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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农业景观中景观结构和生境特征对林表生蜘
蛛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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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育部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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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捕食者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生物防治是有效而经济的。 蜘蛛作为农业景观中重要的捕食者，在不同的尺度上研究景

观和环境要素对其多样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有关黄河下游农业景观研究中，关于蜘蛛多样性的研究报道较少。 本研

究针对黄河下游农业景观中林地生境的蜘蛛多样性展开研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和 ７ 月采用陷阱法调查林地生境中蜘蛛种群的分

布及其多样性，分析了对蜘蛛多样性影响最强烈的环境因子，以及不同蜘蛛种群对草本植被盖度的不同选择。 结果发现：研究

区林地生境内蜘蛛的优势种群为星豹蛛（Ｐａｒｄｏｓａ ａｓｔｒｉｇｅｎａ）、单带希托蛛（Ｈｉｔｏｂｉａ ｕｎｉｆａｓｃｉｇｅｒａ）、类水狼蛛（Ｐｉｒａｔａ ｐｉｒａｔｏｉｄｅｓ）和陕

西近狂蛛（Ｄｒａｓｓｙｌｌｕｓ ｓｈａ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 不同尺度上的景观要素和环境要素（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在不同的

季节均为 １００ ｍ 尺度上的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最大。 在 １００ ｍ 尺度上，不同的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也不同，

春季林地中的植被盖度对其影响最大，路距和林地面积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夏季林地中的植被高度和植被盖度对其影响最

大，其余解释变量的影响则极小。 不同的蜘蛛种群对草本植被盖度大小的偏好不同，多数蜘蛛偏好高的植被盖度，如星豹蛛和

白纹舞蛛（Ａｌｏｐｅｃｏｓａ ａｌｂｏｓｔｒｉａｔａ）等，也有部分蜘蛛种群偏好中、低植被盖度，如赫氏花蟹蛛（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ｈｅｄｉｎｉ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白斑猎蛛

（Ｅｖａｒｃｈａ ａｌｂａｒｉａ）和皮雄红螯蛛（Ａｒａｎｅａｅ）。 研究表明，黄河下游农业景观林地生境中，不同的景观要素和环境要素在不同尺度

和不同季节上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草本植被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极为显著。 因此在研究区内合理规划林地

的建设，加强草本植被的保护，提高林地捕食者的数量，有助于生物防治工作的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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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 ｆｅｗ ｓｐｉ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ｈｅｄｉｎｉ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 Ｅｖａｒｃｈａ ａｌｂａｒｉａ， Ａｃｈａｅａｒａｎｅ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ａｎｄ Ａｒａｎｅａ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ｒ Ｌｏｗ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ｍｅ
ｓｐｉ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 （＞０．２），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ａｓｔｒｉｇｅｎａ， Ｈｉｔｏｂｉａ ｕｎｉｆａｓｃｉｇｅｒａ．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ｅｒｂ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ｓｐｉ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ｒｂ； ｓｐｉ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ＩＣ；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农业景观是半自然生境（如农田边界、林地、沟渠、树篱等）和集约化农用地组成的景观镶嵌体［１］。 生物

多样性能够制约生态系统服务的发挥［２⁃４］。 农业景观中非农生境的存在，为农业景观中绝大部分的生物提供

了生存所需的资源（如食物）与环境（如繁育场所和迁移廊道等） ［５⁃６］，在维持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７］，是一个研究生物多样性影响因素比较理想的区域［８⁃９］。
景观异质性是景观结构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和非随机性，包括空间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和功能异质性，而

组成异质性和构型异质性是空间异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０］。 景观异质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

学者广泛关注，研究尺度从生境间、田块间一直扩展到区域，甚至跨国界的不同尺度上的比较研究［１１］。 节肢

动物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生态系统的节肢动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研究

多集中在农田［１２⁃２１］、草地［２２⁃２４］、森林［２５⁃２９］ 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地表节肢动物，发现景观异质性对地表节肢

动物的影响存在尺度效应，而且不同景观类型对地表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也不同［３０⁃３３］。 在农业景观中的研

