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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S 前齿肖簟备代成蛛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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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代历期中以第二代历期最短、第五代 4．能捕食蚊虫和多种棉田、稻田、麦田的害 

历期最长；雄蛛全代历期短于雌蛛。各代历期 虫。 

中以一龄期最短。 

3．雌蛛一生最多可产 5个卵袋；以第二代 

的单雌平均产卵量最高， 

的孵化率的第一代最高。 

7一  ／f． 

以第五代的最低。卵 赵 

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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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蝎及仔蝎的若干生物学特性* 

塾 苤． 茔． 
(河北大学生物系，保定市 071002) Q 、2~,tf 

■要 本文实验用蝎绝大多数在夜间产仔。用特殊装置录得的图形显示，产仔前 l 2一B小时移 

位走动较多；产后约一周内活动减少，通常出现在傍晚前后的频繁走动消失。1337只仔蝎初生体重平均 

在 18rag以下 ，生后约 10天内不摄食，体重逐 日下降。 仔蝎与亲蝎间无特异性识别能力；绝大多数产蝎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中国动物学会学术年会(1989)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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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食幼仔。文中描述了产蝎母性行为的若干方面，以及 母性行为在未产孕蝎诱发的可能性，并对母性行 

为作了讨论。作者认为，用“残食”来描述蝎与蝎之间的某种关系，并没有触及其生物学特性的实质。 

在我国分布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蝎种是 

马氏钳蝎 (Buthus martens1)m，它是一种名贵 

的传统药 用动物。’据最近在动物身上所做的实 

验提示 ，马氏钳蝎的毒素是一 种强镇痛剂 ，其镇 

痛效果优于吗啡。关于马氏钳蝎的饲养、繁殖 

以及生态特性 等问题颇受重视 ，十年来也有一 

些实验报道n ，其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产 

蝎及仔蝎的一些生物学特性，这正是在饲养和 

繁殖中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此问题，我 

们于 1988—1989年做了如下的实验研究，试图 

进一步探索有关特征的规律性。 

(一)实验方法及结果 

选取 83只体态健壮、前腹部明显膨大的孕 

蝎供实验用。其中 42只选自 1989年 5月下旬 

从河北省涞水县山区采得的蝎群；另 41只选自 

经过人工饲养一年 1 988年 的 蝎 群。 实 验 在 

6—9月进行；各蝎分瓶单养，瓶内底土厚 2厘 

米，每日滴加清水少许以防干燥。饲料为黄粉 

虫 (Tenebrio molitor)，投放瓶中任蝎捕食o 

1．孕蝎产仔情 况 

在 83只实验蝎中有 8只(占 9．6％)在 白天 

产仔(其中 3只系 1989年采得，5只是经过人 

工饲养一年的)。 

其余 75只孕蝎都在夜间产仔 ，仔蝎生存率 

达 98．8％(共产出 1354只仔蝎，其中 l7只因未 

能挣脱卵膜而死亡；另产出卵粒共 12个)。每 

日上午查看孕蝎，若有仔蝎产出，当即将它们拨 

离母背，用分析天平称量总重(即窝重)，求出平 

均只重(窝重／只数)，即为初生重。兹将有关数 

据列于表 1。 

褒 l 孕蝎产仔情况的有关数据 

产仔只数t 

