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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田间观察与室内外饲养相结合的方法2对稻田蛛蛛优势种拟水狼蛛 VWXYZY[\]̂WXYZW_\[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进

行 了研究N拟水狼蛛在重庆地区 5P发生 UM9代2第 9代不完整2以第 !代历期最短2第 U代7越冬代=历期最长:以成蛛或

幼蛛越冬:C月初即由田埂向稻田内迁移2在水稻生育期间出现 U次卵高峰‘!次种群密度高峰:在田间具掘土作穴习性2
室内发现 9龄后的幼蛛在袋状网内蜕皮‘交配期和携卵期有结袋状网或幕状网的习性:属游猎型蜘蛛2可步行‘跳跃在植

株‘水面‘陆地等处捕食飞虱‘叶蝉‘粘虫‘螟虫等多种稻虫2捕食量与龄期‘蜕皮和性别有关:受惊时2能入水中潜行和潜

伏N雌雄蛛均可多次交配2雌蛛一生可产卵 UM<次2卵囊含卵量 !CM5U#粒2平均 ;C粒N平均孵化率 "#8CaN孵化的幼

蛛2先群集在雌蛛的背部2UMCL后离开雌蛛分散捕食N幼蛛一般蜕皮 ;M@次2出卵囊前已蜕皮至少 5次N拟水狼蛛的产

卵前期 !M<L2平均 UL:卵期 "M5CL2平均 5589L:幼蛛期 C;M5UUL2平均 @58<L:成蛛期 5!@M5@<L2平均 59#L左右2雌蛛

较雄蛛长!9MC5L2平均U"8<LN性比除第5代外的各代均为雌多于雄蛛N论文详细记载了拟水狼蛛求偶与交配行为过程‘
产卵与护卵习性‘孵化及携幼行为‘幼蛛生长‘蜕皮‘各龄期形态特征‘亚成蛛及性成熟N幼蛛出卵囊后至性成熟的成活率

为 !589aMC<8Ua2平均达 UC8#aN室内饲养发现在一定湿度条件下2不提供食物成蛛可存活 !@MC;L2平均 9!8;LN
关键词>拟水狼蛛: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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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G3KE0OQK/RK!U<5J4QL3GJ43IQ3J2EF30QH3FQJE/GOPKLNQ/0/MO/H/K0OER3KEOFPS3N33KJEDLQ3L1,E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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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I/DKEJH/GPN/DE558!@a /HEF3PGEFG/4/LI/OODKQEOPKL!#89@a /HEF3J4QL3GJDNBI/OODKQE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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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掌握蜘蛛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7对于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利用天敌蜘蛛n有机地结合其它措施7
在害虫管理中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n保护生态环境n协调害虫控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o我国蜘蛛生

物学研究落后于分类学7在已知的 84K@种蜘蛛中7知道其生活史和生物学特性的仅 8A多种p@q7研究的重点

是在农林生产上有重要作用的种类o国外 r%;%;2$%ns’;tu""等7国内吴六徕等和周祖铭等对拟水狼蛛

cdefgfhijkdefgdlih进行了研究p8LBqo据作者田间调查7@QQQL8AAA年重庆北碚稻田中拟水狼蛛的发生量在

整个稻田节肢动物群落中占 @@N8OR7在蜘蛛亚群落中占到 8ANFORpKqo拟水狼蛛捕食飞虱n叶蝉n稻螟等水

稻害虫7有一定的保护和利用价值o本文运用室内n室外试验与大面积田间考查相结合的方法7对拟水狼蛛

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作进一步的观察研究7为该蛛的保护利用提供理论依据o

v 材料与方法

vNv 室外饲养

将水稻栽植在直径 @K*;n高 8A*;的盆 中7用直径为 @F*;n高 8B*;的透明玻璃培养罩罩住7接入 B

QPF@Q期 李剑泉等a拟水狼蛛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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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从稻田采回的带卵囊雌蛛!放置于室外!不封口"待孵化后!随机挑选 #$$头幼蛛!接入同样的盆 内!
每 %&’头!不封口!不人工喂食!蜘蛛主要靠自然飞入的虫为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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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接入直径 -*,./(高 #0*%./的罐头瓶内!每瓶 #头!进行单头饲养"瓶