究发现由于半自然生境的存在而形成的异质性农业景观，对于节肢动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３４］。 虽

然半自然生境的改善成为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途径，但大部分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呈现下降趋

势［３５⁃３７］，且还没有充分的数据解释下降原因［３８⁃３９］，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４０］。
黄河下游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封丘县地

处黄河下游黄淮海平原典型地区，以农业景观为主，农业景观异质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研究，对于区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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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的发挥和生态系统稳定至关重要。 近些年来，区内景观异质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等研究

逐渐受到重视［４１⁃４２］。 蜘蛛作为地表节肢动物中的捕食性天敌，对于当地的害虫控制具有显著的作用［４３⁃４５］，但
是关于非农生境与蜘蛛种群的多尺度关系的研究还很少。 鉴于此，以黄河下游农业景观为研究区，在林地生

境中设置样地，通过调查蜘蛛种群的多样性和不同尺度上解释变量对多样性的影响程度，（１）分析林地生境

中蜘蛛种群的组成与分布；（２）辨识影响蜘蛛多样性的最优空间尺度；（３）探讨最优尺度上不同的解释变量对

蜘蛛多样性的影响；（４）研究林地生境中不同的蜘蛛种群对草本植被盖度大小的响应，旨在通过研究不同尺

度上解释变量对蜘蛛种群的影响，确定对该区域内蜘蛛多样性影响最大的解释变量，为该区域农业景观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管理及其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３４°５３′—３５°１４′ Ｎ，１１４°１４′—１１４°４６′ Ｅ，海拔 ６５—７２．５ ｍ），是黄河下游

典型的农业区，全国的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１３．５—１４．５
℃，年平均降水量 ６１５．１ ｍｍ。 土壤类型以潮土为主。 地貌为黄河冲积平原，形态复杂，沙岗、平原、洼地兼有。
近年来，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景观类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带性植被落叶阔叶林几无存在，取而代之

的是大面积分布的农田（包括旱田、水田和设施农业等），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６６．４％。 林地多呈斑块状散

布在农田和居民点周边，以人工种植的杨树（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ｐｐ．）林为主，间有极少量的混交林和次生林。 植物物种

主要隶属于菊科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禾本科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豆科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十字花科 （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和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等 ５１ 科，１５７ 属［４２］。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与取样

在研究区选取了一个典型样带，在该样带共选取 ３０ 块林地为调查样地（图 １）。 每个样地中选取 ５ 个典

型样方，每个样方之间间隔至少 １０ ｍ。 采用陷阱捕获法调查表生蜘蛛种群。 陷阱采用 ＰＰ 塑料杯（口径 ７．８
ｃｍ，底径 ６ ｃｍ，深 １７．５ ｃｍ，容积 ５００ ｍＬ），将其埋入地表中，杯口与地表齐平，其中放置 １５０—２００ ｍＬ２０％浓度

乙二醇和 １ 滴洗涤剂。 取样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和 ７ 月，在野外布设 ６ ｄ 后收回，立即将各陷阱中捕获到的蜘

蛛按对应样点编号放入含 ７５％酒精的 １０ ｍＬ 带盖离心管中保存，并尽快在实验室进行鉴定分类和计数。 在

对蜘蛛取样的同时，采集土壤分析样品。 在每个样地内，按照蛇形采样法随机布设 １０ 个左右的采样点，每个

样点采集 １００ ｇ 左右的表层土壤样品（厚 ２０ ｃｍ），然后将其充分混合，按“四分法”舍弃多余土样，保留 １ ｋｇ 左

右的分析样品。 取回的土壤样品先带回实验室进行风干，挑出植物残体和砖瓦块，用研钵磨碎，全部通过孔径

１ ｍｍ 的土壤筛后备用。 同时采用法瑞学派的典型样地法（１×１ ｍ２）在每个样地对林下草本群落进行调查。
２．２　 数据处理

用蜘蛛种群的丰富度和多度来代表多样性，其中以样地内出现的种群数目来表示蜘蛛的丰富度，以样地

内出现的种群个体数量来表示蜘蛛的多度。 一般情况下多度与丰富度之间显著相关［４６］，且在本研究中地表

节肢动物多度与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用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 对数据进行检验，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则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排列进行分析，相关系数 ＝ ０．８３４， Ｐ ＜ ０．０１），故采用蜘蛛种群的多度代表蜘蛛种群的多样性作为数据

