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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亲蟹的选择和强化培育技术

由于天然蟹苗资源的枯竭和数量不稳定，目前河蟹

的苗种绝大多数来源于人工育苗，苗种的生产单位以江

苏为主体，２００６年江苏人工蟹苗的产量占全国蟹苗产量
的８３％。但目前我国大部分河蟹育苗场忽视亲本的选育
复壮，导致种质退化，“原种不原，良种不良”。这些育苗

场对亲本的选择随意性很大，基本上实行“拿来主义”，在

河蟹交配时期，直接让从池塘、湖泊拿来的蟹进行交配，

等待其产卵孵化，因而育苗成活率低，苗种质量差。对亲

蟹的强化培育也不够重视。这样直接造成大眼幼体产量

和质量不稳定，扣蟹养殖回捕率低，成蟹养殖期间病害多

等，严重影响中华绒螯蟹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国内外的

大量研究表明，亲本的营养状况对其生殖性能和苗种质

量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亲本进行合理的强化培育，可显著

提高其生殖性能和苗种质量。

１．１亲蟹的选择
１．１．１亲蟹的来源和选留时间　　亲蟹的来源有二：一是
从沿海或河口直接捕捉抱卵蟹。缺点是这些抱卵蟹往往

要经过捕捞和运输等，不仅破坏河蟹的天然资源，影响抱

卵质量，而且造成抱卵蟹的胚胎发育不一致，幼体的孵出

时间参差不齐，蟹苗培育过程中容易造成互相残食，影响

育苗成活率，所以目前很少采用此法。二是用在湖泊和

池塘中人工育成的绿蟹培育抱卵蟹，这样可人为地控制

育苗时间，稳妥地掌握育苗的主动权。

选购亲蟹宜在９月底１０月初进行，此时河蟹的卵巢

指数在２％～５％，正处于卵巢发育的大生长期初始阶段，
此时进行亲蟹的强化培育比较合适，效果好。由于１０月
初雄蟹的性腺已经发育成熟，所以亲蟹的强化培育注重

雌蟹的强化培育。如果不进行强化培育，收购亲蟹宜在

立冬前后进行，应选择膏脂丰满，步足坚硬，卵巢指数一

般在１０％ 以上的成熟河蟹。此时水温一般已降至１０℃
左右，运输成活率高。

１．１．２亲蟹的选择标准　　（１）产地：选用当地水系的中
华绒螯蟹，以湖泊生产的为佳。（２）外形：尽可能按长江
中华绒螯蟹的主要形态特征选择（见第一讲）。（３）体重：
雌蟹１２５～１５０ｇ，雄蟹１５０ｇ以上。（４）肢体健全：二螯八
足齐全，八个步足的趾节不能磨损，无外伤。（５）背厚：个
体肥壮，性腺发育良好。（６）活泼：二螯、八足有力，反应
敏捷，行动迅速。（７）洁净：体表无附着生物和寄生虫。
（８）混杂：雌雄亲蟹来源于不同地区的湖泊，以防止近亲
繁殖，雌雄性比为２．５：１。
１．２亲蟹的强化培育技术
１．２．１亲蟹强化培育过程的营养需求　　河蟹的卵巢发
育好坏与其脂类营养关系密切。河蟹被育成绿蟹以后，

其肝胰腺中积累的营养物质开始逐步向卵巢转移。但单

靠肝胰腺储存的营养物质远不能满足卵巢发育的需要。

试验证明，外源脂类营养的提供极为重要。成熟的河蟹，

其卵巢的脂类含量占卵巢湿重的１７．８％，占卵巢干重的
３０．８％，其中磷脂的含量占总脂的３５％，其脂肪酸组成中
ＥＰＡ＋ＤＨＡ＋ＡＲＡ（Ｃ２０：４）的含量为２６％。如果卵巢在
快速发育阶段不能从外界获得必需的磷脂、ＥＰＡ和ＤＨＡ，
卵巢便不能正常发育，产卵生殖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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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配制营养全面的饲料，特别要注意添加磷脂、长链多不