底用海绵保湿!放入 #&1叶水稻新苗 ,&%株2不断更新3!用纱布和橡胶圈封口"根据田间害虫发生情况

不定期投放从田间捕回的摇蚊(飞虱(叶蝉等害虫"每天观察记录其生长(蜕皮(取食量(各龄期特征等"

)*4 田间考查

在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农云村和西南农业大学试验农场选择有代表性的水稻田!定期系统观察记录

拟水狼蛛的发生情况和生活习性"

+ 结果与分析

+*) 年生活史

根据 #55’&1$$$年田间考查与室内室外饲养观察!拟水狼蛛在重庆地区一年发生 0&,代!第 ,代不

完 整"拟水狼蛛在%月初即由田埂向稻田内迁移!种群密度在水稻生育期间有1次高峰!分别出现在-月末

到 6月初和 ’月上旬"由于个体之间的发育差异(成蛛寿命长(产卵期长以及雌蛛多次产卵!致使田间拟水

狼 蛛各世代重叠发生"以第 ,代幼蛛或第 0代成蛛越冬"第 #代 0月下旬&-月下旬!第 1代 ,月下旬&’
月上旬!第 0代 -月中旬&5月上旬!第 ,代为越冬代"越冬代从头年 ##月中旬开始!次年的 0月中下旬越

冬成蛛和幼蛛开始活动"
由于代次不同!拟水狼蛛完成 #个世代所经历的时间不同"据各代卵囊孵化的个体饲养!拟水狼蛛的

世代少则 6%7!多则 #617!平均 #$,*,7"各代平均历期见表 #"

表 ) 各代拟水狼蛛平均世代时间2#555&1$$$!重庆北碚3

89:;<) =<9>?<><@9ABC>ABD<CEAF<GC;EHIBJ<@KLMNON

PQRSLMNOLTQP2#555&1$$$!UVWXVW!YZ[\]̂W\]3

世代

_V\V‘abW[\

起始日期

2月c日3
dba‘bbW/V
2/[\bZc7abV3

饲养

蜘蛛数

ef/g[h
ijW7V‘

平均世代

时间273
kVa\]V\V‘c
abW[\bW/V

第 #代 lW‘ib $,c$# %$ 5,g5
第 1代 dV.[\7 $%c$% -$ ’#g6
第 0代 mZW‘7 $-c1’ ’$ 6’g#
第 ,代 l[f‘bZ $’c$% #$$ #-1g5

显然!在雌雄蛛的世代终止前!至少来自第一代

早产卵囊的子代已性成熟"这样!在自然界里!成蛛

的密度常由母子两个以上世代组成"

+*+ 生活周期

+*+*) 产卵前期 产卵前期指幼蛛变为成蛛后至

产卵的历期"雌雄蛛最后一次蜕皮表示性成熟!#&

17后开始交配!1&%7内交配最多!一般 07左右"其

中室内试验最后一 次 蜕 皮 后 当 天 可 交 配!室 外 试 验

#&17后交配!田间 0&%7后交配"交配后的雌蛛经

1&-7开始产卵!平均 07左右"

+*+*+ 卵期 卵历期的长短与温湿度有关"在 -&

’月份适宜温湿度条件下!卵的历期为 5&#%7!平均 ##*,7n%月份以前和 5月份以后卵历期在 #$&157之

间!平均 #6*’7"室内实验!温度为 11(1%(1’(01o时!卵的平均历期分别为 5*-(’*5(6*’(-*67"
季节不同!各代雌蛛正常产卵囊的间隔历期不一2见表 13"第 1代2稻田第 #代3雌蛛两次产卵的间隔

时间为 -&1#7!平均为 ##*,7n携带卵囊的时间为 5&#’7!平均 #1*-7"

+g+g4 幼蛛期 在不同季节不同温湿度和营养条件下!各代幼蛛发育进度不一"第 #代平均历期 61*57!
第 1代 -0*-7!第 0代 %6*17!第 ,代 #01*67"各代各龄幼蛛历期见表 0"

