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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钩球蛛生物学特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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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作者在日照沿海松林内，对双钩球蛛（1"%*#2#($ 3#$+&4*#）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观察，

结果表明，双钩球蛛在日照市沿海地区一年发生一代，翌年 $ 月上旬出蛰，幼蛛 # 月下旬发育至成蛛，%
月上旬交配，% 月中旬产卵。卵期平均 ),( -，幼蛛期 +%!,+ -，成蛛期 #*,+ -，雌雄比为 + . !。成蛛日食刺

槐蚜（53"#& *(6#$#+%）*!,* 头，是多种小型害虫的重要天敌。该蛛与农药关系密切。在林内禁止使用化学

农药是保护成幼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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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介绍 庄肃学，男，工程师；研究方向：蜘蛛的保护与

利用；BX>AQ：V=8>?@L8^8:_ Z>=DDY RDX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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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钩球蛛（ 1"%*#2#($ 3#$+&4*#）属球腹蛛科

（J=:MA-AA->:），结小笼网，是专食活虫的有益野

生动物，在山东日照市沿海地区的松林和农田

陆地中普遍发生。其在球腹蛛科中属小型优势

种，种群量大，发生面广，是多种害虫的重要天

敌。到 目 前 为 止，已 报 道 了 关 于 中 华 狼 蛛

（?0>(&+ &#$%$&#&）和斜纹猫蛛（@A0(3%& &%*4+4)&）的

生物学特性方面的研究［*，!］，但对双钩球蛛的生

物学特性国内尚无报道。为保护和利用该蛛，

*&&( ’ !""+ 年，作者在日照东港区黄山松林内

对双钩球蛛进行了定点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5 生活史

双钩球蛛在日照沿海地区一年发生一代。

** 月上旬，幼蛛在松树干部翘皮内、松针基部、

杂草丛和墙缝内越冬。$ 月上旬出蛰，# 月下旬

羽化为成蛛（因幼蛛小型未观察龄期）。% 月上

旬成蛛开始交配，中旬产卵，% 月下旬孵化幼蛛

（表 *）。

据所饲养的双钩球蛛（) 头）长达 $#* - 的

观察记载，生活历期为：卵期平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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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蛛期平均 !"#$!（!%" & !"’）(，成蛛期平均 %)$!（!* & +!）(，全世代生活历期为 *#)$* (。

表 ! 双钩球蛛生活史（)’’, & #--! 年）

月份

* % " + , ’ )- )) & !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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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幼蛛；/ 幼蛛；. 成蛛；"卵

