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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蛛 + 成蛛、卵 e 越冬幼蛛 0 越冬成蛛 

的害虫天敌。并且 ，其种群数量也较大。据林 

间调查，每 50cm枝上，可见 1— 3头。 据对 10 

个样枝调查，雌雄比为 1 9：1 2。 5月末至 6月 

初，雄蛛全部性成熟。雌性亚成蛛陆续脱皮，进 

入成蛛期 ，此龄期脱皮进度基本一致，约 7天。 

而雌性幼蛛也可在此时脱皮 ，但要再经一龄后 

才能达到性成熟。 

雌成蛛出现几天后即可与雄蛛交配。交配 

时，雌蛛不动 ，雄蛛活跃，以足抱雌蛛，用触肢在 

雌蛛的外雌器上交替运动，进行授精。雄、雌蛛 

均可重复交配。交配后，雄蛛陆续死去。 6月 

中旬雌蛛开始下树，在林内的灌木和草叶背面 

寻找适当位置并产卵。 7月初至 8月中旬为产 

卵期。产卵前，以蛛丝将植物叶片折起。如叶 

为较大的卵圆形，仅在一侧卷成近圆筒形；如叶 

片为披针状，则将叶片对折成为倒三角形。之 

后，用丝做一 产褥”，产卵其上，再抽丝包围成 

卵囊。部分雌蛛在卵孵化后可再产卵做囊。所 

以，有的雌成蛛一生可产 2个卵囊。雌蛛有护 

卵行为，在卵的孵化过程中，通常不远离卵囊， 

如遇轻微刺激，并无反应。卵经 10天左右开始 

孵化，刚孵化的一龄幼蛛不离卵囊，幼昧头向囊 

内，不喜动，靠自身营养发育。脱皮时，4对足 

交替运动 ，由头胸部至腹部逐渐蜕下。刚脱皮 

时足透明、头胸部稍透明，腹部浅黄色，可见胸 

背中央表皮随心脏搏动而活动。 2龄幼蛛在囊 

内停留一天后，离囊散开。 7月下旬可见 3龄 

幼蛛蓿动 于林下灌木和草上．如落叶松幼林来 

抚育，下枝与林下其他植物相连，幼蛛可活跃于 

1．5m以下的枝，叶丛间，捕食蚜虫等小型昆虫。 

8月上中旬 ，由于产卵时间不同，幼蛛发育不整 

齐，再行脱皮 l一2改。由 3龄幼蛛开始 ，雄蛛 

性发育趋于分化。初始时，腹部细窄，前 2对足 

颜色变深，触肢顶部逐渐膨大。 8月下旬至 9 

月初，幼蛛可再行脱皮。此后因气温逐渐下降， 

该蛛早晚不甚活动，取食量下降。但捕食范匿 

加大，可捕食比其自身大 3～4倍的昆虫。偶而 

也相残蛛类。 9月末至 10月初，雄蛛处于亚成 

蟓或成蛛状态。而雌蛛极少数为成蟓、幼蛛，大 

部分为亚战蛛状态。该蛛逐渐由林中草和灌木 

下移于地表植被内，准备越冬。 

3 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3．1 温、湿度 三突花蛛 在 初 春 温 度 达 8— 

1 O~C时即可活动。据林间观察，在 5月中旬至 

6月下旬，三突花蛛活动活跃。此期间气温平 

均为 1 5—21℃，最高可达 2O一26℃。 但 日温 

差较大，一般为 5—7℃。 无论成、幼蛛，均能积 

极活动觅食，发育 电较快。至 ，月份 ，尽管 日温 

差相对减小，但气温常低于 20"C，幼蛛发育缓 

慢。该蛛对湿度要求较为严格。笔者曾在平均 

气温为 1 8—21℃ 时，在罐头瓶内放置卵 囊 和 

l一3龄幼蟓分别以相对湿度 4O、6O、90唠 条件 

下分组饲养，每组设 2O个重复，结果发现 ，当相 

对湿度低于 6O％ 时，三突花蛛的卵与初孵幼蛛 

极难发育，甚至死亡。 

3．2 光照 该蟓喜散射光。在自然条件下 ，随 

光照时间延长，发育加快。笔者在室内以充足 

的食物饲养幼蛛，但光照时间较林间短，结果 

1 0余天后，该蟓的发育与野外约相差 1龄。 

3．3 风 风对该蛛影响不大。幼蛛由纺器抽出 

长丝借助风力向更远处 飞航 ，速度甚快。 

3．4 食物 三突花蛛广捕所见体壁较 软 的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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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甚至也捕食同类或其他蛛类。若长期捕食 
一 种猎物，刚发育缓馒。该蛛有两种捕食方式： 
一 种为游猎捕食 ；另一种为静伏捕食 ，即当有昆 

虫(如蝇类)飞来落在附近时，麦然(或稍潜伏) 

跃上而捕获。但无论何种捕食方式，所捕食对 

象 不是 已死亡的 生物。 

3．5 拟态 该蛛体色与环境极相 似，在 静 止 

时，极不易被发觉。不同环境的蛛体，颜色稍有 

变化，以适应环境。特别是礁末的斑纹，随着该 

蛛发育而逐渐变大变深。在落叶松林内，更近 

于植物茎、小棱的颜色 

3．6 再生力 与某些蜘蛛 相同，该蛛的再生力 

较强。笔者在饲养劫蛛时，曾见到 1头有 1跗 

节折掉，但待下一次脱皮后，其所折跗节叉重新 

长好。 

4 对落叶松害虫的作用及保护 

在敦化的早春季节，三突花蛛是落叶松害 

虫的主要天敌。据 1 990年 5月 1 6臼调查，该 

蛛占林冠蛛类的 30—40字刍，且行动活跃。不仅 

捕食兴安落叶松鞘蛾幼虫 ，尚可捕食落叶松大 

蚜、球蚜、叶蜂幼虫及尺蠖等。试验表明，三突 

花蛛成蛛对大蚜的 臼捕食量约为 5．7头。 由于 

其种群密度较高，足以控制大蚜的危害，另外 ， 

三突花蛛抗逆性也较强，这也利于其种群的生 

存与繁衍。特别是与落叶松主要害虫相比，三 

突花蛛抗饥、抗农药和抗风能力均高于害虫。 

这也充分表明，为什么在一些林分内，当害虫种 

群密度较低时，三突花蛛尚能维持较高的种群 

密度。为此 ，建议对该蛛采取下列保护与利用 

的措 施： 

1大力营造落叶松混交林，为三突花蛛提 

供充分的活动空间和较多的猎物种类。 

2适时旆行人工助迁。在害虫虫口密度较 

高而林地蜘蛛叉较少的林分内，可人工迁移部 

分三突花蛛。迁移时间宜在 5—6月，不宜迁移 

卵囊及初孵幼蛛。迁移时，可采用震落法 ， 塑 

料布在树冠下收集。之后，将蜘蛛移在植物的 

把柬上，再将把束放在所防治的林分内。 

3尽量避免在林内大量旆用农药。在早春， 

防治害虫时，提倡应用灭幼脲等高效低毒农药。 

4夏季幼林抚育时，林内可保留一些下草 

等植被，以提供幼蛛的活动场所及猎物，抚育时 

间也应避开蛛卵的孵化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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