+g+gp 成蛛期 拟水狼蛛从最后一次蜕皮到成蛛自然死亡的时间!在个体间和世代间差异明显2表 ,3"气

温和营养条件与成蛛寿命长短有关!第 0代以成蛛越冬!历期较长n第 ,代以幼蛛越冬!成蛛历期较短n第

#(第 1代 一 般 当 年 成 熟 当 年 死 亡!成 蛛 历 期 #1’&#’-7!平 均 #,$7左 右"室 外 饲 养 统 计!少 至 %#7!多 到

01,7!平均 #’%*#7n雌蛛较雄蛛长 1,&%#7!平均 05*-7"

+*4 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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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代拟水狼蛛产卵囊的间隔历期"#$$$%&’’’(重庆北

碚)

*+,-.! /01.23+-452+16707873697:616708721;.<7-8

:964.2=>?@A@BCDE>?@A>FCB78.3.2GH.0.2+1670"#$$$%

&’’’(IJKLJK(MNOPQRKPQ)

世代

SJPJTUVKOP

观察卵

囊数

WXYZO[
JQQ\]Û]

产卵日期

"月\日)
_‘KaO]KVKOP
]VUQJ

"YOPVN\bUVJ)

各卵囊间隔历期"b)
cPVJT‘UdbXTUVKOP

最长

eOPQ\
J]V

最短

fNOT\
VJ]V

平均

gJUP

第 #代 hKT]V i ’j\#’%’k\&’ &$ #’ #lmn
第 &代 fĴOPb ## ’l\’l%’n\’l &# k ##mj
第 o代 pNKTb &l ’k\&l%’$\’l ok #l #iml
第 j代 hOXTVN #$ ’i\#’%##\#’ l& #n &jm&

表 q 各代拟水狼蛛各龄幼蛛平均历期 "&’’’(重庆北碚)

*+,-.q r.+04.3.-79s.01+-452+167078:964.2-60H:1+H.

8721;.<7-8:964.2=>?@A@BCDE>?@A>FCB78.3.2GH.0.2+1670

"&’’’(IJKLJK(MNOPQRKPQ)

幼蛛期

faKbJTdKPQ
]VUQJ

观察蛛数

"头)
WXYmO[
]aKbJT

各代平均历期"b)
gJUPbXTUVKOP]O[QJPJTUVKOP]

#代

hKT]V
&代

fĴOPb
o代

pNKTb
j代

hOXTVN

#]VKP]VUT &l%o’ #&m# imk ##m& &lmn
&PbKP]VUT &’%&l $mk #’mo $mk #imi
oTbKP]VUT #l%&’ ##mi ##m’ nmo &&ml
jVNKP]VUT #’%#l #om$ #&mo $mi #nm$
lVNKP]VUT #’%#l #jm& #’ml iml &#mk
kVNKP]VUT #’%#l ##mo #’m$ #’mi &km&
总历期 pOVUdbXTUVKOP n&m$ komk lnm& #o&mn

表 t 各代拟水狼蛛的成蛛历期 "#$$$%&’’’(重庆北碚)

*+,-.t u.3.-79s.01+-452+167078+45-1<7-8:964.2

=>?@A@BCDE>?@A>FCB78.3.2GH.0.2+1670"#$$$% &’’’(

IJKLJK(MNOPQRKPQ)

世代

SJPJTUVKOP

观察蜘

蛛数

WXYmO[
]aKbJT

成蛛历期

vXTUVKOPO[UbXdV]aKbJT
最长

eOPQJ]V

最短

fNOTVJ]V

平均

gJUP
第 #代 hKT]V #l #ik #o& #j&mn
第 &代 fĴOPb &’ #k# #&i #onmi
第 o代 pNKTbw o’ o&j #lj &ljZj
第 j代 hOXTVNx o’ &jo l# &’lZo

