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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堪过对南京地区 4种不同类型单季稻田蜘蛛群落的结构爱其与褐飞虱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蜘蛛群落 

由 10科 21种组成，其中草间小黑蛛、禽虫瘤胸蛛、拟水狼蛛为优势种。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化防田低于生防田．而均匀性 

则施药田大于不施药 田。不同移栽时间的稻田，丰富度、多样性 、均匀性迟栽田低于早栽田 蜘蛛与榀飞虱各发育阶段的 

相关性分析表 明，翦蛛与褐飞虱长翅成虫相关性好 ．而与低龄若虫相关性差F蜘蛛与褐飞虱 的相关性主要由榀飞虱田间 

第 1次若虫高峰时的蜘蛛量和蛛虱比央定，模拟的回归方程为：一 --0 1997~0．007563"L+o．3371x2(F>F。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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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der community and its coherency with Nilaparvata iugens in a 

single paddy—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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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ies on the spider community and its re]atlon with Nilaparvata lugens(BPH)in four kinds of 

single rice cropping fields were carried out in Nanjing area tJiangsu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ider community consisted of 10 families and 21 species，in which Erigonidium graminicolum．Urnmeliata 

insecticeps，Pirota subpirotic~s were the dominants．The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e chemieal COn— 

troI field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biological control fields，whereas the evenness became high after 

spraying pesticide．The coherency analysis on the spiders to BPH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 revealed 

that spiders showed B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long—winged adult and low correlation with the young 

nymph．The significance of coherency WBS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number of spiders and the ratio of spi 

ders to brown back planthoppers when the young nymph developed tO peak—hour in the first time，and the 

regress equation{P  0．1 997+ 0．O0756 1— 0．3371x2(，> F。02】)was simulated． 

Key words：spider community Nilaparvata lugens；co heren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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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飞虱是我国水稻上的主要害虫之一。它暴发频繁，90年代就有两次大发生(1 991年大发生、1 997年 

特大发生)，给稻产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常年，褐飞虱在稻田害虫群落中也多处于主要地位 因此，褐飞虱 

的为害，成为了决定水稻丰欠的主要 因素之一。目前 ，各水稻产区对褐飞虱主要采用化学防治，由此导致 了 
一 些不良后果0 如何才能有效地防治这一害虫，长期 以来就为人们所关注 80年代以来 ，综合协调与治理 

的原理与方法 ，成为了害虫管理的主导思想 ，也是可持续农业战略决策之一Ⅲ=稻 田蜘蛛群落作为褐 飞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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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敌群落 ，其对褐飞虱的生物控制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利用天敌的控制作用，结台适度 

的化学控制 ，是综台治理害虫的可行之路 要充分利用天敌的生物控制作用，就必须对天敌群落的结构和 

功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往的研究涉及稻 田蜘蛛群落的组成、结构、物种动态、多样性较多 “，对天敌与 

