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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御  m 1年藉 口髓蜂簟量(头，lO0米 ) 

早稻田 晚稻田 
年扮 (5月 5日一7月30日) (B月 1日一 10月 10日) 

最 多 蜃少 平 均 最 多 最 少 平 均 

197， 69O 270 432 3 690 66O 2 1 67 

1976 9 240 1，20 3 轴 } {4，400 1 0B0 1 9 666 

1977 11 6盯 l35 I．988 { 766 I 225 2 j{6 

平 均 7，199 575 1 9l B I 7 6I 9 4665 B．126 

(三)稻田中主要蜘蛛的季节消长 变 化 

从全年消 氏来看，各种主要蜘嫌出现的时间、次 

数、峰态高低都有不同。 

拟水狼蛛 一年有 5次发生 ，数量逐次星 

驼峰式上升。 1977年观察 ，第 1次，5月8日于 

早春绿肥田发现卵，5月29日一6月8 Et盛卵期； 

第 2次。6月I3日在早稻田初觅卵，6月1 9日一6 

月28日盛 卵期 ；第 3、4、5次，分别在 7月29日一 

甚月 7日、8月1 7日一8月27日、9月27日--1 0月6 

日盛卵期。稻 田每次盛卵期 ，每 1 O0米 有卵囊 

分别是 I91、8O5、248、855、2116个 ，逐衣卵呈 

1：4．2I：I．30：4．48：1I．08的驼峰式上升。 

八斑鞘蛛 一年发生 5次，数量星崎峰式 

上升。 1 977年大 田调查，第 1次，早春作物田， 

5月I5日一5月3D日盛卵期 ，每 1O0米 有卵囊 8．8 

个 ，第 2次 ，6月29日在早稻田开始发现 ，7月 

1日一7月8日盛发期 ；第 3、4、5次产卵高蜂 

期 ，分别出现在 7月29日一8月 8日、8月1 9日一 

8月27日及 9月2,0日--9月3 0日。稻田每次产卵 

量 ，每 1O0米 有卵囊分别为 98、403、642、1605 

个．逐次产卵量呈 I：4．1 3：6．58：16．46的崎峰式 

上升。 

草间小黑蛛 在本地区，一年发生 6出发 

生比较早 ，发生量呈驼峰式下降。第 1次发生 

1977年于 2月23日在绿肥、油菜、小麦、塘边、 

沟边等类型地发现第 1次卵，2月17日，3月I 7日 

产卵高峰期；第 2次、第 3次始卵期，在早稻田 

发生，分黜出现在4月20曰及 6月l 5日，高峰期 '1 

分别在 5月I 8日一5月2 8日及 6月2D日一6月2B 

日发生。 双季晚稻田 3次产卵高峰期 ，依次发 

生在 7月20日一7月28日、8月21日一8月2"7目、9 

月27日--10月7日。早春作物口及稻 田 6衣产 

卵高峰期，每次、每 1O0米 有卵囊分别为 674、 

1 06、289、200、1 25、70个，逐次呈 1：O I6：0．43： 

0．29：O．18：O．I的驼峰式下降。 

(四)主要蜘蛛及其年度变化 稻田类 型 

不同，蜘蛛种类亦不同，早稻 田以草间小黑蛛、 

拟水狼蛛、八斑鞘蛛、锥腹肖蛸数量较大。双季 

晚稻田八斑鞘蛛数量上升，与拟永狼蛛混合发 

生，草间小黑蛛下降为次要种 (表 3)。 

稻田主要种类蜘蛛、年度侧变动较稳定 ，从 

1974一l9 78年 5年间，早稻田中草间小黑蛛、拟 

水狼蛛均属主要种 ，占 25—38％及 25—28 。 

晚稻田以八斑鞘昧、拟水狼蛛为主要种 ，分别为 

晚稻田总蜘蛛的 22—56％及 2l～64％；但主要 ■ 

蜘蛛发生量年度同有交错出现，I975年早稻田 ● 

草问小黑蛛比拟水穆蛛发生量高 2．35％。I 9 78 

年比拟水狼蛛高 7．4％。晚稻田，1976年八斑鞘 

晾比同年度拟水稂蛛高 34．65％，到 l977年八 

斑鞘蛛比拟水狼蛛下降了 4．6i字刍，出现了高低 

交错现象 (觅表 3)。 

稻田主要蜘蛛 ，同一年度不同时期，种类数 

寰 3 稻田主要蜘蛛亚年廛问发生(％) 

拒 

：  荻 拟 苴 食 荻 链 拟 苴 ☆ 
斑 锥 永 间 八 虫 斑 目 八 虫 

蹇 新 腹 其 协 狼 小 斑 淘 寞 握 其 水 小 斑 淘 蛛 四 肖 他 黑 鞘 瘤 花 新 肖 他 摧 
黑 鞘 瘸 

蛸 蜮 蛛 蛛 圆 蛸 蛛 蛙 蛙 蚌 蛛 蛛 蛛 蛛 

” 7 2B．4j 29．3O 19．3B 3．4 l3．86 5．，6 2 9．13 lO．10 ，3 72 4．3， 1．，l l，1 

1 97 5 27．37 29．72 2O．10 _ 3．06 9．77 9．9B 27．9O 10．02 ，2．6 2 3．16 3．1 3．1 

l976 31．09 2 ．O3 16．5 5 11．89 1．1 0 6．B9 0．7 21．3， B．59 ，6．02 ，．14 }．，3 0．86 0．27 3．2 2 

