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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平腹蛛科是蜘蛛目中第六大科 。这类蜘蛛主要生活在落叶层 、石块下

及树干或墙缝隙间 ，多昼伏夜出 。由于在白天较少见 ，且体色单调 ，一般

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平腹蛛是土壤动物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物

质流和能量流以及保持生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农林害虫的重要

天敌 。本卷共记载平腹蛛科蜘蛛 ３４属 １６６种 ，其中包括 １新属 １４新种 。

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中扼要地综述了平腹蛛科的研究简史 、形

态特征 、分类系统 、地理分布和生物学 。各论中包括对科 、属和种的形态

特征和地理分布的记述和插图 ，以及我国各属和种的检索表 。书末附有中

名和学名索引 。

本书可供从事动物学教学 、科研以及农林植保工作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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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平腹蛛科是蜘蛛目中第六大科 ，已知约 １１３属 １９５５种 （Platnick ，２００４） 。这类蜘蛛

由于主要生活在落叶层 、石块下及树干或墙缝隙间 ，又因其多昼伏夜出 ，体色单调 ，而

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科蜘蛛多从落叶层中采得 ， 或用陷阱法采得 ， 采集方法不当 ，

则它们易被忽略 。实质上 ，平腹蛛是土壤动物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物质流和能

量流以及保持生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 。但目前这方面的

研究尚不多 ，即或一些从事农田蜘蛛生物学研究的专家或植保工作者 ，也可能由于没有

充分注意土壤中的类群而对平腹蛛有所疏漏 。因而平腹蛛的资料比较欠缺 ，给志的编写

增加了困难 ，也提示我们今后对这些土壤中的类群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有加强之

必要 。

笔者多年来虽对本类群作了一些研究 ，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尚嫌不足 。前人记载的

有些种类中有部分我们未能找到有关标本 ，只好借用原作者的附图或文字记述 ，倘某种

的原始记述无特征图只好暂时将该种作为疑问种处理 。对国内同行记载的有些种类 ，我

们为了亲自得以观察 ， 只好冒昧向他们求助 。 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并承有的同行惠赠标

本 ，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使本志的内容得以充实 。在此 ，特向惠赠或借给我们标本的国

内同行表示深切的感谢 。先后提供帮助的有 ：湖北大学赵敬钊教授和刘凤想老师 ，安徽

黄山学院徐亚君教授 ，山东大学胡金林教授 ，杭州师范学院陈樟福教授 ，浙江大学张贞

华教授 ，四川生物防治研究所陈孝恩 、高君川教授 （现工作单位为巴蜀植物保护科技推

广中心） 和湖南师范大学尹长民 、颜亨梅教授 。尤其承胡金林教授借给我们他在 枟青藏

高原蜘蛛枠 一书中所记述的数十种标本 ， 包括 １１ 新种的模式标本 。 此外 ， 在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查看标本时 ，得到黄大卫所长 、标本中心主任张春光研究员 、李枢强和彭

贤锦研究员 、标本室负责人贾立君女士的大力支持 。笔者在清稿过程中 ，得到张超 、张

志升 、黄艳敏 、李媛媛 、杨晋宇等同志的许多帮助 ，特别是张超同志出力最多 ，在此谨

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笔者还想借本志出版的机会 ， 向我国蛛形学界的前辈王凤振 、

朱传典和汪海珍教授表示敬意 。

笔者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国外有关研究单位为我查阅标本时提供的种种便利 ，这些单

位和同行有 ： 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Musé um National d摧Histoire Naturelle ， Paris ，
MNHN） 的 M ．Hubert ，J ．Heurtault 和 C ．Rollard博士 ，美国史密桑研究院自然历史博

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USNM） 的 J ．Cod唱
dington博士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MNH） 的



N ． I ．Platnick 和 M ．U ．Shadab博士 ， 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 （Museum of Com唱
parative Zo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MCZ） 的 H ．W ． Levi博士 。

本志共记载平腹蛛科蜘蛛 ３４属 １６６种 ，其中包括 １新属 １４新种 。总论中扼要地综

述了平腹蛛科的研究简史 、 形态特征 、 分类系统 、 地理分布和生物学 。 各论中包括对

科 、属和种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的记述和插图 ，以及我国各属和种的检索表 。本志内

容中的遗漏和错误之处 ，欢迎读者批评和指正 。

宋大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 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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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怒平腹蛛 Gnaphosa chola Ovtsharenko et Marusik ，１９８８ （ ９４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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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德格平腹蛛 Gnaphosa dege Ovtsharenko ，Platnick et Song ，１９９２ （ ９５ ）… … …

