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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22cm×18cits×15cm的小玻璃缸作为养殖容 

器，其中 6个缸中每缸放 1O只孕蝎，在另一缸 

中放 3只孕蝎作对照。 

用马达转动声作为噪声源。马达置于距养 

殖容器 20cm处。用钻石牌吊扇产生的风作为 

风源，最大档定为强风，最小档定为微风。观察 

时，蝎位于电扇下方2．1m处。 

2 结 果 · 

2．1 温度对东亚钳蝎繁殖的影响 在实验中观 

察到非控温组在11月上旬已开始活动减少，进入 

冬眠期．而控温组并不冬眠，活动和摄食都很活 

跃．雌蝎卵提前成熟，胚胎发育提前，自1996年1 

月"14日陆续产出仔蝎。具体数据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控温组蝎成活率比非控 

温组高，产仔蝎的日期提前了半年左右．而两组 

中平均每只孕蝎产仔蝎数无显著差异(P> 

0．05)，仔蝎平均初生只重无显著差异(P> 

0．05)。在实验中还观察到．在控温环境中生下 

的仔蝎能够正常发育。 

裹 1 沮度对东亚柑蝎繁殖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tt t~e~t?roductloli of the scorplon~ 

*雌蝎成活率=至产仔蝎时存活雌蝎数／投入雌蝎数 

▲ 仔蝎平均初生只重=仔蝇总重／仔蝇只数 

2．2 种群密度对雌蝎繁殖的影响 在人工养 

殖时总希望养殖密度大一些，但实验中发现，种 

群密度过大时，不利于蝎的生长和生殖。我们 

观察到，在生殖季节，种群密度过大(本实验中 

252．5只／ n2)时，雌蝎主要表现以下行为： 

(1)孕蝎为争夺领地相互争斗．60只孕蝎 

中有8只因争夺领地被蛰伤致死。。 

(2)因产仔时间不一样，正在产仔的蝎会由 

于孕蝎的干扰放弃已产的仔蝎．在观察的60只 

雌蝎中．表现这种行为的有8只。这些仔蝎或 

自然死亡，或被其它成蝎取食。 

(3)背负幼蝎的雌蝎非常警觉，对经过它身 

边的蝎常表现防御姿态，在真正开始争斗时，有 

的转身逃走，表现这种行为的有 l4其；有的在 

争斗中抖落身上的仔蝎，若这些仔为2～3天 

龄，则后来基本上都死亡，有 11只雌蝎表现这 

种行为。 

(4)仔蝎离开雌蝎独立生活后，如与成蝎一 

起生活，即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常被成蝎 

取食。由于是混养在一起，难以区分是否有雌 

蝎取食自己产的仔蝎。 

这些行为中，有的蝎只表现其中的一种行 

为，有的蝎表现几种行为。 

2．3 风对东亚钳蝎繁殖的影响 在立体规模 

养殖时，室内常需通风换气。以电风扇的风作 

风源，观察结果表明，孕蝎对风很敏感。当甩吊 

扇最大档吹风时，孕蝎焦燥不安，此时若在玻璃 

缸中放置瓦片，它们都躲至瓦片下。若无遗蔽 

物，用强风吹24小时后，观察的12只孕蝎有 7 

只死亡。若将背负幼蝎的雌蝎置于强风下，观 

察的 10只背负2--3天龄仔蝎的雌蝎有6只抖 

落背上的仔蝎，此时，将它们远离风源．被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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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仔蝎若不能爬至雌蝎背上，不久就死亡。用 

微风吹孕蝎和背负幼蝎的雌蝎只表现逃避行 

为。 

2．4 噪声对蝎繁殖的影响 将单养的孕蝎放 

在噪声环境下，孕蝎表现为焦燥不安，频繁走动 

和位移走动明显增多，每天暴露 3小时，15只 

蝎中有 3只提前产下仔蝎，这些仔蝎出生后全 

部死亡。将单养背负幼蝎的雌蝎突然置于噪声 

环境下，开始表现为防御姿态，接着表现逃避行 

为，频繁走动和位移走动也增多，在噪声环境下 

暴露2小时后，观察的12只雌蝎有5只抖落其 

背上的仔蝎，但没有观察到食仔行为。将5只 

正在产仔的蝎突然置于噪声环境下，产蝎惊慌 

逃跑，放弃已产的仔蝎，有 2只雌蝎后来死亡， 

其它3只离开噪声环境后也安全产下了仔蝎。 

3 。讨 论 

东亚钳蝎的卵在卵巢中发育期为～年 J， 

雌蝎经过冬眠，在第二年 6月卵子成熟。我们 

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控温(26--30℃)条件下，蝎 

并不冬眠，卵提前成熟，胚胎发育正常，所生仔 

蝎的数日与经过冬眠的蝎并无显著差异。这说 

明，蝎的冬眠习性并不是其生活中必需的，冬眠 

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温度的降低。在适宜的环境 

温度下，不仅蝎的成活率提高，而且大大缩短了 

蝎的生殖周期。我们的实验中还观察到生下的 

仔蝎同样不经过冬眠能够正常发育，其生长速 

度比经过冬眠的仔蝎快。至于仔蝎成熟后的生 

殖能力、寿命等与自然养殖的蝎是否有差异，还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由于生殖周期和生长周 

期的缩短，将使蝎的养殖周期大大缩短．这对于 

有地热和可利用工厂等的余热源的地区养蝎尤 

其有利。 

在蝎的养殖中．要想使经济效益提高，一方 

面要缩短养殖周期，另一方面要提高仔蝎和成 

蝎的成活率。养蝎户总希望提高养殖密度，但 

养殖密度过高势必带来种内斗争激烈，尤其在 

生殖季节，会造成部分孕蝎死亡、仔蝎被抛弃和 

被其它成蝎残食。在观察中，我们发现，单养的 

雌蝎在仔蝎二龄期前基本不食自己的仔蝎，这 

同郭向荣_6】的观察一致。在混养条件下，若生 

存空间较大即种群密度小时，也未见到成蝎的 

食仔行为，但在较高的种群密度下，成蝎的食仔 

行为是常见的。可见，这种食仔行为不仅仅是 

由于食物的缺乏产生的，为占领领地同样会表 

现“弱肉强食”现象。因此，可认为，在生殖季 

节，雄蝎以单养为佳，采用特制的孕蝎饲养繁殖 

器具_7 可消除成蝎取食仔现象，比较省时省 

力。 

蝎对噪声和风十分敏感，因此养蝎场应选 

在避开噪声的地方。在通风时，应考虑到通风 

的强度，过强的风会使孕蝎死亡、仔蝎被抛弃， 

这对养殖是不利的。在我们的实验中，24小时 

的强风造成大部分蝎死亡的原因，可能是一开 

始蝎运动增加，体力消耗较大，同时风带走了蝎 

体表的很多水分，这样促使了蝎的死亡，也可能 

还有其他原因，有稃于更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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