飞虱数量消长的相关性也有研究 ，但仍不够全面 并且不同地域蜘蛛群落的组成结构差异很大 一。本实 

验 南京地区单季稻田为基地，系统地调查研究了不同类型 田蜘蛛群落的结构，分析 了不同类型田、水稻 

不同生育期蜘蛛群落与揭飞虱各发育阶段的相关性 为进 一步研究蜘蛛群落的生物控制功能打 F基础 ， 

时为揭飞虱的防治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类型田及调查方法 

1997年 6～9月份在份南京市江浦县选取 4种不同类型的单季稻 田各 2666m。左右 ，油菜茬杂交稻 田 

(简稚 zY)，5月 3o日移栽、汕忧 63品种、不用药 、麦茬杂交稻 田(简稀 ZM)，6月 1 7日移栽、汕优 63品 

种 、不用药 、麦茬粳 稻 田(简称 JM)，6月 17日蒋栽、南 农 6427品种、不用药{及 小麦茬籼 稻田(简鞴： 

XM)，6月 15日移栽、扬稻 6号(93—11)品种、按常规用药。4种类 型田在南京地区普遍存在，具有代表性 。所 

选稻田处在环境较为复杂 ，田埂及水沟四周杂草较多 ，田块间穿插有多种旱作。4种类型稻田都按常规方法 

进行 田间管理。 

田问调查采用盆拍法平行跳跃式取 40个佯点 ，每一个样 点取两穴，瓷盘规格为 50×35×3cm 每 j、 

7d蹰查 1次，按盘记录稻田群落害虫(主要为飞虱)与天敌(以蜘蛛为主)各物种的个体数量。调查从水稻分 

蘖期开始，到黄熟期结束。 

1．2 数据处理方法 

物种丰富度以S计算(s为物种数)。多样性采用ShannonWeiner指数公式 一一 (P．J og P1 ， 

表示群落中各物种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均匀度指数采用 E—H。／1 og S 相关 眭分析_秉用 J 线性 州 

归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 

2 结果与分斩 寰l 不同娄型田的蜘蛛群藩各科的救量分配， 、 

2 1 稻 田蜘蛛群落的组成 

南京地区 单季稻 田蜘蛛群落由 l0科 21种组 

成 ，其中草间小黑蛛、食虫 瘤胸蛛 、拟水狼蛛 、拟环 

纹报蛛的数量多，在各类型田中均有分布，是南京 

地区单季稻 田的优势种 。在 l0个科中以微蛛科、狼 

蛛科数量为多，其次是跳蛛科、球腹蛛科、肖蛸 科、 

管巢蛛科、圆蛛科 不同类型田蜘蛛群落 中主要科 

个体数占蜘蛛群落总个体数的百分比如表 】 

由表 l可知，单 季稻 田的蜘蛛群落 主要由徽 

蛛、狼蛛 跳蛛 球腹蛛 肖蛸蛛组成，另外有少量的 

园蛛 、管巢蛛 、蟹蛛 、盗蛛及新妇蛛。在不同类型 田 

中，主要物种的数量分配略有不同，主要科的 比例 

排序在 ZY、ZM、JM 田中较 为一致 ，为微蛛科>狼 

蛛科>跳蛛科>球愎蛛科> 肖蛸科，次要科的数 量 

Table l Number percentages of main families‘individual 

numbers of spider community'n different rice fields 

蜘蛛科名 里三： ! ： 三 
Families of spider ZY ZM JM XM 

做蛛科 Mieryphantidae 

狠蛛 科 Lycosidae 

肖蚶科 Tetragnathidae 

球腹蛛科 Theridiidae 

跳蛛科 Salticidae 

园蛛 科 Arane[dae 

管 巢蛛 科 Clublonidae 

蟹 蛛 抖 Thornisidae 

20．57 30 Uj 29 89 l c5 

6 d4 51 7 1 l c 2lJ 

9．64 。I 3| 1(】一 2 1 3 ‘7 

l 5 62 1 U 71 10 7 llI 

3．2l ： j# I- l ～ 

0．85 l1．5 5 1 21 1 08 

分配有所不同=4种类型 田的微蛛科与狼蛛科数量之和占整个蜘蛛群落个体数的 60鬈 }：，在 ZY、ZM 

JM、XG 田分别为 ：62．38 、68 08 、68．27 和 64．64 ，是典型的忧势类群。在同湖移栽的 ZM、JM 稻 

中相同科的蜘蛛数量分配较为 一致，无显著差别(P<O．05)，而与早移栽的 ZY田存在差异 这说明．稻蹦 

蜘蛛群落中备物种的1、体数分配与稻田群落的形成时间有荧。一般来说，早移栽田蜘蛛数量客．群藩优蛰 

度比迟移栽田略低 

常规用药田 XM 受到药剂的影峒 ．使得蜘蛛群落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彳七 XM 的备饕蜘蛛在数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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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同期插秧且不用药的 ZM、JM 田有明显的不同，微蛛科中的草间小黑蛛、食虫瘤胸蛛作为优势种更为 