　 　 　 　 　 　 （４４） 费氏平腹蛛 Gnaphosa fagei Schenkel ， １９６３ （ ９６ ）… … … … … … … … … … …

　 　 　 　 　 　 （４５） 细平腹蛛 Gnaphosa gracilior Kulczynski ， １９０１ （ ９７ ）… … … … … … … … … …

　 　 　 　 　 　 （４６） 矛平腹蛛 Gnaphosa hastata Fox ，１９３７ （ ９９ ）… … … … … … … … … … … … … …

　 　 　 　 　 　 （４７） 欠虑平腹蛛 Gnaphosa inconspecta Simon ，１８７８ （ １００ ）… … … … … … … … … …

　 　 　 　 　 　 （４８） 甘肃平腹蛛 Gnaphosa kansuensis Schenkel ， １９３６ （ １０２ ）… … … … … … … … …

　 　 　 　 　 　 （４９） 金比罗平腹蛛 Gnaphosa kompirensis Boesenberg et Strand ，１９０６ （ １０３ ）… … …

　 　 　 　 　 　 （５０） 兔平腹蛛 Gnaphosa leporina （L ．Koch ，１８６６） （ １０５ ）… … … … … … … … … …

　 　 　 　 　 　 （５１） 利氏平腹蛛 Gnaphosa licenti Schenkel ， １９５３ （ １０６ ）… … … … … … … … … … …

　 　 　 　 　 　 （５２） 光暗平腹蛛 Gnaphosa luci fuga （Walckenaer ， １８０２） （ １０８ ）… … … … … … … …

　 　 　 　 　 　 （５３） 曼平腹蛛 Gnaphosa mandschurica Schenkel ， １９６３ （ １１０ ）… … … … … … … … …

　 　 　 　 　 　 （５４） 悲平腹蛛 Gnaphosa moerens O ．P ．唱Cambridge ，１８８５ （ １１１ ）… … … … … … … …

　 　 　 　 　 　 （５５） 蒙古平腹蛛 Gnaphosa mongolica Simon ， １８９５ （ １１２ ）… … … … … … … … … … …

　 　 　 　 　 　 （５６） 蝇平腹蛛 Gnaphosa muscorum （L ．Koch ，１８６６） （ １１４ ）… … … … … … … … …

　 　 　 　 　 　 （５７） 南木林平腹蛛 Gnaphosa namulinensis Hu ，２００１ （ １１５ ）… … … … … … … … … …

　 　 　 　 　 　 （５８） 彭氏平腹蛛 Gnaphosa pengi Zhang et Yin ，２００１ （ １１７ ）… … … … … … … … … …

　 　 　 　 　 　 （５９） 波氏平腹蛛 Gnaphosa potanini Simon ， １８９５ （ １１８ ）… … … … … … … … … … …

　 　 　 　 　 　 （６０） 中华平腹蛛 Gnaphosa sinensis Simon ，１８８０ （ １１９ ）… … … … … … … … … … … …

　 　 　 　 　 　 （６１） 宋氏平腹蛛 Gnaphosa songi Zhang ，２００１ （ １２１ ）… … … … … … … … … … … … …

　 　 　 　 　 　 （６２） 斯氏平腹蛛 Gnaphosa stoliczkai O ．P ．唱Cambridge ，１８８５ （ １２３ ）… … … … … … …

　 　 　 　 　 　 （６３） 牛平腹蛛 Gnaphosa taurica Thorell ， １８７５ （ １２４ ）… … … … … … … … … … … …

　 　 　 　 　 　 （６４） 土旗平腹蛛 Gnaphosa tumid Tang ，Song et Zhang ，２００１ （ １２５ ）… … … … … …

　 　 　 　 　 　 （６５） 维氏平腹蛛 Gnaphosa wiehlei Schenkel ，１９６３ （ １２６ ）… … … … … … … … … … …

　 　 　 　 　 　 （６６） 谢氏平腹蛛 Gnaphosa xieae Zhang et Yin ，２００１ （ １２８ ）… … … … … … … … … …

　 　 　 　 　 　 （６７） 赵氏平腹蛛 Gnaphosa zhaoi Ovtsharenko ，Platnick et Song ，１９９２ （ １２９ ）… … …

　 　 　 　 １１ ．单蛛属 Haplodrassus Chamberlin ，１９２２ （ １３０ ）… … … … … … … … … … … … … …

　 　 　 　 　 　 （６８） 齿单蛛 Haplodrassus dentatus Xu et Song ，１９８７ （ １３２ ）… … … … … … … … … …

　 　 　 　 　 　 （６９） 库氏单蛛 Haplodrassus kulczynskii Lohmander ，１９４２ （ １３３ ）… … … … … … … …

　 　 　 　 　 　 （７０） 适单蛛 Haplodrassus moderatus （Kulczynski ，１８９７） （ １３４ ）… … … … … … … …

　 　 　 　 　 　 （７１） 椭圆单蛛 Haplodrassus paramecus Zhang ，Song et Zhu ，２００１ （ １３６ ）… … … …

　 　 　 　 　 　 （７２） 平单蛛 Haplodrassus pugnans （Simon ，１８８０） （ １３７ ）… … … … … … … … … … …

　 　 　 　 　 　 （７３） 符单蛛 Haplodrassus signifer （C ．L ．Koch ，１８３９） （ １３９ ）… … … … … … … … …

　 　 　 　 　 　 （７４） 索氏单蛛 Haplodrassus soerenseni （Strand ，１９００） （ １４１ ）… … … … … … … … …

　 　 　 　 　 　 （７５） 荒漠单蛛 Haplodrassus vastus （Hu ，１９８９） （ １４３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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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希托蛛属 Hitobia Kamura ，１９９２ （ １４４ ）… … … … … … … … … … … … … … … … …

　 　 　 　 　 　 （７６） 格状希托蛛 Hitobia cancellata Yin ，Peng ，Gong et Kim ，１９９６ （ １４５ ）… … … …

　 　 　 　 　 　 （７７） 察隅希托蛛 ，新种 Hitobia chayuensis Song ， Zhu et Zhang ，sp ．nov ． …

（ １４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７８） 勐龙希托蛛 ，新种 Hitobia menglong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１４８ ）…

　 　 　 　 　 　 （７９） 山地希托蛛 Hitobia monsta Yin ，Peng ，Gong et Kim ，１９９６ （ １５０ ）… … … … …

　 　 　 　 　 　 （８０） 单带希托蛛 Hitobia unifascigera （Boesenberg et Strand ，１９０６） （ １５１ ）… … …

　 　 　 　 　 　 （８１） 安之辅希托蛛 Hitobia yasunosukei Kamura ，１９９２ （ １５３ ）… … … … … … … … …

　 　 　 　 　 　 （８２） 云南希托蛛 ，新种 Hitobia yunnan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１５５ ）… …

　 　 　 　 １３ ．香港蛛属 Hongkongia Song et Zhu ，１９９８ （ １５６ ）… … … … … … … … … … … … …

　 　 　 　 　 　 （８３） 胡氏香港蛛 Hongkongia wuae Song et Zhu ，１９９８ （ １５７ ）… … … … … … … … …

　 　 　 　 １４ ．岸田蛛属 （中国新记录属） Kishidaia Yaginuma ，１９６０ ， New record
（ １５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８４） 白斑岸田蛛 Kishidaia albimaculata （Saito ，１９３４） （ １５９ ）… … … … … … … … …

　 　 　 　 　 　 （８５） 新平岸田蛛 ，新种 Kishidaia xinping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１６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５ ．小蚁蛛属 Micaria Westring ，１８５１ （ １６１ ）… … … … … … … … … … … … … … … …

　 　 　 　 　 　 （８６） 白捆小蚁蛛 Micaria albofasciata Hu ，２００１ （ １６４ ）… … … … … … … … … … … …

　 　 　 　 　 　 （８７） 白纹小蚁蛛 Micaria albovittata （Lucas ，１８４６） （ １６５ ）… … … … … … … … … …

　 　 　 　 　 　 （８８） 阿拉善小蚁蛛 Micaria alxa Tang ，Urita ，Song et Zhao ，１９９７ （ １６７ ）… … … …

　 　 　 　 　 　 （８９） 博氏小蚁蛛 Micaria bonneti Schenkel ，１９６３ （ １６８ ）… … … … … … … … … … …

　 　 　 　 　 　 （９０） 华美小蚁蛛 Micaria dives （Lucas ，１８４６） （ １６９ ）… … … … … … … … … … … …

　 　 　 　 　 　 （９１） 蚁形小蚁蛛 Micaria formicaria （Sundevall ，１８３１） （ １７０ ）… … … … … … … … …

　 　 　 　 　 　 （９２） 金林小蚁蛛 ，新种 Micaria jinlin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１７２ ）… … …

　 　 　 　 　 　 （９３） 伦氏小蚁蛛 Micaria lenzi Boesenberg ，１８９９ （ １７４ ）… … … … … … … … … … …

　 　 　 　 　 　 （９４） 罗氏小蚁蛛 Micaria logunovi Zhang ，Song et Zhu ，２００１ （ １７５ ）… … … … … …

　 　 　 　 　 　 （９５） 马氏小蚁蛛 Micaria marusiki Zhang ，Song et Zhu ，２００１ （ １７６ ）… … … … … …

　 　 　 　 　 　 （９６） 拟白捆小蚁蛛 ，新种 Micaria paralbofasciata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１７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９７） 山区小蚁蛛 Micaria pulcherrima Caporiacco ，１９３５ （ １７９ ）… … … … … … … … …

　 　 　 　 　 　 （９８） 蚤小蚁蛛 Micaria pulicaria （Sundevall ，１８３１） （ １８１ ）… … … … … … … … … …

　 　 　 　 　 　 （９９） 俄小蚁蛛 Micaria rossica Thorell ，１８７５ （ １８２ ）… … … … … … … … … … … … …

　 　 　 　 　 　 （１００） 图瓦小蚁蛛 Micaria tuvensis Danilov ，１９９３ （ １８４ ）… … … … … … … … … … …

　 　 　 　 　 　 （１０１） 西宁小蚁蛛 Micaria xiningensis Hu ，２００１ （ １８５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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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 玉树小蚁蛛 Micaria yushuensis Hu ，２００１ （ １８６ ）… … … … … … … … … … … …

　 　 　 　 １６ ．牧蛛属 Nomisia Dalmas ，１９２１ （ １８７ ）… … … … … … … … … … … … … … … … … …

　 　 　 　 　 　 （１０３） 奥氏牧蛛 Nomisia aussereri （L ．Koch ，１８７２） （ １８８ ）… … … … … … … … … …

　 　 　 　 １７ ．齿蛛属 Odontodrassus Jezequel ，１９６５ （ １９０ ）… … … … … … … … … … … … … … …

　 　 　 　 　 　 （１０４） 本渡齿蛛 Odontodrassus hondoensis （Saito ，１９３９） （ １９０ ）… … … … … … … … …

　 　 　 　 　 　 （１０５） 云南齿蛛 Odontodrassus yunnanensis （Schenkel ，１９６３） （ １９２ ）… … … … … …

　 　 　 　 １８ ．拟赛蛛属 Parasyrisca Schenkel ，１９６３ （ １９４ ）… … … … … … … … … … … … … … …

　 　 　 　 　 　 （１０６） 贺兰拟赛蛛 Parasyrisca helanshan Tang et Zhao ，１９９８ （ １９５ ）… … … … … … …

　 　 　 　 　 　 （１０７） 波氏拟赛蛛 Parasyrisca potanini Schenkel ，１９６３ （ １９６ ）… … … … … … … … …

　 　 　 　 　 　 （１０８） 申氏拟赛蛛 Parasyrisca schenkeli Ovtsharenko et Marusik ，１９８８ （ １９８ ）… … …

　 　 　 　 　 　 （１０９） 索莱拟赛蛛 Parasyrisca sollers （Simon ，１８９５） （ １９９ ）… … … … … … … … … …

　 　 　 　 １９ ．昏蛛属 Phaeocedus Simon ，１８９３ （ ２００ ）… … … … … … … … … … … … … … … … …

　 　 　 　 　 　 （１１０） 袜昏蛛 Phaeocedus braccatus （L ．Koch ，１８６６） （ ２００ ）… … … … … … … … … …

　 　 　 　 ２０ ．伪掠蛛属 Pseudodrassus Caporiacco ，１９３５ （ ２０２ ）… … … … … … … … … … … … …

　 　 　 　 　 　 （１１１） 皮氏伪掠蛛 Pseudodrassus pichoni Schenkel ， １９６３ （ ２０２ ）… … … … … … … …

　 　 　 　 ２１ ．健蛛属 （中国新记录属） Sanitubius Kamura ，２００１ ， New record …
（ ２０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１２） 东方健蛛 Sanitubius anatolicus （Kamura ，１９８９） （ ２０４ ）… … … … … … … … …

