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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泡沫塑料蘸水提供饮水，试管口用棉花塞紧。 

每天观察记录 1次，用麦蚜、菜蚜、果蝇等饲喂， 

一 般 3天投食一次，管内清洁。 

二、主 要 结 果 

(一)麦田蜘蛛种类 两年来采得蜘蛛652 

头 ，据已鉴定结果，分属于 11科，24种，尚有 1 

种学名待定，种类见表 l。 

寰 1 蜘蛛种类 

I．七纺器蛛科 Hc p1a【heli 

(I)中华七纺器蛛 Hepeath~la~inen sis 

2．狼蛛科 Lycosidae 

(2)基豹蛛 Pardosa#s~rlgera 

(5)双窗舞蛛 Alopecosa ticenri 

)鹿 熊蛛 airct。 0 ，vin4 

<，)赫定豹蛛 Pardosa êdi i 

<6)尚渠豹蛛 Pa rdosa laura 

3 蛛科 Thomi㈣id 

(7)三寞花蝽 Mi 川  口 frJ~~spidacus 

(8)鞍 形花 蟹蛛 xy sticus cpfiippiatus 

(9)料故花蟹蛛 xyttic ，saga 

(10)波纹花蟹蛛 Xy~ti 口 

(儿)秉蒲花蟹蛛 Ti f ,orieltus 

(1 2)白条锯足蛛 Runcinia ostriara 

(1 3)蚁 狠蟹 蛛 Tka 口l ， rmi~inus 

(H)羽蛛 Oxypsita p． 

{管蜒蛛科 c1曲 ioi1；d＆e 

(1，j棕管巢抹 ctu ⋯ 4 foponicol4 

5 眺蛛 科 s“ticidae 

(16)黑色蝇虎 Ptcxlppus 口，{ “ 

《 卷 叶 蛛科 Dictyaid·c 

<17)芦蒂卷叶蛛 Dictyna ar~ din#cta 

7村斗蛛科 AgeIenidac 

<18)迷宫蓿斗蛛 aige／~na h yri ， ica 

t尉蛛科 Arancid＆e 

(I 9)大腹圆蛛 ，口 月frI f口， j 

(2O)角目蛛 r4 ，coo． Ⅲ ， 

9球腹蛛科 ThetidiidBe 

(z 1)卫斑巨齿蛛 EnoP 。 l̂口 口 hie# 

(22)八点鞘腹蚌 ~ot~o$omd口 0 f _ 

1O幽灵蛛科 Pholcid8e 

(23)近亲幽灵蛛 Pholcuf口，， 打 

ll皿 蛛科 Linyphiid＆e 

(2●)草间小黑蛛 ~rigonidium 0删 抽 口， 坩 

(=)麦田蜘蛛数量动态 

1．水浇麦田和旱麦田蛛量的初步分析 在 

进行麦匪蜘蛛种类调查的同时，还对采集到的 

652头蜘妹就两种类型的麦田分别进行了统}卜 

和分析(见裘 2)。 

从袁 2可 知： 

(1)水浇麦田种群数量比例以 星 豹 蛛 最 

大 ，占水浇田蛛量的 28．9％；鞍形花蟹蛛次之t 

占 l 9．6％；芦苇卷叶蛛第三 ，占 9．6％。三者占 

水浇田蟓量比例合计为 58．1％ 对控制麦田害 

虫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旱麦田种群数量比例以 

迷宫漏斗蛛最大，占蛛量的 29．4％；星豹蛛次 

之 ，占23．8％；芦苇卷叶蛛第三，占 1 9．3％。三 

者 占旱麦田蛛量的比例合计为 72．5弼．这些蜘 

蛛成为控制旱麦田害虫的重要捕食性天敌。 

(2)总起来看，麦田蜘蛛各种群数量以星 

豹昧为首，迷宫漏斗蛛次之，芦苇卷叶蛛第三， 

鞍形花蟹蛛第四，其余各种群数量不大。 

(3)麦田各科蜘蛛的比例以狼蛛科 最 大， 

占 30．5徭；漏斗蛛科次之，占 20．6徭；蟹蛛科 

第三，占 l 9． 弼；卷叶蛛科第四，占 l 6．2％。 

2几种麦 田蜘蛛的发生动态 星豹蛛在麦 

日=j年发生 l代。秋苗期即有活动，在麦田土缝 

中越冬，翌年 2月中旬出来活动 ，这是麦田见到 

的最早蜘蛛类群之一。小麦返青后．数量稳定 

上升，3月上旬即有大量活动，到 4月下旬为产 

卵盛期，卵囊系于腹未纺绩突上 ，有护卵习性， 

5月中旬为第一代若蛛孵化盛期，每平方米多 

迭 4头以上 ，无水耐饥力测验，可生存 30—40 

天 ．食性广 ，每天食果蝇 3—5头。 

芦苇卷叶蛛在麦田年发生一代 3月中旬 

始见于麦田，多在麦株基部结不规则小网，4月 

上旬开始交配，中旬为产卵盛期，每头雌蛛一次 

产 2—3个卵囊，少数 4个，每个卵囊的间隔时 

间为 ●一8天不等。每个卵囊含卵粒 9一l 2个， 

护卵习性差，孵化期 25—50天 ，孵化率在 95％ 

以上。待第一次产的卵全部孵化后 ，约在 5月 

下旬又第二次产卵，小麦收割时未见孵化。食 

性较广，食量不大，每天食麦蚜 3—5头。 在无 

水情况下，耐饥力 20—40天。 

迷宫漏斗蛛在麦田中始见于 3月下旬，以 

若蛛为主，成蛛少见，结捕斗网于麦株基部。主 

要以落网的红蜘蛛、粘虫幼虫为食，很少离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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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囊田■蛛軎种群和軎抖的羹量比爿 

