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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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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至 2017年对茂兰喀斯特森林的 5个洞穴进行了蜘蛛标本的采集和调查；共采集到 1000余号标本，

隶属 15科 34属 45种，常见科为园蛛科、漏斗蛛科和球蛛科，优势种有温室希蛛 Achaeranea tepidariorum、阴暗

隙蛛 Coelotas luctrosus、狩猎巨蟹蛛 Heteropoda venatoria、中华镂网蛛 Psechrus sinensis、山地艾蛛 Cyclosa 

monticola、黑斑盖蛛 Neriene nigripectoris等。洞穴蜘蛛群落组成分为有光带、弱光带、黑暗带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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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CAVE SPIDERS IN MAOLAN 
KARST FOREST 

YAO Zheng-ming, MENG Hui-li, WANG Wan-hai, YAO Wu-qing, YAO Qian , *LAN Hong-bo 
(Management Department, Maolan Nature Reserve in Guizhou, Libo, Guizhou 558400, China)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and survey of spider specimens in five caves in the Maolan karst forest were 
conducted from 2014 to 2017. There are 45 spider speciemens belonging to 15 families 34 genus in Maol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Guizhou province in China. The common families include Agelenidae, Theridiidae, 
Araneidae and they appear in a large number. The Dominant species include Achaeranea tepidariorum, 
Coelotas luctrosus, Heteropoda venatoria, Psechrus sinensis, Cyclosa monticola, Neriene nigripectoris. The 
spider community can be divided into 3 categories, the light bands, the weak light bands and the dark bands. 
Key words: cave spiders; karst forest; investigation; Maolan 
 

洞穴蜘蛛是洞穴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

表动物的一个特化分支，又是洞穴学内容的一部

分。对洞穴蜘蛛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对丰富生

物学和洞穴学学科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对

岩溶生态、环境、气候演变踪迹等方面的研究具

有重大促进作用。洞穴蜘蛛在器官和生态行为上

均有很大特化，由于它们长期深居在黑暗的洞穴

中，有许多洞外生境物种未能见到的适应性特征，

甚至出现了特有种和亚种的分化现象[1-3]。洞穴蜘

蛛的研究在国内外报道均较多。从上世纪 80年代
开始，我国的研究学者对洞穴蜘蛛的分类和区系

进行了研究[4-14]，但对于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研

究的报道尚不多。本研究对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

蜘蛛进行了初步调查，为进一步研究洞穴生物提

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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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概况和方法  

1.1  自然概况 
茂兰喀斯特森林位于贵州省荔波县境内，位

于 E： 107°52′10″~108°45′40″，N： 25°09′20″ 
~25°20′50″，面积 212.85 km2，地势西高东低，平

均海拔在 550~850 m，处于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
平原过渡的斜坡地带；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气温较适中，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 15.3 
℃，年气温差 18.3 ℃，全年降水量在 1750~1950 
mm之间，年平均湿度 83％左右，年日照平均为
1272.8 h左右；森林覆盖率达 88.6％。 
1.2  洞穴概况 
所调查的 5个洞穴均位于荔波县黎明关水族

乡，除穿洞外，且都在茂兰喀斯特森林内。洞穴

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洞穴的基本概况 

Table 1 The basic profile of the cave 

洞穴基本情况 洞穴 

名称 海拔/m 洞口位置 洞口植被 
有光带 弱光带 黑暗带 

的露洞 728 山脚 
大量的灌木、草本、

蕨类 

向下倾斜，有大量的乱石和泥

土，潮湿，生长着苔藓和地衣； 

泥土较少，有积水，

潮湿，有地衣分布； 

泥土较少，有大量滴

水，较潮湿 

的论洞 721 山脚 少量的草本、蕨类 
洞底少量的泥土，潮湿，生长

有苔藓； 
大量的石块，较潮湿； 

较狭窄，短，滴水较

多； 

三中洞 851 半山腰 
灌木丛生，少量的

蕨类 

前一段向下倾斜，洞底泥土较

多且湿润，有很多苔藓； 
泥土少，有积水； 

泥土很少，有较大的

水洼； 

穿洞 717 半山腰 
大量的灌木、草本、

蕨类 

大量的泥土和石块，以苔藓为

主； 
泥土干燥； 很短，石块居多； 

黑洞 623 半山腰 
有乔木、灌木、草

本、苔藓 

以蕨类为主，洞底泥土干燥，

有少量的苔藓和地衣； 

大量碎石，没有泥土

且干燥； 

洞底有许多干燥的泥

沙； 

 
1.3  调查方法 

2014 年至 2017 年对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进
行调查，将洞穴划分为有光带、弱光带、黑暗带；