　 　 　 　 ２２ ．寻蛛属 Scopoides Platnick ，１９８９ （ ２０５ ）… … … … … … … … … … … … … … … … …

　 　 　 　 　 　 （１１３） 吉隆寻蛛 Scopoides gyirongensis Hu ，２００１ （ ２０６ ）… … … … … … … … … … … …

　 　 　 　 　 　 （１１４） 西藏寻蛛 Scopoides xizangensis Hu ，２００１ （ ２０７ ）… … … … … … … … … … … …

　 　 　 　 ２３ ．拟幽蛛属 Scotophaeoides Schenkel ，１９６３ （ ２０８ ）… … … … … … … … … … … … …

　 　 　 　 　 　 （１１５） 中华拟幽蛛 Scotophaeoides sinensis Schenkel ， １９６３ （ ２０９ ）… … … … … … … …

　 　 　 　 ２４ ．幽蛛属 Scotophaeus Simon ，１８９３ （ ２１０ ）… … … … … … … … … … … … … … … … …

　 　 　 　 　 　 （１１６） 湖南幽蛛 Scotophaeus hunan Zhang ，Song et Zhu ，２００３ （ ２１１ ）… … … … … …

　 　 　 　 　 　 （１１７） 金林幽蛛 ，新种 Scotophaeus jinlin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２１３ ）… …

　 　 　 　 　 　 （１１８） 西藏幽蛛 Scotophaeus xizang Zhang ，Song et Zhu ，２００３ （ ２１４ ）… … … … … …

　 　 　 　 ２５ ．丝蛛属 Sergiolus Simon ，１８９１ （ ２１６ ）… … … … … … … … … … … … … … … … … …

　 　 　 　 　 　 （１１９） 星白丝蛛 Sergiolus hosiziro （Yaginuma ，１９６０） （ ２１７ ）… … … … … … … … …

　 　 　 　 　 　 （１２０） 宋氏丝蛛 Sergiolus songi Xu ，１９９１ （ ２１８ ）… … … … … … … … … … … … … … …

　 　 　 　 ２６ ．塞尔蛛属 Sernokorba Kamura ，１９９２ （ ２１９ ）… … … … … … … … … … … … … … …

　 　 　 　 　 　 （１２１） 梵净塞尔蛛 ，新种 Sernokorba fanjing Song ，Zhu et Zhang ，sp ．nov ．
（ ２２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２２） 淡膝塞尔蛛 Sernokorba pallidipatellis （Boesenberg et Strand ，１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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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７ ．神掠蛛属 （中国新记录属） Sidydrassus Esyunin et Tuneva ，２００１ ，

New record （ ２２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２３） 天山神掠蛛 Sidydrassus tianshanicus （Hu et Wu ，１９８９） （ ２２４ ）… … … … …

　 　 　 　 ２８ ．螋蛛属 Sosticus Chamberlin ，１９２２ （ ２２５ ）… … … … … … … … … … … … … … … …

　 　 　 　 　 　 （１２４） 铠螋蛛 Sosticus loricatus （L ．Koch ，１８６６） （ ２２６ ）… … … … … … … … … … …

　 　 　 　 ２９ ．合蛛属 Synaphosus Platnick et Shadab ，１９８０ （ ２２８ ）… … … … … … … … … … …

　 　 　 　 　 　 （１２５） 大围合蛛 Synaphosus daweiensis Yin ，Bao et Peng ，２００２ （ ２２９ ）… … … … … …

　 　 　 　 ３０ ．粗狂蛛属 T rachyzelotes Lohmander ，１９４４ （ ２３０ ）… … … … … … … … … … … … …

　 　 　 　 　 　 （１２６） 壮粗狂蛛 Trachyzelotes adriaticus （Caporiacco ，１９５３） （ ２３２ ）… … … … … … …

　 　 　 　 　 　 （１２７） 白岳粗狂蛛 Trachyzelotes baiyuensis Xu ，１９９１ （ ２３３ ）… … … … … … … … … …

　 　 　 　 　 　 （１２８） 棕头粗狂蛛 Trachyzelotes fuscipes （L ．Koch ，１８６６） （ ２３４ ）… … … … … … … …

　 　 　 　 　 　 （１２９） 查哈粗狂蛛 Trachyzelotes jaxartensis （Kroneberg ，１８７５） （ ２３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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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一 、研 究 简 史

　 　 平腹蛛 （ground spiders） 是一类隐蔽的狩猎型蜘蛛 ， 生活在落叶层 、 树干裂缝或石

块间 。 大多数种类夜行性 ， 白天隐蔽在蛛丝织成的隐蔽所内 。 由于它们生活的隐蔽性 ，

所以主要依靠埋在土内的陷阱捕捉 （Martin ， １９７８） ， 也可以通过筛落叶层或捡翻石头

而采集 。

长期以来 ， 平腹蛛科 Gnaphosidae是人们了解较少的一类蜘蛛 。 但目前对许多属的

亲缘关系 ， 平腹蛛科与其他科的关系 ， 以及平腹蛛的行为和生态学均已有了进一步的研

究 。 自 １９７５ 年以后 ， 以国际平腹蛛科的权威 Platnick 博士为首的有关专家用新的研究

手段对许多属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 （如 Platnick ， １９７５ ；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８ ；

Platnick & Murphy ， １９８４ 等） 。 １９９２ 年 ， 随着 Platnick和 Dondale合著的 枟加拿大和阿

拉斯加的平腹蛛枠 （ The Ground Spiders of Canada and Alaska） 专著的出版 ， 有关北美

的种类及各属的特征基本上得以澄清 。 德国学者 Grimm （１９８５） 对欧洲的种类也作了

初步的修订 。

最早报道我国平腹蛛的外国学者为 O ． P ．唱Cambridge （１８８５） 。 他根据 Stolicka 在新

疆莎车考察 （Yarkand Expedition） 中所采的标本 ， 记述平腹蛛科 １５ 种 。 由于该调查所

及的地区除现在新疆莎车以外 ， 还有境外的克什米尔等地 ， 实际在我国的种类仅为 ８

种 ： Drassus dispulsus （现转入 Scotophaeus属） ， D ． t roglodytes （现为 Haplodrassus sig唱
ni fer） ， D ． in f letus ， D ． interlisus （现转入 Drassodes 属） ， Gnaphosa moerens ， G ．

plumalis ， G ． stoliczkai ， Prosthesima cingara （现转入 Zelotes 属） 。 Simon （１８８０） 在

“北京近郊的蛛形类 （Arachnides recueillis aux environs de Pé kin par M ． V ． Collin de
Plancy）” 一文中 ， 记述平腹蛛科 ７ 种 ： Drassus f ugax （现转入 Drassodes属） ， D ． lapi唱
dosus ， D ． rebellatus （现转入 Scotophaeus属） ， D ． pugnans （现转入 Haplodrassus 属）

Gnaphosa sinensis ， Pythonissa f lav itarsis （现为 Callilepis schusz teri） ， Prosthesima fove唱
olata （现为 Trachyzelotes jaxartensis） 。 在 Simon （１８９５） 的 “G ． Potanine 先生 １８７６ ～

１８７９ 年在中国和蒙古采集的蛛形类 ［Arachnides recueillis par Mr G ．Potanine en Chine et
en Mongolie （１８７６ ～ １８７９）］” 一文中 ， 记述平腹蛛科 ７ 种 ， 在我国的种类为 ５ 种 ：

Drassodes lapidosus ， D ． t roglodytes （现转入 Haplodrassus 属） ， D ． in f letus ， D ． ni唱
grosegmentatus （现转入 Scotophaeus属） ， Gnaphosa mongolica 。 ２０ 世纪美国的 Fox 记述



采自云南的 １ 种 ： Gnaphosa hastata 。 但主要是德国的 Schenkel ， 他对我国的种类有较

多的报道 ， 在 １９３６ ， １９５３ ， １９６３ 年发表的 ３ 篇文章中 ， 先后报道 １１ 种 、 ３ 种和 ４７ 种 。

我国学者自 １９８１ 年开始记述或补充前人记载过的种类 （宋大祥 ， 喻叔英 ， 尚进文 ，

１９８１ ； 喻叔英 ， 沈其璋 ， 宋大祥 ， １９８２ ； 陈懋斌 ， 梅兴贵 ， 张维生 ， 朱传典 ， １９８２） 。

此后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发表本科的新记录种 、 新种和新属 。 除本书作者外 ， 如陈樟福 、