J 977 32．2： 32．7B 7．67 4．93 ￡7． 5．1B 1 3B．07 9．BS ，3．46 5．83 1．23 l1．5 

19 B 3O．52 3 7．92 6．67 3．22 6．78 3．56 64．09 6．，5 22．3} O． 5 1．64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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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也不相同。据 1 977年稻田系绕调查 ，早 

稻 田早 、中期草间小黑蛛发生量大，分别比拟水 

狼妹高，比八斑蛛亦高。早稻后期，草间小黑蛛 

数量下降，拟水狼蛛、八斑鞘蛛数量上升 ，因此 ， 

草间小黑．蛛由早稻前、申期主要种类，下降为早 

稻后期次要种类，分别比拟水狼蛛√ 斑鞘蛛下 

降了 (表 4)。 

裹 4 胃年虞胃一茹受田不同时期主翼抽蛛种娄 

舟布(％)1977 

早 稻 母 

蜘蛛名称 前期(，月) 中期(6月) 后期(7月) 共计 

(％) (％) (％) (％) 

草间小黑蛛 65．51 60．58 I4．1● 45．92 

批 水羲 蛛 34．4．7 35．” 60．61 }3．B7 

八斑 鞘 蛛 0．02 3．65 25．25 10．2l 

共计 1O0 l 00 10O 1 00 

(五)主要蜘蛛种类生物学特性 

1．蜘蛛捕食害虫的能力 用玻璃灯罩作为 

小养虫笼，每一笼放一头雌蛛 ，每种蜘蛛设两 

组 ，每组 10笼，两组分别供试蚜虫及褐稻虱 ，每 

组每笼隔 2天喂害虫 3o头，每次更换食料时 ， 

记载蚜虫和褐稻虱残存数。现将1977年 8月25 

日到 10月1 5日的试验结果整理如下(表 5)。 

裹 5 主要■蜂每B捕食鲁虫量 $977年 8月25晶一9月1O日 

蜘蛛种类 蚜 虫 描稻虱 

平均 龌多 最 p 平均 最多 最少 

把水接蚌 3．65 6．B3 1． 3 7．98 9．B9 2．O 

单间小 黑 蚌 2．12 4．50 0．50 2．57 6．00 0．99 

八斑 鞘蛛 2．11 4．I3 0．25 2．55 5．1 0 0．，B 

食虫淘瘤蛛 1．9 B 4．07 0．44 2．31 }．67 0．75 

灰斑新躅蛛 3．45 5．0 0．5j 4．B2 5． 1．22 

圆尾 肖蛸 1．17 ●．0l 0 3．11 5．25 I．32 

从表5塘幂表明： (1)不同种类蜘蛛，对各 

种害虫的哺食量各有差异，从总的情况来看，拟 

水狼蛛捕食量大，灰斑新圆蛛、圆尾肖蛸次之， 

草间小黑蛛、食虫沟癌蛛、八斑鞘蛛食虫量较 

少。(2)在同一条件下，上述几种蜘蛛捕食褐稻 

虱数量大，捕食蚜虫数量少。同种蜘蛛，同一条 

件下捕食不匾种害虫数量不等的原因与蚜虫活 

动力差，引诱蜘蛛捕食机会少；褐稻虱活跃能力 

强而频繁、触网、暴露机会多有关。(3)同龄蜘 

蛛 ，随温度的降低，捕食害虫量亦逐渐减少 ，从 

几种蜘蛛的成蛛捕食飞虱来看，一般情况下，随 

温度下降而逐渐减少。 l 978年 5月一12月，在 

自然条件下，气温在 29，7oC，蜘蛛捕食量最大， 

由 25．2℃ 下 降 到 21．3℃ 时，捕 食 量 较 少， 

1 6．3℃时，捕食量更少，1 2月下旬气温在5，7℃以 

下，不捕食蚜虫和飞虱。 若以 29．7oC气温中捕 

食虫量作比较，拟水狼蛛捕食飞虱量为 25．2℃ 

中的捕食量的 1．27倍，为 16．3℃ 气温中的 2．25 

倍。 八斑鞘蛛在 29．7℃ 气温中捕食飞虱量为 

25，2~C气温中的 1．41倍，为 16．3~C气温中的捕 

食量的 3．1 5倍(表 6)。 

襄 6 蜘蜂 在不局丑虞下每日■★_E虱量 (头) 

(1977年 5月一1z月) 

拟水狼蛛 八斑鞘蛛 
温度(屯) 

