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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南宁地区农田自然 蜘蛛群落和早地虢蛛亚群落结构囊其多样性最行了研究。 

1．农田区蜘蚌群蒂有14科、4l属、80种．主要成分蓦食虫瘤脂蝽、扭环毁虢蜂、靠【水虢蜂 奇异 

獾蛛和豹蝽属种类，十悸数 以食虫痼胸蜂最多．早地璇蝽亚群 落主要成分是奇异疆蜂和豹蜂属种樊． 

2．稻 田区 蜘蜂 群蒋 多样性 指数 m埂 杂草群 落最 高， 早稻 田群 落最 低 ．多样性 均 匀度和种 美 丰 

富度时弼格局是旱，晚蓿皆随时间申列增加。平均 多样性，均匀度和十体数， 晚稻均高于早稻．嚷蜂亚 

群落多样性和均匀窿以草地最高． 

9．应甩群落比啻6相似性和聚燕分析表明．挝环绠虢蝽与拟木虢蚌和奇异疆蝽与豹蟀属种类是组 成 

当地农田区的水田和旱地生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虢蜂亚群落主要成分。 

率文试图揭示 农田生鸯系统 中妁稻田蜘蚌一在不蔓化学农药干扰下群落结构盈其多样性变化．并 以 

虢蛛亚群落为代 表， 比较 农田区内不同生境的群蒋结构殛多样性 与生境生盎特征竹关系．为害虫防治 和 

动暂资擐的利 啊提供参考 

美t 词 蜘 蛛群 落 结构， 多样性 ， 农 田。 

一

、 研究方法 

本项工作分别于1980--1982年稆1985--1966年在南宁市北郊平原农田匿进行。属南亚热 

带型气候 ，年平均 温度20—23℃，年平均降雨量1500毫米以上。调查不同植被条件或作物娄 

型的地块 ，包括早稻田、晚稻田、冬作田、田埂杂草、玉米地、花生地、柑桔园和草地等 其 

中，稻田各三块，其余 各两块，每块面积 3亩以上。水稻 田蜘蛛采用分行跳跃单丛取样 ，田埂 

杂草隔 2米取 l米长。种群组成每月调查一次 每次捕捉不少于 100头。稻田蜘蛛数量消长 

每 7～l0天调查一次，每次取100丛，目翊4计数。旱地狼蛛用诱捕法 ，每一调查地块放置 

塑料诱捕杯10个，杯口径 5．6cm 深约 10cm，每隔 l米放 1个，成一字形排列，杯口平土 

面 ，内盛 4 福尔 马林液，加少许肥皂粉，福尔马林液约占 1／3杯容积，雨天砬及时更换诱 

捕液 每lO一15天检查一次结果。上述各调查地块，皆不受化学农药干扰。 

二、 结果与分析 

1．农田蜘蛛群落组成及其空闻鼍置 

南宁市郊区蜘蛛群落结构组成有14科、4l属、8O种。共捕获6061头 (见表 1)。 

经用Bergerparker优势度指数测定各生境优势种 ，冬季苕子田和旱稻田是食 虫 瘤 胸 

蛛 (Ummetiata insecticeps)，指标最高分别为i 0．4450、0．5964，晚稻田和由埂杂草是拟 

环绠狼蛛 (Lycosa Pseudoannulata)，指标最高分别为 0．3736、6．3219。稻田各生境的蜘蛛 

何渡，覃开信同志，原植保专韭学生张业光，唐纪良 黄海诸 廖东红等曾参加都分田阊工怍I联邦镶置拍秫技 术 

尢学H upt，j博士惠带文献，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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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田医蜘蛛且、科、属、种殛个体戤百分比。 

T e 1 The number pn储n 邪 of order，f2m y genusP spec~．es Bnd ind u 
’  

∞umbers 。pider c0mm1l丑r竹 in c．1tiv=埘 ll丑d 

：====～、 、 f r 属 种 十体数(头) 

