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 虫 学 报 !"#$ %&#’(’)’*+"$ ,+&+"$，!"#$"%&"’ ())*，+)（,）：,(* - ,.( /!!0 )1+123(,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4）

作者简介：王智，男，4,35 年 , 月生，湖南新邵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学和害虫生态调控研究，6"7 8：4.,*.4,.54)；

92%:;7：<:=>?@#;A"’B @;=:8 CD%8 C=
收稿日期 E"C";F"A：())324(2)1；接受日期 GCC"#$"A：())*2),2).

拟环纹豹蛛的生物生态学研究

王 智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长沙 14)4(5）

摘要：运用田间观察和室内外饲养相结合的方法，对稻田蜘蛛优势种拟环纹豹蛛 -$./’0$ 1023/’$&&3)$#$ 的生物生态

学特性进行了研究。拟环纹豹蛛在湘西北 4 年发生 ( H . 代，第 . 代不完整，以第 ( 代历期最短，第 . 代（越冬代）历

期最长；以成蛛、亚成蛛或幼蛛越冬，其分布图式为聚集分布；1 月下旬即由田埂向稻田内迁移，在水稻生育期有 .
次数量高峰；属游猎型蜘蛛，可步行在水稻、水面、陆地等处捕食飞虱、叶蝉等多种目标害虫；受惊时潜入水中或潜

伏。雌雄蛛均可多次交配，雌蛛一生最多可产卵 + 次，实验种群卵囊含卵量 *3 H ..* 粒，平均 4+3 粒。孵化的幼蛛，

先群集在雌蛛背面，. H + 天后开始扩散，3 H * 天扩散到高峰。幼蛛期 1* H 4+5 天；成蛛期 4(4 H (.3 天，雌蛛较雄蛛

长 (4 H 3( 天。性比除第 ( 代外的各代均为雄性多于雌性。本文详细记述了拟环纹豹蛛的求偶与交配行为，产卵与

护卵习性，孵化与携幼行为，幼蛛生长、蜕皮、各龄期形态特征及耐饥、耐旱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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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田生态系统中，蜘蛛是农作物害虫的重要

捕食性天敌，是水稻害虫自然控制的重要生物因子

（王洪全，!"#!；宋大祥，!"#$；%&’()’*+ ,-. /&0)12，

!""3；/,**&1- ,-. 4&+0&-5’*，!""6）。其中拟环纹豹蛛

!"#$%&" ’&()$%"**)+"," 是农田蜘蛛中的重要优势种

群，尤其在我国南方稻区是属常年优势种，其体形

大，空间生态位宽，捕食力强，其对稻飞虱的捕食量

每天为 # 7 !3 头，因此在害虫防治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对蜘蛛的生物学、生态学进行系统研究，是生物

