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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南动物志（蜘蛛类）（套装上下册）》是广谱性捕食动物，全为肉食性，以植食动物昆虫为
食，是很多作物害虫的天敌。
我国农林蜘蛛资源丰富，种类多、数量大、捕食量大、繁殖能力强、抗逆能力强、不加害作物。
在棉田里主要捕食棉蚜、棉铃虫、棉叶螨等，游猎者捕食飞虱、叶蝉，甚至稻蝗。
蜘蛛在农林害虫的生物防治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共记载湖南蜘蛛47科、277属、821种。
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部分介绍了蜘蛛目的研究简史、主要特征、形态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意义、地理分布、分
类系统等。
各论部分包括对科、属、种的形态特征、分类系统、地理分布的描述和插图。
书末附有拉丁名索引和中文名索引。
本书分上、下两册，可供从事动物学教学、科学研究及农林植保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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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型蜘蛛寿命长，小型蜘蛛一年世代数多，在田间作用的时间长，捕食总量也高。
有的跳蛛见飞虫即咬杀，并非出于饥饿；繁殖能力强。
小型的草间钻头蛛、八斑峭腹蛛等，一年发生6～7代，若气温适宜，28～31天就可完成一代。
每代一般可产卵10～16次，每次形成一个卵囊，每个卵囊含卵30～40粒，多的可达80余粒；中型的狼
蛛和管巢蛛等，一年发生2～3代，气温若适宜，56天即可完成一代，每代可产卵囊4～8个，每个卵囊
含卵80～120余粒，多的可达200粒。
田间调查观察也证明了蜘蛛的繁殖能力强。
当水稻插秧后初期，每667rr12往往仅有蛛500～2000只，经1～2个月后，每667m2蛛数即可上升到5万
～6万只，有的10余万只，多的可达20余万只。
繁殖能力强是田间蜘蛛种群数量大的重要因素，抗逆能力强。
在有饮水条件下，蜘蛛耐饥力强，当田间害虫少，食饵缺乏时，也不致饿死。
微蛛饱食一顿后，可维持15～23天不取食，园蛛、肖蛸13～43天，拟环纹豹蛛等可达52～116天，甚至
有的可忍耐达30个月之久。
蜘蛛的耐寒性也强，对温度变化也很灵敏，遇高温则荫蔽，遇严寒则蛰伏。
与昆虫不同，在越冬期间无滞育休眠阶段，在冬季，当温度在4℃时尚能活动。
天气晴朗温暖的中午，冬季的草地上可以见到狼蛛从蛰伏处外出徘徊觅食。
　　以上列举的蜘蛛作为害虫天敌的特性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在群落中的功能，展示了实施保蛛治虫
的可行性，也为人们制定防治害虫策略提供了客观依据，特别是天敌种群数量和如何保护蛛源等方面
的依据。
　　农田是一个通过营养关系由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紧密地联系成为复杂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各因
子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下，害虫和天敌之间谁也无法摆脱谁而无限发展，或者自行消失，从而保证生
态系统功能正常的运转，这是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法则。
但各因子的平衡数值有大有小，平衡的位置有高有低（颜亨梅）。
作为稻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两方一一害虫和天敌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构建的是一种动态平衡在于抑
制害虫的大发生，这种平衡使害虫种群数量位于防治害虫的标准之下，既不危害严重又可提供天敌繁
衍生存的足够饵料。
从制定防治策略而言，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害虫与天敌间的数量比例问题，然后是如何排除干扰因素
，保护蛛源，增加田间蜘蛛基数的问题。
经过我国学者长期地、反复地、从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研究蛛、虫的种群动态、数量消长及其规律，
研究蛛、虫间的动态平衡，并提出了一些有效而又便于操作的措施。
　　设置蜘蛛荫蔽场所躲避不利因素。
蜘蛛在气温4℃以上尚可活动，利用其耐寒性，蜘蛛进入越冬期前在农田周围的树干上捆扎稻草，田
埂上挖小洞湟作为营巢产卵休养生息的荫蔽处。
在越冬作物区不施或少施杀虫农药，以保越冬蛛源。
　　在南方双季稻区，双抢期间农事操作易致蛛源损失过大。
为保护蛛源，一是双抢前不铲除田埂杂草，便于驱赶田中蜘蛛荫蔽其中，二是可事先挖洞湟以利隐藏
。
在早稻田收割时，一边收割一边将稻草把竖立田中收集蜘蛛，为下步助迁作好准备。
　　助迁将收割区收集蜘蛛的稻草把搬移至作物正在生长的耕作区，也可将收割区作物叶上的蜘蛛卵
囊带叶摘下移至生长作物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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