张贞华 、 陈孝恩 、 高君川 、 徐亚君 、 胡金林 、 唐贵明 、 周娜丽 、 张维生 、 尹长民 、 张永

靖 、 彭贤锦 、 唐迎秋 、 吴文贵 、 屠黑锁 、 郭景福 、 张俊霞等均在专著或发表的文章中报

道过平腹蛛科的种类 。 其中尤以胡金林对新疆 、 青海和西藏种类的研究 ， 徐亚君对安徽

种类的研究 ， 以及唐贵明对内蒙古种类的研究较为详尽 。 如胡金林所著的 枟青藏高原蜘

蛛枠 和 枟新疆农区蜘蛛枠 分别记载平腹蛛科 ３８ 种和 ４３ 种 。 笔者之一 （宋大祥） 与

Platnick和 Ovtsharenko 合 作 对 中 国 及 近 邻 地 区 的 狂 蛛 类 （ zelotine） 和 平 腹 蛛 属

Gnaphosa的研究 ， 可以说是对我国平腹蛛科专属的最系统的修订 。

平腹蛛科蜘蛛是农业和林业害虫的重要天敌 ， 应在防除害虫中对它们加以保护和充

分地加以利用 。

二 、形 态 特 征

平 腹 蛛 科 蜘蛛 的 身 体 稍 呈 长 形 ， 背 腹 扁 平 或 略 呈圆 柱 状 （图 １） 。 头 胸 部

（cephalothorax ， prosoma） 和腹部 （abdomen ， opistosoma） 之间有短细的腹柄 （pedicel）
相连 。 头胸部背面覆以低平的盾状背甲 （carapace） ， 背甲上可见眼及中窝 ； 头胸部腹面

有一片小而扁平的胸板 （sternum） ， 胸板前方为下唇 （labium） （图 ２A） 。 自背甲和胸板

侧缘相连接的侧膜 ， 分别向前方和侧方伸出口器和步足 。

眼 ８ 个 ， 按常规分为前中眼 （AME） 、 前侧眼 （ALE） 、 后中眼 （PME） 和后侧眼

（PLE） 。 ８ 眼排成前后 ２ 列 ， 通常称之为前眼列 （anterior eye row） 和后眼列 （posterior
eye row） 。 眼列平直 （straight） 、 前凹 （procurved） 或后凹 （recurved） （图 ２B ， C ； 图

３A ， B） 。 由前中眼和后中眼围成的区域称之为中眼域 （median ocular quadrangle） 。

口器主要有钳状的螯肢 （chelicera） 和分节的触肢 （palp ， pedipalp） 。 螯肢 （图３C ～ E）
由一个大的螯基 （paturon） 和一螯牙 （fang） 组成 ； 螯牙静止时位于螯肢基节的一条沟

内 ， 沟的前缘和后缘通常有数齿 ， 或有一脊状突起 （keel） （平腹蛛属 Gnaphosa ， 图

３E） 或一片状突起 （rounded lobe） （美蛛属 Callilepis ， 图 ３D） 。 触肢位于螯肢的紧后

方 ， 与口在同一水平面上 ， 其基部的一节 （基节 coxa） 有扩展的片 ， 称之为颚叶 （en唱
dite ， 或触肢基节叶 palp唱coxal lobe） ， 组成口前腔的侧部 （图 ３F） ， 内有腺体 ， 分泌消化

液到猎物上 （猎物由螯肢把持） 。 这些叶的末缘有纤细的硬齿 ， 称为微齿 （serrulae） 。

触肢的其余各节为转节 、 腿节 、 膝节 、 胫节 、 跗节和一小的爪状的前跗节 （pretars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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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整体背面观 （body ， dorsal view）

两颚叶之间有一下唇 ， 组成口前腔的底部 （图 ３F） 。 雄蛛成蛛触肢的跗节和一部分胫节

变成触肢器 （palpal organ） （图 ４ ～ ５） 。 触肢器主要分两部分 ， 背面长有毛的跗舟

（cymbium） 和腹面的生殖球 （bulbus） 。 生殖球主要由一凸起的骨质盾板 （ tegulum） 组

３蜘蛛目 　 平腹蛛科 　 总论



图 ２ 　 整体腹面观 （body ， ventral view） 及头区 （cephalic area ， Gnaphosa）
A ．整体腹面观 （body ， ventral view） ； B ．头区 （平腹蛛） 背面观 ， 示眼 （cephalicarea ， Gnaphosa ， from
above ， showing eyes） ； C ．同上 ， 前面观 ， 示眼和螯肢 （same ， from front ， show ing eyes and chelicerae） 。

成 ， 盾板内部有精管 （seminal duct） 、 贮精囊 （semen reservoir） 、 交接器 （intromittent
organ） 和插入器 （embolus） 。 插入器通常在一骨质或膜质的引导器 （conductor） 内 。 通

常插入器连接着一骨质的端突 （ terminal apophysis） ， 另有一中突 （median apophysis）
与盾板相连 ， 相互之间可曲伸 。 盾板的基部有一个小的亚盾板 （subtegulum） 。 多数种

类在触肢的胫节有一粗壮的后侧突 （retrolateral apophysis） ， 突起的末端尖 。

步足 （leg） ４ 对 。 步足的相对长度以足式表示 ， 如 ： ４１２３ ， 表示第 Ⅳ 步足最长 ， 第

Ⅲ步足最短 。 自步足的基部到端部依次为 ： 基节 （coxa） 、 转节 （ trochanter） 、 腿节

（femur） 、 膝节 （patella） 、 胫节 （tibia） 、 后跗节 （metatarsus） 、 跗节 （tarsus） 及一对爪

（代表前跗节） 。 转节腹面的后缘无缺刻 （图 ６A） 或有一浅的或深的缺刻 （notch） （图

６B） 。 狂蛛类的后跗节 Ⅲ 、 Ⅳ 端部的腹面有一清理梳 （preening comb） （图 ６C） 。 后跗节

和跗节可能有一刷状的毛垫 ， 即毛丛 （scopula） 。 爪下方有毛簇 （ tuft） ， 有的种类爪下

缘有小齿 。 各节上可能有短的大刚毛 （macrosetae） ， 按其位置加以表示 （d ．背面 ；

p ．前侧面 ； r ．后侧面 ； v ．腹面 ； 如 “p１唱１唱１” 表示在节的前侧面的基端 、 中间和远端

的三分之一部位 ， 各有一大的刚毛） 。 节上无大刚毛者一般不作任何表示 ， 但偶尔也以

“０唱０唱０” 来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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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头区 （cephalic area）
A ．头区 （近狂蛛） （cephalic area ， Drassyllus） ； B ． 头区 （狂蛛） （cephalic area ， Zelotes） ； C ． 左螯肢

（掠蛛） ， 后腹面观 （left chelicera ， Drassodes ， postero唱ventral view） ； D ．左螯肢 （美蛛） ， 后腹面观 （lef t
chelicera ， Calli lep is ， postero唱ventral view） ； E ．左螯肢 （平腹蛛） ， 后腹面观 （ left chelicera ， Gnaphosa ，
postero唱ventral view） ； F ．颚叶和下唇 （平腹蛛） ， 腹面观 （endites and labium ， Gnaphosa ， ventral view） 。

图 ４ 　 左触肢器 （平腹蛛） （left palpal organ ， Gnaphosa）
A ．左触肢器 （平腹蛛） ， 腹面观 （lef t palpal organ ， Gnaphosa ， ventral view） ； B ．同上 ， 外侧面观

（same ， retrolateral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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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左触肢器 （狂蛛） （left palpal organ ， Zelotes）
A ．左触肢器 （狂蛛） ， 腹面观 （left palpal organ ， Zelotes ， ventral view） ； B ．同上 ， 外侧面观

（same ， retrolateral view） 。

图 ６ 　 步足 （leg）
A ．步足转节 （美蛛） （ t rochanter of leg ， Callilepes） ； B ．步足转节 （掠蛛） ， 示缺刻 （ trochanter
of leg ， Drassodes ， showing notch） ； C ． 步 足 跗 节 和 后 跗 节 （近 狂 蛛 ） ， 示 清 理 梳 （ tarsus and
metatarsus of leg ， Drassy llus ， showing preening comb） ； D ． 纺器 （掠蛛 ） ， 腹面观 （ spinnerets ，
　 　 Drassodes ， ventral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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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通常长形 ， 圆柱形 ， 背腹面扁平 。 成熟雄蛛背面常有闪光色泽的背盾 （dorsal
scutum） 。 雌蛛和雄蛛均可能有色纹 ， 通常是由白色或黑色的毛所组成的带 。 腹面有一