防治的重要研究内容，同时也是解决蜘蛛人工饲养

的关键。本文运用室内、室外试验及大田考察相结

合的方法，对拟环纹豹蛛的生物生态学特性作了较

系统的观察研究，为该蛛的保护利用提供一些有意

义的信息。

! 材料与方法

! "! 室外饲养

在 !8 个直径为 3# (9 的塑料桶内栽 : 丛禾，用

直径 :; (9，高 ! 9 的尼龙窗纱网罩罩上，下面用橡

皮筋扎紧，并把塑料桶埋入稻田中，使其中生境与大

田生境一致，网罩上装上 ;<# 9 长的拉链以便观察

和放置饲料（人工饲料配方见作者本人申请的专利，

申请号：3;;6!;;:3:"8<"），每个笼箱内放刚孵化的

幼蛛 8 头。每个笼箱每周还放 !; 头飞虱和 !; 头叶

蝉（蜘蛛发育前期用飞虱和叶蝉幼虫，发育中、后期

用飞虱和叶蝉成虫），以培养其捕食特性，每 3 天投

喂人工饵料 ! 次（用人工液体饲料浸泡棉球，使棉球

饱和，然后将棉球放在塑料桶内预置的玻璃板上，注

意定期清扫卫生）。每天观察记录其寻食、蜕皮、各

蛛态发育历期、寻偶、交配、产卵、孵化、寿命等。

!#$ 室内饲养

随机挑选刚孵化的幼蛛 8; 头，接入直径 3<6 (9

的大型试管内，每管 ! 头，进行单头饲养。管底装 !
7 !<6 (9 深的水，水上有 : 7 6 个孔的泡沫塑料隔离

（与水接触），在泡沫塑料的 3 7 : 个孔上有稻谷种子

萌发的新苗，每 3 天喂食人工饲料 ! 次（用人工液体

饲料浸泡棉球，使棉球饱和，然后将棉球放在泡沫塑

料上，注意隔天清扫卫生），每隔 3 周喂天然饲料（发

育前期用飞虱和叶蝉幼虫，发育中、后期用飞虱和

叶蝉成虫）! 周。每天观察记录其生长、蜕皮、取食、

各龄期特征等。

!#% 田间考察

在常德市武陵区选择有代表性的双季水稻综防

田，早稻品种为株两优 !!3，晚稻品种为金优 3;$，通

过目测定期系统观察记录拟环纹豹蛛的发生情况和

生活习性。

$ 结果与分析

$#! 年生活史

根据 3;;6 = 3;;8 年田间考查与室内、外饲养观

察，拟环纹豹蛛在湘西北地区一年发生 3 7 : 代，第

: 代不完整。拟环纹豹蛛在 > 月下旬即由稻田外生

境迁入稻田，种群数量在水稻生育期间有 : 次高峰，

分别出现在 8 月底至 $ 月上旬，# 月下旬至 " 月中旬

及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尤其在第 : 个高峰期的

雌、雄成蛛的比例较特殊，雌、雄比为 ! ? !<3，其他两

个高峰期雌雄性比约 ! ? !。以第 3 代的成蛛和第 :
代的幼蛛、亚成蛛越冬。第 ! 代 : 月中旬至 $ 月上

旬，第 3 代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第 : 代为越冬代，

主要为亚成蛛和幼蛛。越冬蜘蛛从头年 !3 月中旬

开始，次年 : 月上旬越冬成蛛、幼蛛开始活动，且越

冬分布型为聚集分布（王智，3;;3）。其年生活史见

表 !。

表 ! 湘西北地区拟环纹豹蛛年生活史

&’()* ! +,-* ./.)* 0- 12* 30)- 45,6*7，!"#$%&" ’&()$%"**)+"," ,8 907123*41*78 :;8’8
世代

@’-’*,+&1-
发生时间（月）A((B**&-5 .,+’（91-+)）

! 3 : > 6 8 $ # " !; !! !3
第 ! 代 C / / / D

!0+ 5’-’*,+&1- / / / D
/ / D

第 3 代 C / / D
3-. 5’-’*,+&1- / / D

/ D
第 : 代 / / / C / /

:*. 5’-’*,+&1- / / D / / /
/ / D / /

C：卵期 E55 0+,5’；/：幼蛛期 F2&.’*G&-5 0+,5’；D：成蛛期 C.BG+ 0+,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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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周期

生活周期是指从卵发育生长到性成熟的一个世

代。各世代历期在 !" # $%& 天之间，过冬代最长，历

期 $’! # $!" 天之间；第 $ 代次之，历期 &! # (" 天之

间；第 ) 代最短，!" # ") 天。拟环纹豹蛛各代卵、幼

蛛和成蛛的历期见表 )。幼蛛性成熟至产卵，历期 *
# $$ 天，平均约为 " 天。雌雄蛛性成熟（即最后一

次蜕皮后）$ # ) 天后开始交配，’ # % 天内交配最多，

一般 * 天左右，其中人工饲养的 $ # ’ 天内交配，田

间 ’ # % 天内交配。交配后的雌蛛经 ) # % 天开始产

卵，平均 ’ 天左右。

表 ! 拟环纹豹蛛各代卵、幼蛛和成蛛的历期

#$%&’ ! (’)’&*+,’-.$& /01$.2*- *3 ’44，5+2/’1&2-4，$-/ $/0&. *3
.6’ 7*&3 5+2/’1，!"#$%&" ’&()$%"**)+"," 2- ’$86 4’-’1$.2*-

