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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伽体和咽侧体的复合体。 

滤泡细胞(成虫卵巢)； 

胚胎蜕皮腺； 

睾丸 (Hellothis；Calliphora)，此外 ，绛 

色细胞，表皮细胞，肠道 ，脂肪体和马氏管也能 

作为蜕皮激素的补充来源器官。 

(2)前胸腺台成的蜕皮激素 前胸腺是昆 

虫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之一，它合成的蜕皮激 

素有：蜕皮酮(E)，20-羟基蜕皮酮(20E)，3一去 

氢蜕皮酮 (3DE)罗汉松甾酮 A(MaA)和2o一 

去氧罗汉松甾酮 A(20dMaA) 

(3)昆虫体内蜕皮激素类型 根据化学结 

构的相关性，现将天然发生的动物蜕皮激素归 

纳成下列几类： 

20一羟基蜕皮酮和少羟基化台物；26-羟基 

蜕皮甾酮类；蜕皮甾酮酸；3一去氢蜕皮甾酮类； 

3表蜕皮甾酮类；C28蜕皮甾酮类；侧链裂解产 

物 ，各种结台形式蜕皮 甾酮类。 

2甲壳动物 蜕皮激素研究深度仅次于昆 

虫 

(1)来源器官 Y器官是 甲壳动物的蜕皮 

腺，踉体结构位于头胸前部。 

(2) Y器官台成产物 蜕皮酮(E)，20一羟 

基蜕皮酮(20E)，25一去氧蜕皮酮 (25dE)和百 

日青甾酮 A(PoA)。 

§．其他节肢动物——蜱 从蜱 复 台 神 经 

节、神经．丛以及盾窝腺鉴定出高水平的蜕皮酮 

(E)和 2O一羟基蜕皮酮(20E)，尚不能确认这些 

组织是否系台成蜕皮激素的位置。 

(三)蜕皮漱素的生物学作用 已报 道 蜕 

皮激素在无脊椎动物体内的生物学作用列入表 

1。 从表 1可 以看出，蜕皮激素在昆虫和甲壳 

动物内的生物学作用已经确定无疑；蜕皮激素 

在其他各类动物 中所起作用有 待进一步研究明 

确。 

已经证明蜕皮激素在无脊椎动物 ，尤其节 

肢动物胚胎发生，生长发育、蜕皮和生殖作用中 

起重要作用。许许多多无脊椎动物是人类食物 

和动物饲料的丰富来源，蜕皮激素一定会在扩 

大和增加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来源 中 发 挥 作 

褰 l 蜕皮蕾素的生物学作用 

动物类群 i 生蜘学作用 
一 {一  

原生动物 ：彰响性周期(+) 

腔肠动物 i 保卫作用(土) 

扁形 动物 

绦虫 

吸 虫 

线联动物 

环 节动物 

软体 动物 

节睦动物 

有螯肢动物 

蜱(蛛形 ) 

甲壳动物 

事足动物 

昆 虫 

生 长调 节(土 ) 

无性生殖(士) 、 、 

胚胎 发育(土) 

生 长 调节 (土) 

性或熬(±) 

卵黄发生(±) 

尾 蚴蜕蘑 (土 ) 

胚胎 发 生(主) 

卵黄发生(士) 

蜕皮和蜕皮周期调 节(土) 

生 长 调节(±) 

旺 胎发生 (±) 

袭皮发生和蜕皮(±) 

井壳形戚期间的钙化作用(+) 

胚胎发生(士) 

蜕皮(土) 

生殖力／卵黄发生(士) 

组织摔解(土) 

再生作用(+) 

卵黄发生(土) 

胚胎发生(土) 

蜕皮(+) 

蜕 皮(十) 

胚胎发生(+) 

蜕皮(+) 

卵黄发生(+) 

(十)已经证实无疑； (士)证据尚不够充分 

用，另一方面 ，控制有害动物，特别是害虫的繁 

殖 ，减少它们的危害范围和程度，也是人类与 

自然进行斗争的另一战场。 2o多年前美国著 

名昆虫生理学家 Carol Williams教授指出昆 

虫激素是控制害虫最有效和有前途的手段。保 

幼激素及其类似物作为第三代杀虫剂而 出 现 ， 

现在蜕皮激素及抗蜕皮激素即将加 入 这 个 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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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安仁地区稻田主要蜘蛛的发生及拟水狼蛛 

主要生物学特性研究 

．
塑 丝 

c湖南省农盘羁再鬲再磊三 磊百 沙410125) 

蜘蛛是农作物害虫重要天敌，已广泛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因此，为了保护、利用蜘蛛资 

豫，作者于 1 9 74—1 989年在安仁地区对稻田蜘 

蛛数量、分布、种类组成、生态特征以及拟水狼 

蛛生活史等进行了田间调查和室内观察。现将 

结果整理如下。 

(一)稻田蜘蛛种类组成 已知本地 稻 田 

蜘蛛有 8科 13属 21种(表 1)。 

衰 1 安仁地 区 稻田蜘 蚌名景 

狼蛛科 L，c0 si a 

1·拟水狠蛛 Pi， ，口 ~ubp,ra 

2．拟环纹豹蛛 Pardo sa f⋯  。㈣  阳 

营鬓蛛科 clublonidac 

3．称苞管蜒蛛 c 6i。 a ，4 口ni· 

蟹蛛科 Thomi sidaf 

4·三突花蛛 村isum㈨  』，，‘_ daf 

圆蛛科 Araaeidae 

j．灰斑新圆虹 Nfro f川 gri 口culai4 

6．茶色新蹰蚌 N．theisi 

7．隆背微蛛 Eyigone pro in ， 

8·四点亮腹蛛 Singa pygmaea 

肖蛸科 Tet ragnathid a~ 

9·锥腹肖蛸 T~tragnatha muxillosa(Tetragnatha 

j P。 4) 

l0·圆尾 肖蛸 T ⋯ 如，m打 (Te：ragn4 ̂ 4 

Sh啦口±，口 ) 

i1·尖尾 肖蛸 T~~rag h f4udicula 

李 萄 燕 
翻 省安仁县 业 z 

续焘 1 

l2．华丽 肖蛸 T．Nif J 

l3． 蚊 蛸 T．squa⋯ 口 

l{． Tetragn th P 

1s．四斑锯齿蛛 Dyschiriofnatha q~adrimd 口l口 

l6．柔弱锯齿蛛 D．Tenera． 

球腹蛛科 The ri diidae 

l7．八斑鞘 Theridio⋯ j0 aculatu~ 

lB．四点球腹蛛 Ther, ⋯ sP 

皿蛛 科 Li yphiida 

亚科 ErigonlⅢ  

l9·草 间小 黑蛛 正rigonIdium gramin r~olum 

20·食虫掏瘤蛛 Um I口，口intecti f，，(a*olothoⅢ  

in~ecti~*ps) 

抚蛛 科 Ulobo ridae 

z1．妩 蛛 oboridaf 0p 

(二)稻田蜘蛛混合种群的数量 组 成 稻 

田蜘蛛不但种类多，而且数量大，据 19 74—1 9 78 

年稻田每隔 5—10天固定系绕调查 ，早稻田每 

1O0米 有蜘蛛 432—3 334头， 高的竟达 1166 7 

头。双季晚稻田发生量比早稻 田高，每 100米 

有蜘蛛达 2167—1 9666头，高的达 44400头(表 

2)。 

本文章蒙中山太学蒲蛰龙教授、 瑚甫师范大学尹长民 

教 授 对全文 进行 审 棱和修 改 ， 王擞全 教 授对蜘 蛛种 类 

进行鉴定。在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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