横的生殖沟 （epigastric furrow） ， 在沟的中线有内生殖球 （精巢 、 卵巢及相连的管） 的

开孔 。 雄孔难以看清楚 ， 而雌孔有一骨化板为标志 ， 即外雌器 （epigynum） （图 ７） 。 除

雌孔外还通常有成对的插入孔 （intromittent orifice ， 交配孔 copulatory openning） 。 雄蛛

触肢器的插入器由插入孔进入插入管 （intromittent canal ， 交配管 copulatory duct ， 连接

管 connecting duct） ， 并使精液进入囊状的纳精囊 （spermatheca） ， 精子储存在内 。 产卵

时 ， 纳精囊中的精子由受精管 （ fertilization tube ， fertilization duct） 通出而使排出的卵

受精 。

图 ７ 　 外雌器 （epigynum）
A ．外雌器 （平腹蛛） ， 外面观 （epigynum of Gnaphosa） ； B ．同上 ， 内面观 （vulva of Gnaphosa） ；

C ．外雌器 （狂蛛） ， 外面观 （epigynum of Zelotes） ； D ．同上 ， 内面观 （vulva of Zelotes） 。

平腹蛛以书肺 （book lung） 和气管 （trachea） 进行呼吸 。 书肺由生殖孔两侧的 １ 对

缝状开孔通向外界 。 气管有单个缝状的气孔 ， 位于纺器的紧前方 。 纺器 （spinneret） ３

对 ， 在腹部的末端聚成一簇 ； 两前纺器粗大 ， 圆筒状 ， 基部相互远离 ； 前 、 中 、 后

（anterior ， median ， posterior） ３ 对纺器均只有一节 （图 ６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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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 类 系 统

平腹蛛科的亚科级分类迄今尚未很好地确立 。 Platnick 及其同事根据共同衍征

（synapomorphy） 而将它们归成为单系的类群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７９） 。 根据纺器的

形态学 ， 把扁蛛科 Platoridae 作为转蛛科 Trochanteriidae 的次异名 ， 而把软蛛亚科

Molycriinae ， 阿纳蛛亚科 Anagrahinae ， 粗螯蛛亚科 Prodidominae 和齐米蛛亚科 Zimiri唱
nae 归入粗螯蛛科 Prodidomidae 。

平腹蛛科的界限被重新界定为该科种类的前纺器具有扩大的 、 宽的 、 梨形腺的纺

管 。 目前确认的亚科包括埃克蛛亚科 Echeminae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７６） 、 狂蛛亚科

Zelotinae （Platnick & Murphy ， １９８４） 、 平腹蛛亚科 Gnaphosinae （Levy ， １９９５） 、 小蚁蛛

亚科 Micariinae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８８） 、 掠蛛亚科 Drassodinae和拉罗蛛亚科 Laroni唱
nae 。

Platnick （１９９０） 根据纺器的形态 ， 认为掠蛛亚科 Drassodinae 是一个根据祖征而确

认的类群 ， 因而可能是一个并系或多系的类群 。 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其他亚科不合适

的类群均归入此亚科 。 埃克蛛亚科 Echeminae的鉴别特征被重新界定为 ： 螯肢不具锯齿

嵴或叶状突起 ； 或后跗节无清理梳 ； 或眼列前凹 ； 跗节爪有齿 ； 雄蛛触肢的插入器长 ，

起自盾片的前侧部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７６a ， c ； １９７９a） 。 平腹蛛亚科 Gnaphosinae
的鉴别特征为 ： 触肢的颚叶圆形 ， 螯肢后齿堤具有特殊的结构 ， 从带锯齿的嵴到半透明

的瓣 （ translucent laminae） （ Platnick & Shadab ，１９７７ ；Levy ，１９９５） 。 Caporiacco（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７b） 建立了一个新亚科 ——— 扎瓦蛛亚科 Zavattaricinae ， 此亚科被 Roewer （１９５４） 和

Brignoli （１９８３） 的名录所收录 。 但 Platnick （１９９２） 在检验模式标本后 ， 发现扎瓦蛛属

Zavattarica是狂蛛属 Zelotes的次异名 。

小蚁蛛属 Micaria通常放在管巢蛛科 Clubionidae 内 ， 并作为管巢蛛科小蚁蛛亚科

的模式属 。 然而 ， 这一亚科是一个多系类群 ， 多数属在纯蛛亚科 Castianeirinae 内

（Reiskind ， １９６９） 。 小蚁蛛亚科 Micariinae 的特征为 ： 前纺器小 ， 在保存得不好的标本

中左右两前纺器间隔小 ， 在保存得好的标本中可见左右纺器间隔大 ； 体形为蚁 ， 在头胸

部和腹部均有闪光鳞片 。 由于前纺器上梨形腺的纺器基部宽 ， 开孔为缝状 ， Platnick 将

其转到平腹蛛科 。

拉罗蛛亚科 Laroninae只有 ２ 个属 ， 均分布在非洲热带地区 。 其特征为 ： 在螯肢的

后齿堤上有 １ 个或多个瓣状突起 ， 螯肢强烈扩展 ， 腹部有反差明显的图纹 ， 雄蛛触肢的

插入器长而盘曲 。

Platnick （１９９０） 推测在平腹蛛总科内 ， 粗螯蛛科是平腹蛛科的姐妹群 ， 这两个科

前纺器的顶端部均失去骨质的环 。 这两个科和琴蛛科 Cithaeronidae 、 加利蛛科 Gallie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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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llidae 、 转蛛科 Trochanteriidae 、 沙蛛科 Ammoxenidae 以及灯蛛科 Lamponidae ５ 科共

同组成平腹蛛总科 Gnaphosoidea 。 它们具备以下 ３ 个共同衍征 ： 后中眼扁 ， 形状不规

则 ； 颚叶腹面中央有斜形的凹陷 ； 前纺器高度骨质化 （Coddington & Levi ， １９９１） 。

四 、地 理 分 布

对于我国平腹蛛科的分布情况 ， 主要依据本志所描述的种类 。 世界上除南极洲外 ，

大约有 １１３ 属 １９５５ 种平腹蛛 ， 我国平腹蛛科现已知有 ３４ 属 １６６ 种 ， 分别占全世界已知

属种的 ３０畅０９ ％ 和 ８畅４９ ％ 。 若与我国疆域面积占全球面积的 ６畅５ ％ 相比 ， 我国的平腹蛛

科种类颇为丰富 。

1畅 属的分布及其特点

分布于古北界的有秘蛛属 Aphantaulax 、 伯兰蛛属 Berlandina 、 美蛛属 Callilepis 、
韩掠蛛属 Coreodrassus 、 掠蛛属 Drassodes 、 岸田蛛属 Kishidaia 、 小蚁蛛属 Micaria 、 牧

蛛属 Nomisia 、 拟赛蛛属 Parasyrisca 、 昏蛛属 Phaeocedus 、 丝蛛属 Sergiolus 、 神掠蛛属

Sidydrassus 、 螋蛛属 Sosticus 、 图瓦蛛属 Tuvadrassus等 １４ 属 ； 东洋界有 ８ 属 ， 如异狂

蛛属 Allozelotes 、 卷蛛属 Coillina 、 香港蛛属 Hongkongia 、 齿蛛属 Odontodrassus 、 健

蛛属 Sanitubius 、 拟幽蛛属 Scotophaeoides 、 合蛛属 Synaphosus 、 藏蛛属 Xizangia ； 两

界混合分布的共 １２ 属 ， 其中有枝疣蛛属 Cladothela 、 近狂蛛属 Drassyllus 、 平腹蛛属

Gnaphosa 、 单蛛属 Haplodrassus 、 希托蛛属 Hitobia 、 伪掠蛛属 Pseudodrassus 、 寻蛛属

Scopoides 、 幽蛛属 Scotophaeus 、 塞尔蛛属 Sernokorba 、 粗狂蛛属 T rachyzelotes 、 尾狂

蛛属 Urozelotes 、 狂蛛属 Zelotes 。
我国现已知的 ３４ 属中种类最多的是狂蛛属 Zelotes （３１ 种） ， 所占比例最高为

１８畅８ ％ ， 其次是平腹蛛属 Gnaphosa （２７ 种） ， 依次两个比较大的属是掠蛛属 Drassodes
（１８ 种） 和小蚁蛛属 Micaria （１７ 种） ； 其中单属单种的有 １３ 属 ， 包括秘蛛属 A phan唱
taulax 、 卷 蛛属 Coillina 、 韩掠蛛属 Coreodrassus 、 香港蛛属 Hongkongia 、 牧 蛛 属