代别

+,-,./012-

发育历期 3,4,5267,-0/5 89./012-（8）

卵

:;;
幼蛛

<618,.51-;
成蛛

=8950

第 $ 代

$>0 ;,-,./012- &?!（! @ $’） "$?)（!) @ ($） $%’?"（$)( @ $("）

第 ) 代

)-8 ;,-,./012- !?(（* @ $A） %!?’（*" @ !(） $*$?)（$)$ @ $"&）

第 ’ 代

’.8 ;,-,./012- $A?A（& @ $! ）$’$?%（$)) @ $%&） )A&?!（!) @ )’!）

注 B20,>：括号内数值为最大变异范围。CD, 4/59, 1- 0D, E./FG,0> 1> 0D,
E1;;,>0 4/.1/012- ./-;,H

!"9 生物生态学特性

!"9": 各世代幼蛛成熟后的性比：饲养的 %A 头幼

蛛发育到性成熟，总的来看，雌蛛多于雄蛛，雌蛛达

%)?AI，雄蛛占 *&?AI，其第 $ 代和越冬代雌蛛多于

雄蛛，雌雄性比分别为 $?*’ J $ 和 $?’’ J $，第 ) 代雄

蛛多于雌蛛，雌雄性比为 $ J $?’&，这可能是越冬期

间成蛛中雄性多于雌性的主要原因。

!"9"! 求偶与交配：雌、雄蛛完成最后一次蜕皮，

即达性成熟，雄蛛的成熟时间早于雌蛛 ’ # % 天。雄

蛛在性成熟后的 ) # * 天内开始结精网排精，排精前

先在蛛丝上结小网垫，然后腹部接近网垫排出白色

精液，最后通过触肢器上的生殖球吸取精网上的精

液贮存在贮精囊内，为交配活动做好准备。

将蜕皮 ) # ’ 天后的雌雄成蛛放在一起，当雄蛛

发现雌蛛后很快就停下来，并抬高头胸部，同时斜向

上伸出两触肢，抖动触肢和前足，逐步靠近雌蛛，当

发现雌蛛原位不动并不时摆动触须来表明它愿意接

受雄蛛时，雄蛛则立即从雌蛛头胸部背面爬上雌蛛

腹部，雌雄头尾相对进行交配。若雌蛛抬高头胸部，

伸出螯肢作捕食姿态时，雄蛛则立即举起步足逃走。

在交配时，雌蛛抬高腹部并偏向雄蛛的触肢，雄蛛将

一触肢伸到雌蛛外雌器处，来回摩擦，直到触肢器生

殖球中突钩住外雌器垂兜，然后插入器在引导器等

的辅助下，伸到交配口处。此时可见生殖球血囊充

血膨大，突出于腔窝之外，插入器通过交配口进入外

雌器，触肢器通过腹部的上下摆动来回抽动，左右触

肢交替使用，在另一触肢插入的间隙，雄蛛常常将抽

出的触肢放在螯肢间抽捋，用口器分泌的粘液润滑

生殖球。精液输入到受精囊孔内需 ) # ’ 71-，整个

交配时间为 )A # "A 71-。交配后，有的雄蛛能迅速

逃脱，可再与其他雌蛛进行交配；有的则被雌蛛取

食。雌蛛交配后，精液贮于受精囊内，供一生产卵之

用，因而雌蛛可一次交配多次产卵。雌蛛在第一次

交配后，通常拒绝其他求偶的雄蛛，但也有多次交配

的，不过一经产卵便不再交配。

!"9"9 产卵与护卵：（$）产卵：雌蛛交配后 $ 周内

产卵，产卵时间多在夜间，偶见白天产卵。产卵前，

蜘蛛纺丝作架，在网架上，腹部上下、左右、前后活

动，纵横纺丝，织成产卵垫，形成卵囊的基底，产卵其

