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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罪线咭诂液蛞螬卵期穗亲 

产卵斯(天) 产耶 量(块、粒，条) 孵化历期(天) 

饲养 平均 —— 孵化率 螂养时间 
条数 最多 最少 总卵挂 最长 最短 平均 (％) 最长 最短 平均 

(块 ，条) (块／条) 块，条 粒／条 

l987 矩 26 49 19 33
．7 64 2．， l89 

一
}O l6 19 77．6 2

～ 6 月 

1988 年  I 4 6{ 25 55 40 2
．B 19 t。 I z。 76．8 2

—

6且 

期 ，产卵盛朔在 ．_月上甸。在此期间，在平菇i茴 

内垫菌块的塑料布底下，及菇池内外砖块下和 

枯枝落叶中均可发现卵块。由于它们具有群聚 

性 ，有时在同一地点可同时发现多块 日块。在 

室内饲养条件下，该蛞蝓用粘液将卵块挂在瓶 

壁上或牯在取食的平菇予实体和菜叶上。产卵 

时间多在霉时至上午 9一l0时 ，也有少数个体 

在 白天产卵。产卵时身体收缩不动、生殖孔张 

开，整个 卵块慢慢排出。每次产卵一块 ，每块卵 
一 般为 5l—l65粒，最多达 21 4粒。在食料丰 

富的条件下，每条蛞蝓在繁殖季节可交配产卵 

3—5次，产卵量(见表 I)逐次减少。 到后期， 

每块卵仅 IO一20粒，甚至汉有 4—6粒。刚产 

出的卵块略呈浅帔黄色或乳白色。单粒卵呈椭 

圆形。卵开始孵化时透明而发亮，以后慢慢变 

得浑浊，呈白瓷色。当肉眼可见触角和胚体上 

黑线时，即将孵出。 

在保持一定湿度下，卵孵化历期随气温上 

升而缩短。 在日平均气温 I 3 5oc的条件下 ，卵 

孵化历翔需 30一 0天 ；当日平均气温达 ±3℃ 

时，卵孵化历期为 I 8—20天。 在相对湿度为 

80—90％ 的条件下，孵化率为 76．8—77 6％。连 

续两年的观寮结果表明，台肥地区双线嗜粘液 

蛞蝓的孵化盛期均在 4月下旬至 5月下旬。到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幼蛞蝓的体长多在 II一 

27毫米。 此时幼蛞蝓的抗药能力较弱，为药剂 

防治的最佳时期。 

初孵出的幼蛞蝓体白色，最大个体 1 0 9× 

2．2毫米 ，最小的为 5．5× O．8毫米，平均为 7× 

L2毫米。1月龄幼蛞蝓个体达 21×3 5毫米。 

夏季幼蛞蝓生长较馒，人秋以后生长较快，5月 

龄的幼蛞蝓个体可达 65× 9毫米(见图 I)。6 

1＼。月 。 月 月l2耳‘。 月 。 
。捌定目期 f1987~ ' 

圈 1 双线嗜粘液蛞蝓幼体生长曲茂测定日期为 

1987年 ，一10月，每月 13日 

月龄的蛞蝓已达性成熟 ，并有交配行为。 在室 

内饲养条件下，从初孵出的幼蛞蝓到产卵繁殖， 

约需 299—325天，其寿命一般为 34O一375天。 

产卵期一般在 3O天以上，～生的产卵量平均为 

I 90粒左右。 但也有少数个体一生中 只 产 卵 

I一2次即死亡。 

(三)危害平菇的生态观察： 双线嗜粘液 

蛞蝓为杂食性。在合肥地区凡栽培平菇的地方 

均有危害，尤其是老菇场更为严重。 1 98 7年 8 

月I1日对本所菇场进行调查时．菇池内的蛞蝓 

分布密度每平方米达两条。双线嗜粘液蛞蝓对 

平菇的危害时期较长，只有在冬季 4℃ 以下时 

才不取食危害。 当气温在 5℃ 以上时，都有不 

同程度的危害。它们不仅喜食平菇的菇柄和菇 

盖，还取食培养料中的菌丝。出菇前它们危害 

菌丝，影响出菇。出菇后，蛞蝓 一方面直接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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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柄和菇盖，男一方面将粘液分泌在子实体上 ， 