平均 最多 最少 平均 最多 最 少 

29．7 6．25 9 3 3．IB ， 1．2B 

2，．2 }．92 9 2 2．25 4 0．5l 

21．3 3，BI 7 1 1．23 3 D 

16．3 2．55 6 0 3 0 

2，拟水狼蛛生话习性 成蛛据室内及大田 

观察，都不见结网，一般游措于植株下部、水面、 

陆地等处 ，能捕食三化螟、二化螟、粘虫、纵卷叶 

螟、稻飞虱、叶蝉等多种虫类，行动迅速 ，能在水 

面、陆地步行和跳跃，受惊时，能潜入水中潜行 

或潜伏。雌蛛产卵时，足直立，触角下垂，吐丝 

作卵垫 ，产卵于垫上，产完卵后，用足及触肢将 

卵垫提起，进行滚动张丝，做成一个白色的圆形 

卵囊 ，携带于礁部末端负走捕食。 

卵 白色圆球形囊，有一个圆形孔 ，为幼蛛 

孵化孔。卵粒圆球形，初产卵有粘液，乳黄白 

色，后期灰白色，每一个卵囊有卵粒 68—85粒， 

最多 1O0粒，卵粒孵化率，一般在 9 5．0％以上。 

1977年 6、7、8、9月的气温，分别为 25．2、29．7、 

28．2、23．6℃，卵的孵化历期 ，依次为 7．93、6．67、 

6．75、8．0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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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蛛 初孵若蛛、群集在雌蛛的背部 ，头与 

母蛛同一个方向，排列成行，若一成蛛同为淡灰 

黑色，不吃不动 ，能随母蛛入水潜行和潜伏。一 

般经过3—5天，便离开了母蛛分散于植株等处 ， 

进行捕食。具有相互残食的习性 ，据室内观察 ， 

随蛛龄增加，相互残食量愈大。 

狼蛛育掘土作室的习性，据 1984年 2—4月 

观察了 69个土室，实羽0其土室深、长、宽平均分 

别为 2．29、3．68、1．76厘米 ，室壁光滑、土室圆 

形、扁形等不同形状，土室在有水的沟、圳、田、 

塘等处的湿润土壤为最多。在平地作室 ，掘土 

堆积在室门外周围外倒J，在坡地作室，土堆积在 

门外下侧。在同等条件下，在坡地作室比在平 

地作室多，分别占 92．0瞄和 8．0％。 

越冬期间，以成蛛和若蛛在土室越冬，根据 

上述 69个土室的统计，每一个土室栖 息蜘 蛛 

数 ，一般为 1—2头，但不同时期 ，数量略有不 

同 ，2月份，每一土室蜘蛛数平均为 1．0头；3月份 

为 1．25头 ；4月份为 1．6头 ，每一土室栖息一头 

占40．0％，一室二头占了 60、0弼。 

冬寒期间，气温达5℃以上的晴夫，有蜘蛛 

出洞捕食叶蝉等害 虫。 次年即 1977年 5月 8 

日发现成蛛负载卵囊 ，1 984年 3月2日板田、油 

菜 田等类型田，每 1O0米 有卵囊 210个及 250 

个 ，雌蛛带卵率达 58．33殍，4月11日越冬土室中 

有 40．0％ 的孵化若蛛，平均每一土室有若蛛， 

9．5头 ，最多的一室有若蛛 11头。 

(六)小结与讨论 

f 

主 

1．安仁地区稻田蜘蛛 8科 21种 ，拟 水 狼 

蛛、八斑鞘蛛、草间小黑蛛是’稻田主要种 ，而且 

发生量较稳定。拟水猿蛛捕食稻飞虱、叶蝉比 

八斑鞘蛛、草间小黑蛛高 41．97％及 42．19％。 

蜘蛛捕食量随气温下降而减少。 

2．拟水狼蛛不结网，可步行、眺跃在植株、 

水面、陆地等捕食三化螟、二化螟、大螟、粘虫、 

纵卷叶螟、稻飞虱、叶蝉等多种害虫的成虫和幼 

虫。受惊时，能潜入水中潜行和潜伏。 

3．拟水狼蛛产卵时，吐丝怍白色圆形卵囊， 

负于腹部末端；卵粒圆球形，卵粒 孵 化 率 在 

95．0％ 以上 ，孵化的若蛛，群集在雌蛛的背部， 

3—5天后离开母蛛分散捕食。 

4．拟水狼蛛、有掘土作宣的习性 ，作室多在 

有水的田、沟、圳、塘等边处，土室深、长、宽分别 

为 2．29、3．68、1．76厘米。 

蜘蛛是稻田主要捕食性害虫天敌，尤以拟 

水狼蛛捕食害虫种类多、数量大 ，值得进一步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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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 ／／ (大莲自然博物馆， f)(， ’ 
黑喉潜鸟太 平 洋 亚 种 (Gavia arctica 

pacifica)在国内十分稀见，有关报道甚少 ，仅 

本世纪早期在乌苏里江、辽东半岛南部柳树屯 

(现名大连湾)和山东胶州湾曾有记录 (郑作薪 

’本文承钱燕文教授审阅，井提出盅贵意见，1正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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