分析的响应变量。 根据蜘蛛种群的生活习性，以每片林地采样点为中心，分别设置 １００、２００、３５０ 和 ５００ ｍ 四

个不同半径的缓冲区，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从中提取出所需的景观变量（林地面积、农田面积和路距），加之采样点

的土壤分析数据和草本植被调查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解释变量（表 １）。
首先对所有的解释变量进行 ｌｎ 标准化，然后使用 ＭＡＳＳ 包中的赤池信息量准则（ＡＩＣ），确定最优研究尺

度，以及最优尺度上不同变量对蜘蛛种群多度影响强度（采用权重 Ｗｉ）的顺序，由于样本量较少，故使用修正

后的 ＡＩＣ，即 ＡＩＣｃ 来比较和排列。 为了比较不同蜘蛛种群对不同草本植被盖度的偏好，在本研究中根据不同

３　 ６ 期 　 　 　 赵爽　 等：黄河下游农业景观中景观结构和生境特征对林表生蜘蛛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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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采样点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采样点的草本植被盖度的大小，把 ３０ 个样点均分为 ３ 个等级：高植被盖度（植被盖度大于 ２３％）、中植被盖度

（小于 ２３％大于 １２％）和低植被盖度（小于 １２％），即每个等级均包括 １０ 个样点。 之后使用 Ｌａｂｄｓｖ 包中的指

示值法（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ｄＶａｌ）确定每种蜘蛛在不同程度的植被盖度内的分布情况。 以上操作均是在 Ｒ［４７］

统计软件中进行的。

表 １　 不同尺度下的解释变量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空间尺度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最小值－最大值
Ｒａｎｇｅ （ｍｉｎ⁃ｍａｘ）

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 ± ＳＤ

林地面积 ／ ｍ２ 景观尺度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１００ｍ ２３６—６４３０ ３２４７±１５０１

２００ｍ ３６４４—１７７９７ ８２２２±３７９１

３５０ｍ ７４２２—５５８７６ １７６８８±９３９９

５００ｍ ７６８８—８４００４ ３０４０７±１６８５５

农田面积 ／ ｍ２ 景观尺度

Ｃｒｏｐ ａｒｅａ １００ｍ ６３７—７１５８ ３４５８±１５９６

２００ｍ ８７７５—２６５２１ １７４８１±４５４９

３５０ｍ ３４１６０—７６９８２ ５８１２４±１０９５３

５００ｍ ７５６５６—１６２１１７ １２２７５５±２０７３６

路距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ｏａｄ ／ ｍ 局地尺度 １８—１２６９ ４３４±３９７

氮 Ｎ ／ ｐｐｍ 局地尺度 ２．６—８．４ ４．６±１．２

磷 Ｐ ／ ｐｐｍ 局地尺度 １３．８—２１．４ １８．１±２．３

钾 Ｋ ／ ｐｐｍ 局地尺度 ７—１１４ ２９．３±２６．２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 （ｇ ／ ｋｇ） 局地尺度 ２—７．５ ３．８±１．３

草本植被高度 Ｈｅｒｂ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局地尺度 ９—５２ １５．４±９．７

草本植被盖度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局地尺度 ５—８２ ２０．４±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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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林地蜘蛛多度分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和 ７ 月对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典型农区林地生境内的蜘蛛为研究对象进行取样调查，共捕

获 ２１ 种蜘蛛共 ５６５ 头，其中优势种群（多度大于总捕获数 １０％的种群）共 ４ 种，分别为星豹蛛（Ｐａｒｄｏｓａ
ａｓｔｒｉｇｅｎａ）（１６８ 头，占捕获总数的 ２９．７３％）、单带希托蛛（Ｈｉｔｏｂｉａ ｕｎｉｆａｓｃｉｇｅｒａ）（７４ 头，占捕获总数的 １３．１０％）、
类水狼蛛（Ｐｉｒａｔａ ｐｉｒａｔｏｉｄｅｓ）（６８ 头，占捕获总数的 １２．０４％）和陕西近狂蛛（Ｄｒａｓｓｙｌｌｕｓ ｓｈａ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５９ 头，占捕