孕蝎来源 孕蝎只数 产仔日期 仔蝎平均初生 
总 计 平 均 只重(mg)A 

1989年采得 39 69l 17．7 一8．7 7月 25日至 8月 22日 17．9 

1988年人工饲养 36 646 17．9±5．3 7月 24日至 9月 17日 17．8 
一 年 ． 

● 

。在白天产仔的 8只孕蝎未计在内。 

t未脱出卵膜的 l7只仔蝎未计在内。 

A 平均只重=仔蝎总重，仔蝎只数。 

2．仔蝎在开食前的体重变化 

仔蝎出生的当天上午称量 初 生 重 (如前 

述)，以后隔日称重一次。仔蝎生后 10日内自 

然死亡较多，再由于称重操做更增加了死亡率。 

在同窝仔蝎中每当有 2只以上于同天死 亡 时， 

当天的平均只重必然较前增加。合理的推断是 

因为仔蝎在生后 10日内不摄食，弱小个体容易 

死亡，生存下来的是较大的强壮个体。例如857 

号孕蝎产仔21只，平均初生只重 19．9毫克，4 

日后下降为 17．7毫克；第 5日夜死亡 7只，于 

是第 6日的平均只重增到 19．7毫克 (图 1一A)。 

仔蝎死亡率高，因而给系统地观察仔蝎体 

重变化造成了困难。在所观察的 75窝 (仔 蝎> 

中，到生后 4天没有发生仔蝎死亡 的 有 21窝 

(占28％)；生后 6天没有发生仔蝎死亡的有 l5 

窝(占2O％)；生后 lO夭没有发生仔蝎死 亡 的 

仅有 1 1窝(占 14．7％)。 由图 1-B可见，在不 

发生仔蝎死亡的情况下，仔蝎平均只重逐日下 

降。 

仔蝎出生 10天以后，见有一部分开始摄食 

(吸食黄粉虫碎段的汁液；有的能迅敏捕捉快速 

游动的小型昆虫)，此时各窝仔蝎平均只重的变 

化趋势并不一致，有的略有升高，有的仍然下 

降。据报道，幼蝎虽喜吃黄粉虫，但发育不良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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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仔蝎开食前的体重变化 

A．g57号雌蝎所产 21只仔蝎平均只重的变化 

B．仔蝎出生后 10日内平均只重(仔蝎总重，仔 

蝎总数) 

前述结果是否与此有关，不能确定。实际上这 

可能与几方面的原因有关：(1)同窝的各仔蝎 

是否在同一天开食，以及各仔蝎的进食量是否 

相仿；(2)开食初期的进食量能否维持体重，或 

者使体重增加；(3)如前述，在发生仔蝎死亡的 

情况下，即使不摄食，余下的仔蝎平均只重也会 

增加。相反，在一次称重过后有部分体弱仔蝎 

死去，那么由该次称重计算出的平均只重必然 

较 小。 

3．产蝎母性行为的若干表现 

用专门的记录装置记录到 8只孕蝎在产仔 

前后数日内运动性活动特征——产仔前，于当 

日午后开始，移位走动增多(图 2，7—8)，直至 

夜间转为安静，次晨见到产出的仔蝎都已栖息 

在亲蝎背上；记录图上转为安静表明产仔完毕。 

产后约一周内，运动性活动 比产 前 减少，原 

有在夜晚出现的频繁走动 (图 2，8月 6日一 8 

月 7日)消失。此后，随着仔蝎活动 的 日渐 增 

多，产蝎在夜晚又出现频繁走动，初时较弱，且 

与产前的一般规律不同，数日后逐渐恢复至近 

于 产前。 

产蝎背负幼仔期间一般不摄食 (75只产蝎 

中有两只分别在产后第 1及 2天各捕食黄粉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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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孕蝎产仔前后的运动性活动记录(北京夏令时) 

1只)，后腹部向上前方卷曲，步足将身体明显 

撑起，对周围动因的敏感性提高。如将草杆伸 

向产蝎前方 1厘米处，其两须肢伸向草杆(并不 

钳住)，显示警戒或防御姿态。移动草杆，产蝎也 

随之转动身体，一直面对草杆。若在后方轻微 

触动产蝎身体或底土表面 ，产蝎能迅速转过身 

来，这种表现很类似于一只被激怒了的雄性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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蟀随时准备争斗那样。若有黄粉虫走近，则两 

