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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北部, 湖区湿地面积大 ,自然资源丰富 , 其湿地蜘蛛资源的调查有利于该地区自然和人工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 ; 通过调查共获得蜘蛛标本4 890 个 , 经鉴定计15 科56 属141 种 ,其中江西新记录种47 种 ,未确定种9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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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是农林害虫主要天敌之一, 具有较强的生物控虫作

用。据报道 , 全世界分布的蜘蛛目蜘蛛3 万多种, 中国3 000

多种, 江西有300 多种; 目前 , 国内外对农林蜘蛛的研究相对

开展得比较多, 而有关湿地蜘蛛资源的调查研究尚无报道。

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 号称“地球之肾”; 鄱阳湖早以

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闻名于世, 是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越冬候鸟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为国内外罕见, 是东

亚地区最重要的湿地。探讨湿地生态系统蜘蛛对物种多样

性保存、生态学理论和实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北部 , 丰水期保护区9 个

湖泊与鄱阳湖连成一片, 枯水期潮水落槽, 形成大湖池、中湖

池、蚌湖等蝶形湖泊湿地。保护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

候, 热量丰富, 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 霜雪期较短 , 四季分明。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寒冷干燥, 多强风。年均温度16 .8 ～

17 .8 ℃, 极端最高气温40 .8 ℃ , 极端最低温 - 11 .9 ℃, 年降

雨1 340 .4～1 591 .5 mm。区内湖草茂盛, 水生植物和动物资

源丰富。植物类型以草甸、沼泽、水生植物为主, 草本植物为

优势种, 地势较高处, 开垦成农田及栽培植物。自2002 年以

来, 笔者对永修、星子、湖口、都昌、波阳、进贤的鄱阳湖自然

保护区内的典型湿地进行了较细致的蜘蛛调查, 共设调查点

16 个, 经集中对湖区中的稻田、菜园、棉田、桃园、桔园、西瓜

地、竹林、灌丛草甸、滩地草丛和水草湿地十种生态类型进行

调查, 从土壤、地表、树表、岩表、草表、水表、水中等获取的样

本经分离提取, 共获得蜘蛛标本4 890 个, 经鉴定计15 科56

属141 种 , 其中,47 种为江西新记录种, 未确定种9 种。以下

为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蜘蛛资源名录( * 标记的为江西

新记录种) 。

1  卷叶蛛科 Dictynidae( 1 属1 种)

(1) 芦苇卷叶蛛 Dictyna arundi nacea Linnaeus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2  妩蛛科 Uloboridae( 1 属1 种)

(2) 齿网妩蛛 Ccl onoba varians ( Boes . et . Str .) , 分布于波

阳、湖口、都昌。

3  园蛛科 Araneidae( 7 属20 种)

(3) 横纹金蛛 Argi ope bruennichii ( Scopoli) , 分布于星子、

都昌。

( 4) 小悦目金蛛 Argi ope mi nut a Karsch , 分布于都昌。

( 5) 黄斑园蛛 Araneus ejusmodi B�senberg et Strand , 分布于
�

基金项目  东华理工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陈连水( 1965 - ) , 男 , 江西临川人 , 副教授 , 从事蛛形学和生

态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  2006- 04-10

都昌。

( 6) * 金黄园蛛 Araneus fl avi dus Yin et al . , 分布于都昌、

星子。

( 7) 园蛛( 未确定种) Genus . . Araneus Clerck , 分布于都昌。

( 8) 大腹园蛛 Ar aneus ventricosus( L .Koch) , 分布广泛。

( 9) 黑斑园蛛 Araneus mitificus( Si mon) , 分布于波阳、湖口、

都昌。

( 10) * 干贾壮头蛛 Chorizopes khanjanes Tikader , 分布于波

阳、湖口、都昌。

(11) 银斑艾蛛 Cycl osa argent at a Tanikawa et Ono , 分布于

波阳、湖口、都昌。

( 12) 黑尾艾蛛 Cycl osa atrat a B�senberg et Strand , 分布于波

阳、湖口、都昌。

( 13) 丰满新园蛛 Neoscona puncti gera ( Doleschall ) , 分布于

星子、都昌。

( 14) * 辛哈新园蛛 Neoscona si nhagadensis , 分布于星子。

(15) * 昆明新园蛛 Neoscona Kunmi ngensis Yin et al . , 分

布于星子、波阳、湖口、都昌。

( 16) 霍氏新园蛛 Neoscona hol mi , 分布于永修。

( 17) * 西山新园蛛 Neoscona xishanensis Yin et al . , 分布

于永修。

( 18) 新园蛛( 未确定种) G. Neoscona Si mon , 分布于永修。

(19) 警戒新园蛛 Neoscona vi gil ans ( Blankwall ) , 分布 于

永修。

( 20) * 勐海新园蛛 Neoscona menghoiensis Yin et al . , 分布

于都昌。

( 21) 秃头蛛( 未确定种) G. Anepsi on Strand , 分布于星子。

(22) 四点高亮腹蛛 Hypsosi nga pygmaea ( Sundevall ) , 分布

于永修、星子。

4  肖蛸科 Tetragnathidae( 4 属11 种)