获总数的 １０．４４％）（图 ２）。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林地生境内共捕获蜘蛛 ２９４ 头，分属 １４ 种。 常见种为星豹蛛（７９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

的 ２６．８７％），陕西近狂蛛（４７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１５．９９％），单带希托蛛（４５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１５．３１％），隆背微蛛（Ｅｒｉｇｏｎ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３０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１０．２０％），有 ５ 种蜘蛛的个体数均小于

１０ 头。 ７ 月在林地生境内共捕获蜘蛛 ２７１ 头，分属 １８ 种。 常见种为星豹蛛（８９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３２．８４％），类水狼蛛（４１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１５．１３％），单带希托蛛（２９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１０．７０％），甘肃平腹蛛（Ｇｎａｐｈｏｓａ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２８ 头，占所有样地捕获总数的 １０．３３％），有 １０ 种蜘蛛的个体数

均小于 １０ 头。

图 ２　 不同种蜘蛛的多度

Ｆｉｇ．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ｐｉｄｅｒ

３．２　 最优尺度的选取

由于蜘蛛种群对不同尺度的解释变量响应不同，及蜘蛛种群的生活习性的不同，不同地区和不同尺度的

解释变量对蜘蛛种群多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在研究区内，使用 ＡＩＣｃ 值的大小来判断不同尺度的解释变量

对蜘蛛多度的影响大小，且 ＡＩＣｃ 值越小，影响越大。 从图 ３ 可知，春季（图 ３Ａ）１００ ｍ 尺度的 ＡＩＣｃ 值为２４０．８，
小于其它三个尺度（２４２．９， ２４２．５， ２４２．１），因此 １００ ｍ 是研究春季响应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最优尺度；
夏季（图 ３Ｂ）１００ ｍ 尺度的 ＡＩＣｃ 值为 ２１７．８，小于其它三个尺度（２１９．５， ２２０．２， ２１９．７），因此 １００ ｍ 是研究夏

季响应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最优尺度。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最优尺度为 １００ ｍ。
３．３　 不同的解释变量对蜘蛛多度的影响

在 １００ ｍ 尺度上，不同的解释变量对响应变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本文引入 ＡＩＣ 方法中的权重（Ｗｉ）来
量化解释变量的影响大小，且 Ｗｉ 越大，影响越大。 从图 ４ 可知，在春季（图 ４Ａ），对响应变量（蜘蛛多度）影响

最大的是植被盖度（Ｗｉ ＝ ０．３６），影响极为显著，其次农田面积（Ｗｉ ＝ ０．１３）、路距（Ｗｉ ＝ ０．１１）和林地面积

（Ｗｉ ＝ ０．１０）对响应变量也有较显著的影响，而 Ｋ、有机质、Ｐ、Ｎ 和植被高度则影响不显著；在夏季（图 ４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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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尺度下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Ａ 为春季，Ｂ 为夏季

究结果更为明显，对响应变量（蜘蛛多度）影响最大的是植被高度（Ｗｉ ＝ ０．７１）和植被盖度（Ｗｉ ＝ ０．２８），影响

极为显著，而其它解释变量的 Ｗｉ 值和仅为 ０．０１，对响应变量的影响极为微弱。 综上可得，在研究区林地生境

内，草本植被的高度和盖度对蜘蛛的多度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而蜘蛛种群所在林地的面积、周围农田的面积

以及土壤因素对蜘蛛的多度影响则不显著。

图 ４　 不同解释变量的权重值

Ｆｉｇ．４　 Ｗ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３．４　 不同的蜘蛛种群对植被盖度大小的响应

对春季林地内蜘蛛的多度与草本植被盖度的相关分析显示，蜘蛛多度与草本植被盖度呈正相关（Ｐ＜
０．０５）。 但通过 ＩｎｄＶａｌ 法分析可知，不同种的蜘蛛对植被盖度大小的偏好不同（表 ２）。 在所捕获到的 １４ 种蜘

