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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泰山隙蛛年生活史 clq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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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好 越冬 蚺蛛 0：越冬戚蛛 

三ll-tfiJ 成蛛具避光性 蜘蛛的护管若被破坏或 

： 昧转移别一个新的地方，会很快重新结新 

l 护管。在人工饲养中，新移的60头蜘蛛均在 

d内结成 护管． 此蛛的互相残杀习性非 

明显，野外的水平分布也表现出一定的区域 

通常每石块下只有一头成蛛，lOm×lOm的 

夔。q上平均有 7头，仅在繁殖期间，才会有两头 

或蜂：从野外越冬前调查的 55头雌蛛和 28头 

雄蛛来看，雌蛛当年就能发育成熟，雄蛛处于亚 

．：殊牡吾．在室阿人工饲养的 30头雄蛛在翌年 

均辽蜕 次皮，但发育历期甚不整齐，蜘蛛在夜 

i ，交配后雄蛛被吃掉，雄成蛛在野外生存 

期很短，5月中旬以后野外很少能采到，同期野 

讣 雀时，在石块下共采到 41头雌蛛，无一雄 

舛，r 雌戚蛛一直到 8月份还可见到。室内饲 

译的 共雌蝇在交配以后 5—15d才能产卵， 

j 芷夜 以20 DD一23：O0居多，在同 

时到内，没 照，住饲养室内一直开灯，雌成 

媒蚍不产卵 其避 性使产卵的一些特征无法 

删襄到。蜘蛛产完卵后，能从周围寻找砂粒或 

士粒、碎叶等粘附于卵囊表面，使卵囊和周围环 

境一致，起到拟态和保护作用 每头雌蛛平均 

严2个卵囊，野外观察到的最多达 5个卵囊，卵 

囊基率挨在一起，室内产每个卵囊 间隔期约 

5d．先产的卵囊大，卵粒数多。雌蛛护卵习性很 

强，从产卵至孵化一直在卵囊附近护卵，不取食 

： 行，护卵成蛛耐饥力可达 20d，期间不喂食 

f何东西 野外成蛛寿命较长，与卵、幼蛛有明 

重叠现象。 

卵期 15—20d，野外调查 5个卵囊，卵粒总 

教 236粒，孵化率大约为85％，室内稍低。 

幼蛛孵化时间多在上午 8：O0 10：【)(】，l一 

2h完成整个孵化过程，初孵幼蛙在卵囊里完成 

发育过程，不取食，约 2—3d后蜕皮，再离开卵 

囊。刚离开卵囊的幼蛛不活泼，在卵囊周围静 

伏不动，约 3—6d后，开始吐丝拉丽群居于一h， 

在网上爬行，仍不取食，直至蜕皮，完成 2龄发 

育历期约 7一lOd；3龄后幼蛛开始分散，至9月 

份便发育到亚成昧或成蛛 3龄后幼蛛个体较 

小，野外发现 1头雌成蛛身边还有 1头幼蛛，雌 

玻蛛拉成小平面网，幼蛛在上面活动，裘明成蛛 

还有“保护幼蛛”习性，3龄以后人工饲养须一 

定环境条件，饲养用小容器不易成活，水泥池中 

饲养的幼蛛，龄期分不清楚，无法详细观察到蜕 

皮，各龄历期及习性，从 3龄至成蛛，亚成蛛约 

需 70—80d 

2．4 泰山隙蛛的捕食对象 从野外调查其护 

管及平网上的昆虫情况来看，秋季至翌年出蛰 

期，主要捕食碧蝽、点蜂缘蜡、金缘宽盾蝽、猎蝽 

及其它蝽类，步甲、瓢甲等昆虫，也能捕食侧柏 

松毛虫、舞毒蛾等重要林木害虫；春夏季节捕食 

膜翅目、双翅目昆虫，晚间游猎时，碰上什么昆 

虫就捕食什么昆虫，不以害虫和天敌为分．对控 

制整个昆虫种群的数量 t匕起到一定作用，构 

成了整个生物群落的必币可少的一个内容，特 

别是能够捕食侧柏林的蘑要害虫——侧柏松毛 

虫，也是泰山侧柏松毛虫多年有虫不成灾的一 

个重要因子，其捕食数量由于其捕食特点，尚有 

待进一步调查和测定 

2．5 生态 

2．5．1 分布及生态环境 泰山隙蛛主要分布 

在海拔250—720m的范围内，尤以海拔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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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居多；以林分情况来看，主要集中于侧柏纯 