" 生活习性

双钩球蛛的幼、成蛛有泌丝下垂和在枝叶

间、树皮缝、草丛中结不规则的笼状小网，并隐

匿其中捕食昆虫的习性，也有的隐匿在松针基

部不结网。清晨 "：-- 时左右离开隐蔽处在松

针丛中爬来爬去，如遇小昆虫经过，扑上去捕

食。觅食后，,：-- & ’：-- 时再隐蔽起来，直至次

日凌晨 "：-- 时再次觅食为止。

幼蛛脱皮时间多集中于早 ,：-- 时左右，羽

化成蛛后 + & , ( 即可交尾，交尾时间多在早

)-：-- 时左右。交尾前，雌蛛在隐蔽处不食不

动，雄蛛则在其身旁不停地爬来爬去，经多次相

靠后，两蛛拥抱成团瞬间相交。多数雄蛛交配

后离去，少数雄蛛在交配后被雌蛛咬住吃掉，还

有的雄蛛进行第二次交配随后死亡。雌蛛终生

只交配一次，交配后 )- & )% ( 开始产卵，产卵时

间多集中于下午 )%：-- 时左右，产一次卵需 )
0。产卵时，首先在隐蔽处泌灰黄色丝铺底，然

后把卵成堆地产在上面，产完卵再用嘴和足把

铺地的丝卷成圆球状，接着用足不停地转动卵

球同时泌丝护在外面，形成一个灰黄色的球囊。

雌蛛做好球囊后，有的将其挂在网上，有的则在

松针基部的隐蔽处伏在卵囊上守护，一直到孵

化出的幼蛛离去。护卵期间，雌蛛一旦受到惊

吓则泌丝下垂坠地假死或隐匿起来，有时也会

将卵囊有意推移他处，约 )- 123 后再回到卵球

上守护。雌蛛产完卵后平均 #+$’（), & !%）( 死

亡。饲养的 + 头雌蛛共产卵 )) 次，平均每头

)$"次，两次相隔时间平均 ##$+%（#- & #%）(。

共产卵 ",! 粒，平均每头产卵量 ’+$"（*# & ),’）

粒（表 #）。同一卵囊内的幼蛛全部孵化需 + 0，

孵化率平均 ’+$%4，雌雄比为 ! 5#。

表 " 双钩球蛛产卵习性观察（)’’’ 年）

蛛号
产卵

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产卵

时间

（月 6日）

产卵量

（粒）

孵化

时间

（月 6日）

孵化

粒数

产卵

时间

（月 6日）

产卵量

（粒）

孵化

时间

（月 6日）

孵化

粒数

平均

卵期

（(）

孵化

粒数

未孵化

粒数

两次

产卵量

孵化率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平均 )$" +$, ’%$) #$* ’+$"

·+’·" 期 庄肃学等：双钩球蛛生物学特性观察



! 捕食种类与成蛛食量

据观察，该蛛主要捕食松实小卷蛾（!"#$%$&
’($)#&#&）、松梢螟蛾（ *$+(,’#($& (-."//&）、松大蚜

（0$%&(& 1$%"&）、刺槐蚜（ 213$) (+.$%$&"）、吹棉蚧

（ 4’"(,& 1-(’3&)$）、刺槐种子麦蛾（5"/"’3$& !"#）、

松 沫 蝉（ 213(+13+(& 6/&7$1") ）、小 绿 叶 蝉

（ 891+&)’& 6/&7")’"%) ）、灰 飞 虱（ :&+;"/13&<
)#($&#"//-)）、中华草蛉（03(,)+1& )$%$’&）、中华按蚊

（2%+13"/") )$%"%)$)）等小型害虫。

据 $%%& 年 ’ 月饲养 ( 头成蛛，$) * 内共投

喂刺槐蚜虫 (&+ 头，平均每头日食量 $+,$ 头，

该蛛全成蛛期可食 -+),- 头刺槐蚜虫。

" 外界因子对双钩球蛛的影响

"#$ 气候 $%%& 年 ’ 月在日照市东港区黄山

设置两棵观察树研究该蛛的产卵习性，第 $ 棵

松树上有 $. 头，第 + 棵松树上有 & 头，在一场

暴风雨过后，两树分别损失 ( 头和 + 头，危害率

为 +&,-/。

"#% 海拔 $%%& 年 ’ 月在东港区按不同海拔

高度设立标准树 $ 棵，调查该蛛数量，结果为：

0) 1 处 +0 头，$)) 1 处 $’ 头，+)) 1 处 $$ 头，

.)) 1 处 & 头，()) 1 处 . 头，0)) 1 处少有发生。

表明该蛛适宜低海拔生存。

"#! 天敌 $%%% 年 ’ 月 .$ 日在东港区黄山松

林内发现有 & 头蚂蚁在捕食刚从一个卵囊内孵

化出的幼蛛。此外，食虫虻、食虫蝽、螳螂等对

该蛛的危害也很大。

& 保护利用意见

双钩球蛛数量大、发生面广，对控制农林业

害虫的发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地行政主

管部门应加大宣传保护力度，秋冬季节禁止烧

荒，保护越冬蛛，减少使用化学农药保护成幼

蛛。

致谢 该蛛经山东大学胡金林教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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