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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蜘蛛是广谱性捕食动物，全为肉食性，以植食动物昆虫为食，是很多作物害虫的天敌。 我国农林蜘蛛

资源丰富，种类多、数量大、捕食量大、繁殖能力强、抗逆能力强、不加害作物。 在棉田里主要捕食棉甥、

棉铃虫、棉叶铺等，游猎者捕食飞虱、叶蝉，甚至稻蝇。蜘蛛在农林害虫的生物防治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

平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本书共记载湖南蜘蛛 47 科、 277 属、 821 种 。 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

论部分介绍了蜘蛛目的研究简史、主要特征、形态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意义、地理分布、分类系统

等。各论部分包括对科、属、种的形态特征、分类系统、地理分布的描述和插图。书末附有拉丁名索引和

中文名索引 。

本书分上、下两册，可供从事动物学教学、科学研究及农林植保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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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前言 说明 l 

总序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15. 8
0

C ~ 18. 7"C ，湘南

高于湘北，湘东高于湘西，相差约 2
0

C 。无霜期长 260~3 1 0 天。雨量充沛，各地年平均降

水量在 1000~ 1800mm 。 地貌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和北部为地势低平的洞庭湖盆地，

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全境呈马蹄形。 境内水系完整，湘、资、玩、灌四水及其支流呈树枝

形和扇形汇入洞庭湖，流入长江。 植被基本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海拔较高处则为落

叶常绿棍交林区域，湘南局部高山上则有华南一南岭区系的特点，高山针叶林?昆生于阔叶

林中 。

概而言之，湖南全境气候温和，山地、丘陵、平原、湿地、河流、湖泊交相嵌合，水系

完整，植被成分复杂，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诱集到无数南飞的候

鸟，为我们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提供了条件。

为适应生产的发展，资源合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科学的要求，湖南省动物学界热切

希望编写一部地方动物志。动物志不仅服务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作为当前和今

后教学、科研的重要参考书籍。

1992 年成立了湖南省动物志编撰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湖南省动物学会承办，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省直相关厅(局)和有关学会的支持，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编撰委员会:

主任委员尹长民(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副主任委员 沈献慧(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何鸿恩(原湖南医科大学，教授)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成源达(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刘 多(原湖南医科大学，教授)

陈安国(原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湖南动物志》 计划编撰 5 卷， 计有:

人体及动物寄生蠕虫

蜘蛛类

两栖爬行纲

鸟纲

哺乳纲

由于人事变迁及工作需要， 2004 年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编撰委员会:

主任委员尹长民(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副主任委员 沈献慧(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彭贤锦(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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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学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成源达(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刘 多(原湖南医科大学，教授)

杨道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

陈安国(原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胡自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计划增加 《贝类》 卷

经各卷编者 16 年的努力，研究成果从 2008 年起将陆续付梓问世，令人振奋和鼓舞。我

们能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关怀下，在各方面支持下，为湖南省做一件有益的工作，以报答三湘

囚水人民的哺育之恩，无不感到宽慰。在此，我们还要对已故前辈顾昌栋、唐仲璋、周宇

垣、梁启柴、刘素孀等和同仁王义镜、王家福表示敬意。他们参加了早期的湖南动物的调查

研究，积累了不少标本。

特别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这项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原省委书记熊清

泉、杨正午，原省长周伯华，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等省领导先后多次询问工作进展情

况，了解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指示职能部门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计委、省林业局、省农业厅、省卫生厅先后给予了经费支持。

还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朱作言院士，在来湖南视察后给予的经费支持。

《湖南动物志》编撰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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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动物志·蜘蛛类》 是 1992 年首批确立编撰的卷册，历时 15 年今方告成。 参加