饱和脂肪酸（ＥＰＡ和ＤＨＡ）、胆固醇等。用于亲蟹强化培
育的饲料，建议其蛋白质含量高于 ３５％，脂肪含量高于
８％，其中磷脂的含量在２％～３％。
１．２．２亲蟹培育池的要求　　亲蟹培育池的面积不宜过
大，以２～５亩（１５亩＝ｈｍ２，下同）为宜。要求池塘水深达
到２ｍ米以上，坡度１：３～４，底部最好用石灰、少量沙土、
壤土混合，并夯实。每口池塘配备增氧机一台（最好用鼓

风式增氧机从池塘底部增氧）。在１２月份交配以前，根
据需求开机增氧。特别是来自湖泊、大江河川的亲蟹，因

其原来的生境密度低，生长水体的溶氧高，故育肥过程中

要注意增氧。当水温低于８℃以下时，亲蟹越冬池最好不
要用增氧机搅动。育肥河蟹的密度不宜过大，每亩不超

过１００ｋｇ。育肥塘要设置１～２个饲料台，以便观察亲蟹
的摄食情况。日投饲量约为河蟹体重的０．５％～１％。如
果投喂鲜杂动物性饲料，以海水贝类和海水鲜杂鱼为好，

适当搭配淡水贝类。

亲蟹培育池可以选择在饲养河蟹的江河湖区的附

近，也可选择在育苗场附近。如果选择在育苗场，亲蟹的

强化培育池还可以作为其越冬池。

２河蟹的人工促产技术

人工促产的最适时间是池水温度稳定在 ｌ０℃左右
时。长江流域以当年１２月～次年３月上旬为宜。按雌雄
比２：１将越冬亲蟹放入盐度为８～３３的咸淡水或海水（最
适盐度为ｌ７～２０）池塘中交配。交配池的面积在 １～２
亩，底质为硬沙泥土。每平方米可放养亲蟹３～５只。配
组后亲蟹即自行交配。交配后的第二天就能见到抱卵

蟹；一周后抱卵蟹的数量可达７０％ ～８０％；半个月左右，
基本上所有雌蟹已抱卵。此时应及时将雄蟹捕出，以防

止雄蟹继续与雌蟹交配造成雌蟹死亡。再注入新鲜海

水，将抱卵蟹留在池内孵化。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河蟹产卵要求硬沙泥的底质。

河蟹受精卵产生粘性所需的时间很长，通常需８～９个小
时，这一点与产粘性卵的鱼类有明显差异。产卵时，雌蟹

必须将身体埋在泥沙中，一可防止雄蟹干扰，避免受精卵

流失；二可形成腹部附肢刚毛搅卵及粘卵的环境，防止受

精卵在搅卵阶段从腹脐两侧及上端流失。试验证明，在

无泥沙的水泥池中进行人工促产，由于无法形成良好的

抱卵、粘卵的生态环境，尽管雌蟹的产卵数量很多，但往

往抱卵量很少，有部分雌蟹只产卵不抱卵。河蟹的怀卵

量很大，一般体重在１２５～２００ｇ的雌蟹，怀卵量达３０万
～９０万粒。应该为抱卵蟹选择合适的浅滩进行孵化。
２．１胚胎发育
２．１．１延迟或促进胚胎发育　　如生产早繁苗，入冬以后
需要加温促进受精卵的胚胎发育。加温促孵期的温度为

９～１９℃。升温期要注意每天升温不能超过１℃，控温的
时间不少于４９ｄ，有效积温在１６０００℃。此外，如果抱卵
蟹胚胎发育过程中未经越冬低温期，直接加温促孵，往往

会造成蟤状幼体发育不良，死亡率比较高。

如准备进行多批育苗或土池生态育苗，应选择合适

的天气。比如在上海一带，河蟹自然布苗的时间在４月
１８日左右，此间天气变化比较大，昼夜温差大，雨季盐度、
光照等易受影响，所以选择在５月份以后比较好。目前
主要采用冷藏抱卵蟹的方法，通常是利用制冷装置将水

温控制在６℃左右，这样能有效延长胚胎发育时间，解决
多批育苗的亲蟹来源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胚胎在原肠

期之前的冷藏效果好，否则，胚胎的畸形率较高。此外，

胚胎发育的最长时间应控制在１１０ｄ之内，否则卵黄消耗
大，影响蟤状幼体的质量。

２．１．２胚胎发育过程及孵化　　胚胎发育经历卵裂———
原肠期———眼色素形成期———心跳期———孵化前期———

孵化。胚胎发育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其最适温度在１８
～２５℃。胚胎发育过程中要注意海水的水质和盐度变
化，防止盐度和温度骤变，以免胚胎死亡。当心跳超过