科
＼  ＼  

数 数 数 ％ 
I 

擞 蛛 科 4 0．8 8 10．0 499 4I．10 

搪 蛛 科 5 12．2 10 12．5 1970 32．50 

肖 蛸 辑 3 T．3 14 17．5 449 7．40 

园 蛛 释 1 7 1 T．0 1l 1 3．8 225 3．70 

猫 蛛 科 1 2．4 4 5．0 92 1．50 

球 虞妹科 3 7 3 10 12．5 404 6．TO 

跳 蛛 辑 ’ 4 9 8 7 8．8 1 30 2．10 

当 蛛 l辩 J 3 7．3 3 3．8 169 ．80 

管 巢蛛羊I 3 ．3 3 3．8 45 0．TO 

缝 蛛 ．韩 4 — 9．8 4 5．0 37 0．60 

栅 蛛 科 1 2．4 l 1．3 2 0．03 

橱 斗 蛛科 1 2．4 2 2．5 0 0．32 

蝇 蛛 辑 1 2．4 2 2．5 9 0．14 

平 腹 蛛科 1 2．4 l I．3 10 0．16 

台 计 41 80 6061 

中邪份 鉴定 到 属，种 数实 际超 过 表列 数 日． 

优势集中性 以里稻田最高，游猎型狼蛛亚群落组成主 要 有 狼 蛛 属 (Lycosa)、水 狼 蛛 属 

(Pinta)、豹蛛属 (Pardosa)和獾蛛属 (Trochosa)。各生境狼蛛亚群落的优势种，晚稻 

田、稻田埂及玉米地是拟环纹狼蛛}早稻田是拟水狼蛛 (Pirata subptraticus)}草地、花 

生地和柑桔 园是豹蛛属种类 (Pardosa SPP)和奇异獾蛛 (Trochosa rUrieola) (见图 1)。 

为了进一步揭示各生境群落间的差异水平，采用Whittaker 相似性指数和最邻近法对狼蛛 

亚群落进行聚类比较 。 
i 

J=卜 l／2(∑ —D 1) 
i 

其中S为a、b群落中相对的种数，口 和b 为物种 i的个体数分别在a 群落中的比例。从 

聚类分析树枝图看出，以狼蛛作为一类指示动物，农 田七种生境可区分为两类型，一是旱地 

型，一是水田型。旱地型群落问的相异值较低，即相似性较高，最近似的是柑桔与草地，它 

们与花生地构成旱地型亚群落特征。一般，旱地型生态特征是土壤湿度较低，杂草丛生构成 

荫蔽度较好的栖境 适于獾蛛和豹蛛属种类生活。水田型群落间相异值较高，即 相 似 性 较 

低，按组成近似程度又分成早稻与玉米地 (玉米地近临水 田)，晚稻与稻田埂两组。 

水田型生境特点是比较潮湿，适于拟环纹狼蛛和水狼蛛属种类生活。上述结果表明： 

群落组成的相似或相异值与环境生态特征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对环境湿度梯度和植被类 

型，充分反映了当地农田蜘蛛群落在各生境中空间配置的重要适应特征 (见图 2)。 

2．农 田蜘蛛群落的时 间结构 

蜘蛛群落的发生和演替是与环境相互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其表现在时间上有 明显 的 节 

律。 1— 8月份，稻田区蜘蛛群落组成以食虫瘤胸蛛的微蛛科种群为主。其中最高比数是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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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鞒  
蟠 

蜃 

圈  锄  回  囹  
臻蛛 豹蛛 拟水狼蛛 拟环纹 碹蚌 

图 1 不 同生 境 虢蚌 亚群 落比 例 

Fig
．

1 The number percen~ges nf spider 

subcommunity at different habita~ 

田期，占群落总数的90．3 ；次为冬作田．占 

74．8 。 9—12月份则以拟环纹狼蛛的狼蛛科 

种群为主 ，在晚稻田高达42．2 (见图 3) 

