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7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就对洞穴蜘蛛进行了描述和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洞穴蜘蛛的记录。迄今，全球洞穴5~10万种 〔1〕，Ｒibera和

Juber-thie估计，全世界洞穴蜘蛛大约有1 000余种〔2〕。我国是全球洞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洞穴生物物

种多样性极其复杂。目前，我国已发现洞穴蜘蛛19科36属82种〔3-12〕。
笔者在观察贵州织金洞的洞穴蜘蛛标本时，发现了1新属、1新种：黔弱蛛属Qianleptoneta gen.nov.，五刺

黔弱蛛Qianleptoneta quinquespinata sp.nov.。

弱蛛科Leptonetidae Simon，1890
小型蜘蛛（1.0～3.0），3爪，具筛器，简单生殖器类蜘蛛。与其它科的区别是：6眼，后中眼远离前侧眼和后

侧眼；后中眼与前侧眼和后侧眼少有接近的（弓弱蛛Archoleptoneta），或无眼（一些新弱蛛Neoleptoneta和弱蛛

Leptoneta的种类）；头胸部长大于宽，额低，小于螯肢长的0.3倍；螯肢不呈钳状，具2排齿，前齿堤具齿，后齿堤

具少许齿和微齿；步足细长，膝节与胫节的连接处常自脱；腹部球形，前上部缺骨化片，纺器附近具单一的气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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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蛛科现有15属207种，中国2属24种。此类蜘蛛生活于乱石之间和洞穴中，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地区、中
美、北美、中国、日本、东南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北部。

黔弱蛛，新属Qianleptoneta gen.nov.
模式种：五刺黔弱蛛，新种Qianleptoneta quinquespinata sp.nov.
词源学：本属名为复合词（‘Qian’+‘Leptoneta’），前者为贵州的简称，后者为弱蛛属“leptoneta”的学名，阴

性。
鉴定特征：与弱蛛科的其它属的区别是雄蛛触肢胫节有5根刺，其中4根两两相接近，成为2组，另外一根

为单独刺（见图4）。
描述：总长2.0。背甲背面观近方形（见图1-1），淡黄色，光滑，眼区的后部具2根刚毛，背甲中部具1根刚

毛。无中窝。额前端具2根交叉的刚毛（见图1-1、1-2）。无眼。螯肢不特化，前齿堤约7小齿，后齿约2微齿（见

图1-6）。胸板光滑，卵圆形，长宽近等。足式：1423。步足细长。

五刺黔弱蛛，新种Qianleptoneta quinquespinata sp.nov.（图1～11）
正模：♂，2008年1月19日，陈会明、张雁泉采于贵州省织金洞。
副模：4♂4♀，采集信息同正模。
词源学：本种名系一复合词，词根为“spinata”，意为“刺”，前缀“quinque-”意为“五”，指新种雄蛛触肢胫

节有5根刺。
描述：雄蛛正模体长2.05。背甲近方形，长0.80，宽0.70，高0.78；额高0.23；螯肢长，前齿堤7小齿，后齿堤2

微齿（见图1-6），螯肢背面具发声脊（见图1-6）；无眼；胸板长0.70，宽0.68；下唇长0.10，宽0.20；触肢基节长

0.30，宽0.25；触肢腿节基部具1短刺，腹面两侧各具5弱刺，膝节背面具1短刺，胫节腹面具5根长刺，背面具3根

听毛，跗节具多刺（见图1-3、1-4）；触肢器生殖球形状如图1-3、1-4，长0.33，宽0.20。
触肢跗节中部收缩，后侧面背具一圆突，圆突上具一刚毛；圆突后侧具一排短毛。腹部卵圆形，淡黄色，

具许多暗色的点斑和长毛（见图1-1、1-2），长1.05，宽0.80。步足淡黄色，第一步足胫节具弯曲的长毛（见图1-
7）。胸板、颚叶和螯肢均具长毛。

图1 五刺黔弱蛛Qianleptoneta quinquespinata sp.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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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雄蛛，背面观（Male，dorsal view）；2.侧面观（Ditto，lateral view）；3.同前，左触肢前侧观（Left palp of male，prolateral view）；4.