林，并且地下石块较多，且具较稀的杂灌木，而 

混交林、刺槐纯林也有小量分布，从坡向呆看． 

绝大多数居于阴坡、半阴坡的嘲湿环境中，阳坡 

其它林分如：侧柏与栓皮栎混交林，恻柏与刺槐 则几乎没有，种群数量较多，见表 2： 

表 2 不同生境蜘蛛分布量 

2．5．2 温湿度 温度影响各虫态发育历期，随 

温度下降而延长各历期．野外调查结果就说明 

这一点．在万仙楼(海拔 300m)5月中旬大量出 

现卵，而在药乡(海拔 720m)幼蛛在 7月份才大 

量发生．对于卵期影响最为明显，室内人工饲 

养，在 自然变温条件下，卵期发育有效积温为 

323．3=11．5℃，一龄 有 效 积 温 为 55．O± 

8．7℃；二龄发育有效积温 为 171．2±12．5℃。 

湿度是影响蜘蛛的另一个重要生态因子，不论 

是卵、幼蛛、成蛛其生活环境要求是高湿度，从 

室内饲养来看，即使有些叶片严重霉变，只要高 

湿蜘蛛仍能生活，但在于燥的环境条件下，易导 

致死亡，对于幼蛛更为明显，这一点与野外生存 

环境也相吻合。从野外调查来看，土壤含水量 

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子，特别是生境石块下土 

壤含水量，在阴坡侧柏纯林(万仙楼)，土壤含水 

量在 25％ 一40％，林分相对 湿度为 61％ 一 

90％；阳坡表层含水量为5％一15％，我们在室 

内设立一对照，平均温度 20℃，土壤含水量为 

5％，放入 20头成蛛，连续 4—5d，就能导致蜘 

蛛死亡。 

2．5．3 天敌 从野外采回的4个卵囊中，有 1 

个卵囊被跳小蜂科(Encyrtidae)的一种小蜂寄 

生(种名待定)，卵寄生率达 92％，卵囊寄生率 

为25％，瓢甲、草蛉等能捕食幼蛛，蝎子等其它 

小动物能捕食幼蛛或成蛛，3龄幼蛛分散后食 

物紧缺时也互相残杀。 

2．5．4 泰山隙蛛种群数量变化调查在泰山万 

仙楼自3月上旬开始，每隔 lOd调查一次．至 9 

月末，在侧柏林内选一处 16 的标准地，观察 

结果见图1。从3月下旬至5月中旬种群数量 

有个缓慢降低过程，主要原因是雄蛛的减少．6 

月中旬至 7月中旬数量急剧下降．主要是劫蛛 

大量死亡的原因。 

瓤 

5 15 25 5 15 25 5 1 s 25 5 15 25 5 15 25日期 

一 j一 5一 一 6一 ——7一 一 9一 月口 

图 1 泰山隙蛛在田间数量变动 

2．6 泰山隙蛛人工饲养 我们在人工饲养中 

发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卵囊里的幼蛛没有自 

行离开卵囊前，人为挑破，能降低幼蛛生命力． 

导致死亡；二是二龄幼蛛必须要经过群居吐丝 

拉阿过程，在分散后再进行人工饲养，若直接喂 

养，导致的是幼蛛开始少取食，或者不取食，然 

后死亡，发育不到三龄，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探讨。 

泰山隙蛛个体大，捕食范围广，食性凶猛． 

对侧柏林内害虫有一定控制作用，如侧柏橙毛 

虫，因此有必要加强其人工饲养方面的试验，获 

取大量种群，直接应用于生产。 

3 小 结 

3．1 泰山隙蛛在泰山一年一代，以成蛛和亚成 

蛛越冬，成蛛寿命较长，与卵、幼蛛有重叠现象， 

并有护卵和保护幼蛛的习性。 

3．2 泰山隙蛛是侧柏林地面上活动的一种优 

势天敌。从 5月中旬至 6月中旬为该蛛野外种 

群数量剧增的阶段，由于该蛛在野外能捕食恻 

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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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松毛虫、舞毒蛾等多种重要林本害虫，因而在 