蛛中，有 ７ 种蜘蛛偏好高植被盖度（ ＩｎｄＶａｌ 值在高植被盖度中最高），尤其是狼蛛科的星豹蛛、白纹舞蛛

（Ａｌｏｐｅｃｏｓａ ａｌｂｏｓｔｒｉａｔａ）、平腹蛛科的单带希托蛛和皿蛛科的阴沟瘤蛛（Ｕｍｍｅｌｉａｔａ），且白纹舞蛛、阴沟瘤蛛和异

囊地蛛（Ａｔｙ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ｔｈｅｃｕｓ）集中在高植被盖度下；有 ４ 种蜘蛛偏好中植被盖度，且赫氏花蟹蛛（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ｈｅｄｉｎｉ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白斑猎蛛（Ｅｖａｒｃｈａ ａｌｂａｒｉａ）和亚洲希蛛（Ａｃｈａｅａｒａｎｅ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集中在中植被盖度下；仅有皮雄红螯

蛛（Ａｒａｎｅａｅ）偏好低植被盖度，且分布较为集中；陕西近狂蛛和隆背微蛛对中、低植被盖度的偏好相同，且
ＩｎｄＶａｌ 值均大于高植被盖度，但陕西近狂蛛集中在中、低植被盖度下。 同科蜘蛛对植被盖度的偏好也不尽相

同。 狼蛛科（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占所有捕获蜘蛛多度的 ４５％（其中星豹蛛和类水狼蛛是常见种群），且均偏好于高植

被盖度（表 ２）；平腹蛛科（Ｇｎａｐｈｏｓｉｄａｅ）占所有捕获蜘蛛多度的 ３７％（其中陕西近狂蛛和单带希托蛛是常见种

群），甘肃平腹蛛和陕西近狂蛛偏好于中、低植被盖度，而单带希托蛛则不同；皿蛛科（Ｌｉｎｙｐｈｉｉｄａｅ）占所有捕获

蜘蛛多度的 １６％（其中隆背微蛛是常见种群），阴沟瘤蛛偏好高植被盖度，而隆背微蛛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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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蜘蛛种群在不同植被盖度下的 ＩｎｄＶａｌ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ｄＶ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ｐｉ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高植被盖度
Ｈｉｇｈ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中植被盖度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低植被盖度
Ｌｏｗ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星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ａｓｔｒｉｇｅｎａ 狼蛛科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１７

类水狼蛛 Ｐｉｒａｔａ ｐｉ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狼蛛科 ０．２２ ０．１２ ０．１１

奇异獾蛛 Ｔｒｏｃｈｏｓａ ｒｕｒｉｃｏｌａ 狼蛛科 ０．１５ ０．１３ ０

白纹舞蛛 Ａｌｏｐｅｃｏｓａ ａｌｂｏｓｔｒｉａｔａ 狼蛛科 ０．２３ ０ ０

甘肃平腹蛛 Ｇｎａｐｈｏｓａ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平腹蛛科 ０ ０．１４ ０．１２

陕西近狂蛛 Ｄｒａｓｓｙｌｌｕｓ ｓｈａ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 平腹蛛科 ０ ０．３１ ０．３１

单带希托蛛 Ｈｉｔｏｂｉａ ｕｎｉｆａｓｃｉｇｅｒａ 平腹蛛科 ０．４８ ０．１４ ０

隆背微蛛 Ｅｒｉｇｏｎ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 皿蛛科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３

阴沟瘤蛛 Ｕｍｍｅｌｉａｔａ 皿蛛科 ０．２５ ０ ０

赫氏花蟹蛛 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ｈｅｄｉｎｉ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 蟹蛛科 ０ ０．１０ ０

白斑猎蛛 Ｅｖａｒｃｈａ ａｌｂａｒｉａ 球腹蛛科 ０ ０．１３ ０

皮雄红螯蛛 Ａｒａｎｅａｅ 管巢蛛科 ０ ０ ０．１０

亚洲希蛛 Ａｃｈａｅａｒａｎｅ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隐石蛛科 ０ ０．１０ ０