w越 冬 成 蛛 ybXdV]aKbJTO‘JTzKPVJTJb{x越 冬 幼 蛛

faKbJTdKPQO‘JTzKPVJTJb

!ZqZ| 栖 息 生 境 拟 水 狼 蛛 属 游 猎 性 蜘 蛛(一 般

游 猎 于 植 株 下 部}水 面}田 埂}陆 地 等 处(行 动 迅 速(
能在水面}陆 地 步 行 和 跳 跃(受 惊 时(能 入 水 潜 行 或

潜伏~拟水狼蛛能捕食稻飞虱}稻叶蝉}粘虫}稻纵卷

叶螟}叶蝉}三 化 螟}二 化 螟 等 多 种 害 虫 和 摇 蚊 等 中

性昆虫~

!ZqZ! 掘土作穴习性 拟水狼蛛在田间具有掘土

作 室 的 习 性(根 据 #$$$年 &%j月 份 观 察 &$个 土

室(测 得 土 室 深}长}宽 平 均 为 &Z&$}oZk$}#Znk̂Y(
室壁光滑(土室圆形或扁形(土室在有水的沟}田}塘

等地的湿润土壤处为多~同等条件下(坡地作室比平

地多(分别占 i$Z&!和 #’Zi!~
越冬期间(以成蛛和幼蛛在土室越冬~据统计(

每一个土室栖 息 蜘 蛛 数(一 般 为 #%&头(但 不 同 时

期(数 量 略 有 不 同(&月 份 每 一 土 室 蜘 蛛 数 平 均 为

#Z’头{o月份为 #Z&l头{j月份为 #Zk头{每一个土

室栖息一头占 okZi!(一室二头的占 koZ&!~冬寒

期间(气温达 l"以上的晴天(有蜘蛛出洞捕食~j月

##日越冬土室中有 j’Z’!的孵化幼蛛(平均每一土

室有幼蛛 $Zl头(最多的一室有幼蛛 ##头~
室 内 观 察 发 现(拟 水 狼 蛛 j龄 后 的 幼 蛛 有 在 袋

状网内蜕皮的现象(在 交 配 期 和 携 卵 期 也 有 结 袋 状

网或幕状网的习性~

!ZqZq 性比 从室内饲养低龄幼蛛发育到成蛛(一

般雌蛛多于雄蛛(但各代性比不一~#$$$年饲养 o&’
头蜘蛛统计(雌蛛占 l&Zi#!}雄蛛占 jnZ#$!~其中

#代 雌 雄 性 比 为 ###Z##{&代 ##’Zni{o代 ##

’Zi&{j代 ##’Z$’~

!ZqZt 求 偶 与 交 配 雄 蛛 蜕 最 后 一 次 皮 后 性 成

熟(#%lb之间开始结精网排精~排精时(先在较稀

疏的蛛丝上结小网 垫(尔 后 腹 部 接 近 网 垫 排 出 白 色

精液(再以生殖球吸取(以待求偶~
雌 蛛 最 后 一 次 蜕 皮 后 &%kb内 也 结 小 网 垫(栖

息在网垫上(不太活动(等待雄蛛~如 &%lb未见雄

蛛(开始出现不安神态(离开网垫徘徊活动~
将 蜕 皮 #%&b后 的 雌 雄 成 蛛 放 于 同 一 饲 养 瓶

中(二者开始互不侵犯(雌雄蛛都会在水稻基部或瓶

壁上结袋状丝网(静伏其中~&%ob后(雄蛛离开网(
伸展触肢(慢慢爬向雌蛛{雄蛛试探着挥动前足接近

雌蛛(在雌蛛下方等待反应(如果雌蛛以捕食姿态反扑雄蛛(雄蛛则迅速举起步足逃走~若雌蛛不动(雄蛛

则立即爬到雌蛛背面}雌雄头尾相对进行交配~雄蛛前足接触雌蛛后足基节(从侧面抱住雌蛛~确定交配位

置后(雄蛛将生殖球"触肢器)端部插入雌蛛生殖厣下的受精囊孔(此时雄蛛的跗舟与雌蛛的生殖厣紧密结

合(触肢微微振动~在输入精液时(雄蛛放松触肢器官(慢慢注入精液~将精液注入受精囊孔内需时 #%oYKP

#ij#$期 李剑泉等$拟水狼蛛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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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分离的雌雄蛛都用须肢不断的来回"清洗#步足$此情况持续约 %&’()*+不等!稍后雄蛛用触肢器摩