既影响平菇的商品价值，又成为病菌的传播者。 

双绂嗜粘液蛞蝓不仅食性杂，其食量也较大 ，而 

且食量随气温变化增减明显。 据 1 987年 4月 

1 0一l1 日连续 24小时的饲养观察，日平均气 

温在 1 2．2℃ 时，每克体重的蛞蝓在 24小时 内 

可取食平菇 0．2—0．3克。每条蛞蝓每昼夜危害 

平菇的而积达 60—6 75平方毫米，平均每条蛞 

蝓每昼夜危害平菇 553平方毫米。夏季温度较 

高时 ，对蛞蝓的取食和生长均不利 在日平均气 

温 29℃ 时，每克蛞蝓 24小时内的取食量仅为 

O．O3—0 2克。 

二、药物防治试验 

对饲养条件下的幼蛞蝓 (体长 21．n毫 米， 

体宽 2．8毫米)在室内进行了药物防冶试验。试 

验中分别选用 2％ 甲酚皂、芳香灭害灵、500倍 

的菜虫灵和 500倍的青虫菌及捕水作对照等 6 

种处理。 处理选用大号培养皿两套 ，每 套 放 

人幼蛞蝓 10条，分别投喂不同药物处理的饲 

料 ，试验重复两次。分别在处理后的 4小时、12 

小时、24小时和 48小时检查幼蛞蝓的死亡情 

况。药物防治的试验结果巳列在表 表 2的 

结果表明，用 2嘧 甲酚皂处理组在 4小时以后 

衰 2 飘线噎拈灌蛞■童内药袖 试验 (1987．5．21，气温 25·3叼) 

4小时 ±2小时 

药物种类 试验虫数 
话虫 死虫 死亡率 活虫 死虫 死亡率 

(％ ) (％ ) 

2％ 甲酚皂 10 B 2 20 o 1o io0 

茸香 灭害灵 ． 10 I O 0 D 0 10 l O0 
50o倍檠虫旯 10 1 0 o O I O o ’ 。n 

5 c0倍青虫菌 l O 10 o D 1o D O 

2 ooD倍灭净菊脂 I D IO 0 0 lo O 0 

D 对黑(喷水不喷药 ) I D 1 0 0 O l O o 

出现幼蛞喻死亡，1 2小时之后的死亡率达 

i oo％，．用芳香妖害泵处理组在1 2小时内的死 

亡率也达 1O0％，而其它处理组在 12小时至 

48小时之后均未发现幼蛞蝓死亡。 

三 、 讨 论 

1．合肥地区双线嗜粘液蛞蝓的个体均比现 

‘有资料上描述的要大，性成熟活体体长达 70— 

95毫米。 身体前端较宽，达 8一l 2毫米。呼吸 

孔呈圆形，在体右侧 ，距头部 8一l1毫米处。生 

殖孔位于右触角后方 2—3毫米处。 右侧的一 

条色带从上方绕过呼吸孔。粘液无色。而现有 

资料上描述双线嗜粘液蛞蝓右侧的一条色带从 

下方绕过呼吸孔。粘液乳白色。这是否是不同 

地区的双线嗜粘液蛞蝓在形态上的差异，需要 

进一步研究。 

2．药物防治试验结果表明，幼蛞蝓对 2嘧 

印酚皂和芳香灭害灵较敏感，在用药后的 】2小 

时死亡率达 1O0字刍。 双线嗜粘液蛞蝓的孵化期 

在每年的 4月下旬至 月下旬，生产上可在 5 

月下旬至 6月上旬适时采用药物系灭幼 蛞 蝓， 

效果较好。 

3．甲酚皂和芳香灭害灵杀灭幼蛞蝓效果虽 

好 ，但一定要蛞蝓接触取食后才有效。所以药 

物防治尚不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因此，根据双 

线嗜粘液蛞蝓的发生规律，生产可采用清除孳 

生地。并辅以人工捕捉，在产卵盛期每隔一个星 

期检查一次卵块等综合防治措施 ，以减少对平 

菇的危害。我们在试验中曾用生石灰粉在栽培 

池周围撤成一条封锁带(注意石灰不要淋湿 ，需 

2—3天更换一次)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4．我们在观察中发现 ，双线嗜粘液蛞蝓经 

