N．r*mpfi 2900 亚东 

¨ ．穸朗新圆蜂 N．shltlougeusil 270O一2900 吉隆、亚东、波密 

． 锡哈新圆蛛 N．sinhagaden~is 36O0 4100 日喀则、南术林、谢通门、墨竹工卡 

|6．茶色新卤蛛 N．1heisi 22 0 括术 

37．樟木艾蛛 Cyclota P Ⅲ 樟木 

3g-盂加拉曲礁蜂 c，rf州 fhue 6fngalensit 930 墨脱 

39．艳银鲢蛛 Lf_ f decoratd 930 璺脱 

40．肩斑银鳞蛛 L．6tanda ～ 930 墨脱 

41．纵条银鳞蜂 L． agn c目 27OO一2900 亚东、谴密 

42．四 川银鳞 蛛 L．szech啪  930 墨 脱 

．卿肢 肖蛸 r f，‘P df̂d maxittota 930—3ODo 墨脱、被密，林芝 

44-爪哇肖蜻 T．fⅢ 4 930 墨脱 

4，．羽般肖蛸 T．， 口 3900 类乌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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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蕞 1 

采集地点 采 集 地 点 种 类 名 称 
海拔高度 
(米) 喜马拉雅亚区 藏 南 亚 区 

‘6·长整肖蚺 T．mandibxtat# 璺脱 

●7·前齿肖蛸 T．pratda~ia 560O—j8OO 乃东 

‘e·蠕形肖蛸 T．vermilormis 2950—3BO0 林芝、搜密 八宿 

4，．反 肖蛸 T．r m r口 3800—4000 察鹃
、芒康 

5o·温宣希蛛 Achaeapa d tepidariorum 2200—2900 樟木
、亚东 

51·卡勒巨齿蛛 E~oplotn*tha carlcis 米# 

52·颢巨齿蛛 ．mandibxld，is* 3000—4400 林芝 工布江达 

53·米林巨齿蛛 ．m口inlingensis 2900—3000 米林、林芝 

54·白斑肥腹蛛 Steatod口olb0 -f口fⅡ̈  3600——̂700 乃东
、 仲巴、普兰、噶尔、阿里 

-三角肥 眭蛛 置 tviangutosa 2700—2800 吉陆、嫂密 

5‘·粟色肥壤蛛 s． 4̈ Ⅲ 4 2900一¨00 林芝
、米林 

i 
工卡、日喀则、拉孜、南术林、谢 

卯·陈氏球腹蛛 Theridion chik~nii 墨竹工卡 

讣·刘痕球照蛛 T．impresrum 2700—30O0 吉隆、林芝、米林、波密 

纾·悦 目球腹蛛 T．口 4l m 2B00 言隆 

‘0·劳氏球腹蛛 T．si~yphims 2000 吉隆 

‘l-熟悉球腹蛛 T．1~mitia ve 3B00 日瞎则 

62·吉硅球墟蛛 T．tyirongensis 吉隆 

63．几点甲蛛 Coleosoma octomac~l4l m 930—2800 墨脱、吉隆 

64·我艾堇蛛 Agynet4 subtitis 拍00—43O0 日喀则、谢通门、定日 

65．亚东刺蛛 c fr。嘶 ，- yadongensis 29O0 亚东 

66．黑株聪蛛 M~io f a ni~r~ 2BO0 吉隆 

67．醒 目盖蛛 Neriene emphaaa 亚东 

6B．瘦蟪蛛 却‘打口f，a~ilis 2250—27帅 樟木 

69．球异蛛 Poecitonefa gtob。i口 29O0 亚求 

70．邬氏污蛛 Coilinsia holmg r 4300 定结 

71．齿瞳隆背蛛 Erigo de lipatpis 3B0O一4260 日喀则、谢通门、萨越 

72．黑隆背蛛 ．4jrd 380O一3900 拉萨、墨竹工卡 

73．静栖毛突蛛 Scotarg ，inertarts 吉隆 日喀则 

74-进宫漏三}蛛 Agelena jdbyrinthlca oo 品仁 

7，．齿槽嗣蛛 Coetot灯 口lveoliffr 2900—4l00 亚袁 南术林、谢通门 

76．拟陆嗣蛛 c．preudoterre~tris 2250—4l00 亚束 南木杯 

77．褐红隙 蛛 c．br ̂  J 2900 亚袁 

78．闻隙蚌 c．j4 叩， 2800——2900 吉隆、亚隶 

79-虎投隙蛛 c．ptr~icax 亚东 

Be·吉隆隙 蛛 C．gyiro gⅢ  吉隆 

Bl·家佣蛛 Tege 口via dome*tied 2250—4100 樟木 南木林 

B2．异偶蛛 T．pagd G 亚东 

s3·亚东涉蛛 Wadot~~yadongen~  亚东 

B̂．西藏{替蛛 c vyphoec4 tibetana 3800 日喀则 

． 寮雅舞蛛 Alopecasa chagyab~nsit 3200 寮雅 

B6．疾行舞蛛 ．C~r$OT 2800—3800 吉隆 八宿 

B7．法布尔舞蛛 ．fe5 rili； 

BB．玛利舞蚌 ．mariae 3100 昌都 

盱．大卫氏舞蛛 dayiai 3200 昌都 

，0．针舞蛛 ． Pinata 3200 林芝 左贡 

}1．赵氏摈蛛 Lycosa f̂。 -̂ryi 4400 定结 

，2·喜马拉雅虢蛛 L．himota9acnsis 2950 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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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喜马拉雅亚区 藏 南 亚 区 