各种蜘蛛种群数量比例 各蛛科数 量比 

科 剐 蜘蛛名称 水挠麦口 旱麦田 各种群总 各蛛科总 

％ 
蛀量(头) ％ 蛛量(头) ％ 数置(头 数量(头 - 

七纺器蛛科 中华七纺器蛛 lj 1 Ij 2．3 

狠 蛛科 星 豹蛛 60 2B．9 J0 23．8 165 

双 宙舞蛛 l O．48 2 0． 3 

庸熊 蛛 J2 ，．7 l D．22 13 I9B 30
．j 

赫定豹蛛 5 2．4 1o D．26 1 

沟渠豹 蛛 2 0．96 2 

蟹蛛科 三寞花蛛 1I ．3 B I．B J9 

白条锯足蛛 4 0．9 4 

鞍形 花蟹蛛 O 19．6 2 ．66 6 

辫毁花蟹蛛 4 1．9 3 D．6 7 

被敏花蟹蛛 5 2．● i 0．22 6 i27 19． 

柔弱花蟹蛛 ， i 13 ， 

蚁 狠蟹 蛛 1， 3．4 I， 

珊蛛 I 0．48 ， i．13 6 

管巢蛛科 l糸管巢蛛 12 ．B D．9 16 2
． 46 

昧蛛科 黑色蝇虎 I． 7 7 J． 5 10 1D 1
．j 

卷叶蛛科 芦苇卷叶蛛 20 9．6 B i9
．3 10， 10j 16

．
2 

君斗蛛科 进宫蟊斗蛛 1．9 l3O 29
． L34 L34 

韪蛛科 大腹 圆蛛 3 1．4 0．22 

角圆蛛 1 0．4B 

球瞧蛛科 叉斑巨齿蛛 21 I D．J 10 2．26 31 
，．2 八点鞘腹蛛 1 U

．4B 2 O
．4， 3 

幽灵 蛛 科 长蹄 幽 奠蛛 O．q8 3 

皿蛛科 草间小黑蛛 0．9 2 0
． 45 

总计 2O9 4帕 652 652 

4月中旬小麦拔节期，在旱麦田每平方米可达 

l5头，一直持续到近 5月中旬。 小麦乳熟期下 

部叶子枯萎，迷宫漏斗蛛数量剧降，未见交配， 

产卵等繁殖行为。室内饲养观察到，可食多种 

害虫，无水耐饥力测验 25天，有水可生存 30余 

天。 

中华七纺器蛛在麦田有繁殖行为。 3月下 

旬在漏中旁边见有从巢中搬出的新鲜士粒， 4 

月中旬于洞中见到幼蛛，一般 1 0余头， 5月下 

旬幼蛛出洞自谋生路，在麦 田松软的土坑中作 

浅巢，隐匿其中。 白天蜘蛛多深藏漏内，晚上多 

静侯洞口并稍把圆盖顶开，当虫子从洞口经过 

或滞留于洞口附近时，一跃捕住虫子拖到洞中
， 

但后腿不离洞沿。食性较广，甲壳虫、蟋蟀
、 蝗 

虫 、蚂蚁均可捕食。食量较大，耐饥力较强，成 

蛛在无水、无食的情况下一般存活 28天，主要 

分布于旱麦田的边缘地带。 

3蜘蛛在麦株上不同部位的分布 蜘蛛群 

落作为一个整体，其空间位置与小麦群体结构 

紧密联系。总的看来，其优势主要表现在麦株 

下部，其数量可达总数的 95％ 以上。但不同类 

群各有自己的空间位置和优势种类。如蟹蛛科 

是麦株上中部的优势类群，占上 中部蛛总量的 

O％ 以上，其中鞍形花蟹蛛是优势种。 漏斗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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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并设想将结缔组织 中有选择的区分属何 

秘纤维成分 ，首先恒用了 Van G1eS0H 氏苦昧 