编撰的工作人员，除谢莉萍己调离湖南外，主要成员基本稳定，由于工作需要继续增加了几

位年轻人，真可谓"积数十年之成果，汇几代人之心血"。 在封笔臻稿之时，喜逢改革开放

30 年欢庆之际，绝非偶然，实属必由之果。作者尹长民 1992 年曾写过"人文科学如此，自

然科学亦将如此"，我们以欣悦之情瞻望未来，生命科学领域中这类奠基之作将不断涌现，

以适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的需要。

本卷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下编为各论，共记载了已经鉴定到种的蜘蛛 47 科

277 属 821 种，其中新种 57 种。所含种数两倍于已出版的同类地方志，说明湖南省物种资

源十分丰富，究其原因有五: 一是编志工作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二是湖南人杰地

灵，自然环境优越，为动物、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适宜的场所; 三是编者发挥了团队精

神，相互切磋，真诚合作，不分彼此，有的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四是精心组织，不时

协调步伐节奏，做到各论部分统一编写原则、统一描述、统一绘图规格，按科确定统编主要

执笔者，确定专人校对文稿;五是湖南师范大学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结合教学、结合农

田蜘蛛保护利用，开展了蜘蛛目的研究工作，工作遍及全省 。 不仅高等院校而且植保工作人

员也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发表了一批论文和著作，积累了一批标本，为

20 世纪 90 年代开展动物志的编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我们悲痛未尽，深深怀念不久

前辞世的谢锦云教授，她在百忙中为本卷编写了总论第六章第三节二二蛛丝及蛛毒的性质、

结构与功能及开发利用 。 已故王家福副教授，他生前十分重视采集工作，历尽艰苦，和大家

一道踏遍三湘四水，身先士卒，发表了若干论文，参与、合编了几本著作。

我们要感谢曾经和我们朝夕与共的同行老师王洪全教授、胡运谨副教授、杨海明副教

授、胡自强教授以及曾经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谢莉萍副教授。 还有几位曾在湖南师范大学攻

读蛛形学硕士学位的同行们:张永靖教授、刘明耀教授、肖小芹教授和张古忍教授等， 他们

有的还留校工作过。

我们还要感谢道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站长龚联溯高级农艺师无私馈赠我们近千号蜘蛛标

本;绥宁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刘明星高级农艺师提供一批标本并多次陪同采集标本;宜章莽

山国家森林公园杨建辉为我们全年采集该地区标本;永定区(原大庸县)沉古坪镇原农业技

术员张明才协助采集了一批蜘蛛标本。

总之，本书的完成，有赖于全省各地专家、学者的通力协作，有赖于整个团队几十年如

←日在科研一线的苦苦探究和辛勤劳作。在此，我们对凡为湖南省蜘蛛探究和为本书作出贡

献的人员， 一并致以谢忱。

湖南动物志编撰委员会

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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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卷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总论，共计 8 章;下编是各论，按分类系统编排。 共

记载了迄今为止已经鉴定到种的全部蜘蛛，分属于 47 科 277 属 821 种，其中新种 57 种 。 除

个别种采取仿自有关文献外(包括外省学者记述的湖南蜘蛛，编者尚未采到者和本室标本流

失他处者) ，所有种类的记述及图版皆以标本实物为依据。

2. 各科、属、种的编排次序，主要是根据 N. L. Platnick 所编蜘蛛目名录。

3 . 记载的科、属、种均有中文名、拉丁名、定名者和定名年份。 已知种包括常见别名、

异名、原始出处和鉴定时的主要依据。为节省篇幅不一一罗列前人文献。

4. 凡有 3 属或 3 属以上的科，列该科的分属检索表，有 3 种或 3 种以上的属，列该属

的分种检索表。

5. 所有中外地名均以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 (1 989 ，北京)

及 《世界地图集 )) (2005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地名录 )) 0984 ， 北

京，上海)为依据。

6. 测量单位采用公制，种的测量一般以 mm 为单位 (mm 不标，其他单位均标) ，采集

地点的经纬度以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 中国地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名索引 》

(1 997 ，北京)为依据 。

7 . 除个别标本流失他处外，绝大多数标本均保存于湖南师范大学 (HNU) 生命科学学

院动物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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