Nomisia 、 昏蛛属 Phaeocedus 、 伪掠蛛属 Pseudodrassus 、 健蛛属 Sanitubius 、 拟幽蛛属

Scotophaeoides 、 神掠蛛属 Sidydrassus 、 锼蛛属 Sosticus 、 合蛛属 Synaphosus 、 图瓦蛛

属 Tuvadrassus 。

2畅 种的分布及其特点

物种分布往往在某一地理区域中相对集中 （张荣祖 ， １９９９） 。 根据平腹蛛科的种类

分布和一定的自然地理区域 ， 我国平腹蛛科蜘蛛基本上可归纳为 ： 广布型 、 北方型 、 中

亚型 、 高原型 、 南中国型和东北型 ６ 个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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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布型 　 在我国南北广泛分布并广布欧亚大陆 。 我国有 ６ 种归属这一分布型 ， 占我

国已知种的 ３畅６ ％ 。 其中以甘肃平腹蛛 Gnaphosa kansuensis 、 金比罗平腹蛛 G ． kom唱
pirensis 、 利氏平腹蛛 G ． licenti 、 查哈粗狂蛛 T rachyzelotes jaxartensis 、 村尾狂蛛

Urozelotes rusticus 、 亚洲狂蛛 Zelotes asiaticus最为典型 。

北方型 　 泛指分布环绕北半球北部的种类 。 我国的分布南限是淮河以北 。 属于这一

类型的有些种类横贯欧亚大陆或分布于日本 、 朝鲜 ， 属于古北界成分 。 我国有 ５２ 种 ，

占总数的 ３１畅６ ％ 。 以夜美蛛 Callilepis nocturna 、 舒氏美蛛 C ． schusz teri 、 扭曲枝疣蛛

Cladothela bistorta 、 乔氏枝疣蛛 C ． joannisi 、 显眼枝疣蛛 C ． oculinotata 、 矛韩掠蛛

Coreodrassus lancearius 、 迅掠蛛 Drassodes fugax 、 河北掠蛛 D ． hebei 、 石掠蛛 D ．

lapidosus 、 长刺掠蛛 D ． longispinus 、 软毛掠蛛 D ． pubescens 、 锯齿掠蛛 D ． ser rati唱
dens 、 凹近狂蛛 Drassyllus excavatus 、 陕西近狂蛛 D ． shaanxiensis 、 锚近狂蛛 D ．

vinealis 、 铃形平腹蛛 Gnaphosa campanulata 、 曼平腹蛛 G ． mandschurica 、 蝇平腹蛛

G ． muscorum 、 波氏平腹蛛 G ． potanini 、 中华平腹蛛 G ． sinensis 、 宋氏平腹蛛 G ．

songi 、 适单蛛 Haplodrassus moderatus 、 椭圆单蛛 H ． paramecus 、 平单蛛 H ． pug唱
nans 、 白斑岸田蛛 Kishidaia albimaculata 、 新平岸田蛛 K ． xinping 、 白纹小蚁蛛 Mi唱
caria albovittata 、 博氏小蚁蛛 M ． bonneti 、 华美小蚁蛛 M ． dives 、 蚁形小蚁蛛 M ．

formicaria 、 罗氏小蚁蛛 M ． logunovi 、 马氏小蚁蛛 M ． marusiki 、 山区小蚁蛛 M ．

pulcher rima 、 蚤小蚁蛛 M ． pulicaria 、 俄小蚁蛛 M ． rossica 、 星白丝蛛 Sergiolus ho唱
si z iro 、 铠螋蛛 Sosticus loricatus 、 淡膝塞尔蛛 Sernokorba pallidipatellis 、 棕头粗狂蛛

Trachyzelotes f uscipes 、 盾图瓦蛛 Tuvadrassus tegulatus 、 大卫狂蛛 Zelotes davidi 、 埃氏

狂蛛 Z ． eskov i 、 小狂蛛 Z ． exiguus 、 赫尔斯狂蛛 Z ． helsdingeni 、 韩狂蛛 Z ． keumje唱
ungsanensis 、 奥氏狂蛛 Z ． ovtsharenkoi 、 普氏狂蛛 Z ． platnicki 、 波氏狂蛛 Z ． potani唱
ni 、 地下狂蛛 Z ． subter raneus 、 蔡氏狂蛛 Z ． tsaii 、 尹氏狂蛛 Z ． yinae 、 赵氏狂蛛 Z ．
zhaoi等为典型 。

高地型 　 主要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 ， 是青藏区的主要成分 ， 包括北起昆仑山脉 、 祁

连山脉南至横断山脉北部和喜马拉雅的高山带 。 有些种类的分布区还扩展至与青藏高原

毗连的高山 ， 如梳齿掠蛛 D ． pectini fer 等 。 本分布型在我国有 ２４ 种 ， 占总数的

１４畅５ ％ 。 典型的种类如胡氏伯兰蛛 Berlandina hui 、 大理掠蛛 Drassodes daliensis 、 那曲

掠蛛 D ． nagqu 、 梳齿掠蛛 D ． pectini fer 、 斋藤掠蛛 D ． saitoi 、 德格平腹蛛 Gnaphosa
dege 、 欠虑平腹蛛 G ． inconspecta 、 南木林平腹蛛 G ． namulinensis 、 维氏平腹蛛 G ．

wiehlei 、 谢氏平腹蛛 G ． xieae 、 库氏单蛛 Haplodrassus kulczynskii 、 察隅希托蛛 Hito唱
bia chayuensis 、 白捆小蚁蛛 Micaria albofasciata 、 拟白捆小蚁蛛 M ． paralbofasciata 、
西宁小蚁蛛 M ． xiningensis 、 玉树小蚁蛛 M ． yushuensis 、 波氏拟赛蛛 Parasyrisca
potanini 、 吉隆寻蛛 Scopoides gyirongensis 、 西藏寻蛛 S ． xi zangensis 、 金林幽蛛 Sco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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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haeus jinlin 、 西藏幽蛛 S ． xi zang 、 林芝藏蛛 Xizangia lin zhiensis 、 日喀则藏蛛 X ．

rigaze 、 朱氏狂蛛 Zelotes zhui 。
南中国型 　 为我国东洋界所特有或主要分布于我国东洋界 ， 是华中区的主要成分 。

我国有 ３４ 种 ， 占总数的 ２０畅６ ％ 。 包括滇池异狂蛛 Allozelotes dianchi 、 庐山异狂蛛 A ．

lushan 、 小枝疣蛛 Cladothela par va 、 巴卡卷蛛 Coillina baka 、 三门近狂蛛 Drassyllus
sanmenensis 、 云南近狂蛛 D ． yunnanensis 、 矛平腹蛛 Gnaphosa hastata 、 赵氏平腹蛛

G ． zhaoi 、 齿单蛛 Haplodrassus dentatus 、 格状希托蛛 Hitobia cancellata 、 勐龙希托蛛

H ． menglong 、 山地希托蛛 H ． monsta 、 单带希托蛛 H ． uni fascigera 、 安之辅希托蛛

H ． yasunosukei 、 云南希托蛛 H ． yunnan 、 胡氏香港蛛 Hongkongia wuae 、 本渡齿蛛

Odontodrassus hondoensis 、 云南齿蛛 O ． yunnanensis 、 皮氏伪掠蛛 Pseudodrassus pi唱
choni 、 东方健蛛 Sanitubius anatolicus 、 中华拟幽蛛 Scotophaeoides sinensis 、 湖南幽蛛

Scotophaeus hunan 、 宋氏丝蛛 Sergiolus songi 、 梵净塞尔蛛 Sernokorba fanjing 、 大围合

蛛 Synaphosus daweiensis 、 白岳粗狂蛛 T rachyzelotes baiyuensis 、 广州狂蛛 Zelotes canto唱
nensis 、 廖氏狂蛛 Z ． liao 、 三门狂蛛 Z ． sanmen 、 通道狂蛛 Z ． tongdao 、 武昌狂蛛 Z ．
wuchangensis 、 肖氏狂蛛 Z ． xiaoi 、 颜氏狂蛛 Z ． yani 、 郑氏狂蛛 Z ． zhengi等 。

中亚型 　 在我国主要见于蒙新高原 ， 是蒙新区的主要成分 。 本分布型在我国有 ４５

种 ，占总数的 ２７畅３ ％ 。 典型的种类如警秘蛛 Aphantaulax seminigra 、 波氏伯兰蛛

Berlandina potanini 、 新疆伯兰蛛 B ． xin jiangensis 、 耳状掠蛛 Drassodes auritus 、 拟耳

状掠蛛 D ． pseudoauritus 、 山西掠蛛 D ． dispulsoides 、 九峰掠蛛 D ． j iu feng 、 沙湾掠蛛

D ． shawanensis 、 乌氏掠蛛 D ． uritai 、 褐纹近狂蛛 Drassyllus pantherius 、 小近狂蛛

D ． pusillus 、 怒平腹蛛 Gnaphosa chola 、 细平腹蛛 G ． gracilior 、 费氏平腹蛛 G ．

fagei 、 兔平腹蛛 G ． leporina 、 光暗平腹蛛 G ． luci fuga 、 悲平腹蛛 G ． moerens 、 蒙古

平腹蛛 G ． mongolica 、 彭氏平腹蛛 G ． pengi 、 斯氏平腹蛛 G ． stoliczkai 、 牛平腹蛛 G ．

taurica 、 土旗平腹蛛 G ． tumid 、 索氏单蛛 Haplodrassus soerenseni 、 荒漠单蛛 H ． vas唱
tus 、 阿拉善小蚁蛛 Micaria alxa 、 金林小蚁蛛 M ． jinlin 、 伦氏小蚁蛛 M ． lenz i 、 图瓦