中，历时 ’A # %A 71-。产卵结束，雌蛛保持姿势不

变，在产卵垫上打转，分泌出一层丝覆盖卵粒。然后

用足及触肢将卵垫提起，进行滚动张丝，做成一个白

色的椭球形卵囊。卵囊做成后，纺器便分泌出丝来，

将卵囊粘在腹部末端的纺器上，可携带卵囊四处游

猎捕食。完成这一过程需 !A 71- 左右。

（)）护卵习性：对纱笼饲养的 $A 头携卵囊的雌

蛛进行观察，发现雌蛛有极强的护卵囊习性。雌蛛

有时将卵囊取下，置于身旁，但一有动静便马上将卵

囊环抱于螯肢、触肢和第 ’ 对步足之间，一会儿又重

新携于纺器上。若抢取卵囊会受到雌蛛强烈的反

抗；如强行取下卵囊放在其旁边，雌蛛迅速用螯肢

咬携，将其环抱于胸前，大约 ) # * 71- 后重新携于

纺器上；取走卵囊后，有的显得狂躁不安，有的安静

不动，若 ’ # % 71- 后归还其卵囊，雌蛛迅速抱住卵

囊，快速携于纺器上；如用大小、形状与卵囊相似的

塑料泡沫置于雌蛛前，它置之不理；若给以其他拟

环纹豹蛛的卵囊甚至拟水狼蛛的卵囊，也会同样携

于纺器上，此时，即使归还其自己的卵囊，雌蛛也不

理睬，说明雌蛛对自身卵囊的辨别能力较差。若强

行取走其卵囊不归还，雌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拒绝

取食，但过 ! 至 & D 后，又开始正常取食。

（’）盛卵期：据田间调查，在洞庭湖区，拟环纹

豹蛛背负卵囊 $ 年有 % 次发生。第 $ 次于 ’ 月中下

旬的旱作田中，第 ) 至第 % 次在水稻田中，$A 月上旬

雌成蛛带卵囊率达 %AI以上。拟环纹豹蛛在稻田

()(( 期 王 智等：拟环纹豹蛛的生物生态学研究



中的 ! 次盛卵期分别在 " 月 #$ % &’ 日及 ( 月 !$ 日

至 #’ 月 #$ 日左右。田间每次盛卵期，每 #’’ )! 最

多有卵囊 *+ 至 $" 个。

（*）孵化：卵囊含卵量高，稻田中拟环纹豹蛛自

然种群的卵囊平均含卵粒 #&* 粒，人工饲养的实验

种群的卵囊平均含卵粒 #$" 粒。由于拟环纹豹蛛有

良好的护卵习性，温湿度适宜时，孵化率为 ,&-!.
/ +"-$.，平均为 +!-".。其中各世代卵的孵化率

差异较大，第 ! 代的孵化率最高，平均为 +&-,.，第

# 代 次 之，平 均 为 ,+-(.，第 & 代 最 低，平 均 为

,!-!.。这种差异可能与环境温度有较大关系。

!"#"$ 携幼行为：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雌成蛛不论

交配与否均能产卵形成卵囊。雌蛛对未受精卵囊具

有丢弃或用螯爪撕开卵囊将卵吃掉的特性，目前仍

不清楚这是由于饲养条件的影响还是雌蛛具有感知

这些卵未受精的信号机制。受精卵囊由雌蛛的纺器

携带，并且对受精卵囊无论携带与否，只要温湿度适

宜均能孵化，但发现由雌蛛携带的卵囊比离体卵囊

的孵化率要高，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卵粒在卵

囊内孵化。母蛛常把受精卵囊抱在胸板下翻滚，卵

囊产出大约 " 天左右，母蛛常用螯爪沿缝合带处将