( 23) 四斑锯螯蛛 Dyschiriognatha quadri maculat a Boesenberg

et Strand , 分布于永修。

( 24) 肩斑银鳞蛛 Leucauge bl anda( L . Koch) , 分布广泛。

( 25) 尖尾银鳞蛛 Leucaug ecaudi cul a( Karsch) , 分布广泛。

( 26) 大银鳞蛛 Leucauge magnifica Yaginuma , 分布广泛。

(27) 纵条银鳞蛛 Leucauge magnifica Yaginuma , 分布于星

子、都昌、波阳。

( 28) 黑色肖蛸 Tetragnat ha ni grit a Lendle , 分布于永修。

(29) 前 齿肖 蛸 Tetr agnat ha pr aedoni a L . Koch , 分布 于

永修。

( 30) 银腹肖蛸 Tetragnat ha maxillosa Thorell , 分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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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黑色肖蛸 Tetragnat ha ni grit a Lendle , 分布广泛。

( 32) 鳞纹肖蛸 Tetragnat ha squa mat a Karsch , 分布广泛。

( 33) 条纹隆背蛸 Tyl ori da stri at a( Thorell) , 分布于波阳。

5  球蛛科 Theridiidae( 5 属14 种)

( 34) 漂亮丽蛛 Chrysso pul cherri ma( Mello- Leitao)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 35) * 板隅希蛛 Achaearanea t abul at a Levi , 分布于星子。

( 36) * 钟巢希蛛 Achaearanea ca mpanulat a Chen et .zhang ,

分布于湖口、都昌。

( 37) * 昆明球蛛 Theri dion kunmi ngicum sp .nov . , 分布于

星子。

(38) * 四斑球蛛 Theri di on quadri macul at um Song et Ki m,

分布于星子。

(39) * 桓仁球蛛 Theri di on huanrenensis Zhu et Gao , 分布

于星子。

( 40) * 双钩球蛛 Theri dion pi nastri L .Koch , 分布于都昌。

( 41) * 双斑球蛛 Theridion bi maculat um( Linnaeus) , 分布于

都昌。

( 42) 山坡球蛛 Theridi on clivalu m Zhu , 分布于波阳。

( 43) * 六斑球蛛 Theridion sexi macul atu msp .nov . , 分布于

波阳。

(44) * 美新肥腹蛛 Steatoda a mericana ( Emerton) , 分布于

星子、湖口、都昌。

(45) * 十字肥腹蛛 Steat oda phaler at a ( Panzer) , 分布于

星子。

( 46) 半月肥腹蛛 Steat oda cavernicol a ( Boes . et Str .) , 分布

于都昌。

( 47) 后弯齿螯蛛 Enopl ognat ha lordosa Zhu et Song , 分布于

星子。

6  皿蛛科 Linyphiidae( 5 属8 种)

( 48) 驼背额角蛛 Gnat honariu m gi bberu m Oi , 分布于永修。

( 49) 齿螯额角蛛 Gnat honari um dent atu m( Wider) , 分布于

湖口、都昌。

( 50) 隆背微蛛 Eri gone promi nens Boes . et Str . , 分布于

永修。

(51) 草间小黑蛛 Eirgoni di um gra mi nicol um( Sundevall ) , 分

布广泛。

(52) 食虫沟瘤蛛 Ummeli at a i nsecti ceps Boes . et Str . , 分布

广泛。

( 53) * 黑斑盖蛛 Neriene ni gri pect oris( Oi) , 分布于都昌。

(54) 长肢盖蛛 Neriene longipedell a ( Boes . et Str .) , 分布于

波阳、湖口、都昌。

(55) 波纹盖蛛 Neriene cat hrat a ( Sundevall ) , 分布于湖口、

都昌。

7  漏斗蛛科 Agelenidae( 2 属4 种)