异囊地蛛 Ａｔｙ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ｔｈｅｃｕｓ 地蛛科 ０．１０ ０ ０

４　 讨论和结论

景观要素和环境要素在不同季节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 以最优尺度 １００ ｍ 的分析结果

为例，春季各个要素对蜘蛛多样性影响最大的是草本植被盖度，其次为农田面积、路距和林地面积，土壤要素

和植被高度对其则影响较小；夏季草本植被高度和盖度对蜘蛛多样性影响最大，其余景观和环境要素对其影

响极小。 对比两季差异可知：（１）植被盖度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一直较为显著，而由于研究区林地生境内部

的草本植被多为一年生植被，采样日期为 ４ 月底 ５ 月初，植被高度受到限制，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也就随之降

低，但随着夏季的到来，植被高度有了较快的增长，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也就随之显著；（２）在春季，农田面

积、路距和林地面积对蜘蛛多样性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在夏季，这种影响变得极其微弱。 这是由于春季林地内

草本植被地上生物量较低，所吸引的植食者较少，而蜘蛛多为捕食者，因此林地附近的农田就成为林地蜘蛛捕

食的良好场所。 同样，由于林地内草本植被盖度和高度较低，较小的林地面积对生活在其中的蜘蛛种群，不能

提供足够的栖息地来应对道路所带来的人为干扰，而夏季草本植被茂盛（盖度和高度均较高），对蜘蛛种群来

说，既能提供足够的食物供给（植食者），也能提供合适的栖息地。 因此在春季，农田面积、路距和林地面积对

蜘蛛多样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夏季影响则极其微弱。
草本植被的盖度和高度是对林地蜘蛛多样性影响最大的解释变量。 研究区内的蜘蛛种群，均为捕食性

（游猎型），其多样性的增加有助于“自上而下”的害虫控制，且当地的林地多数为杨树林（采样点所在的林地

均为杨树林），而春季是抑制杨树林害虫爆发的关键时期，因此选择春季进一步的研究草本植被对蜘蛛多样

性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蜘蛛种群对植被盖度大小的偏好。 从蜘蛛多样性与草本植被盖度的相关分析以及表

２ 可知，半数的蜘蛛（其中包括春季的常见种星豹蛛和单带希托蛛）更倾向于高的植被盖度，而高的植被盖度

为蜘蛛种群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植食者），以及提供更多更适合的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由于部分蜘蛛种类

（多数为个体数较少的蜘蛛）生活习性等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为更倾向于中、低植被盖度。 因此在进行研究

区林地规划时，要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虑，营造不同类型的林地，提高蜘蛛种群的多样性，有利于当地的生物防

治工作。
林地内的草本植被对蜘蛛的多样性有较强影响，合理降低人为活动干扰，增加林地内草本植被的面积，提

高林地内部生境的复杂程度，有助于增加有利于蜘蛛生活的生境数量，提高蜘蛛种群的多度，对于林地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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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保护和农业景观中的生物防治工作均有一定的益处［４８］。 害虫的减少有利于农业生产者农药使用量

的降低，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使农作物表面农药残留量随之降低，对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供给服务的

良好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增加林地内部草本植被时，也应考虑不同的蜘蛛种类对植被盖度和高度的不同

响应，合理的规划研究区林地的建设，提高林地捕食者的数量，以生物防治的方法控制林地害虫的爆发。 在进

行研究区林地内部规划，调整草本植被的同时，也应关注附近的农田和道路，其在特定时期（本研究中的春

季）也会对林地内部的蜘蛛种群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对于本文的研究区域———黄河下游地区，增加林地地

表的草本植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春季中，蜘蛛种群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林地和周围的

农田生境以生物防治的方法减少其中植食者的数量，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

行与发展和当地生产者经济利益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建议进一步可以研究其它捕食者类群（如鞘翅目中

的部分捕食者种群）对环境要素和景观要素的不同响应，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防治工作以及生态系统

的服务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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