小蚁蛛 M ． tuvensis 、 奥氏牧蛛 Nomisia aussereri 、 贺兰拟赛蛛 Parasyrisca helanshan 、
申氏拟赛蛛 P ． schenkeli 、 索莱拟赛蛛 P ． sollers 、 袜昏蛛 Phaeocedus braccatus 、 天山神

掠蛛 Sidydrassus tianshanicus 、 壮 粗 狂 蛛 Trachyzelotes adriaticus 、 于 田 尾 狂 蛛

Urozelotes yutian 、 黑铜狂蛛 Zelotes at rocaeruleus 、 巴里坤狂蛛 Z ． barkol 、 北疆狂蛛 Z ．
beijiangensis 、 两色狂蛛 Z ． bicolor 、 贺兰狂蛛 Z ． helanshan 、 胡氏狂蛛 Z ． hui 、 赫氏

狂蛛 Z ． hummeli 、 长足狂蛛 Z ． longipes 、 假阳狂蛛 Z ． pseudoap ricorum 。

东北型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东北及其邻近地区 。 本分布型在我国已知种类中所占比

重为 ２畅４ ％ ， 只有 ４ 种 。 典型的种类如辽宁掠蛛 Drassodes kwantungensis ， 其中普氏掠

蛛 D ． platnicki 向北扩展到蒙古 、 俄罗斯 ； 朝鲜近狂蛛 Drassyllus coreanus向东分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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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符单蛛 Haplodrassus signi fer向西延伸至乌拉尔山脉 。

五 、生 　物 　学

由于平腹蛛的标本鉴定较困难 ， 其生活方式又隐蔽 ， 所以有关它们行为方面的知识

很零散 。 多数平腹蛛生活在干燥的栖所 ， 如石质的山坡 、 草原 、 树缝隙等处 。 只有少数

种类生活在湿润的田野 、 草地或沼泽中 ， 在稠密遮蔽的森林几乎无踪迹 。 某些平腹蛛科

蜘蛛生活在人们的住所内 ， 如村尾狂蛛 Urozelotes rusticus （L ．Koch） 和布氏幽蛛 Sco唱
tophaeus blackwalli （Thorell） 常见于人的住宅或库房中 。 这些种可能由于借运输工具而

人为地广布到各大洲 。 多数平腹蛛为夜出性 ， 但专门以蚂蚁为捕食对象的美蛛

Callilepis 、 牧蛛 Nomisia 、 小蚁蛛 Micaria等属例外 。

大多数平腹蛛生活在地面 ， 但有少数种类生活在植物上 （Dippenaar唱Schoeman et
al ．， １９８９ ； Van den Berg & Dippenaar唱Schoeman ， １９９０） ， 与管巢蛛一样把叶子卷起来 ，

但并不构成一个管道 。 多数平腹蛛在石块或地表碎屑下方用丝构筑一个隐蔽所 ， 当不活

动时即隐藏其内 。 有的种类把卵袋附着在地上 ， 而有的卵袋织在隐蔽处内 ， 卵袋从简单

到复杂不等 。 有一种平腹蛛 Gnaphosa ， 曾报道其一个卵袋内约有 ２５０ 粒卵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７５） 。

平腹蛛不织网 ， 它们靠快速而有力的动作捕食猎物 ， 并用宽的丝带捆缚猎物 。 平腹

蛛视力差 ， 依靠其感受物理和化学刺激 。 捕食对象为许多地面生活的小动物 ， 多为蚂

蚁 、 白蚁 、 其他昆虫或蜘蛛 。 在白蚁危害猖獗的地区 ， 曾经连续 ２０ 年采到单蛛 Haplo唱
drassus和狂蛛 Zelotes ， 室内观察也证明它们确实捕食白蚁 （Dippenaar唱Schoeman et al ．，
１９７８ ； Van den Berg & Dippenaar唱Schoeman ， １９９１） 。 Benoit （１９６５） 在白蚁 Cubitermes
巢内采到异蛛属 Allodrassus的种类 。

在非洲热带地区的调查表明 ， 平腹蛛在干燥的栖息地较常见 （Levy ， １９９５） 。 在潮

湿的田野中偶尔可见 ， 而在稠密的林区则罕见 。 Van den Berg & Dippenaar唱Schoeman
（１９９１） 在南非稀树草原 （savanna唱grassland） 上发现平腹蛛占蜘蛛种群的 ５５ ％ 。 在南非

一个半干旱区所采到的占总种数的 ３４畅８ ％ （Lotz et al ．， １９９１） 。 在博茨瓦纳的一个阔

叶树林中 ， 平腹蛛占蜘蛛总数的 ４４畅１ ％ 。 相比之下 ， 在洪泛草原本科种类的数量只占

１８畅９ ％ （Russell唱Smith ， １９８１） 。 在林区数量更低 ， Van der Merwe （１９９４） 在南非纳塔

尔的一处森林中只采到 ８３ 头平腹蛛科蜘蛛 ， 仅占蜘蛛总数的 ０畅８９ ％ 。

狂蛛类有特殊的梳状刚毛用于清扫 。 清理梳 （preening comb） 最早由 Tullgren
（１９１４） 在非洲的 Camillina 所发现 ， 后来 Berland （１９１９） 在更多的种类中有发现 。

Platnick & Shadab （１９８２） 讨论了清理梳在狂蛛属属组 （ Zelotes group） 的存在 ， 并做

了电镜扫描观察 。 某些属 （如合蛛属 Synaphosus） 有清理刷 （preening brush） ， 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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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的毛的形态与清理梳有所不同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８０） 。

小蚁蛛属 Micaria蜘蛛的行为模拟蚂蚁 。 前足挥动的姿势酷似蚂蚁的触角 。 它们是

活跃的狩猎蜘蛛 ， 蚂蚁是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 （Platnick & Shadab ， １９８０） 。

Heller （１９７６） 报道了欧洲的夜美蛛 C ． nocturna （Linnaeus） 如何咬蚂蚁触角的基

部 ， 使之麻痹 ， 然后带到隐蔽处食用 。 欧洲的牧蛛 Nomisia的毒素在 ２０ 秒内使蚁麻痹 。

Chinnery （１９７９） 描述欧洲的 Drassodes lapidosus的第 Ⅰ 步足向前举起像蚁的触角 ， 以

足尖测试蚂蚁 ， 然后用丝捆住蚂蚁的足而杀死 。 但在美洲和我国尚未进行类似的观察 。

图 ８ 　 美蛛 Callilepis捕食蚂蚁的方法 （prey capture technique of
the ant spider Callilepis）

A ．蜘蛛抬起前足 ， 做出跳跃姿势 ； B ．以右足的跗节触摸蚁触角的基部 ； C ．第 Ⅰ 步足的跗节同

时探定蚁左右触角的位置 ；D ．咬住蚂蚁一侧触角的基部 （仿 Heller ，１９７４ ，录自 Foelix ，１９８２） 。

Heller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６） 报道了夜美蛛 Callilepis nocturna 捕食蚂蚁的较特殊的方法

（图 ８） 。 美蛛 Callilepis的形状不似蚂蚁 ， 但奔跑的姿势很像某些蚂蚁 。 它从头部攻击

蚂蚁 ， 先以第 Ⅰ 步足触摸蚂蚁的头部并确定其触角的位置 。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０畅２

秒） 咬住蚁的触角基部后 ， 迅速撤回 。 约一分钟后美蛛 Callilepis 再次咬住蚁的触角 。

被咬的蚂蚁一开始凶猛反击 ， 但几秒钟后它受伤的触角下垂 ， 蚁开始在原地转圈 。 如左

触角被咬伤 ， 蚁往右转圈 ； 如右触角被咬伤 ， 蚁往左转圈 。 此时 ， 蚁已经无法逃离 。 美

蛛 Callilepis 把受麻痹的蚂蚁挟在体下迅速奔向隐蔽处 。 此时其他蚁常常向美蛛

Callilepis发起攻击 。 而美蛛 Callilepis 则设法躲避 。 当美蛛 Callilepis 逃到一安全处 ，

即以丝缠住蚂蚁开始取食 。 蜘蛛从蚂蚁的颈部和腹部取食 ， 经 １ 或 ２ 小时吸食后 ， 蚁的

外形未变 。

美蛛 Callilepis迅速而巧妙的捕食方法是对捕食具危险性的猎物的一种适应 。 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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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蚂蚁某一触角的脆弱基部 ， 用以进行试探的步足 ， 能迅速地撤回而不被蚂蚁的大颚所