１５０次／ｍｉｎ时，胚胎已临近孵化，这时应将抱卵蟹移出池
中，将胚胎发育一致的抱卵蟹放入蟹笼中，每笼（１００Ｌ）
放１０～１５只，等待孵化。然后将孵出的蟤状幼体收集起
来，放散于育苗池中。

３河蟹的生态育苗技术

目前天然海水土池生态育苗在我国发展迅猛，据统

计，２００６年江苏射阳县的生态育苗产量总计２０万～３０万
ｋｇ，如东县为５万ｋｇ，仅此两县１年的生态育苗产量已大
大超过２００３年全国的育苗总产量。进行土池生态育苗，
蟹苗的质量比温室育苗的好，另外生态苗的出苗时间比

温室苗晚，其一龄蟹的早熟率也就比较少。为此，本讲座

主要介绍土池生态育苗。

３．１我国目前土池生态育苗的模式
我国对河蟹土池育苗的研究开始于１９７２年，目前有

多种育苗模式并存，各有利弊，可基本归纳为三种（见表

１）。土池生态育苗的场所应选择盐度能稳定在２０以上
的沿海区域。

３．２土池生态育苗的关键技术
３．２．１坚持亲蟹的强化培育　　土池育苗与温室育苗相
比，其环境的易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土池的温度、盐

度等环境因子）。研究表明，亲蟹经过强化培育后，其后

代的抗逆性明显增强，初孵 Ｚ１体质强壮，变态率高，幼体
对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适应能力强，土池育苗的产量

和质量比较稳定。因此，亲蟹的强化培育是土池育苗的

基础，是提高育苗经济效益的关键措施。

３．２．２根据幼体的发育阶段调控水质　　采用宁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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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河蟹土池生态育苗的三种育苗模式的比较

项目 盘锦模式 苏北模式 宁波模式

Ｚ１密度／万只／ｍ３ １～２ ４～５ ６～９
Ｚ１～Ｚ５的主要饵料 轮虫 轮虫、蛋黄、豆浆 卤 虫

Ｚ５－大眼幼体的主要饵料 轮虫、活桡足类 冰冻桡足类、冰冻卤虫 冰冻卤虫

池塘面积／亩 ５～１５ ７～１５ １～３
增氧机使用 不使用 极少量使用 使用

产量／ｋｇ／亩 １～５ ３～７．５ １５～４０
平均成活率／％ ２～７ ２～４ ５～１０
成本／元／ｋｇ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优点
投资少，劳动强度小，几乎