93．村狼蛛 L．rHbFrl4 jB00 左贡 

9 ·拟环垃豹蛛 Pardos~Pf Ⅳ ㈣  4l4 3800 芒康 

9 5·阿尔豹蛛 P．algof f』 白朗、甫木林 

96·是豹蚌 P．口 rige r口 亚东、坡密、林芝 米林 、 八宿、加查、工布江选、南木林、芒康、 
樟木 昌都 

97-拉选豹蛛 P．1ad。 ̂  川 ’ 白朗、日喀则 南木林 谢通门、拉孜 

定日 昂仁 @@@固@固 

98·铲豹蛛 P palo “f 28D0—4100 吉艟、亚东 拉萨、雉龙德庆、江孜、日喀则、南木 

林、谢通门 

99·巴拉豹蛛 P．par~／4PPo Jf口 3680—3980 墨竹工卡 、拉萨、娄乌齐 

100·钩形豹蛛 P． lJ rⅡ 吉旌 监密 拉萨、江孜、谢通门、萨珈 

l0I·怯豹蛛 P．』hyamⅡ 22 50一¨00 樟木 工布江迭 

l02．砸 兰豹 蛛 P landa j100～聃 OO 芒康
、寮雅 

l0j·驹豹蛛 P．1DI⋯ “ 29OO一¨O0 亚东、林芝 乃东、拉萨、曲永、堆龙德庆 、浪卡子、 
定结 

104．亚东豹 蛛 P． adonge 』is 吉隆 、亚 东 

105·处高 豹蛛 P．口 ，udus 亚隶 

106．积扦豹蛛 P． irmd ica 225O 樟木 

lO7．n 昨 P．m g口‘口 I2O0 墨 脱 

10B．蒙古 驻蛛 P mongollca 革吉
、回里 

109· P．jfⅢ  通麦 

410·锚 PIⅢ ⋯ ㈨ OF 2 700—28O0 吉隆、渡密 

1l1·吉蓬描蛛 0 yope~gYI FO gensi~ 吉隆 

1l2．佰 描蛛 0． irmⅡ ff 5 墨搅 、吉隆 

1l3．镯威特描蛛 0．Jhwe~o 墨脱 

l14．告扁蛛 Plator pandeae 吉隆 

I15．耳掠蛛 Drasso ⋯  r， Ⅳ， 昌都 

l16．巴夏掠 蛛 D．patbanensi~‘ 3800— 400 南 木林
、墨 竹工卡 

l17．软毛掠蛛 D．pub jⅢ  3800— 5OO 南术林
、谢通门 拉拉、定日、昂仁、 

定结 阿 里 
11B．萨化 掠 蛛 D．taitoi 38O0 日唁则 拉 孜 

1 19．辛格掠蛛 D．~igniler 4100—44O0 南木林 、定日、定结 

120．锯齿 掠蛛 D．』erratidens 4100—45O0 南木 林 、定 足 昂仁 

121． 隙掠蛛 D．tapidosus 2BOO一 36O0 吉隆 乃东 

l22． 掠 蛛 D．，0 口 31O0 昌瓤 

123．希 陆蠡蛛 Geodr4』， l』irrnourensls 吉跬 襄 雅 

1 24．陈氏平腹蛛 Gnaphosa~ha r dtonowl 

u5·凡穗谛平膜蝾 G． od砷 -r 4Ⅲ ‘ 4‘0O 

126．陕蘑平愎蛛 G．schenslensis 5700 粪乌齐 

127·阿氏平腹蛛 G-aibe 4l00 南木林、普兰、噶尔、阿里 

128．苏氏节蛛 Nodocion tolc~ensls 2800—4300 吉隆 康马 

129．寓齄蛛 $cotophaeu s domes~icus 樟木 

130 、拄蛛 z 口j ， f 吉隆 八宿、普兰、嘻尔、阿里 

l3I．平庸红整蛛 ĉ r 口 l Ⅳ trlvi~lis 吉隆 

l32．吉睦红整蛛 c．gylro " 吉隆 乃东、芒康 

J33．日内瓦管巢蛛 c~ubio g啊F⋯ Iis 3600—3500 

l34．果管巢蛛 C．flagnatilis 22 0 樟木 

¨；．中亚管 簋蛛 c·parallete 吉隆 

l ．樟木管巢蛛 c．~ angmucnsls ’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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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寰 1 

采集地点 采 集 地 点 
种 类 名 称 海拔高度 

(米) 喜马拉 雅亚 区 蘸 南 亚 区 

L37．闪 光小 蚁蛛 icari~ f̂ illanf Z800 3000 索 县 米 # 

L38．棒术恬蛛 OrthabNla  ̂ngmuen~is 樟术 

L39．高 原巨 蟹蚌 Hezcropo Ⅱ al eiss j 朗县 

L帅·吉隆巨蟹蛛 H． yiT。 is 吉隆 

l●1．喜马拉 雅巨 蟹蛛 H ki f。y‘ -f 朗县 

l‘2．聂拉 术 巨蟹 蛛 H． ata川 j 吉隆 、埠木 

l●3·埠术巨蟹蛛 H． 4̂ g删  川 樟术 

l44．椭圆褐绿蛛 Hcri删 f口6f0 g_j 林芝 寮雅 

145．棕 褐绿蛛 H．Jetiger 3000 林芝 

146·樟术巴赛蛛 Pa ，⋯ ha g删  j打 樟木 

147．阿萨逍遥蛛 Phifodtom 圳i 吉隆、亚来 

148·居 室 逍遥 蛛 P．chain ocnsis 亚东 、米 林 

149·刺跗逍遥蛛 P．印 itarJis 2700—300O 被密、林 芝 

150．兰州逍遥蛛 P ĉkoue siJ 昔兰、类乌齐 

151·米 # 遗遥蛛 P．mainlinge~sis 2950 米林 

152．土黄逍暹蛛 P．sNbä  。，Ⅳ I． 3000一‘70O 仲巴、普兰、噶尔、革吉、阿里 

153．巴扎 扁蟹蚌 Pl0 y㈣h ，5 』ba=aruJ 2Z50 樟木 

l̈．蚁骧蟹蛛T mI”j forsci~inus jlOO一3980 耍器连、墨竹工卡’曲未’南术林、普 
155．西藏靛蟹蛛 T．xi=a~~~nsis 曲水、江孜、南术林 