酸酸性复红液 显示胶原纤维， 但在较短时间 

内易褪色，并且对比清晰度也较差，结果不理 

搀。因而选用了 Lit：ie法中的丽春红 s ，经 

过改进后可将胶原纤维成分清楚的显示出来。 

这种维多利亚蓝染色液 ，可长期保存于室 

温下备用，组织切片必须在染色缸中进行，每次 

用后染液应盛入试剂瓶内保存，以便反复使用 

都可得到较好的结果。 

经对不同的组织进行了实验性对照 研 究， 

完全证实了在各种组织切片染色中，能够清楚 

的观察到弹性纤维为蓝绿色，胶原纤维为红色 

背景淡黄色。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有一定诊 

断意义的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的双重组合染色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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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UBLE DYEING PROCESS FOR THE ELASTlC AND 

COLLAGEN FIBRILS 

GONG Zhijin RUAN Jing TAO W enzhao
． 

(Dcfar*mcm 。，Pathology． f̂ Sceond Military Medical u rl f ．She．g~ai 20o453) 

ABSTRACT In ordeT to show both the co11agen and fibTin at the same tissue iD 

the meantime for human beings or anima1 s，we made numerous trentment s by dellerent 

combinatiOn8 of dyestuff．W e found that the suitable combination of acid dyestu ff ponce 

acis and alkalized dyestuff victo riablue etc．Could give good results than over the other 

dyestuff． 

The results of dyeing were that the collagen presented red colour and fibrin bluish— 

green and had a good Gon crast． 

W e COnSider simple and easity to handle 

L 嗤第 1l页) 

此期间，尤其是抽穗插，不宜使用化学农药防治 

害虫。不过，到了 5月下旬，小满过后，蜘蛛繁 

殖盛甥已过，麦株下部叶子枯萎，大量蜘蛛外 

迁，麦田蛛量大幅度下降，同时以蚜虫为主的害 

虫大量发生，达到高峰期，这耐用化学农药防治 

害虫，会有效的控制害虫，刊蜘蛛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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