突出 ，截蛛科数量占总蛛量的 48．59 ，而球腹蛛科上升到第三位 ，为 13．67 。这 可能与微蛛、球腹蛛的耐 

药性有关 ’。从这也可知，稻田蜘蛛的数量主要受蜘蛛种库大小 与化学药剂的影响 广谱性药荆施用后， 

能使蜘蛛群落优势物种更为明显，优势度更为集中。 

2．2 稻田蜘蛛群落的特征分析 

2．2．1 蜘蛛群落物种丰富度 群落物种丰富度是群落 中物种数量的函数 ．它的大小反映群落富含物种的 

多步。不同类型 田之间物种丰富度 以施药田为低，早移栽田为高 ，并且都有一十明显的低峰 (7月 30日～8 

月16日时段)。不过变化趋势较为一致，都显示为双峰型。从这可说明早裁稻田为蜘蛛越冬后的生活与繁 

殖提供 了有利场所 ，蜘蛛 群落能最大限度地建立 7月 30日～8月 36日时段 出现的低谷 ．表现出蜘蛛 的生 

理死亡期 这一时期蜘蛛处于卵期 ，对化学药剂不太敏感 ，如果此时 田问害虫量大 ，适当用药厩可防治害 

虫 ，又可保护蜘蛛．达到很好的防效 

化防田物种丰富度比不防治田都低 ，并且始终接近于生理死亡期的量，这说 明化学药剂对蜘蛛群落影 

响很大 ，杀死 了一些对药荆敏感的种，并且经长时间也难 以恢复。 

时间 Time(月，日 M~th／Datc) 

图 1 不同类型 田蜘蛛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Fig．1 Species abundance of spider community with 

different type rice fields in d耐 erent time 

2．2．2 蜘蛛群落多样性 与均匀性 群落多样性与均 

匀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田间群落 的稳定性。群落 

的稳定性 又直接反映出群落功能作用的大 小。研究稻 

田蜘蛛群落的多样性 ，是 为了在 生态理论上来评价蜘 

蛛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大小 不同时问不同类型稻 田的 

蜘蛛群落的多样性 与均匀性变化见图 2。 

由图 2知，化防 田 XM 多样性低 于不用药的生防 

田；水稻生育前期多样性稍高于后期 f早插稻 田 ZY多 

样性 比其它 3个类型 田都高 f同期插秧的 zM、JM 多样 

性无显著性差别 这说明，稻 田蜘蛛群落多样性 主要与 

稻 田生态系统的形成 时间迟早以及用药情况有关 ，与 

水稻品种关系不大 。 

9／J5 Bcf。n 7／8 7／8～7／29 7／3o一8]16 B／l6～9／J5 

叶 『可 Timc (月／日 Ma th，Date) 

图 2 不同时间 4种类型田蜘蛛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 

F ．2 Deversity and ev s of spider community with 0ur type rice fields in different time 

ZY、ZM、JM、XM 田均 匀性也都在同一个时间段(7月 30日～8月 36日)达到最大。这说明单季稻 田 

蜘蛛在 7月底到 8月中旬各物种数量分布最均 匀。在 XM 田，施药后均匀性提高，这是化学药剂调和 了蜘 

蛛群落个体数的极端分布所致 

2．3 蜘蛛群落与褐飞虱的相互关系分析 

天敌与害虫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 一，同时也是评价天敌对 目标害虫控制作 用 

大小的一种方法 。在对捕食性天敌的作用分析中，功能反应、数值反应研究较多 ，蜘蛛与飞虱的相关性也有 

研究 ，但对田间自然条件下 ，蜘蛛与褐飞虱的不同虫态、虫龄的相关性分析尚缺乏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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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田阿条件下天敌(主要为蜘蛛)与褐飞虱各虫态(龄)的关系 ，就可以根据 田间各虫态 、虫龄的虫 

口密度及蜘蛛量制订出较 为台理的防治指标与防治时间 ．从而为褐飞虱的防治提供指导 ，使防治达到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举 。 