156．条纹报蟹蛛 T．Jtrip~tBs 南术韩 

157．巴夏长蟹蛛 Tibellus pashanensis 280O 吉隆 

158．皿形长蟹蛛 T．P ̈ 【j 吉隆 

159．盂加拉花蟹蛛 XyszicuJ b~ngalcnMs 280O 吉隆 

160 包氏花蟹蛛 x．bo~neti 2800—3800 加查 八宿 

161．羽冠花蟹蛛 x．cristazm 波密 

162．鞍形花蟹蛛 x．F ipp l_ 3000—3100 林芝 察雅 

1631铁锈花蟹蛛 ．~~r rugimeas 290O一 400 亚东、加查 定结 

164．喜马拉雅花蟹蛛 x．~imalayaeaais 38O0 乃柬 

165．马氏花叠蛛 ·mandali 2800 亚东 

L66．劳氏花蟹蛛 x．roon~ali 2800一●l00 吉隆、亚东、波密 南术# 

167．花纹花蟹蚌 x．sagan~s 2700 波密 

168．镉叠花蟹蚌 x．， 酣 』 2800 吉隆、亚东 

169．苏氏花蟹蛛 x．taiatai 300O一380Q 朗县 乃东 

170．四川花蟹蛛 x．j fj f̂ j 3400 工布江选 

171．爬山花蟹蛛 x．atpini~ s 29O0—4100 亚东 南术林 

17I．象形花蟹蛛 x． 4 j ， 29O0—4400 亚柬 定结 

L73．简须花蟹蛛 x．jimp， f ， p口f_ 2800—3800 吉隆、亚东 八宿 

174．白缘花蟹蟓 ．4， 洲 增i 删  4200 左贡 

175．旋扭花 蟹蛛 x· 。，ji -f ●2O0 左贡 

176．西藏花蟹蛛 x．x~ang~#sis 32O0 昌都 

177．凶爱 饵蚌 f， ，illus f。rtaricu~ 吉隆 

178．华南菱头蛛 Biener kotingckleki。 930 440O 墨脱、亚柬 

179．教菱头蛛 口 口，f ̂ 2800 吉隆 

180．黄色猫黯蛛 c r 。f j 4̂ ĵog m口 2900一● 00 亚柬 昂仁 

I8I．棕色追蛛 Df y 。 ff』f Ⅲ 。 4 _j Z800 吉B‘ 

182．前 班蛛 Eaophr ／rontalis 380O一 2O0 日喀 、萨通 

183．玉朗班昧 E．ya[usge sis 440D 定结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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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裹 l 

