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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这样，每头雌蛛一生平均产卵 ．41．6粒，但 

产卵量随着产卵囊次数的增加而递减。据越冬 

代 63头雌蛛统计，第一个卵囊平均为 13粒，第 

4个卵囊仅 7粒。各世代产卵量差异亦大，第 

一 代产卵期长，卵量大。 

卵囊形廊后，雌蛛用身体护住卵囊，但是很 

快 就离开而 不再 护理 。 

孵化与蜕皮 解剖 34个卵囊，平均孵化率 

为 87％，多达 1 00％，尤以第一个卵囊孵化率 

高，第三、四卵囊孵化率较低。 

若蛛蜕皮前一至两天很少活动，体色变深。 

刚蜕皮的蛛体，静止不动 ，约 1 5分钟后才见逐 

渐活动，整个蜕皮过程需 1小时。 除一龄蛛在 

卵囊 内蜕皮外，余均在夜间进行，没发现例外。 

2．2 各龄历期与年生活史 

雌蛛产卵前期第一代平均 5．75天，第二代 

平 均为 4．30天。 该期的长短与营养和气 温有 

关 ，若仅喂蚜虫产卵前期延长，温度低也使时间 

延长 各代历期见表 r。 

因第三代于 1 0月发生，需经越冬到翌年才 

彗 育成熟 。 

综上所述 ，芦苇卷叶蛛第一 代 历 期 96 45 

天 ，第二代历期 73．70天，第三代 214．9天。 

芦苇 卷叶 蛛的年生 活史 ，在 山东青 州于 1O 

月下旬开始以幼蛛和成蛛在冬播作物田埂、土 

缝、石块下或房屋中越冬，越冬成蛛于 3月下旬 

开始活动，个别蜘蛛 4月上甸已产卵， 4月中、 

下旬为产卵盛期。据室内饲养，以成蛛越冬的 

在该区一年可发生 2个完整世代 (见表 2)。 

2．3 性比与寿命 

几年来由田间采得越冬代芦苇卷 叶 蛛 1 23 

头，雌雄比为 1．52：1，室内饲养 65头成昧，雌雄 

之比为 1．2：1，可见雌蛛多于雄蛛。 

寿命各世代间有明显差别，各世代以越冬 

代寿命最长 (因需经过越冬期)平均选 230天； 

第一代次之平均为 130天；第二代最短，平均为 

9O．5天。 据室 内饲养观察其成蛛期平 均 寿命 

65天。最长选 72天 ，最短的仅 34天，一般雄蛛 

衰 1 宣蕊下芦苇卷叶蜂备龄若蛛历期 (天) (1990山东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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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芦苇卷叶蛛的年生话史 (1989--1990LLr东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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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芦革卷叶蛛耐饥力观囊 (1990山东青州) 

数(头) 无食无水 无食有承 对照 

P 12 22．S 3O．2 57．2 

／中～，／下 成 蛛 
14 49．6 

10 20．1 41．15 

， ～ 戚蛛 
1日 14．2 l7．0 37．日 

7伸 一7／下 二龄 劫蛛 9 ． 1 2．3 21．4 

8 13 17 39．， 

7坤 一7，下 成 蛛 
8 1日 1，．2 34．3 

? I2 7 1D．2 l3 

9／中一9，下 亚成蛛 
6．， 8．4 11 

寿命短 于雌 蛛 I 2天 。 

2．4 耐饥力 

从表 3可知，芦苇卷叶蛛成蛛在无食无水 

的条件下可生存 1O一22．5天，有水无食时可存 

活I 5—30．2天。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成蛛的存 

活时间比二龄幼蛛多 3—4天，同时还看出雌蛛 

比雄蛛的耐饥力也强。 这可说明，芦苇卷叶蛛 

的耐饥力与蜘蛛的发育阶段及温度有关，在相 

同的条件下成蛛的耐饥力大于幼蛛，温度高耐 

饥力弱，反之，耐饥力则强。 

3 小结与讨论 

3·1 芦苇卷叶蛛在山东青州地区一 年 发 生 两 

个完整世代，第三代若蛛当年不能成熟，以若 

蛛、成蛛越冬，有世代重迭现象。 

3．2 在 自然条件下雌蛛多于雄蛛，其性比平均 

为 I．36：I，雕蛛可多次交配，无互相残杀现象。 

一 生可产卵囊 3—5个 ，以先产的卵囊孵化率最 

高，平均为 87移。 

3．3 芦苇卷叶蛛广泛的分布于麦田，玉 米 田、 

花草等灌木枝叶，嫩芽之间，数量大，食性广，发 

生早，对控制冬小麦早期害虫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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