卵囊撕开一个小孔（亦有卵囊被幼蛛咬破的），然后

保持不动，后足靠在卵囊两侧，有时用足弹动卵囊，

使幼蛛从卵囊爬出来，! / & 天后出囊幼蛛沿着母蛛

的附肢爬向腹部背面。从幼蛛开始出卵囊到全部爬

上母体，耗时 $ / ( 0。初孵幼蛛淡灰黑色，群集在雌

蛛的背部，头与雌蛛同一方向，当幼蛛数量多时，外

层成员将头胸部尽量挤向母体，结果形成一种类似

“倒立”的姿势，这样也增加了整个聚集体的稳定性。

幼蛛在母体上不动也不能捕食，也无自相残杀，能随

母蛛四处游猎、入水潜行或潜伏，主要以剩余的卵黄

蛋白及吸取母体上的营养为食，如果在两天内强行

从母蛛背上分开幼蛛，幼蛛大多难以成活，一般负幼

& / $ 天后，幼蛛开始扩散，负幼 " / , 天后，达到扩

散高峰，扩散后的幼蛛能自主捕食猎物。

!"#"% 幼蛛：幼蛛从孵化到成熟可蜕皮 + / #! 次，

平均 #’ 次，雌蛛较雄蛛成熟慢，蜕皮次数多。蜕皮

次数的多少与温湿度和食物有关，用半人工饲料饲

养的幼蛛比纯天然饲料饲养的蜘蛛蜕皮次数少 # /
! 次。第 ! 代温湿度适宜，蜕皮次数最少，平均为 +
/ ( 次；第 # 代一般为 ( / #’ 次；第 & 代由于温度降

低，发育缓慢，直至次年春季气温回升，出蛰以后，才

得以再蜕皮，因此蜕皮次数增加，一般蜕皮次数为 (
/ ## 次，最长的达 #! 次。据 #$’ 头蜘蛛（每代 $’
头）观察，蜕皮 ( 次的最多，占 &(-!.，蜕皮 + 次的占

#!-#.，蜕 皮 #’ 次 的 占 !&-!.，蜕 皮 ## 次 的 占

!!-+.，蜕皮 #! 次的占 !-,.。

据室内解剖卵囊发现有灰白色蜕皮，证明幼蛛

在出卵囊前已达 # 龄或 ! 龄。幼蛛蜕皮前几分钟，

腹部明显膨胀，不吃不动，反应迟钝，体色变暗，而后

栖息在叶片间结的小网上或袋状网中蜕皮。蜕皮时

先由头胸部前缘螯肢基部向背甲支开，蜘蛛的头胸

部不断颤动，腹部的外皮沿侧缘也裂开并使皮逐步

向腹部后方蜕下。由于腹部脱出时所发生的一系列

节律性的动作，所有步足与触肢随后也全部蜕出。

整个蜕皮过程用时 !$ / *’ )12。刚蜕皮的幼蛛呈白

色，! / * 0 后变为青灰色，此时幼蛛无防御能力，以

后体色逐渐加深并开始活动。每蜕皮 # 次，身体明

显增大。幼蛛各龄期特征见表 &。

从表 & 可知，随龄期的增加，蜘蛛个体体形逐渐

增大，从 & / " 龄体形增大较快，前期和后期增速减

慢。雌雄蛛蜕皮 , 次后，触肢器和生殖厣显形，但结

构模糊，此时的蜘蛛称为亚成蛛。最后一次蜕皮后，

经雄蛛触肢末端的生殖球膨大呈黑色，雌蛛生殖厣

结构也清晰可见，表明蜘蛛已经性成熟。拟环纹豹

蛛的性成熟与否，主要由生殖器是否成熟为标志，不

能由个体大小决定。

表 # 第 ! 代拟环纹豹蛛的幼蛛各龄期特征（湖南常德，!&&%）

’()*+ # ,-(.(/0+.1201/2 34 2516+.*1782 34 0-+ 93*4 2516+.，!"#$%&" ’&()$%"**)+"," 17 0-+ !76 8+7+.(0137（,-(786+，:;7(7，!&&%）