采集地点 采 集 地 点 
砷 娄 名 蒋 海拔高蠢 

(米 ) 喜马拉雅亚区 藏 南 亚 区 

l84·株班蛛 E．口 口lez。 3$00一●l00 日喀则、甫术# 

【B5·钩伊 蛙 fcius hamatus 28D0—3B0D 亚束 乃 东 

l86·线 f． i⋯  吉 隆 

【8 7．萨 夜蛛 Ytlenus sal~ico ‘ 4牛00 定结 

l8B．巴特夜蛛 Y 6 l。， 4400 

I89．盂加拉巍撕蚌 M~rpitsa f gal ⋯ j 27O0—2800 吉隆、坡密、米# 

I9D·黑色 蝇虎 蟓 PIexippus?ay~ulli 墨 脱 

L9l-馊 氐菲蛛 Phidlp~as ⅡlfH 亚 束 

192·赤黄蝇犬蛛 Pellf ad~rid 2900 亚柬 

193·高弗里赛蛛 8yn。 elidcs⋯ eff i“ 225O 棒丰 

194．日J度宽胸扁虎 蛛 肌 f indieus 2B0D 吉隆 

195·萨克八木蛛 y i ella f 目 2BOO—3曲n 吉隆、亚东 乃东 
icd 

t96·尼浩尔八木睬 Y．~~patica Z250 樟木 

@ 聂拉术、@ 萨逝、回 革吉，@ 嘻尔、@ 阿里、@ 仁布 

注 芜 瞳高原亚区： 酃曲；¨ 措勤、改则；抖‘措勤 

6％，其中在西藏仅见本亚区的有法布尔舞蛛、 

久德浦平腹蛛和巴特夜蛛 3种。 

地域特有种占有较大比例为西藏高原蜘蛛 

种类结构上的明显特点。 总种类中有 42种之 

多，占总种数的 21．43予刍，其中三分之一在藏南 

亚区，三分之二分布喜马拉雅亚区。 

(三)西藏高原蜘蛛区系特征 

1．种类结构特点 各科所占比例不同。在 

数量上，蟹蛛科居第一位 ，占总种数的 16．84％； 

其次为狼蛛科，占12．75移；圆蛛干斗占 tO．7％； 

跳蛛科占 10．2％；平腹蛛科 占 8．2移；球腹蛛科 

占 7．1予刍；肖蛸科占 5．6％；漏斗蛛科占 5．6％； 

其它 1 7科占 15．3％。结合各科种类的出现频次 

来分析 ，才能比较客观地体现种类结构特点。从 

附轰中可知，狼蛛科种类出现频次屠首，计有 

72频次，占总频次的 18．4移，种 占频 2．88次； 

其后依次为平疆蛛科占 9．46％，种占 2．31敬； 

圃蛛 科 占 1L46西，种 占 2．t9次 ；妊 蛛 科 占 

l 6．36％，种 占 1．94次 ；跳 蛛 科 占 7．2移，种 占 

1．4次。上述情况表明，狼蛛科虽比蟹蛛科种类 

少 ，但科总频次和种占频次都居首位。种数超 

过 1O种的有狼蛛科的豹蛛属和蟹蛛科 的花 蟹 

蛛属 ，豹蛛属有 16个种计 6 频次，种占频 4-25 

次；花蟹蛛属有 18个种计 31频次 ，种 占颓 1．72 

次。豹蛛属显然占优势。 

2．生态类群特点 西藏高原蜘蛛种类基本 

可分为三类：地(地袭)隙(缝隙)结网、空阆拉 

网和游猎类。地隙结网类为主，约占50弼；其 

次是空间拉网类， 计有 66种，占 33 67％；游 

猎类计有 30种，占 l 5_3为，因西藏高原地域辽 

阔，地理环境南北各异，各亚区的生态类群有所 

惯!【重。主要分布喜马拉雅亚区的 LO个科中的 6 

个科是空间拉 网娄群，计有 55种，占52．38％， 

地隙结网类居第二。藏南亚区则以地隙结网类 

群为主，其次是游猎类和空间拉网类 ，已知的 

95种中，各占53 68％、21．05％、25 26移 的比 

例。游猎类种数虽不及空间拉网类，但它们的 

出现频次最高，在群体数量申占有较大的比例。 

羌塘高原亚区虽然见到种类不多，生态类群与 

藏南亚区基本相同，但未见到空间拉网类。 