同前，左触肢后侧观（Ditto，retrolateral view）；5.同前，左触肢胫节背面观（Ditto，palpal tarsus，dorsal view）；6.左螯肢后侧观（Left

chelicera of male，retrolateral view）；7.第一步足胫节基部腹面观（Base of tibia I）；8.雌性外雌器腹面观（Female epigyne，ventral

view）；9.同前，外雌器背面观（Ditto，dorsal view）；10.左触肢后侧观（Left palp of female，retrolateral view）；11.左螯肢后侧观（Left

chelicera of female，retrolateral view）。

触肢和步足测量：触肢1.87（0.72+0.21+0.48+0.46）；步足I 11.80（3.32+0.46+3.37+2.81+1.84）；II 10.34
（2.94+0.38+2.87+2.45+1.70）；III 8.99（2.60+0.38+2.48+2.18+1.35）；IV 10.85（3.07+0.38+3.10+2.68+1.62）。足

式：1423。
雌蛛：体色和斑纹与雄蛛相似，略大且圆。一雌蛛体长2.38。背甲近方形，长1.13，宽0.83，高0.78；额高

0.10；螯肢长，前齿堤9小齿，后齿堤5微齿（见图1-11），螯肢背面具发声脊；无眼；胸板长0.68，宽0.60；下唇长

0.08，宽0.20；触肢基节长0.35，宽0.18；触肢腿节基部具少量弱刺，膝节背面具1长刺，胫节腹背具3根听刺，跗

节基部轮生6根长刺，前部具10根长刺（图1-10）。外雌器外面观简单，内面观纳精囊具多次盘旋，长0.14，中庭

长0.10，宽0.31。
触肢、步足测量：触肢2.39（0.83+0.20+0.63+0.73）；步足I 10.16（2.80+0.43+2.94+2.41+1.58）；II 9.25（2.67+

0.40+2.54+2.15+1.49）；III 8.14（2.34+0.36+2.24+1.91+1.29）；IV 9.61（2.81+0.33+2.67+2.31+1.49）。足式：1423。
本新种为典型的真洞穴动物，眼睛消失，体色淡。生活于洞穴的全黑带，洞穴环境较稳定的洞段，结小型

皿状网。
Leptonetidae Simon，1890
Qianleptoneta gen. nov.

TYPE SPECIES：Qianleptoneta quinquespinata sp. nov.
ETYMOLOGY：The generic name is compounded by the shortened name （'Qian-'） of the type locality

“Guizhou”and the generic name' Leptoneta' and is feminine in gender.
DIAGNOSIS：Specimen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genera by the five macrosetae of the male palpal

tibia，which in two twosomes and one singleton（Fig. 4）.
Description：Total length about 2 mm. Carapace nearly quadrate in dorsal view （Fig. 1），length 0.80，

width 0.70，height 0.80，smooth；carapace with 2 setae posteriad of AER. Clypeus with 2 setae crossing distally
（Figs. 2，4，6）；eyeless；chelicerae unmodified，fang furrow a narrow ridge with 7 teeth，retromargin with 2
denticles. Leg formula：1423.

Qianleptoneta quinquespinata sp. nov.（Figs. 1-11）
Male holotype from Zhijin Cave，Zhijin County，Guizhou，China；collected by H.M. Chen and Y.Q.

Zhang，1-19，2008（MHBU）.
Paratypes：4 males and 4 females. Same data as the holotype.
Etymology：The specific name is from Latin words “quinque-”（= five）and “spinata”，referring to the

presence of five macrosetae of the male palpal tibia.
（致谢：在标本采集过程中，得到了贵州省织金洞风景区管理处、贵州省电视台记者董明海、贵州省茂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张雁泉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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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及人工培养香菇的氨基酸含量为14.54%、
12.57%，RSD为0.83%、0.88%；野生及人工培养黑木

耳 的 氨 基 酸 含 量 为8.83%、7.43%，RSD为1.31%、
1.27%。

4 讨论

提取时间的确定：准确称取1g香菇和1g黑木耳，

加入30ml蒸馏水，于60℃下进行超声提取，分别于

20、40、60、80、100min时，取出1ml提取液测定氨基

酸含量，结果显示，40min以后，氨基酸含量没有变

化，为尽可能提取充分，选择60min为提取时间。
茚三酮比色法测定游离氨基酸含量简便、准

确、重现性好。值得注意的是此方法用于测定时受

多种条件的影响，如pH、温度、水浴加热时间等。从

测定结果来看，无论是香菇还是黑木耳，野生与人

工培养品中的氨基酸含量没有显著差别，但是在香

菇中的含量高于黑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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