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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田蜘蛛消长动态及其对稻飞虱的控制作用

仇广灿 孙广仲 成晓松 胡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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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是水稻害虫的主要天敌种群
,

对水稻

害虫尤其对稻飞虱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

研究稻 田蜘蛛的发生规律
,

分析其对稻飞

虱的控制效应
,

并加以合理保护和利用
,

是稻飞

虱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仁’ 浏
。

19 91 一 199 6

年
,

作者对盐城市的稻 田蜘蛛种群的消长动态
、

控虫效应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99 1 一 199 6 年
,

每年选择肥力上等
、

长势均

匀的杂交稻 (组合为汕优 6 3) 田 2 块
,

为系统观

察圃 (不使用杀虫剂 )
。

从 7 月 1 日至 9 月底
,

每 5 天 1次
,

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盆拍法
,

每次

拍查 100 穴水稻
,

记载稻飞虱
、

蜘蛛数量
,

分析

稻飞虱
、

蜘蛛的 田间自然消长动态
、

两者的相关

关系以及蜘蛛对稻飞虱的控制效应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稻 田蜘蛛的消长动态

盐城市水稻田蜘蛛种类较多
,

常年以拟水

狼蛛 产、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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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虫瘤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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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s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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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间小黑

蛛 肠匆
。 n i d i“ n z g 八 zm l了l ic o al ( s un d ve all )等为优势

种群川
。

6 月中下旬水稻移载后 田间即可查见

蜘蛛
。

7 月 10 日前
,

由于害虫数量少
,

百穴蜘

蛛数量一般在 100 头 以下
,

7 月中下旬随着稻

飞虱虫量的激增
,

蜘蛛数量也上升较快
。

稻飞

虱虫量高峰后 5 一 10 天达第一蛛量高峰
,

上升

期日增长速率比稻飞虱低 8
.

8 % 一 16
.

5 %
。

稻

飞虱峰期百穴虫量在 35 0 头以下时
,

蜘蛛峰期

蛛量高于稻飞虱虫量 ; 稻飞虱峰期百穴虫量在

500 头以上时
,

蜘蛛峰期蛛量低于稻飞虱虫量

(见表 1)
。

8 月中下旬稻飞虱虫量下降
,

随之蜘

蛛数量也呈减少趋势
。

9 月上中旬
,

蜘蛛又随

稻飞虱虫量的迅速上升而明显增加
,

并出现第

二蛛量高峰
,

由于蜘蛛基数相对较高
,

上升期
、

高峰期与稻飞虱的增长几乎同步
,

峰期蛛量一

般仍低于稻飞虱虫量 ;后期 ( 9 月上中旬 )稻飞

虱未出现虫量高峰
,

发生数量极少的年份
,

蜘蛛

的第二蛛量高峰不明显
,

其数量高于稻飞虱虫

量
。

将 19 92
一 199 6 年各年稻飞虱

、

蜘蛛的系统

调查资料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表明
,

两者的虫

量
、

蛛量消长关系呈 显著
、

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见表 1 )
。

表 1 稻飞虱
、

蜘蛛峰期虫量比较及其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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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

05 水平显著
, 二 *

为 0
.

01 水平显著
。

2
.

2 稻田蜘蛛对稻飞虱的控制作用

分析稻 田蜘蛛和稻飞虱种群间的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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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蜘蛛发生数量年度间比较稳定
,

差异较

小
,

蜘蛛对稻飞虱的相对量
、

蛛虱比以及控虱效

果应随稻飞虱虫量的增加而下降
,

稻飞虱中等

到中等偏轻以下发生的年份
,

发生期正常或偏

迟
,

上升速率较慢
,

峰期虫量 (百穴 1 163 头以

下 )相对较低
,

蜘蛛的相对量
、

蛛虱比较高
,

控虱

作用明显
,

一般可将稻飞虱虫量控制在药剂防

治指标 (百穴 5 00 头 )以下 ;稻飞虱大发生年份
,

发生期早
,

峰期提前
,

前期虫量高
,

上升迅猛
,

而

蜘蛛种群的上升明显滞后
,

其数量显著低于稻

飞虱虫量
,

相对量
、

蛛虱 比很低
,

对稻飞虱虽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

但不能控制其危害
,

必须进行

药剂防治
,

才能达到杀虫保产的 目的 (见表 2)
。

量
、

蛛虱 比较低
,

控虱作用较弱
,

必须根据虫情
,

辅以必要的药剂防治
。

药剂应选用对蜘蛛杀伤

力小
,

对稻飞虱防效优良的扑虱灵
、

毗虫琳叫
,

以保护蜘蛛等有益生物
,

发挥其后效应
。

表 2 蜘蛛对不同密度稻飞虱的控制效应

稻飞虱

峰期虫量

(头 /百穴 )

蜘蛛蛛量

比稻飞虱高

( % )

蛛虱比 稻飞虱

最终虫量

(头 /百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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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稻田蜘蛛与稻飞 虱之间存在着制约 的关

系
,

蜘蛛蛛量高峰一般比稻飞虱虫量高峰滞后

5 一 10 天
,

上升期日增长速率比稻飞虱低 8
.

8 %

一 16
.

5 % ;稻飞虱中等到中等偏轻以下发生年

份
,

虫 口密度较低
,

蜘蛛的相对量
、

蛛虱 比较高
,

控虱作用明显
,

可利用蜘蛛控制稻飞虱为害
,

尽

可能地少用药或不用药 ;稻飞虱大发生年份
,

前

期虫量高
,

上升迅猛
,

蜘蛛上升相对较慢
,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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