须胺做推挡状。 

将两只负仔产蝎(产后 2—3日)放在一处， 

两蝎相遇 ，用草杆稍加拨弄 ，往往引起相互攻 

击，有时持续争斗相当激烈，致使仔蝎从背上滚 

落下来。负仔产蝎彼此争斗的激烈程度有个体 

差异，有的仅做蛰刺动作，并不发生真正的相互 

攻击；而对周围动因显示出的警戒、防御姿态， 

每只产蝎都是相仿的。上述行为特征是产蝎在 

负仔期间所特有，随着仔蝎独立活动增多，这类 

行为特征也逐渐减退。 

种内斗争在马氏钳蝎群体中一个有特征性 

的表现是互相残杀u·。 ； 产蝎的母性行 为 与 此 

有何联系?在我们 观 察 过 的 117只 (包括前 

述的 75只)产蝎当中，见到食仔的共有 l1只。 

食仔情况有两类：(1)早上 8点左右见到正在 

吃幼仔的有 9只，其中的 8只产蝎此后没有再 

吃；另 1只产蝎又接连吃了第 2只o (2)产仔 

初期未吃幼仔，但在后来的近一个月当中，将 

自生的 20余只幼仔全部吃光。 这样的产蝎有 

2只。除了这 11只产蝎外，其余 106只产蝎均 

未见有食仔现象 (不论是喂给食物的还是饥饿 

处理的)。 与此相对照，在玻璃缸中群养的孕 

蝎，它们产下的幼仔在十多天中全部被吃，无 

一 幸免；而且仔蝎被捕食主要发生在它们能够 

单独活动之后。这样，从总体角度看，可以认 

为产蝎基本上不食自生幼仔 (至少在某段时间 

内)；而不食自生幼仔应属产蝎的母性行为o 

4．亲仔间的识别 

为检测亲蝎与其所生幼仔之间有没有特异 

性的识别能力，做了如下几种处理： 

(1)将一只产蝎所生幼仔(2—3日龄)4—6 

只放到另一只负仔产蝎身旁，后者对这些非自 

．
生幼仔如同自生幼仔一样，任其爬到背上 ，无任 

何特殊 反应。 

(2)取数只(通常取 6—8只)2—3日龄较 

能活动的仔蝎放到另一只未产孕蝎身旁，仔蝎 

同样会往孕蝎背上爬去；在被试的 52只 仔 蝎 

中，47只表现明显。而这些孕蝎则有两种不同 

反应，有的允许，有的拒绝(见后)o 

(3)同样将仔蝎放到雄蝎身旁，仔蝎表现 

同前 ，而所有受试的 7只雄竭都完全拒 绝。 

(4)将与成蝎大小相仿(不是构形相同)的 

泡沫塑料块或瓦片与 3日龄仔蝎放在一处，41 

只受试仔蝎中有 30只没有爬到这些物体上去。 

上述观察提示：亲蝎与其所产幼仔之间没 

有特异性识别能力；2—3日龄仔蝎，大多数能 

将成蝎与其它物体(泡沫塑料块或小瓦片)区 

开来，但不能区别成蝎是雄性还是雌性。 

5．在未产孕蝎诱发母性行为的初步观察 

如前述，未产孕蝎遇到其它仔蝎攀附其肢 

体时，不同个体有不同反应。一种反应是起初 

表现警觉姿态，躲闪、转身，但并不十分拒绝；不 

久几只仔蝎便能爬到它们的背上。经过大约半 

天的时间，这些孕蝎就显示出前述的(见 3)母 

性行为，有的相当典型，俨若“蝎髁姆 。在J舞观 

察的 12只孕蝎中，具这类反应的有 4只。另 8 

只孕蝎完全不接受其它仔蝎，表现为用第 4对 

步足弹蹬，急速转身。即使人为地将仔蝎轻轻 

放在它们背上 ，若干时间后又见这些仔蝎全部 

脱落下 来。 
一

个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 是：前者 4只孕 

蝎在接受了非自生仔蝎后 l一2日内，都产下了 

幼仔，自生与非自生仔蝎共同栖息在它们的背 

上 ，无任何 异常迹象可 见。而另 8只孕蝎在此 

后的10天内均未产仔。 

(二)讨论 

对动物的“母性行为”可做这样的一般性表 

述：雌体在产仔(产卵，下同)前后，一切与产仔 

及哺育、保护幼仔相关联的特有行为。关于马 

氏钳蝎母性行为的表现曾有一些描述u．玎，但不 

完整。实际上 ，马氏钳蝎的母性行为至少包括 

以下五种有特征性的反应：(1)产仔反应。包 

括开始于产前 I 2—8小时的移位走动增多，以 

及幼仔产出后(仔蝎挣脱卵膜之前)亲蝎并不离 

去，形成保护姿态。产前移位走动增多，可能与 

寻找适宜产仔地点有关。(2)允许仔蝎 上 背。 