擦雌蛛生殖厣 ’(&,(次后转换另一触肢器!一般交替进行 -&.次$每次历时 ,&/%)*+$整个交配历时 /%

&.%)*+!交配后$有的雄蛛仍存活$可再进行交配0有的则被雌蛛取食$残骸悬于乱丝上!如另有雄蛛再来

求偶$雌蛛即捕食之!雌蛛交配后$精液贮于受精囊内$供一生产卵之用$因而蜘蛛可一次交配多次产卵!也

有一雌多雄进行交配的$但一经产卵便不再交配!

12324 产卵与护卵 5/6产卵 雌雄交配后 ’&.7内产卵$产卵时间多在夜间和上午!雌蛛在临产前 ’&

-8$腹部特别膨大$常用触肢拍打腹部$然后用螯肢清扫步足$纺丝作架!在网架上$腹部上下9左右9前后活

动$纵横纺丝$织成产卵垫$产卵其中$历时 ’(&,()*+!产卵结束$用足及触肢将卵垫提起$进行滚动张丝$
做成一个白色的圆形卵囊$携带于腹部末端$在稻株基部或田埂杂草间所结袋状网中静伏$或携带卵囊四

处游猎捕食!每头雌蛛一生可产卵 -&.次$至少 ’次!人为摘取卵囊后的雌蛛产卵次数比未摘取卵囊的雌

蛛多产 /次以上!

5’6卵囊 卵囊灰白色$扁球形$表面粗糙$凹凸不平$有一个圆形孔$为幼蛛的孵化口!其大小与所含

卵粒多少有关$一般卵囊直径为 ,2’))$为两个半圆拼合而成$接口处用丝缝合$有不明显的薄孔!每个卵

囊含卵量从 ’%&/-(粒不等$平均 :%粒左右$雌蛛一生产卵总量 ,((&:((粒0每个卵囊可孵化幼蛛 ’(&

/’(9平 均 .:;-头!卵 囊 中 的 卵 粒 呈 椭 圆 或 圆 形$初 产 卵 有 粘 液$乳 黄 白 色$后 期 灰 白 色$直 径 平 均 为

(;<,))!

5-6护卵习性 对室内饲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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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将卵囊取下$置于身旁$但一有动静便马上将卵囊环抱于胸前$一会儿又重新携于纺器上!若抢取卵囊会

遭到雌蛛强烈的反抗0强行取下卵囊$雌蛛迅速用螯肢咬携$身体蜷缩$四足将其环抱于胸前$’)*+后重新

携于纺器上0取走卵囊后$雌蛛显得狂躁不安或一动不动$如用形状9大小与卵囊相似的塑料泡沫置于雌蛛

前$它置之不理$%)*+后归还其卵囊$雌蛛迅速抱住卵囊$立即携于纺器上0若给以其它雌蛛的卵囊$也会同

样携于纺器上$此时$即使归还其原来的卵囊$雌蛛也不理睬!携带其它卵囊5发育进度快于其本身的卵囊6
的雌蛛待卵囊孵化后允许幼蛛密伏其腹部$但也有的雌蛛将其它卵囊5发育进度慢于其本身的卵囊6咬食!
因此$拟水狼蛛雌蛛对发育较慢的卵囊不给予保护$对发育快于本身的卵囊则加以保护!

5,6盛卵期 据田间考查$在重庆市北碚地区$拟水狼蛛背负卵囊一年有 ,次发生!第 /次于 -月中

下旬在旱作田中$第 ’&第 ,次在稻田中$%月上旬雌蛛带卵囊率达 %<;-=!拟水狼蛛在稻田中的 -次盛卵

期 分别为 %月 /&/%日$.月 ’(&-(日$<月 %&/%日 左 右!田 间 每 次 盛 卵 期$/(()’平 均 有 卵 囊 依 次 为

/>/9,(%9’,<9.%%个!