生产上有一定应用价值，可采取在 5、6月份移 致谢 承山东大学胡金林先生鉴定种名，并给 

置卵囊，但应注意环境温度；其人工饲养也有待 予热情指导，特此致谢， 

进一步探讨，以使此蛛在生产上获得广泛应用。 

大瓶螺精巢的显微结构研究 

一

竖 趋堡塑 ，2 I 2- 
(N JII肯达川舞亚军焉—虿⋯市 633001) f四川省畜牧兽医学院 声泵— 昌县 63246[I)一、 ／ 

／＼摘要 取币【司个体大瓶螺精巢进行显微切片、光镜观察。结果表明：大瓶螺精巢由滤泡构成，每个滤泡 
(＼中存在不同发育阶段的精细胞、滤泡与滤泡之问有间质细胞和问质组织 其精细胞的发育经所了韧缎 

精原细胞、次级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敬级精母细胞、精于细胞、精于六个阶段 精巢按组织学 吖分 

为l期(性腺形成期)、Ⅱ期(性腺分化期)、Ⅲ期(成熟期)、Ⅳ期(耗尽期)四个时期。 

关键词 大瓶螺 精巢 显微结构 

性腺是有性生殖动物繁衍后代的物质基 

础，其发育规律是重要的生殖生物学问题之一。 

国内曾经有人对中华圆田螺、胀肚圆田螺、双棱 

螺、中国圆田螺、台湾东风螺、蜗牛、脉红螺作过 

研究l1 J，但迄今未 见有大瓶螺 (Ampullaria 

gigas 矗)性腺显微结构的报道。对大瓶螺精 

巢的显微结构研究不仅为生殖生物学增添新内 

容、而且可为大瓶螺的增养殖提供理论依据，为 

此我们于 1993年 3月至6月进行了本研究，现 

述于后。 

1 材料与方法 

以5—100g大瓶螺 50个，去壳肉眼观察并 

取精巢前中后三个部位各--+块组织(个体小 

者全部取)，用 Bouin氏液固定，石蜡包埋，切片 

厚度 6—8vrn，苏木精 一曙红染色、显微观察， 

用测微尺测细胞大小并摄影。 

2 结 果 

2．1 大瓶螺的显微结构 大瓶螺精巢位于肝 

脏顶部，并沿着近壳轴一侧伸展，呈黄色(或乳 

白色)、半月形，外覆有白膜，分枝的输精管汇台 

于肝旺表面近壳轴一侧。经组织切片观察，可 

见其显微结构是由许多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即 
一

个滤泡(图 1见封 3，下同)。每个滤泡中的 

各期生殖细胞相对集中分布(表明精子发生的 

区域性同步化)并被滤泡中网状结缔组织所支 

撑。滤泡与滤泡之间可见少量的间质组织和间 

质细胞。间质细胞形状椭圆形，体积越大，棱明 

显(图 2)。这可能与分泌雄性激素和精原细胞 

的形成有关。 

2．2 精子的发生 

2．2．1 初级精 原细胞 椭圆形，胞体 9— 

13tam，胞质染色较浅，胞膜 明显，核膜明显，核 

较小，位于细胞中央。初级精原细胞数 目不多。 

分布于各发育阶段的精巢滤泡壁上(图3)。 

2．2．2 次级精原细胞 细胞体积较大，圆形或 

椭圆形。直径8—9加1，核染色较浅，形状不规 

则，没有核仁，核质松散，胞质明显(图 4)，精原 

细胞在 ⅡⅢⅣ期精巢中数目不多，主要分布于 

I期精巢滤泡的各个部位。 

2．2．3 初级精母细胞 细胞圆形或椭圆形，直 

*四川畜牧兽医学院重点科研项目．院科(1992 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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