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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 一年．约 63～400天。雌雄 比为 30：52。 

幼 、成蛛行动均较缓慢，平均 多伏于树皮缝中。 

第 次产 卵的孵化 率为 45～100％，平 均 为 

92％，一龄幼蛛多数全部成活；第二次产卵量为 

11～19粒，野 外 的孵 化率 及 幺打蛛 成 活章 为 

100％；第三次产卵量在 9～10粒，野外孵化率 

为 55％，室内人工饲养的第 1次产卵的蜘蛛的 

数量占饲养量的 57％，第二次为 33％．第三次 

为 l0％。 

2．5 交尾、产卵与护卵 室内观察 6对成蛛的 

交配。雌蛛最后一次蜕皮后，有 l0～20小时的 

相对静止时期，雄蛛最后一次蜕皮雷，活动积 

极，主动寻找雌蛛进行交配。野外以上午 9：O0 

～ 10：O0时左右为雄蛛活动盛期，个体暴露在 

树皮外，当两蛛相遇后，雄蛛很快爬到雌蛛旁边 

用第一对步足多次向雌蛛作试探动作。交配时 

间晚 7：O0～10：O0时有 4对 下午 4：O0～5：O0 

时有两对，雌雄蜘蛛均能多次交配。交 配姿势 

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雄蛛围绕雌蛛转一圈或半 

圈，用步足翻动雌蛛，使其腹部向上，雄蛛爬至 

雌蛛的腹部上，两蛛头部方向一致，雄蛛用前三 

对步足抱住雌蛛的腹部。雄蛛的两个触肢不停 

的在雌蛛的外雌器活动，2～3分钟后，把 两触 

肢器轮流插入外雌器。有 5对雄蛛是先插入左 

触肢器，受精毕，再插入右触肢器，有 1对则相 

反。在此过程 中可看到触肢前端 明显膨大 而 

且有亮点出现，同时雄蛛的腹部先上下略弹动， 

后收缩，平均每分钟收缩 1～2次，雄蛛最后的 
一 对步足则间断的伸届，雌蛛的 4对步足呈弯 

曲状态，不活动。 另在解剖镜下，我们还观察到 

两蛛的腹部 间有一根细的蛛丝相连。在一侧触 

肢器授精时，另一触肢器则在外雌器外静止不 

动，在拔出后，两触肢器互相摩擦，大约 2分钟 

后，另一侧的触肢器再插入外雌器内进行授精。 

多数交替一次。有的交替三次，下一次每隔 2 
～ 3分钟后，再进行交替，只是交配时 间比前一 

次的短。三次交配时间，左触肢 器分别为 13、 

l2、8分钟，右触肢器分别为 11 8、6分钟。雄 

蛛触肢器交替一次的，左触肢器先插入的，左右 

触肢器授精时间平均 为 11．4、8．6分，右触器先 

插入的，左右触肢器授精时间平均 为 5、10分 

另一种交配姿势是雌蛛体 正常．腹部仍朝下，两 

蛛头部方向仍一致．雄蛛则在雌蛛的下面 交 

配后，有的雄蛛迅速跑离雌蛛，有的仍待在雌蛛 

旁。交尾后，雌蛛食量大增，但不捕杀雄蛛 

交配后的雌蛛在 7～】0天后，腹部 rF始明 

显有变化，在 l4～28天后开始产卵．这个时间 

与捕食量及温度等有关 雌蛛在早晨 5：00～7 

：30时之间产卵，产一卵囊大约半小时左右。 

2．6 残杀习性 该蛛互残性弱。在长 loom， 

直径 1．5cm试管中放 一头 4龄蜘蛛和 1O头 2 

龄幼蛛．试管 内不放置任何东西．36～60小时 

后才有小蜘蛛死亡．而刺跗逍遥蛛，同样空间， 

放置 3～4龄幼蛛 5头，不超过半小时．就有“缺 

胳膊断腿 现象。 

2．7 捕食特点 在树干的树皮裂缝处拉一些 

单根的蛛丝，丝细、透明，不易被猎物发现，待猎 

物碰至细丝时，迅速 出击捕获猎物 捕获后，再 

分泌丝粘附猎物体外，再取食。 