( 56) 机敏漏斗蛛 Agelena difficilis Fox , 分布广泛。

( 57) 迷宫漏斗蛛 Agelena labyrint hi ca Clerck , 分布广泛。

( 58) * 华丽漏斗蛛 Agelena opulent a( L .Koch) , 分布于星

子、都昌、波阳、湖口。

( 59) * 水蛛 Argyronet a aquatica( Clerck) , 分布于都昌。

8  狼蛛科 Lycosidae( 6 属35 种)

( 60) 马蛛( 未确定种) G. Hippasa Si mon , 分布于星子。

( 61) 猴马蛛 Hi ppasa hol merae Thorell , 分布于庐山。

( 62) 类水狼蛛 Pirat a piratoi des( B�senberg et Strand) , 分布

于庐山。

(63) 拟水狼蛛 Pirat a subpiraticus ( B�senberg et Strand) , 分

布广泛。

( 64) 江西熊蛛 Arct osa ki angsiensis ( Schenkel) , 分布于庐山。

( 65) 片熊蛛 Arct osa l a mi nat a Yu et Song , 分布于庐山。

( 66) 埃比熊蛛 Arctosa ebicha Yaginuma , 分布于星子。

( 67) 锯熊蛛 Arctosa serrul att a ( Mao et Song) , 分布于湖口、

都昌。

( 68) * 白纹舞蛛 Alopecosa al bostri at a ( Grube)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 69) * 圆囊 舞蛛 Al opecosa orbisaca sp . nov . , 分布 于

星子。

(70) * 北舞蛛 Al opecosa licenti ( Schenkel ) , 分布于星子、

永修。

( 71) * 楔形舞蛛 Alopecosa cuneat a , 分布于星子。

( 72) * 细纹舞蛛 Alopecosa ci nna meopilosa( Schenkel) , 分布

于星子。

(73) * 耳毛舞蛛 Alopecosa auri pil osa ( Schenkel ) , 分布于

星子。

( 74) * 中华狼蛛 Lycosa si nensis Schenkel , 分布于永修。

( 75) * 北海狼蛛 Lycosa bei haiensis Yin ,Bao et Zhang , 分

布于永修、星子。

( 76) 黑腹狼蛛 Lycosa coelestis( L . Koch) , 分布于星子。

( 77) * 伍氏狼蛛 Lycosa wulsi ni Fox . , 分布于星子。

( 78) * 丹江狼蛛 Lycosa danji angensis Yin et Zhao , 分布于

星子。

( 79) 唇形狼蛛 Lycosa l abi alis Mao et Song , 分布于都昌。

( 80) * 类唇形狼蛛 Lycosa l abialisoi des sp .nov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 81) * 拟荒漠豹蛛 Pardosa paratesquor um Schenkel , 分布

于都昌。

(82) * 布拉桑蒂豹蛛 Pardosa bur asantiensis Tikader et

Malhotra , 分布于都昌、星子。

( 83) 星豹蛛 Pardosa astri gera C. L . Koch , 分布较广。

(84) * 希亚姆豹蛛 Pardosa shya mae ( Tikader) , 分布于

星子。

( 85) 琼华豹蛛 Pardosa qionghuai Yin et al . , 分布于星子。

( 86) 雾豹蛛 Pardosa nebul osa( Thorell) , 分布于星子。

( 87) * 幼豹蛛 Par dosa pusi ol a( Thorell) , 分布于星子。

(88) 苏门答腊豹蛛 Pardosa sumatrana ( Thorell) , 分布于

星子。

( 89) 沟渠豹蛛 Pardosa l aur a Karsch , 分布较广。

(90) * 双带豹蛛 Pardosa bifasci at a( C.L .Koch) , 分布于

湖口、都昌。

( 91) * 阿尔豹蛛 Pardosa al goi des Schenkel , 分布于湖口、

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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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豹蛛( 未确定种) G. Pardosa C.L. Koch .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 93) 拟环纹豹蛛 Pardosa pseudoannul ata ( Boes . et Str .) , 分

布于庐山。

( 94) 东方豹蛛 Pardosa oriens( Chamberlin) , 分布于庐山。

9  盗蛛科 Pisauridae( 1 属3 种)

( 95) 狡蛛( 未确 定种) G. . Dol omedes Latreille , 分布 于

都昌。

(96) 兴起狡蛛 Dolomedes i nsurgens Chamberlin , 分布于波

阳、湖口、都昌。

( 97) 白跗狡蛛 Dolomedes pallitarsis Boes . et Str .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10  猫蛛科 Oxyopidae( 1 属2 种)