每个光带随机取 5个样点进行调查取样，采集到
的标本用 75%的酒精浸泡带回实验室鉴定。每科
在 5 种以上为常见科，2 种及以下为少见科；每
个种类采集数量在 20头以上视为优势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种类的组成及
分布 
通过调查，共采获标本1000余号，经鉴定[3,11-14]，

隶属 15科 34属 45种（表 2）。以种数统计，常
见科（5种以上）为园蛛科、漏斗蛛科和球蛛科，
分别占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种数的 17.78%、
13.33%和 11.11%；一般科为跳蛛科、类球蛛科、
暗蛛科和皿蛛科 4科 13种，占 28.89%；少见科
（1~2种）有 8 科 13种，占 28.89%。主要优势
种（ 20 头以上）有温室希蛛 Achaeranea 
tepidariorum、阴暗隙蛛 Coelotas luctrosus、狩猎
巨蟹蛛 Heteropoda venatoria、中华镂网蛛
Psechrus sinensis、山地艾蛛 Cyclosa monticola、
黑斑盖蛛 Neriene nigripectoris等，广泛分布于茂
兰喀斯特森林洞穴内，捕获量相对较多，就构成

了茂兰洞穴的优势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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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种类组成及分布 
Table 2 The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spider in Maolan karst forest caves 

洞穴分布 光带分布 
种类 

的露洞 的论洞 穿洞 黑洞 三中洞 有光带 弱光带 黑暗带 

一.球蛛科 Theridiidae         

1温室希蛛 Achaeranea tepidariorum +++ ++ + ++ ++ +++ +  

2阿氏球蛛 Therdion adamsoni + +   + +   

3怪肥腹蛛 Steatoda terastiosa   + + +   +  

4风雅丽蛛 Chrysso venusta +   +  +   

5蹄形希珠 Achaeranea ferumequima ++  ++ ++ ++ ++   

二.肖蛸科 Tetragnathidae         

6大银鳞蛛 Leucau gemagnifica ++  + ++  ++   

7斑络新妇 Nephila pilipes   ++  + ++ +  

三.跳蛛科 Salticidae         

8卡氏金蝉蛛 Phintella cavaleriei  +   +  +  

9毛垛兜跳蛛 Ptocasjus stnipifer +   +  +   

10小带斑蛛 Euophrys undulatovittata ++ ++ + ++ ++ ++ + + 

四.漏斗蛛科 Agelenidae         

11阴暗隙蛛 Coelotas luctrosus ++ +++ ++ +++ +++ +++ + + 

12家隅蛛 Tegenaria domestica + ++  ++ ++  +++ ++ 

13缘漏斗蛛 Agelena limbata ++ +  ++ +++  +++  

14机敏漏斗蛛 Agelena difficilis + ++ +++  ++ ++ + ++ 

15迷宫漏斗蛛 Agelena labyrinthica   + +  +   

16森林漏斗蛛 Agelena silvatic + +  + + +   

五.泰莱蛛科 Telemidae         

17凉席泰莱蛛 Telema liangxi  +   +  + + 

18董背泰莱蛛 Telema dongbei    + +   + 

六.巨蟹蛛科 Sparassidae         

19狩猎巨蟹蛛 Heteropoda venatoria +++ ++ ++ +++ +++ +++   

20严特巨蟹蛛 Thelecticopis severa +  ++  +++ ++   

七.类球蛛科 Nesticidae         

21荔波类球蛛 Nesticus libo +  + + +  + + 

22翁外类球腹蛛 Nesticus wengwai  +  +   +  

23宋氏小类球蛛 Nesticella songi sp.nov. +    +  +  

八.壁钱科 Oecobiidae         

24华南壁钱 Uroctea compactilis + + +   +   

九.镂网蛛科 Psechridae         

25中华镂网蛛 Psechrus sinensis +++ +++ +++ +++ +++ +++   

十.园蛛科 Araneidae         

26侧斑艾蛛 Cyclosa laticauda + + + + + +   

27大腹园蛛 Araneus ventricosus ++ ++ +++  +++ +++   

28青新园蛛 Neoscona scylla  +  +  +   

29山地艾蛛 Cyclosa monticola +++ +++ +++ +++ +++ +++   

30五纹园蛛 Araneus pentagrammicus ++ + +++ ++  +++   

31银斑艾蛛 Cyclosa argentata   ++ +  ++ ++   

32摩鹿加云斑蛛 Cyrtophora moluccensis  + +   +   

33库氏棘腹蛛 Gasteracantha  +   +  +   

十一.弱蛛科 Leptonetidae         

34徐氏弱蛛 Leptoneta xui  + +  + + + + + 

35镰形弱蛛 Leptoneta falcata  + +    + +  

十二.暗蛛科 Amaurobiidae         

36喙状隙蛛 Coelotes gypsarpageus   + +  +   

37长扁桃蛛 Tonsilla makros   +     +  

38近龙隙蛛 Draconarius proximus     +   + 

十三.狼蛛科 Lycos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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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种类组成及分布 
Table 2 The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spider in Maolan karst forest caves 