常被一种真菌寄生而死亡。利用寄生真菌防治 

蛞蝓，既无公害 ，又无残毒 ，感染率也很高，是一 

种较理想的防治途径。但有关真菌寄生引起蛞 

蝓死亡的机理及其接种感染途径，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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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L0GICAL 0BSERVAT10N 0Ⅳ P ，0￡0 口℃ S 且 ，Ⅳ r 

AND PRELIMINERY SYUDY 0N ITS DAM AGE C0NTR0L 

XU Zhongwu W A NG Xue~eng W EI Xianmin SHI H ua 

(Plam P，。， f， ô Restrc~tns~itule，Academy a，Agricullutal Sciences．Anhui Province．He~el 250051) 

ABSTRACT Phiolomycus bili~,If口 needs 2 99-- 325 days t0 mature one nerati0n in 

the area of Hefei． The damage of Phiolomycus bilineatus ON Pleurotus 口， ， d varies 

with temperature．Per gram of Phiolomycus bilineatus CaN eat 0．2— 0．35 grame of Pleurotus 

0 {r}4l“j during 24 hours when ~emperature is in the ranges of 12．5— 15~12：The larva of 

the iolomycus bilincatus is sensitive to 2— 5％ liquor cresolisaponatns or aromatic pesti— 

cide．According to the growth staqes of the phiolomyeus bilineatus， the author—suggests 

that the best period to kill the young Phiolomycus bilineatus is from end of M ay to earli— 

er of June． ． 

g厂0I，o 

麦 田蜘蛛 调 查 研 究初 报 

． ． 丛 盔 垦． 
(山东省潍坊教育学院生物系，青州 Z6ZJ00) 

． z。3 

摘要 通过大田系统调查，发现青州地区麦田蜘蛛有 11科 ，24种。 蛛量以粮蛛科最大 ，占总蛛量 

的 30．5％；漏斗蛛科次之，占20．6％；蟹蛛科第三，占 19．5％。其优势主要集中在麦株下部，数置达总 

数的 95％ 以上，担不葡空间的优势娄群随小麦生育期不葡发生相应变化。蜘蛛与麦田红蜘蛛、牯虫、麦 

抒的发生呈‘‘水黜  高，亦步亦趋之势”，对害虫的控制起到明显作用，是值得研究和利用的麦田害虫重 

要天敌类群之一。 

为了摸清青州地区蜘蛛对小麦害虫的控制 

效果，以便有的放矢的开展生物防治工作，笔者 

自 1988年 lO月至 1 990年 6月，共计 1 8个月， 

对该区麦田蜘蛛的区系组成和数量动态进行了 

调查研究，现将结果整理报道如下。 

一

、 研 究 方 法 

采用大田系统调查结台室内饲养的 方 法。 

大田选择有水利灌溉条件的麦田和无水浇条件 

的旱麦田两种类型，各 3块，共计 6块。分别于 

1989年、1 990年两年的 2耳至 6月按 5点取 

样法，每周分上中部、下部二层取样 1次，每点 

亟积 2平方米，所得标本带回室 内分类鉴定。并 

于 3月上旬从田间采回有代表性的 种 类 亚 成 

蛛，分单个培养至成蛛后配对交尾，取其产下的 

第一个卵囊观察世代数。另外还观察成蛛的耐 

饥力、食量、食性、产卵量及孵化率等a培养用 

具，成蛛用高 l5厘米、直径 1．5厘米的试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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