( 98) 爪哇猫蛛 Oxyopes j avanus Thorell , 分布于都昌。

(99) 南方猫蛛 Oxyopes daksi ma Sherriffs , 分布于星子、都

昌、波阳。

11  平腹蛛科 Gnaphosidae( 1 属2 种)

(100) * 丹氏平腹蛛 Gnaphosa denisi Schenkel , 分布于

星子。

(101) 蛞平腹蛛 Gnaphosa kompirensis ( Boes . et Str ,) , 分布

于湖口、都昌。

12  管巢蛛科 Clubionidae( 3 属7 种)

( 102) * 浙江红螯蛛 Cheiracant hiu m zheji angensis Song et

Hu, 分布于永修。

(103) * 彭 妮 红 螯 蛛 Cheir acant hi um pennyi ( O. P. -

Cambridge) , 分布于星子。

( 104) * 皮雄红螯蛛 Cheiracant hi um pichoni Schenkel , 分布

于波阳。

( 105) 斑管巢蛛 Clubi ona reichli ni Schenkel , 分布广泛。

( 106) 粽管巢蛛 Clubi ona j aponicol a Boes . et , 分布广泛。

( 107) 千岛管巢蛛 Cl ubiona kuril ensis Boes . et Str . , 分布于

都昌。

(108) 日本管蛛 Trachel as japoni ca Boes . et Str . , 分布于

都昌。

13  巨蟹蛛科 Heteropodidae( 1 属2 种)

( 109) 庐山巨 蟹蛛 Heteropoda l ushanensis Wang , 分布于

庐山。

(110) 白额巨蟹蛛 Heteropoda ventat ori a ( Linnaeus) , 分布

较广。

14  蟹蛛科 Thomisidae( 2 属5 种)

( 111) 白色蟹蛛 Thomisus ol bus( Gmelin) , 分布于波阳。

( 112) * 方花蟹蛛 Xysticus quadrat us Tang et Song , 分布于

星子。

( 113) 鞍形花蟹蛛 Xysticus ephi ppi atus Si mon , 分布较广。

(114) 赫氏花蟹蛛 Xysticus hedi ni Schenkel , 分布于湖口、

都昌。

( 115) 波形花蟹蛛 Xysticus croceus Fox , 分布于湖口、都昌。

15  跳蛛科Salticidae( 18 属26 种)