捕食对象主要有柏大蚜、侧柏毒蛾、侧柏松 

毛虫、叶蝉、小囊虫、蚂蚁及桃蚜害虫等。枫杨 

树上的蜘蛛主要捕食双翅目的蚊、蠓和蚜虫等。 

在松树上主要捕食天牛及革翅 目的昆虫 

2．8 生态习性 

(1)越冬 ：该蛛的越冬习性与它的虫龄和树 

干高度等有一定关系。越冬的 2龄蛛占 l5％， 

3龄以上占 85％，小幼蛛越冬主要在树干 0～ 

50cm范围内，占该龄幼蛛的 70％、50～100cm 

范围内，占该蛛的 30％。3龄以上幼蛛主要分 

布在 树 干 50～lOOcm 范 围 内，占 数 量 的 

80％，100～ 150cm 占 l0％，150～200cm 占 

10％，2m 以上分布数量很少。另外，一般树皮 

越粗糙、翘皮越多，越冬蜘蛛数量越多；树龄越 

大，树干裂缝越深，蜘蛛量也越多 

(2)不 同生境 内分布 ：在泰山中天门以下 

(海拔 200～90Om)的侧柏林内进行调查，发现 

侧柏林缘、水溪边、林中有杂灌木植被 丰富，蜘 

蛛数量多，侧柏单株有蛛量一般在 】】～l5头 

间。相反，杂灌木少，蜘蛛数量就少，单株一般 

在 6～7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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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卵部位 ：黑革蟹蛛三次产卵的部位均 

较接近，一般距地面 O 8～1．8m 的树干 范围 

内。野外的蜘蛛第二 、三次产卵相对 比第一次 

更隐蔽一些，颜色略暗，可能与雨水冲刷有关。 

(4)湿度：室内人工饲养的蜘蛛，相 对湿度 

一 般保持在 85％以上。饲养瓶内只要 不是较 

长时间积水，不影响蜘蛛的生长发育。 

(5)风：一般树干迎风面数量少，背 风面数 

量较 多。 

(6)霉菌 ：据我们在室 内人工饲养时观察， 

有些饲 料长时间不换 易霉变，但不影响该蛛的 

生长发育。 

(7)种群数量变动：我们在标准地 内．自 4 

月上旬，每隔 l0天观察 1次，至 l0月末。每次 

调查 1O株，取平均值，观察结果见图 1。 

日期 

月甜 

图 1 黑革蟹蛛的种群数量变动 

从图 1中我们可 以看出．黑革蟹蛛的种群 

数量在 1年有 3次增长高峰。 

2．9 人工饲养问题 在 1996～1997年的时间 

里，我们对该蜘蛛进行 了摸索性 的 人工饲 莽。 

其饲料主要采用桃蚜、桃粉蚜、槐蚜、台欢术虱 

这些较易得引的昆虫 天然饲料与人 工饲料所 

饲蜘蛛均能蜕皮，但人 [饲养的蜘蛛在个体大 

小方面差异显著，个体大小增加很小。有些甚 

至腹部缩小较明显。而在高龄时人工饲养的蜘 

蛛能延长龄期，推迟蜕 皮，有些个体还容易死 

亡 。 

我们用天然饲料喂养的黑革蟹蛛，二龄幼 

蛛存活率极低，至三龄时，一般仅剩一、两头。 

其二龄幼 蛛在饲养过 程中，自然死 亡率 约为 

l8％，其主要原固是 ；一、保湿棉球长时间较湿． 

有积水，易导致死亡，二 、空间小、相对数量多． 

易导致种问为争夺食物而引起的残杀。因此． 

作好黑革蟹蛛 2龄幼蛛的人工饲养，是解决该 

蛛人工饲养的关键问题。 

部分幼蛛仅喂清水．历期达 1个月，其个体 

变化不明显，比人工饲料要好一些。有关人工 

饲料的配方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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