不投喂人工饵料
成本低，产量较稳定

单产高，产量稳定，出
苗率高

缺点
产量不稳定，需要按１：１配

套轮虫培育池
劳动强度大，易污染水质

投资大，苗种生产成
本高

　注：Ｚ表示蟤状幼体；Ｚ１为Ⅰ期蟤状幼体，以此类推。

幼体密度大，水质调控显得更为重要。首先要求池塘淤

泥不能过多，否则后期极易导致水质恶化，有害菌及聚缩

虫等大量滋生，危害河蟹幼体；或因淤泥的耗氧量大而导

致夜间和阴雨天幼体缺氧浮头甚至死亡。特别在后期变

态过程中，由于幼体个体大，变态时大部分沉于池底，而

育苗池又采用水车式增氧机，育苗后期池塘水加深，致使

池塘底部溶氧缺乏，幼体窒息而死。

水质调控应该遵循“先肥后清”的原则，前期适当地

肥水可以为幼体提供藻类等天然饵料，从而提高幼体成

活率；Ｚ３以后，肥水中的藻类不再是幼体的适口饵料，水
质过肥易造成水体缺氧、病害滋生。鉴于河蟹土池育苗

中肥水容易带来的负面影响，从２００３年以后，苏北沿海的
部分土池育苗单位开始尝试进行清水布幼，Ｚ１～Ｚ２期间
主要投喂在池塘培养的轮虫，从而保证育苗过程中水体

均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以避免水质恶化和缺氧，同样也

可以取得较好的育苗效果。此外，育苗过程中应尽量避

免水体理化因子的剧烈变化，遇到暴雨天气，尽量加深水

位，或保证池塘有较深的沟涵，以保持池塘底部和沟涵底

部温度、盐度的相对稳定。

土池生态育苗用水多采用一次性进水，育苗期间不

换水，布苗前对池水进行一次性消毒处理，育苗用水的净

化分两个方面：水的过滤和药物消毒。

３．２．３加强活饵料的培养和投喂，及时提供足量、优质的
适口饵料　　河蟹生态育苗的饵料主要是活体轮虫，一
般采用土池大面积培养。轮虫的投喂量要根据水体的肥

度，即水体中基础饵料生物的存量、蟹苗的摄食强度及蟹

苗的放养密度灵活掌握。具体方法有：（１）如苗种池中的
浮游植物以金藻或浮游硅藻为主（水体透明度＜５０ｃｍ），
且生物量较大，在Ｚ１阶段不投喂，蟹苗也可在５ｄ内顺利
变态；（２）如果苗种池水体中的浮游植物量少（水体透明
度＞６０ｃｍ）或浮游植物的组成不好，在排幼前１ｄ或当天

按１０００个／Ｌ密度接
种投喂轮虫，维持量

不低于３０００个／Ｌ；到
育苗后期（Ｚ４～Ｚ５）增
加投喂量；如轮虫紧

缺则可适当补充一些

冷冻的桡足类或卤虫

无节幼体等。如果能

够投喂一些活体卤虫

无节幼体，则对 Ｚ５至
大眼幼体期的蟹苗顺

利变态及水质调控都

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 Ｚ３～Ｚ５期以鲜
活轮虫为主食，一般

情况下，１亩育苗池必须备有３～５亩的轮虫培育池。
由于生态育苗主要投喂池塘生产的生物饵料，如活

体轮虫、桡足类等，营养比较好，能够基本满足河蟹幼体

发育的需要，所以培育出的大眼幼体质量比较好。

３．２．４及时检查水体中的敌害生物，加强防治和合理利用
　　桡足类、多毛类、原生动物和摇蚊幼虫是土池生态育
苗中常见的敌害生物，它们不仅与蟤状幼体争夺空间和

饵料，部分种类还可以直接摄食河蟹幼体（如：桡足类密

度过高可直接摄食Ｚ１幼体）。这些敌害生物的出现往往
会严重影响Ｚ１幼体的存活和变态，甚至会导致育苗失败。
春季江浙沿海河蟹生态育苗土池中的桡足类易形成优势

种群，桡足类一方面是Ｚ１～Ｚ２阶段的敌害生物，另一方面
又是Ｚ３以后的优质活饵料，所以在Ｚ１～Ｚ２期间应严格控
制桡足类的数量。建议布苗前１周用１．０ｍｇ／Ｌ的敌百虫
严格消毒，３～４ｄ后待桡足类成体所带的卵萌发后再施
以１．０～１．５ｍｇ／Ｌ的敌百虫溶液进行第二次杀灭，可有效
控制Ｚ１、Ｚ２培育期桡足类旺发。糠虾在土池育苗早期对
蟤状幼体的发育变态不利，却是大眼幼体的优质饵料。

利氏才女虫（Ｐｏｌｙｄｏｒａｌｉｇｎｉ）的幼虫是育苗早期危害
较大的多毛类，研究表明，采用１０ｍｇ／ｍＬ的茶粕可以有
效杀灭之。水质过肥、水体老化或者底泥较多的池塘中

容易出现较多的原生动物（如聚缩虫、钟虫和栉毛虫等），

这些原生动物的大量存在也会影响河蟹幼体的变态和成

活，严重时幼体体表可见大量聚缩虫和钟虫，背刺发红或

者断裂。一旦发现幼体体表出现大量原生动物，需要加

强换水，采用５～１．０ｍｇ／Ｌ茶粕或者０．５～１ｍｇ／Ｌ的硫酸
锌全池泼洒。如果用药浓度较大，用后２４ｄ内需要换水
３０％～５０％。此外，使用无机肥肥水和清除淤泥可以减少
土池中原生动物的数量，因此，要尽量少用鸡粪等有机肥

料肥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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