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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性也较杂，̂̂ 糠麸到动勘饵料均能吃；一 

昆亲虾能抱卵数次，生殖周期短，生长速度快， 

年中繁殖期为 8个 月，生长期达 11个 月；该水 

域脊尾白虾苗源丰富，一年中有三次苗发高峰 

期，可以根据该水域脊尾白虾的世代变动和繁 

殖习性，对常规海水池塘采取多梯度放苗 ，轮捕 

轮养，投放人工藻礁或设置增饵网，施肥培水的 

办法和技术措施来养殖脊尾白虾，易获得亩产 

l 50- 250公斤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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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田三突花蛛的生物学特性初报 

丛 建 国 
(山东省潍坊教育学院生物系 

摘要 通过大田观察和室内饲养，发现武汉地区油菜田三突花蛛 3月中旬开始出来活动，4月中旬 

达到高峰期，主要隐蔽于穗菜花丛中，I三【待猎物到来，不结 网，有飞航习性，数量达 225头，百株，占总捕 

餐性天敌的 8 2％，同时开始交配、产卵。不仅与好虫、叶蝉的发生正相关 ，也和油菜的长势呈现正相关 

性，并对害虫起到明显的控制作用。可见，是油菜 田害虫的重要天敌。 

三突花蛛 (Mi~umenops fr“ 产 。‘“ )是 

湖北省油菜 田害虫的一大重要天敌，它种群数 

量大，对控制油菜田的害虫起着决定性作用。现 

将198 7年 l1月一l988年 5月对武昌郊区油菜 

田三突花蛛生物学特性进行的观察 结 果 作 一 

报 道。 

在武昌区周围固定五块油菜田，每隔 5天 

调查一次，调查时按五点取样，每点 1 00株，统 

计植株上害虫天敌的数量，所得标本带回室内 

分类鉴定，还到汉阳 、汉口、阳逻三地进行大田 

观察，了解其控制害虫的能力。在此过程中，还 

于 1988年 3月底采回越冬三突花蛛亚成蛛，分 

单个培养至成昧后配对交尾 、产卵、护卵及寿命 

和食性等观察。饲养时，将其放在 10×1．5厘 

米的试管中，用沾水的棉团放在试管内供蜘蛛 

取水，以菜蚜 、叶蝉作为饵料，一般 l一2天投放 
- 一 次新饵料 ，并保持管内清洁。 

结 果 

(一)油菜田三突花蛛与其它辅食 性 天敌 

的种群数量比较(见表 1)。由表 1看出，三突花 

蛛是涵菜田捕食性天敌中发生量最大的 一 粪， 

占常见捕食天敌总量的 82％。 

毫 1 兰突花蜂与其它捕食性无敌在 同时翱 

发生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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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花蛛在捕食性天敌这个群落中，其空 

间位置与油菜田群体结构紧密联系，总的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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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优势表现在上部有花部分，平时在花瓣中静 