5%6孵 化 由 于 拟 水 狼 蛛 对 卵 囊 有 良 好 保 护 习 性$不 易 遭 天 敌 的 破 坏$温 湿 度 适 宜 时$孵 化 率 为

<>;>=&>%;.=$平均 >(;%=!据室外饲养观察$随产卵次数的增加所产卵囊越来越小$且孵化率降低!

1;3;? 携幼行为 雌蛛不论是否交配均可产卵形成卵囊!受精卵囊不论经不经携带$卵均能孵化0未受精

卵囊雌蛛抱在胸甲下 ’&-8即不携带$约 %&.8后用螯爪将卵囊撕开将卵吃掉$丢弃卵囊空壳!卵粒在卵

囊内孵化!母蛛常把受精卵囊抱在胸甲翻滚$将卵囊撕开一个小孔5亦有卵囊被幼蛛咬破或挤破的6$自身

不动$后足靠在卵囊的两侧$有时用足弹动卵囊$使出囊幼蛛爬向自己腹部背面!从幼蛛开始出卵囊到全部

爬至母体$用时 %&<8!初孵幼蛛淡灰黑色$群集在雌蛛的背部$头与雌蛛同一个方向$整齐排列成行$远观

如簇花状!幼蛛不吃不动$能随母蛛四处游猎9静伏网中9入水潜行和潜伏!初出卵囊的幼蛛在母蛛背面的

时间 ’&%7$平均 -7$而后陆续离开母体分散于植株等处独立生活$并能直接捕食较小的动物!

1;3;@ 幼蛛 低龄幼蛛一般靠游丝随风分散$受强烈刺激会蜷缩成团$具假死特性!幼蛛在密度很大9食

物不充分的条件下有相互残食现象$根据室内观察$随蛛龄的增加$相互残食量越大!-龄以上的幼蛛会潜

藏在土缝中$在所隐蔽的土缝旁结乱丝和无规则小网!
幼蛛从孵化到成熟可蜕皮 :&>次$平均 <次$雌蛛蜕皮次数多于雄蛛!蜕皮次数的多少与温湿度和食

物有关$第 ’和第 -代温湿度适宜9食物充足$发育较快$蜕皮次数一般为 :&<次0第 /代蜕皮次数一般为

<&>次0第 ,代5越冬代幼蛛6由于温度降低9食物减少$发育缓慢$直到次年春季气温回升$才再获得营养$

’<,/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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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皮次数增加!一般蜕皮次数为 "#$次%据 &’(头蜘蛛)每代 *(头+观察!蜕皮 "次的最多!占 ’,-,./蜕

皮 0次的占 &,-,.!蜕皮 $次占 ,,-,.%
据室内解剖卵囊发现有白色蜕皮!证明幼蛛在出卵囊前已蜕皮至少 1次%幼蛛蜕皮前!腹部明显膨胀!

活动迟缓!而后栖息在土表2土洞或叶片间结的小网上蜕皮%蜕皮时先由头部前缘螯肢基部向背甲支开!蛛

体的头胸部不断颤动!使皮慢慢向腹部后方脱下%随后所有步足与触肢伸直!与头胸部成直角!身体逐步移

动!将步足全部蜕出!3456后恢复自然状态%整个蜕皮过程用时 &(#,(456%蜕出的皮常见悬于乱丝上!幼

蛛7静守8一旁!也有 32*龄幼蛛在袋状网中脱皮%刚蜕皮的幼蛛呈白色!,9后变为淡青灰色!1:后体色加

深%幼蛛各龄期特征见表 3%
表 ; 第 <代拟水狼蛛的幼蛛各龄期特征 )&(((!重庆北碚!44+

=>?@A; BCDEAF@DGHIJK>F>JLAFDILDJIMNLKAIAJMGEHAGAF>LDMGOM@NICDEAFPQRSTSUVWXQRSTQYVU)&(((!Z[5\[5!]9̂6_‘56_!