由于各自环境不同，两种 蜘蛛皆能捕食多 

种害虫。早、晚稻害虫种类无显著差异，影响 

蜘蛛季相 的主要因素是环境温度。食虫瘤胸蛛 

适宜繁殖温度在25—28℃，在 南 宁 是 3— 5 

月，高温季节死亡率高 ；拟环纹狼 蛛 适 

于温度偏高季节发育繁殖，适宜 温 度 是 20— 

30℃，在南宁是 6— 9月份 ” 。随着水 稻 不 

同生育期的生理生态变化．稻田昆虫群落种类 

组成和均匀度亦会相应改变、与稻 田昆虫群落 

有跟随变化的蜘蛛群落必然反映出相应的时间 

变动格局 。 

3．农田蜘蛛群落的多样性 

圈 2 不同生境攘蛛亚群落分类树 枝圈 

Fig 2 Graph depicting branches of wolf spider 
subcommu~, at diff~ nt h bit 

同 固 图 口 卿 
一 融 ：t j 它 f 抖 

圈 3 稻田优势蜘蛛科季节变化 
Fig 3 The mont y ~hsa~ of dominE 

feanily of sp r Commtm|订 jn 

paddy field 

农田蜘蛛群落的发生、发展与演替特性可用多样性指数表示 ，用其指数可以 定 量 比 较 

不同生境群落结构特征 “ 。本研究用 Shannon--Wiener信息论的多样性指数公式I H = 
一 ∑P togeP ，式中 H，_多样性指数，Pi=第 i种的个体比例。S为种类数，e为均匀度， 

测定公式 ：e=I-I ／lnS。根据计算结果绘成图 4。从 图 4看出，稻田蜘蛛群落多样性与组成 

种的丰富度和种间个体数分布的均匀度两个结构参数有关。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皆随生育期 

序列逐渐增高。早、晚稻的多样性与均匀度呈明显相关 (早稻 r=0．99，r =0．95；晚稻 

r；0．97，r。：。 =0．95) 多样性与丰富度仅在早稻相关明显 ，，=0．97，r =0．95)。稻 

田区各生境间群落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均有极显著差 异 (P<0．01)， 以田埂杂草多样性最 

高，均匀度最大。早、晚稻田植被单一，一般 经 110—120天成熟收获，群落丰富度不易积 

累，所 以差异不显著。但是，平均多样性和均匀度晚稻均高于早稻。经用 Simpson优势集中 

性指数测定，早稻指标最高，与多样性分析 结 果 相 符 (见表 2、图4)。 

食虫瘤胸蛛是早稻优势种群，它的数量消长与稻飞虱的相关性比晚稻明显。对 飞虱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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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 稻田蜘蛛群藩、农田狼蛛亚群藩多样性H 值、种娄串t崖S均匀崖e和优势鼻中性指标C 
T曲 le 2 The spedes divers证， (H )，Species(S)，evenness(e)iud dominant caⅡce出 ltioⅡ(C)of spider 

communRy in paddy field aud W o1f spLder Subcommunity at diffe~nt hahitafis in cu]fivzted lend 