2．3．1 不 同类型田蜘蛛群落与褐飞虱的相关性 不同类型 田中的蜘蛛群落与褐飞虱的相关性不同。同一 

品种不同移栽期的 ZY、ZM 田相关性大体一致 ．只是显著性程度有差异 zY 田因早移栽．褐飞虱迁入时处 

于圆杆期．田问褐飞虱量与迟栽的 ZM(褐飞虱迁入时，水稻正处于分蘖期)相比要步得多。与 ZM 田同期移 

栽但品种不同的 JM 田，褐飞虱虫量要比 ZM 田少几十倍．并且褐飞虱在该田的发育进度要比 zY 田迟 1～ 

2个龄期 ，同时 JM 田的蜘蛛数相对也要少 ，从而相关性表现 出不显著 。这说明，在田间条件下．蜘蛛群落与 

褐飞虱的相关性 在一定程度上与褐飞虱及蜘蛛的数量有关 。在一定范围内，数量关系表现更明显。 

籀药 田XM．蜘蛛群落与褐飞虱戚虫表现出极显著相关 ，但在整个水稻生育期与褐飞虱的相关性差 结 

果见表 2。 

寰 2 不同粪型田■蜂与幡飞虱不同虫奠(态)的相关系姑 

Table 2 Correlation eoefr|~LenU bet~ en spiders and BPH 

**表示经显著性检验敏显著(P<O O1)， 表示显著(P<O．05)，s gnjf jant at P<O Ol and atP<O．05 respectively 

从相关性系数大小还可知 ，蜘蛛与褐飞虱长翅成虫相关性好 ，与低龄若虫相关性 差 ，这说明稻 田蜘蛛 

的数量消长与褐飞虱成虫的数量消长相一致 ．而与低龄若虫不相一致 但是 ，蜘蛛对褐飞虱成虫和低龄若 

虫的捕食能力不同，数量上的相关仅可说明存在一种能发挥最大控制作用的潜能 因此在评估 田问蜘蛛对 

褐飞虱的控制作用时 ．光从数量上的吻合来判断还租粗糙 ．要客观地评价还必须增添有关天敌功能单位的 

参数，加以定量化。 

另外对蜘蛛这类行动迅速，捕食能力强 的天敌，它在猎取食物 的选 择性强弱上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笔 

者在 田问调查时 ．观察到正在取食的蜘蛛多捕食着长翅褐飞虱 从行为学与形态学上分析 ，可能 与长翅成 

虫体形长粗．特别是雌虫活动性差 ，蜘蛛捕获后容易抱持、吸食有关 。因此在不同虫态 (或龄期)的数量相关 

中多少也反应出了蜘蛛在捕食行为或营养需求上的一种适应性 

从表 2看出，蜘蛛与褐飞虱低龄若虫表现出的相关性较差，但这并不意味着蜘蛛不攻击低龄若虫，可 

能是低龄若虫数量多，掩盖了蜘蛛群落与褐飞虱这层数量上的关系。当然t二者本来在数量增长上不相一 

致的情况也不容忽视 因此 ，在褐飞虱田同发生代低龄若虫数量较高时t用一次对蜘蛛具有保护性的药剂， 

压低虫量 ，这样能加强蜘蛛群落对褐飞虱的捕食关系，提高蜘蛛群落的控制效能。这是综台协调褐 飞虱种 

群数量的有效措施之一。 

2．3．2 蜘蛛群落与褐飞虱相关的显著性检 溟I 对 1987~1 997年南京地区汕优 63稻 田蜘 蛛群落与褐 飞 

虱的相关性分析，得出不同年份的相关性有 所不同，1la中有 4a表现出极显著相关 (r>ra )，3a显著相关 

(r>r0。 )，仅 表现为不相关(r< )。根据相关系数r值大小对 r进行级别的划分 ，分级标准为(凭作者 

经验划分)：一级 ：r<r s}二级 ： <r< 。5+0．05；三级 0 一0．O5<r<r~⋯ 四级 ： 。L<r<rn 0I} 

五级 ；r 1—0．05<r<r0 01+0．1；六级：r 1+0．1<r<，㈨ +0．2}七级 ： 。L+0．2<r<r。“+0．4}八级：r> 

+0．4。然后 以r级别为因变量 ，田问揭飞虱第 1次出现低龄若虫高峰时的褐飞虱数量 (z )和蜘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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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以及此时 的蛛虱比( )3个值做 自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 (计算过程采用 sas统计软件)。结果表 明， 

蜘蛛的量( )和蛛虱比( 。)与 r显著相关(F> Ⅲ)，而变量 因不相关被剔除。拟台方程为： 

一 0 1997— 0．00756 r + 0．3371x3(， > Fn o∞)。 

根据模拟方程 ，对 lla的历史资料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知 ，lla中有 10a符合，仅 h 例 