咬 。 美蛛 Callilepis的捕食策略是相当严格的 “程序化的” ： 如果把蚂蚁的两个触角都

切去 ， 蜘蛛虽然仍进行攻击 ， 但绝不去咬它 。 显然 ， 在美蛛 Callilepis不能确定触角基

部的所在处之前 ， 咬的动作是被阻断的 。 另一方面 ， 如果把两根触角黏在蚂蚁的腹部 ，

蜘蛛就去咬腹部 ， 由此认为触角是蜘蛛咬猎物的关键促进因子 。

掠蛛 Drassodes的捕食方式与此不同 。 掠蛛 Drassodes 在地面上四处游猎 ， 它的第

Ⅰ 对步足像触角那样向前方举起 ， 一旦掠蛛 Drassodes碰上其他动物 ， 这对步足好像能

探测一切似的 。 如当它碰到的是个体小的动物 ， 掠蛛 Drassodes 立即以螯肢发起攻击 。

但碰到个体大的动物 ， 特别是如果碰到的是蜘蛛 （图 ９） ， 它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进行攻击 ： 它突然高速冲向捕食对象 （图 ９A） ， 然后稍稍转变方向 ， 向着对手的侧面冲

击 （图 ９B） ， 甚至跳到对手的背面 ， 与此同时 ， 掠蛛 Drassodes纺器拖着一根宽的丝带

（图 ９C） 。 掠蛛 Drassodes以蛛丝把对手的足牵制住 ， 如此掠蛛 Drassodes 得以绕到捕食

对象的后方 ， 然后从背部咬住猎物 ， 致猎物于死地 （图 ９D） （Chinery ， １９７９） 。

图 ９ 　 石掠蛛 Drassodes lapidosus捕食一种暗蛛 Amaurobius
（ Drassodes lapidosus preying on a Amaurobius sp ．）

（仿 Chinery ， １９７９ ， 录自 Grimm ， １９８５） 。

平腹蛛的生殖如同其他的蜘蛛一样 。 雄蛛一旦达到性成熟就织一个微小的精网 ， 在

精网上排出一滴精液 ， 再将精液吸入到触肢生殖球的储精囊内 。 夜美蛛 Callipepis noc唱
turna的雄蛛以其触肢跗舟背面的刚毛的化学感受顺着雌蛛的拖丝追踪雌蛛直到其巢

穴 。 雄蛛切断雌蛛洞口的蛛丝以便进入 ， 触摸雌蛛的步足和身体 ， 在雌蛛前方以第 Ⅰ 步

足的舞动以及腹部的振颤求偶 。 雌蛛可接受 ， 即呈松弛状态 。 雄蛛在雌蛛上方 ， 雌蛛的

腹部以腹柄为轴转动 ， 在雄蛛的下方暴露外雌器 。 雄蛛的插入器找到雌蛛的交配孔 ， 血

囊由于内部充血淋巴而将精液挤入雌蛛的受精囊 。 插入的动作随种而异 ， 可能是左右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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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的插入器迅速交替 ， 也可能是在一侧 ， 而插入的时间较长 ， 可长达一小时 。 有些种

类 ， 先期成熟的雄蛛在雌蛛的洞穴旁纺丝筑一隐蔽所 ， 一旦雌蛛蜕最后一次皮 ， 雄蛛趁

雌蛛蜕皮身体尚柔软时 ， 进入雌蛛的洞穴而与之交配 （Gertsch ， １９９９ ； Grimm ， １９８５） 。

卵产出集成卵块 ， 外包以丝囊 。 Grimm （１９８５） 观察到狂蛛 Zelotes的雌蛛与卵袋在

其隐蔽处 。 雌蛛或守卫卵袋 ， 或外出游猎 ， 随种类而异 。 卵块颜色不同 ， 从纯白到微红

褐色 ， 常常一侧扁平 ， 以沙粒 、 泥土或植物碎屑伪装 ； 有的卵块以粗纸状的膜包在石块

下方的一个洞穴内 。

多数平腹蛛在晚春或初夏达到性成熟 ， 夏末见到卵袋 。 寿命的长短随海拔 、 纬度和

种类而不同 ， 可以达到 ２ 年或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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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论

平腹蛛科 Gnaphosidae Pocock ， 1898

　 　 Gnaphosidae Pocock ， １８９８ ： ２１９ ； Platnick & Dondale ， １９９２ ： １５ ； Dippenaar唱Schoeman & Jocque ，
１９９７ ：１６９ ； Song ， Zhu & Chen ， １９９９ ： ４３２ ； Deeleman唱Reinhold ， ２００１ ： ５０７ ； Song ， Zhu &
Chen ， ２００１ ： ３３２畅

体小到中型 （２ ～ １７mm） ， 无筛器蜘蛛 。 背甲卵圆形 ， 较低 ， 颈沟常明显 。 眼小 ，

成 ２ 横列 。 前中眼圆形 ， 其余眼圆形 、 卵圆形或呈带棱角的形状 ， 随属而异 ； 后中眼扁

形 ， 形状不规则 。 螯肢短而粗壮 ， 从基部向端部趋窄 ， 前面多毛 ； 前齿堤有齿或无齿 ，

或有一嵴 ； 后齿堤有一齿或多个齿 ， 或有一嵴 ， 或一圆形叶 ， 或皆无 。 颚叶 （触肢基节

的叶片状突出部） 腹面有斜行的凹陷 ， 端部有一列微齿 （serrula） 。 胸板平 ， 卵圆形 ，

前端平截 ， 后端尖 。 步足前行性 ， 常短而粗 ， 多毛 。 第 Ⅰ 步足有稠密的毛丛 ， 第 Ⅱ 步足

常有毛丛 ， 第 Ⅲ 、 Ⅳ 步足有的有毛丛 。 跗节少数有毛簇 ， 大刚毛短而疏 ； ２ 爪 ， 具齿 。

狂蛛类 （zelotine） 第 Ⅲ 、 Ⅳ 步足后跗节有清理梳 （preening comb） 。 通常第 Ⅲ 步足最短 ，

第 Ⅳ 步足最长 。 腹部长形 ， 略呈圆柱状 ， 常呈单色 ， 但在某些属的腹部有黑 、 白或橙色

图案 ； 成熟雄蛛的腹部常有背盾 ； 腹部前端常有一簇直立的刚毛 。 纺器单节 ； 前纺器平

行 ， 大而呈圆柱形 ， 左右相互远离 ； 前纺器上梨状腺纺管增大 ， 开口为裂缝状 。 雄蛛触

肢胫节通常有一粗壮的后侧突 ， 末端尖 ； 生殖球常突起 ， 有膨大的盾板 ， 小的亚盾板 ，

细而趋尖的插入器 ， 通常还有引导器 、 端突和中突 。 外雌器有一凹陷 ， 或由中隔或垂体

分割而成左右各一凹陷 ； 外雌器在前方 ， 侧方和后方常被沟状的边缘所匡定 ， 其侧缘通

常是交配孔所在处 。 交配管的长度和粗细依不同的属和种而异 ， 通常有成对的盲管相

连 ； 纳精囊圆形 、 卵圆形或长形 。

Type genus ： Gnaphosa Latreille ， １８０４ ．

夜出性蜘蛛 ， 主要见于土表 ， 仅少数种类在植物上 。 地面种类多数在石下或碎屑下

筑一隐蔽所 ， 在非外出活动时居留其内 ， 不结网 。 捕食蚂蚁 、 白蚁 、 其他昆虫和蜘蛛 。

有些种类 （如尾狂蛛 Urozelotes） 居住在人的住所内 。

平腹蛛科为一大科 ， 全世界有 １１３ 属约 １９５５ 种 （Platnick ， ２００４） 。 本志记述我国已

知平腹蛛科 ３４ 属 １６６ 种 ， 包括一新属和 １４ 新种 。 此外还包括 ３ 个中国新记录属 、 ５ 个

中国新记录种 ， 以及 １ 个新名 、 ７ 个新异名 、 ３ 个新组合和 ３ 个雄性新发现 。 但有些种

类由于缺少标本 ， 目前只能暂作为疑问种 ， 有待今后再做深入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