幼蛛

3415678129
观察蛛数（头）

:;)<67 => ?41567?
体长（))）

@=5A 8629B0
头胸长（))）

C640D8=B0=7DE 8629B0
头胸宽（))）

C640D8=B0=7DE F15B0
腹长（))）

G<5=)62 8629B0
腹宽（))）

G<5=)62 <76D5B0
# 龄 #?B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25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75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B0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B0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B0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B0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龄 +B0 12?BD7 #’ ,-(! H ’-(! &-"" H ’-,# !-(, H ’-!# *-!" H ’-!" !-$+ H ’-!’

’&( 昆虫学报 !"#$ %&#’(’)’*+"$ ,+&+"$ $’ 卷



!"#"$ 成活率：幼蛛出卵囊后至性成熟的成活率，

各世代不同，最高的达 !"#$%，为第 & 代，最低的为

越冬 代，为 &"#’%。但 " 代 总 的 平 均 成 活 率 为

"(#&%。

!"#"% 耐饥力：拟环纹豹蛛具有较强的耐饥力，室

内饲养观察发现，在仅供给水源，保持一定温度，在

同时停止供食的情况下，雌成蛛生活时间最长，平均

为 !)#! 天，雄成蛛耐饥力较差，平均为 *$#’ 天，) 龄

幼蛛耐饥力与雌成蛛相似。结果见表 *。

表 & 拟环纹豹蛛耐饥力（湖南常德，!’’( 年 ) * +’ 月）

,-./0 & 12-34-2567 26/03-780 69 2:0 ;6/9 <=5>03，!"#$%&"
’&()$%"**)+","（?:-7@>0，AB7-7，CB@D 26 E82D，!’’(）

试验蛛数（头）

+,-./0 12 3456/03
耐饥历期（6）

7,08951: 210 91;/0895:< 3980=8951:

雌成蛛

>6,;9 2/-8;/3 ! !)#!（*! ? )’）

雄成蛛

>6,;9 -8;/3 ) *$#’（&( ? !"）

) 龄幼蛛

)9@ 5:3980 ! !*#&（"A ? )$）

注 +19/3：括号内数值为最大变异范围。B@/ =8;,/ 5: 9@/ .08CD/93 53 9@/
.5<</39 =8058951: 08:</E

!"#") 耐旱力：以天然饲料（飞虱、叶蝉）饲养，只

供食，不供水，室内饲养观察发现，雌成蛛生活时间

最长，平均为 "" 天，雄成蛛次之，平均为 &( 天，) 龄

幼蛛最弱，平均为 &$ 天，其结果见表 !。

表 ( 拟环纹豹蛛耐旱力测定

,-./0 ( F36B@:2 26/03-780 69 2:0 ;6/9
<=5>03，!"#$%&" ’&()$%"**)+","