外，符合度达 90．91 。这说明拟合方程可信度高。稻田蜘蛛群落与褐飞虱的相关性由田同褐飞虱第1次出 

现若虫高峰时的蜘蛛量、蛛虱 比所决定 运用该方程可 预}则某年田间蜘蛛与褐 笆虱的相关性大小，从而 

指导防治。如果预测该年的相关性好 ，且蜘蛛起始量多，则可适当放宽害虫的防治指标，甚至可减少簏药次 

数，提高经济效益 。 

裹 3 1987~1997年杂交稻田蜘蛛群落与福飞虱的相关显著程度幢测 

Tnble 3 Test of cohe~ncy level between spider community and BPH wtth cⅢ 目hred rice fields in 1991～ 1997 

*、**表示相关显著与极显著}v表示上下项相关显著程度 一致 ，×表示不 致 ．signific Jam at P<0．01 and signi— 

ficiant,ftt P<0．05 respectively and sign shows n0 d~fferenbetween the value of r’and —but× shows different． 

2．3．3 水稻不同生育期蜘蛛与褐飞虱的相关性分 

析 水稻不同生育期蜘蛛群落的结构有很大变动， 

褐飞虱的数量波动也很大。褐飞虱在水稻生育后期 

数量多，蜘蛛的量也有随水稻生育期 的后延而加大 

的趋势。水稻不同生育期蜘蛛与褐飞虱的相关性大 

小见表 4。 

不同生育期中蜘蛛与褐飞虱相关性 不同，水稻 

生育前期褐飞虱和蜘蛛都处于数量增长阶段 ，因此 

二者的相关性好。随着水稻生育期的后延，不簏药 

田中蜘蛛与褐飞虱的相关性逐渐降低。孕穗抽穗期 

相关性表现不显著，这时水稻营养正是褐 飞虱的最 

适阶段，易造成褐飞虱大量繁殖 。在 XM 田中，因施 

丧 4 木稻不 同生 青期蜘蛛群落与福飞虱的相 关系量 

(1997，南京江 浦 ) 

Table 4 Correl~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piders and 

BPH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 of rice 

水稻生育期 Rice deve]opmem~l stage 

类型田 — 耵 —— 啊i= i两—— 丽 

Field types Tiliering Boot stage Ripening 

stage heading stage period 

、 ；目 2．The㈣ P oftable 2． 

药控制了褐飞虱的数量，水稻整个生育期褐飞虱种群数量均较低 ，固而表现出极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南京江清单季稻田蜘 蛛群落由 1o科 21种组成，优势种为草间小黑蛛、食虫瘤胸蛛、拟水狼蛛。不同类 

型田蜘蛛群落 的丰富度、多样性 、均匀性不同 丰富度、多样性早裁田比迟裁田大 t生防田比化防田大 。ZY、 

ZM、JM 田物种丰富度及群落多样性在 7月 3O日～8月 1 6日时段都 处于低峰，而均匀性则在该时段处 于 

高峰 。 

对不 同类型田蜘蛛群落与褐 飞虱的相关性 及历年资料的分析表明 ，田阿褐 飞虱第 1农出现若虫高峰 

时的蜘蛛量和此时的蛛虱比是决定整个水稻 生育期蜘蛛 与褐飞虱相关程度的主导固子 。以蜘蛛量( 一)和 

蛛虱 比( )为 自变量，拟台出预测相关程度的方程为： 0．1 997+o．00756x一十0．3371x ( >，㈣z )。方 

程经检验 ，lla中有 lOa符合，符台率达 90．91 ，可 用于预测 。 

水稻不同生育期两者的相关性不同，在水稻生育前期相关性好，中后期表现差 蜘蛛群落与褐飞虱不 

同虫龄、虫态的相关性也有所不同，表现为与褐飞虱成虫相关性好 ，与低龄若虫相关性差 

研究稻 田蜘蛛对褐 飞虱的控制作用太小，仅从发生数量上的相关性 方面来说明还很不够 ，还必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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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有效的方法，对 田间蜘蛛取食量进行测定，使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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