44+

幼蛛 ab5:[cd56_
观察蛛数)头+
ef4g ĥib5:[c

体长 j[6_k9
ĥ\̂:l

头胸长 j[6_k9
ĥm[b9nd̂k9̂cno

头胸宽 p5:k9 ĥ
m[b9nd̂k9̂cno

腹长 j[6_k9 ĥ
n\:̂4[6

腹宽 p5:k9 ĥ
n\:̂4[6

1ik56iknc "( 1g*$& (g"30 (g*1’ (g"0$ (g’$*
&6:56iknc *( 1g",$ (g$*0 (g"11 (g0*1 (g3&&
,c:56iknc &3 &g0," 1g&*$ 1g&*, 1g($’ (g$,"
’k956iknc &, ’g&*, &g($0 1g&," &g103 1g,1,
3k956iknc &( ’g003 &g*03 &g1,, &g1*0 1g"("
*k956iknc 13 ’g"1, &g0"" 1g"3( &g&3( 1g&&3

从表 3可知!1龄与 &龄2,龄与 ’龄23龄与 *龄在大小2形态上相差不大%雌雄蛛蜕皮 *#0次后!触

肢器和外雌器显形但结构尚不清楚!到最后一次蜕皮性成熟时称为亚成蛛!实为 0或 "龄幼蛛%最后一次

蜕皮后!雌蛛生殖厣清晰可见!雄蛛须肢末端膨大呈黑色!表明蜘蛛已经性成熟%拟水狼蛛是否性成熟关键

看生殖器!与个体大小关系不大%
表 q 拟水狼蛛成蛛耐饥力 )&(((年 3#"月!重庆北碚+

=>?@Aq rsF>LDMGMNLM@AF>LDGHIL>Ft>LDMGNMF>Es@LOM@N

ICDEAFPQRSTSUVWXQRSTQYVU)hĉ4 unlk̂ vf_fik!&(((!

Z[5\[5!]9̂6_‘56_+

试验时间

w[ik56_
k54[

蜘蛛数)头+
ef4g ĥ
ib5:[c

耐饥历期 xfcnk5̂6
ĥk̂d[cnk56_ikncynk5̂6

最长

ĵ 6_[ik

最短

a9̂ck[ik

平均

vy[cn_[

&(((z(3z(0 1’ 3, ,& ’&g3
&(((z(*z(0 &’ 30 ’1 ’$g(
&(((z(0z(0 &3 ’3 &" ,*g3

<g{g| 成 活 率 幼 蛛 出 卵 囊 后 至 性 成 熟 的 成 活

率!各代不一!但平均成活率达到 ,3g(.%,2’代跨

年 度!历 期 长!造 成 大 量 死 亡!成 活 率 仅 &1-’.#

&0-3.!平均 &’-1./第 1和第 &代 成 活 率 较 高!达

’$-".#3*-,.!平均 3&-".%

<-{-} 耐 饥 力 拟 水 狼 蛛 具 有 较 强 的 耐 饥 能 力!
室内饲养 观 察 发 现!在 仅 供 给 水 源!保 持 一 定 湿 度!
不提供食物的条件下!成蛛仍可存活 &":以上!平均

’&-0:!但 不 同 时 期 的 耐 饥 力 不 同!可 能 与 温 湿 度 有

关)见表 *+%

{ 小结与讨论

从拟水狼蛛的生物学2行为学和生 态 学 特 性 看!该 蛛 生 长 历 期 长2繁 殖 力 强2孵 化 率 和 成 活 率 高2环 境

适应性好2田间种群数量大~*!2对水稻害虫的捕食量大控制作用强~0!!有重要的保护和利用价值%该蛛的产

卵次数2产卵量2孵化历期2孵化率与自然界的温湿度以及产卵次第有关!其中产卵量2孵化率与孵化历期

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还值得研究%
有研究证实!蜘蛛的蜕皮次数与成蛛身体的大小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即蜘蛛的年龄和身体大小要受

到蜕皮次数的限制~"!%同时!许多蜘蛛存在性二态性!即雄蛛个体小!蜕皮次数比雌蛛少%拟水狼蛛成蛛属

于中型蜘蛛!其体长与蜕皮次数的关系符合 j[yl法则~"!%但与许多蜘蛛不同的是!拟水狼蛛雌2雄蛛在蜕

皮次数和发育历期上差别不明显!这点与拟水狼蛛类似的蜘蛛还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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