试验蛛数（头）

+,-./0 12 3456/03
耐旱历期（6）

7,08951: 210 91;/0895:< 601,<@9

雌成蛛

>6,;9 2/-8;/3 ( ""（&$ ? *&）

雄成蛛

>6,;9 -8;/3 ’ &(（$’ ? ")）

) 龄幼蛛

)9@ 5:3980 ’ &$（$$ ? "&）

注 +19/3：括号内数值为最大变异范围。B@/ =8;,/ 5: 9@/ .08CD/93 53 9@/
.5<</39 =8058951: 08:</E

# 讨论

在我国已知的 & ")$ 种蜘蛛中（宋大祥，$AAA），

知道其生活史和生物学特性的仅 &F 多种（李剑泉

等，&FF$8），研究的重点是在农村生产上有重要作

用的种类，如拟水狼蛛 !"#$%$ &’()"#$%"*’&、真水狼蛛

! E )"#$%"*’&、华丽肖蛸 +,%#$-.$%/$ ."%,.& >,61,5:、灰

斑 新 园 蛛 0,1&*1.$ -#"&,12$*’3$%$、草 间 小 黑 蛛

4#"-1."5"’2 -#$2"."*13’2 等。至于拟环纹豹蛛，王洪

全等对其人工饲养繁殖及其生物学进行了初步研究

（王洪全等，$A(&；王洪全和周家友，$A("），主要考察

了该蛛对温湿度的要求、捕食行为和捕食量、产卵和

育幼行为、互残习性、生活周期以及在湘中地区的年

生活史等，另外考察了低温处理卵囊、成蛛、幼蛛后

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本文对湘西北地区

的拟环纹豹蛛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首

次报道了拟环纹豹蛛幼蛛各龄期的特征，对该蛛的

求偶与交配行为、产卵与护卵习性、携幼行为等也进

行了系统观察和分析。在生活历期的研究中，与王

洪全等的研究有一定差异，对幼蛛的生活历期而言，

前者认为第 " 代最长，第 & 代次之，第 $ 代最短，而

本研究发现第 $ 代次之，第 & 代最短。对成蛛的生

活历期而言，前者认为第 & 代最长，第 $ 代次之，第 "
代最短，而本研究发现第 " 代最长，第 $ 代次之，第 &
代最短。另外年生活史方面也有一定差异，前者研

究认为第 $ 代开始于 * 月上旬，第 & 代开始于 ’ 月

上旬，而本研究发现第 $ 代开始于 " 月下旬，第 & 代

开始于 ’ 月中旬，相差约 $F 天左右。这可能的原因

在于：其一，前者的研究是在长沙地区，属湘中地

区，本研究却是在湘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气候和景

观因素差异；其二，蜘蛛饲养所采用的饲料有较大

差异；其三，两者的研究时间间隔已有 &F 多年，在

这期间环境等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也可能是其

产生差异的原因。

拟环纹豹蛛个体大，空间生态位宽，是水稻基

部、茎部和叶面害虫的重要捕食性天敌，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强，田间种群数量大（李剑全等，&FF$.），对稻

飞虱、稻叶蝉等主要目标害虫的捕食量大，控制作用

强（李剑全等，&FF&8，&FF&.）。并且，从拟环纹豹蛛

的生物学、行为学和生态学特性看，该蛛生长历期

长，每代产卵次数多，产卵量高，孵化率和成活率高。

因此，该蛛不仅有重要的保护和利用价值，而且很适

合于人工饲养与繁殖，今后有必要对其胚胎发育与

繁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G/=H（$A’F）认为，蜘蛛的蜕皮次数与成蛛体长

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即蜘蛛的年龄和身体大小受

到蜕皮次数的限制。拟环纹豹蛛体长与蜕皮次数的

关系符合 G/=H 法则，身体较小的雄蛛比身体较大的

雌蛛蜕皮次数少，这与真水狼蛛（彭宇等，&FFF）类

似，但 与 拟 水 狼 蛛（ 李 剑 全 等，&FF&8，&FF&.）、

6-,3,.$ 3"2($%$（B8:8D8，$AA&）和 7,31%,& $&&"$%"*’&
（I8-,08，$AA"）等有较大差异。

$"AA 期 王 智等：拟环纹豹蛛的生物生态学研究



拟环纹豹蛛性情凶猛，除卵期与幼蛛在卵囊内

及尚未扩散前无相互残食外，其他各时间均有残杀

习性。在人工饲养时，由于空间小，密度大，隐蔽物

少，相残率较大，尤其在 ! 龄和 " 龄幼蛛的相残率最

高。因此，在人工饲养当中，为防止高密度下蜘蛛的

自相残杀，蜘蛛达扩散高峰时，即负幼后的 " # $ 天

内，就应及时把蜘蛛转移或释放稻田中。

拟环纹豹蛛的生物生态学习性除受到温湿度、

食物等生态因子的制约外，其实它还受到光照、不同

景观生境及种内和种间关系等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的

制约，因此有关这方面对拟环纹豹蛛生物生态学特

性的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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