3．与相邻地区共有种 类情 况 西 藏计 有 

196种中，除42种特有种外，与我国其它省区 

共有的 82种， 占 4l_83％，其中与我国古北界 

地区共有的 66种 ；与欧洲、苏联共有的 52种， 

占 26 53％；与南边印度等地区 共有 的 49种 ， 

占 25．O移。西藏高原蜘蛛种类具有一定的地域 

特性 ，和相部地区又有密切的关系。 

综合上述情况，西藏高原蜘蛛以古北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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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主导，东洋界成分占较大比例，广布种仍然 

有一定比例。但界划何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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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湖团头鲂的生长与繁殖 

兼谈资源的保护 

李思发 周碧云 林国清术术 
(上海水产大学，上海 2o0o9o) 

摘要 本文报道我 国固头鲂原种主要基地之一穗泥期的团头鲂的生长与繁殖。退算平均体长 1龄 

直为 12．3 8厘米，2齿 直为 22．28厘米，3龄直为 27．95厘米。体长体重关系式为 葺 o．0162L，--·11。 

VO Bertalgnffy生长方程为 Lt尊 64．900 一 f 伸卅+． ”， ，一9456．86一 Ⅲ 冲̈ m )，o生 

长拐点为 4．6年o l 一3 鱼的绝对繁殖力为 55 700-- 248400粒 ，与年龄呈正相关，而在同一龄组内，又 

与体长及体重呈正相关。 产卵前成熟系数为 11．1 9～25 76％，卵径 0．98一J．1 4毫米。 还讨论了蜒泥 

湖团头鲂原种种群的保护问题。 

淤泥湖(见图 1)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湖北 

省公安县境内，面积 28800亩，平均水深约 2 

米。该湖以盛产团头鲂且种质优良而著称，是 

我国为数不多的团头鲂原种保护和供应基地之 

一

。 

自 1955年 团头鲂 Megalobrama amblyce— 

phala被发现报道以来 ，它已成为我国重要养 

殖对象之一，有关其养殖的报道较多[4-e,a]，而对 

其天然种群的研究。 ， 从形态分类及一般生 

物学方面有所报道外，尚欠丰富。本文提供淤 

泥湖团头鲂有关生长与繁殖资料以供种质资源 

保护、养殖及选育参考。 

材 料 与 方 法 

1 986年 11月 ，1 989年 4—5月，从淤泥湖 

渔场渔业队采集得标本共 261尾。就地对鲜鱼 

本 文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nternatioⅡ8l Re一 

‘e8rch DevelopmeatM Centr'e)组织和资助的亚洲 

盘娄遗 传研究 网中国课瓤的成果之—。 在1儡壹采辑中 

得到盛罹掘渔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 现在 福建省淡承水产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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