( 116) 角猫跳蛛 Carrhot us sannio( Thorell) , 分布于庐山。

( 117) 华南菱头蛛 Bi anor hoti ngchiechi Schenkel , 分布于湖

口、都昌、庐山。

( 118) * 琼中迅蛛 Ocyal e qiongzhongensis Yin et Peng , 分布

于星子。

( 119) 猎蛛( 未确定种) G. . Evarcha Si mon , 分布于都昌。

( 120) * 鳃哈莫蛛 Har mochirus brachiat us( Thorell) , 分布于

湖口、都昌。

( 121) 蚁蛛( 未确定种) G. Myr marachne Maceleay , 分布于

湖口、都昌。

( 122) * 球 蚁蛛 Myr marachne gl obosa Wanless , 分布 于

波阳。

( 123) 花腹金蝉蛛 Phi nt ell a bifurcili nea( Boes . et Str .) , 分布

于星子。

( 124) 卡氏金蝉蛛 Phintella cavaleriei ( Schenkel) , 分布于星

子、都昌、庐山。

( 125) 多色金蝉蛛 Phi ntell a versicolor( C.L .Koch) , 分布于

庐山。

( 126) 丽绯蛛 Phlegra festiva( C. L . Koch) , 分布于星子。

( 127) * 黑斑蝇狼 Philaeus chrysops( Poda) , 分布于星子。

( 128) 黑色蝇虎 Plexi ppus paykulli ( Savigny et Audouin) , 分

布较广。

( 129) 条纹蝇虎 Plexippus setipes Karsch , 分布较广。

( 130) 纵条蝇狮 Marpissa magister ( Karsch) , 分布较广。

(131) 毛垛兜跳蛛 Ptocasi us strupifer Si mon , 分布于湖口、

都昌。

(132) * 五斑跃蛛 Sitticus peni cill at us( Si mon) , 分布于湖

口、都昌。

(133) * 白线跃蛛 Sitti cus al bolineatus ( Kulczynski) , 分布

于湖口、都昌。

( 134) 跳蛛( 未确定种) G. Salticus Latreille , 分布于星子。

( 135) 狐拟伊蛛 Pseudici us vulpes( Grube) , 分布于庐山。

( 136) 蓝翠蛛 Sil er cupreus Si mon , 分布较广。

(137) 齐氏合跳蛛 Synageli des zhilcovae Proszynski , 分布于

星子。

(138) 安氏合跳蛛 Synagelides annae Bohdanowicz , 分布于

庐山。

(139) 庐山合跳蛛 Synageli des l ushanensis Xie et Yin , 分布

于庐山。

( 140) 大卫塔沙蛛 Tasa davi di ( Schenkel) , 分布于庐山。

(141) 黑豹跳蛛 Ael urill us m- nigru m( Kulczynski ) , 分布于

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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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 Cu 污染。土壤 Pb 的污染指数为0 .185 ～1 .008 , 大部

分样品的污染指数都很小, 只有1 个样品污染指数略高于1 ,

表明该区域土壤基本没有受到Pb 的污染。土壤Zn 的污染

指数为0 .378～3 .893 , 平均值为1 .136 , 最高为3 .9 ; 污染指数

略高于1 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34 .2 % , 表明该区域1/ 3 以

上的土壤已受到一定程度的Zu 污染。土壤 Cd 的污染指数

为0 .970～45 .153 , 平均污染指数为6 .423 , 最高污染指数为

45 .2 , 说明该区域土壤Cd 污染也极为严重。总之, 该区域土

壤Cd 和 Cu 污染极为严重, 部分土壤存在Zn 的污染。

  表1 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统计特征值

测定项目 样本数
最小值

mg/ kg

最大值

mg/ kg

中值

mg/ kg

平均值

mg/ kg

极差

mg/ kg

标准差

mg/ kg

变异系数

%
Cu 38   79 .3 2415 .30   152 .8   282 .1   2336 .0   416 .6      147 .7

Zn 38 75 .6 778 .60 170 .2 227 .2 703 .0 161 .0 70 .9

Pb 30 46 .3 252 .10 114 .3 122 .5 205 .8 46 .8 38 .2

Cd 32 0 .29 13 .55 1 .18 1 .93 13 .26 2 .60 134 .8

  表2 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指数

测定

项目

污染指数

Pi

平均

Pi <1

样本数

个

分布频率

%

Pi >1

样本数

个

分布频率

%
Cu 1 .586～48 .306 5 .643  0   0  38  100

Zn 0 .378～3 .893 1 .136 25 65 .8 13 34 .2

Pb 0 .185～1 .008 0 .490 29 96 .7 1 3 .3

Cd 0 .970～45 .153 6 .423 1 3 .1 31 96 .9

3  污染土壤的修复

由于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治理的艰巨性

和长期性, 防治重金属污染 , 保护环境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

重视。防治和治理重金属污染, 其中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清

洁生产工艺, 严格控制含重金属的“三废”的排放 , 从源头上

治理污染。对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 采取各种措

施改良和利用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 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方法。

3 .1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不同种类的植物遗传学、形态学

和解剖学特征或离子运输机制的生理学特性不同, 对土壤

Cd 、Pb、Zn、Cu 等污染元素的吸收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

不同作物对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效应的特点, 针对土壤重金属

污染程度的不同, 有区别、有选择地种植作物 , 有利于降低土

壤重金属对农产品的污染, 使受污染的农田得到合理的开发

利用。果菜类蔬菜如胡萝卜、茄子、芥菜、丝瓜、番茄、辣椒等

累积重金属程度较低 , 属低度累积型; 白萝卜、菜花、莴苣、大

葱、小白菜、韭菜为中度累积型; 芹菜、茴香、香菜、圆白菜、蓬

蒿等叶菜类蔬菜属重度累积型; 白菜、油菜极易积累重金属 ,

为极重度累积型[ 3] 。进行种植结构调整 , 改种棉花和花木等

作物, 在修复污染土壤的同时, 切断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家畜

和人体食物链, 避免重金属污染物直接对人类产生毒害

作用。

3 .2  植物修复技术 利用植物修复技术对重金属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进行治理, 较廉价, 较易实施, 也较易为公众所接

受。植物提取修复是采用超积累植物将土壤中某种过量的

元素大量转移到植物体内( 特别是地上部) , 从而修复污染土

壤的技术, 这种途径修复潜力大, 可维持土壤肥力和营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

3 .3  改良剂法 添加改良剂来改变土壤性质从而改善植物

生长条件, 实现污染土壤的修复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如施

用有机肥、石灰、猪厩肥 , 石灰与有机物料配施等措施均能抑

制作物对Cd 、Pb、Cu、Zn 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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