洞穴分布 光带分布 
种类 

的露洞 的论洞 穿洞 黑洞 三中洞 有光带 弱光带 黑暗带 

39拟水狼蛛 Pirata subpiraticus +  +   +   

十四.皿蛛科 Linyphiidae         

40黑斑盖蛛 Neriene nigripectoris ++ ++  +++ + +++   

41丘皿蛛 Sgyneta sp.  + ++   ++   

42日本盖蛛 Neriene japonica ++ ++  + + ++   

43长肢盖蛛 Neriene Iongipedell   +  + +   

十五.妩蛛科 Uloboridae         

44中华涡蛛 Octonoba sinensis + +  +  +   

45膝形妩蛛 Zosisgeniculatus +  +  + +   

注： +++表示 20头以上； ++表示 10~19头； +表示 1~9头。 

 

2.2  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的群落组成及光
带分布特点  
从表 2可以看出，洞穴光带不同，蜘蛛种类

组成不同，其群落结构也不同。 
2.2.1  洞穴有光带蜘蛛群落 
洞穴有光带蜘蛛有 13科 33种，主要有球蛛

科、巨蟹蛛科、镂网蛛科、园蛛科、皿蛛科构成。

以温室希蛛 Achaeranea tepidariorum、阴暗隙蛛
Coelotas luctrosus、狩猎巨蟹蛛 Heteropoda 
venatoria、中华镂网蛛 Psechrus sinensis、大腹园
蛛 Araneus ventricosus、山地艾蛛 Cyclosa 
monticola、五纹园蛛 Araneus pentagrammicus、黑
斑盖蛛 Neriene nigripectoris组成优势种。 
2.2.2  洞穴弱光带蜘蛛群落 
洞穴弱光带蜘蛛有 8科 16种，主要由漏斗蛛

科、类球蛛科、弱蛛科组成，优势种为漏斗蛛科

的家隅蛛 Tegenaria domestica、缘漏斗蛛 Agelena 
limbata。 
2.2.3  洞穴黑暗带蜘蛛群落 
洞穴黑暗带蜘蛛有 6科 9种，主要有小带斑蛛

Euophrys undulatovittata、阴暗隙蛛 Coelotas 
luctrosus、家隅蛛 Tegenaria domestica、机敏漏斗
蛛 Agelena difficilis、凉席泰莱蛛 Telema liangxi、
董背泰莱蛛 Telema dongbei、荔波类球蛛 Nesticus 
libo、徐氏弱蛛 Leptoneta xui、近龙隙蛛
Draconarius proximus等。 

3  讨论 

本研究只对茂兰喀斯特森林的五个洞穴蜘蛛

进行了初步调查，共计 15科 32属 45种，从调查
结果可以看出茂兰喀斯特森林洞穴蜘蛛的种类较

为丰富。根据调查中所得到的蜘蛛个体数统计分

析，发现洞穴蜘蛛群落各光带的种类及数量明显

不同，由此可以认为洞穴内复杂的环境因子和生

境影响了蜘蛛群落的结构。由于本次调查的时间

短，只对茂兰喀斯特森林五个洞穴内的蜘蛛进行

了调查，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

茂兰特有种类，如徐氏弱蛛 Leptoneta xui、董背
泰莱蛛 Telema dongbei、凉席泰莱蛛 Telema 
liangxi、镰形弱蛛 Leptoneta falcata，它们在种质保

存和物种进化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15]。 
不同洞穴不同光带的蜘蛛种类和数量都有

一定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喀斯特森林洞穴蜘

蛛群落，在结构组成是与环境因子有较大关系的。

洞口附近的“有光带”是蜘蛛种类和数量最多的

地方，那里光线较强，生长的植物种类也多，因

而蜘蛛的食物也丰富。因此，洞内外的环境因子

会影响和制约洞内蜘蛛的种类组成和分布。 

喀斯特森林洞穴作为一个特殊且相对封闭

的生态环境，具有生态敏感度高、环境容量低、

抗干扰能力弱、空间转移能力差等一系列生态的

特征[16]，因此，洞穴生态系统更加脆弱，一旦遭

到破坏，将给洞穴蜘蛛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所以为了保护洞穴脆弱的生态系统，应该避免空

气、水和土壤的污染以及人为活动，为洞穴生物

的生存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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