(3)在仔蝎脱离母背之前，亲蝎始终保持后腹向 

上前方弯曲 ，步足将身体明显撑离地面的姿势。 

将身体撑离地面，是其它某些蝎种的特征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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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称为“踩高跷”(stilting) ，其意义据 

认为是使空气流通 ，防止体温升高。马氏钳蝎 

在负仔期以外有的也能出现这类姿势，但将身 

体撑离地面的程度似不及负仔期明显，而且也 

不是长时间维持着；更多见的姿势是后腹偏向 

一 侧 ，呈不同程度 的弯曲 ，步足回缩 ，前腹部贴 

近地面。(4)运动性活动减少(包括夜晚不出现 

频繁走动)，行动迟缓。(5)对周围动因的敏感 

性提高，有不同程度的防御、攻击反应。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据文献记载，蝎对视 

觉信号没有反应即；眼内是否真的形成了图 像 

值得怀疑圈；蝎是夜行动物，眼的结构粗糙，故 

视觉没有多大意义嘲。 在我们的实验中，从马 

氏钳蝎平时的行为表现来看是与这些论断相一 

致的，可是产蝎在负仔阶段对出现在面前的草 

杆敏感性提高，并有防御、攻击反应，“视觉”过 

程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生理状态的改 

变有关。有人曾在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的神 

经节也形成过“优势”现象锄；根据负仔产蝎的 

一 系列行为表现，推想在神经系统中可能也存 

在着母性优势，平时“视而不见”的草杆，此时却 

成了引起防御反应的信号。 

至于在未产孕蝎诱发母性行为，是很有兴 

趣的问题；但尚需增加观察例数。按照一般规 

律，内分泌活动受神经系统调控，而体液中激素 

浓度的变化又对神经系统的活动产生影响，从 

而改变行为特征。蝎的产仔活动是怎样发动的 

尚无所知，估计激素的作用也是重要环节之一。 

我们推想，在所检测的 l2只孕蝎中，能接受非 

自生仔蝎的，其内部生理状态包括可能发生的 

激素浓度变化已接近发动产仔所需要的 水 平， 

神经系统中已形成母性“优势”，故此能接受非 

自生仔蝎并表现出一系列母性行为。 

据报道，在单养条件下有 40％ 的产蝎吃弱 

仔；噪音、震动、强光等刺激会引起母食仔【l】。但 

是按前述方法观察，只见约 lO％ 的产蝎食仔。 

称重操做 (将产蝎取出，拨落仔蝎，称重后放 

回)，在 75只实验蝎中没有弓；起食仔；使负仔产 

蝎相互争斗也没有引起食仔。相反，前面提蓟 

的在近一个月当中将 自生幼仔全部吃光的两只 

产蝎，恰好都未曾用于上述观察 ，也没有受到任 

何特殊的触动、惊扰。我们的观察结果同已有 

的报道相差甚远，原因尚难分析。一般看来，产 

蝎不食自生幼仔或许同在负仔期中不摄食有相 

似的内在机理；然而当仔蝎已脱离母背单独活 

动，产蝎已开始摄食，绝大多数(不是全部)仍不 

食自生幼仔，这样，“不摄食”与“不食幼仔”两者 

的内在机理并不是同一的。通常用“残杀”、“残 

食”等词来表述蝎与蝎之间的一种关系，这只是 

从人类主观体验出发的形容。大吃小、强食弱， 

在马氏钳蝎中的确不难见到，这是种内斗争的 

一 种形式，是有利于这个种的优化和延续的一 

个自然特性。雌蝎的母 性 行 为 是 母 性 本 能 

(maternal instinct)的体现，也是一个自然特 

性。这两个特性的效果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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