静等待，当猎物靠近时 ，就迅速眺出将食物逮 

住，当受到惊扰时顺着吊丝下落到叶丛中，静 

下后不久，就又返回花丛中。有时也见到三突 

花蛛具有飞航习性，飞行距离达 4米之远。其 

它蜘蛛在中下层多结网捕食。为什么三突花蛛 

占据上部空间呢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油菜花散 

发的芳香气味目}诱了许多昆虫，它易捕到食物。 

(=)交尾 在冬季多见三突花蛛蛰 伏 在 

油菜基部土块下，田边树皮内。 4月中旬开始 

交配，当雌雄蛛相遇之后，雄蛛织一精网，将精 

液撒在上面 ，然后左 、右触肢交替吸吮，动作缓 

慢，雌蛛在叶面上耐心等待。然后雄蛛很快爬 

到雌蛛身边，甩第一对步足多次向雌昧作试探 

动作，当雌蛛不动时，雄蛛即伏到雌蛛背上，井 

将触肢末端的膨大部分伏在雌蛛的生殖厣上进 

行授精。授精时，可以明显看到雄蛛的贮精囊 

嘭大呈一白色球状，并不断收缩，雄蛛腹部也有 

节奏的动弹，两个触肢交替受精。～次交尾后， 

雄蛛又回到精网上释放精液，重复交配，在交尾 

期阆若受§Ⅱ惊扰雌 、雄迅速分开，一旦静下后， 

又重复进行。交尾结束后，雌、雄蛛分离，并在 
一

株油菜上生活，未见雌蛛吃掉雄蛛现象。 

(三)产卵 护卵 产卵时将油菜叶 或 草 

叶用蛛丝卷成一半圆形，然后用丝做成卵囊底 

部，将卵产在丝底上，再分泌蛛丝将其卵粒包 

裹，即成一白色的卵囊，每个卵囊卵粒平均在 

98左右，产下卵后，雌蛛在卵囊附近看护，直到 

若蛛从卵粒孵出，破囊分散后，才离开觅食。 

(四)耐饥力 室内饲养越冬代亚成 蛛 结 

果表明，耐罄I力很强，可以很长时间不取食不饮 

水。自 19'88年 3月 30日开始，采集越冬代雌 

雄蛛各 头，未给食给水，最迟到 5月底才死 

去o 3月31日采集越冬代雌雄蛛各 5头不给食， 

只给水，一直生活到 6月中旬。 

(五)油菜田三突花蛛自然消长硬对叶蝉、 

蚜虫的控制 为了掌握三突花蛛对害虫的自然 

控制效应，专门统计了叶蝉 ．蚜虫和三突花蛛的 

数量对比关系 (表 1)，由表 l可见 3月中旬始 

见少量活动，随着气温转暖，数量急剧增加到 

4月上旬百丛蛛数增到 11 3头，4月中旬达22 5 

头，下旬油菜长势减弱，花开始蕊谢，叶子渐黄， 

它们的踪迹就很难找到了，故在油菜田审三突 

花蛛只出现一个高峰期。这个高峰期的出现与 

叶蝉 、蚜虫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见图 1)。从图 

3月 4月 s月 

图 1 油菜田三突花蛛和主要害虫消长情况 

l可知，油菜田三突花蛛对叶蝉和蚜虫的控铷 

作用是明显的，3月下旬三突花蛛种群数量小， 

每百丛蛛数为 4O头，相应的叶蝉数量稍多，蛛 

虫比为 1：3。 4月中旬形成高峰期，叶蝉数量 

相对减少，蛛虫比为 1：2，此时蚜虫的数量也有 

明显下降，蛛虫比由上甸的 1：7降奎 1：6。 

在油菜田中，还经常见到三突花蛛捕食蚊 

子 、苍蝇、蜜蜂，有时也捕食其它蜘蛛。 从室内 

饲养看，它的捕食量是不少的，日平均捕食量是 

蚜虫 2O头，叶蝉 12头，从三窭花蛛的种群数 

量，捕食量及捕食害虫种类，不难看出对油菜害 

虫起着重要控制作用。 

此外，还发现种群数量与油菜长势有关，长 

势好的三突花蛛数量多 ，相反长势差的就少，从 

这五块田的两种类型百株计数看，高峰期比较 

好的田平均 1 200头／亩，差的 500头／亩。造成 

上述情况的原因，除了长势好的油菜田植株高 

大，环境荫蔽有利于蜘蛛栖息以外，还由于在好 

的田中害虫数量往往多于其他类型的田，有乖j 

于蜘蛛捕食。 

蔫啸 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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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通过对油菜田三突花蛛的生物 学 观 

察，可见三突花蛛是油菜田中害虫天敌的优势 

类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于 l0月份其它作物收 

获前 后采集卵囊或成 蛛在 室内保 种 ，翌年 早春 

在恒温控制下提前繁殖，在 3月下旬释放于油 

菜田中，为控制 4月份害虫发生打下基础。 

(二)由于油菜收获季节早，害虫种类少， 

三突花蛛等天敌是能够控制害虫发生的，不毖 

农药也不会导致油菜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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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钳蝎运动性活动的实验观察 

郭 1可栗 马 迎 草 
(坷 北 大 学 生 响 系) 

摘要 本文报道了一种用于 记录蝎运动性活动的装置——运动小室，以艮记录方法 。 该装置结构 

简单 ，不仅灵敏度高 ，且能满足长期连续记录的需要 。所得记录 图能客观地展示一昼夜中蝎运动性活动 

的若干规律 ．井可将运动区分为频繁走动和移位走动两类 ，后者再分为匪离移位和就地移位。对蝎运动 

性活动的某些特征做了讨论 。 

关于钳蝎 (Buthus martensi)的运动性活 

动规律 虽有报道，但对夜晚的活动高潮，仅仅是 

一 般地指出了其开始及终止的粗略时刻 ”。至 

于夜晚活动的具体特征如何?整个昼夜中全部 

运动性活动是怎样的?有无个体差异?用什么 

方法客观地、定量地展示这些特征?迄今未见 

报道。 

进一步了解钳蝎运动性活动的规律，不仅 

有助于蝎这一药用动物的捕捉和饲养，而且是 

蝎行为研究的基本方面。我们使用自己设计的 

装置，对钳蝎运动性活动做了初步研究。 

实 验 方 法 

实验用的 卯 只成年钳蝎 (雄 l3只，雌 24 

只)体态健壮，表面光泽，单个分养在直径 9凰 

米的棕色广 口瓶中(不加盖)，瓶底铺有 2厘米 

厚的黄土和细砂，每日滴加清水少许以防干燥。 

投放足量的黄粉虫 (Tenebrio raolitor)任蝎捕 

食。实验在 6—8月进行，室温 26--29~C。实验 

时将蝎移人运动小室(见图 1)，一室一蝎，在记 

录器上连续记录其运动性活动不少于 5昼夜。 

运动小室的构件是一块圆形平衡板及与其 

相联的记录笔，平衡板借金属轴安装在塑料筒 

的近底部，记录笔杆穿过筒壁上的小洞与平衡 

板联接(见图 1)。 蝎走动时压动平衡板，带动 

记录笔在记录器上划出竖线。根据记录图可以 

确切地了解运动特征的若干方面。 

记录器用不同型号的自记钟(主要是 QXZ 

型)。 

结 果 和 讨 论 
÷ 

(一)记录系统的应用效果 小室的 平 衡 

板是一个杠杆，安装时应使其近于水平。本实 

1)孙思糠 1981动物学杂志 (3 1。 

2)Brow~ell PH．198 5科学(中译本)(‘)- 35中国科 

学技来情报所重庆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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