生 境 H e s j C 
田 类 

类 型 值 序 值 I 序 值 l 序 檀 I 序 
早 稻 田 I 623O 4 0．4333 4 0．3782 稻 

晚稻 田 2 31iO 2 O B144 3 0．I口62 

稻 田 埂 2．6330 1 O．7466 1 0．I 324 
田 冬作 田 2

．
2330 3 O．6504 2 0．21 87 

：抗集势中性指标。C=]E(Ni／N)z．Ni—— 每一种的十体数，N—— 总十休敷。 

制效能也是早稻明显 -- 。狼蛛亚群落各生 

境间的多样性和优势度 均 有 极 显 著 的 差 异 

(p<O．01)，以草地多样性指数最 高，均 匀 

度最大 ，田埂群落受农事季节操作影响，优势 

集中性指标则以田埂杂草最高。种类丰富度和 

均匀度各生境 间无明显差异 (见表 2)。 

三、小结与讨论 

1．南宁市郊农田区蜘蛛群落结构组成有 

14科，4l属 ，8O种 ，个体数以微蛛科、种类数 

以蛸肖科最多。稻田区优势种明显。冬作田和 

早稻田是食虫瘤胸蛛，晚稻田和 田埂是拟环纹 

狼蛛。 

2．比较 当地农田区内旱作地 与 稻 田 的 

狼蛛亚群落结构差异及其演替趋势 ， 初 步 看 

出草地开垦后种植柑桔 类果树 ，约经 3O多年 

的适应和协调进化，行间和树蓬下经常生长着 

许多禾本科杂草，湿度和植被改变不 明显，仍 

保持原草地的豹蛛属和奇异獾蛛的侥势种群， 

群落结构与草地比较相似。但是，草地开垦为 

水田后，经过长期种植水稻，湿度大 ，水分足， 

因为群落单纯，使原有的优势种群仅仅在田埂 

杂草中保持一定数量， 田间 被拟 环 纹 狼 蛛 

和拟水狼蛛种群代替。结台群落相似性和聚类 

稻 慨稻 

囤 4 蜘蛛群藩种类 丰富虚 S，十体敷N (对藏值)、 

刍样性值H 和均匀虚e季节韭化 
Fig

．
4 Graph depicting time-'Caries tendency 0f 

Spider Commun Species (s)，i~dlvL 

dn曩l numb~s ‘N ，log-valaes)，spec 

divers|订 ‘H ，曩nd evenness(C) 

三 

{；；船 船 0 黜． -二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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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狼蛛类为指示动物。豹蛛与奇异獾蛛、拟环纹狼蛛与拟水狼蛛为主的亚群落广泛分布 

于农田区的两类生境 ，即较干旱的旱地和较潮湿的稻田。可 以认为这是当地农田具有代表性 

的两个狼蛛亚群落。 

3．群落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田间群落的稳定性。稻田不碗生境，多样性和均 

匀度最高的是田埂杂草，最低的是早稻田。所以，早稻田数量变动明显 ，优势集中性高 ，群落 

结构较不稳定，丰富度 由少到多。蜘蛛群落多样性和均匀度 时间格局总趋势是早 、晚稻田皆 

随时间序列由低到高增加 ，相关明显。但是 ，种类丰富度仅在早稻相关 明显著，平均多样性 ，均 

匀度和个体数晚稻均高于早稻。五类旱地狼蛛亚群落，以草地群落多样性指数最高，均匀度 

最大。这与环境 复杂程度和稳定性有密切关系。 

4．稻田蜘蛛群落结构的时间格局 与水稻生育期而发生 的季节性节律相适应。 1— 8月 

份群落组成以食虫瘤胸蛛种群为主} 9--12月份，群落组成 则 拟环纹狼蛛种群为主。但食 

虫瘤胸蛛仍有相当比例 。很明显，这种变化趋势除了物种本身特性原因外，还与群 落所 

处环境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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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SPIDER COMMUNITY 

AND DIVERSITY IN CULTIVATED LAND 

Zhang Yongqiang 

(Departm 扎t D，plant pr on。G．an~ ^grfc“；Inral Co~~ge) 

In the paper． the structure of the spider community in cultivated l~nds and 

diversity on the condition of nonappljcation of insecticides in Nanning area were 

stndied． 

1． The total number of spiders collected was 6061 which includes 14 families， 

4I genues and 80 specie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spider community in paddy 

fields were UmmeHata insecticeps， Lycosa pseudoannu[ata， Pirata subpiraticus， 

Theridfon octomaculatum，TetraSnatha faponica and Dysch triognatha quadrim~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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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eta．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W olf spider subcommnnity ~vere Trochosa 

rUrteOla and Pardosa spp in arid lands． 

2．The diversities of the spider community at various habi tats of paddy field 

are different． It was maximum at the grass of dikes of field s， but minimum at 

the early rice． The diversity， species richness and evenness of spiders were increas— 

ed with time sequence from early rice to late rice． The average diversity， 

average evenness and average individual numbers of spiders ha l ate rice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early rice． The d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the W olf spider 

subeommunity were maximum in grass 1and． 

3． By using sim ilarity of the number proportion for community and analysis of 

FUZZY method．it was showed that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W olf spider subcom— 

mnuity were Lycosa pseudoannulata and Pirata snbpiraticus in p再ddY field， 

Trochosa ruricoIa and Pardosa spp jn arid land respectlvelY． These components 

afe quite typical of the W olf spider subcommunity in the two habitats in cultivated 

lands in Nanning area． 

Key words：stfucBtre of spider community，diversity，cultivat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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