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 录

一 我国无公害养蟹发展趋势 1………………………………
( 一) 无公害养蟹的概念和意义 1………………………
( 二) 发展的沿革 3………………………………………
( 三) 现状的评价 7………………………………………
( 四) 发展的趋势 8………………………………………
( 五) 前景的展望 11………………………………………

二 河蟹的一生 13……………………………………………
( 一) 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与习性 13……………………
( 二) 一生的两次洄游 18…………………………………
( 三) 运动行为与寿命 20…………………………………
( 四) 分类位置及近亲 24…………………………………
( 五) 绒螯蟹品种( 河蟹及近亲) 的分布 27………………

三 河蟹的摄食习性与投饲技术 31…………………………
( 一) 摄食器官与消化系统 31……………………………
( 二) 摄食习性 33…………………………………………
( 三) 营养需求 39…………………………………………
( 四) 饲料种类 41…………………………………………
( 五) 投喂技术 46…………………………………………

四 蟹种质量鉴别技术 51……………………………………



河蟹高效养殖新技术

2

( 一) 正常蟹种与性早熟蟹种的形态区别 51……………
( 二) 不同水系河蟹蟹种的形态区别 58…………………
( 三) 长江水系不同地点蟹种的区别 61…………………
( 四) 绒螯属蟹种间性状区别及其他 64…………………

五 人工培育仔蟹和蟹种 66…………………………………
( 一) 仔蟹和蟹种的习性 66………………………………
( 二) 仔蟹的人工培育 68…………………………………
( 三) 蟹种的人工培育 72…………………………………
( 四) 稻田培育蟹种 75……………………………………
( 五) 蟹种培育存在的问题 83……………………………

六 湖泊养蟹及生态学管理 86………………………………
( 一) 投放天然蟹种的特点和效果 86……………………
( 二) 我国天然蟹种资源 94………………………………
( 三) 蟹种的运输 97………………………………………
( 四) 主要增养殖技术 99…………………………………
( 五) 养蟹的生态学管理 104……………………………

七 围拦养蟹与蟹苗放流 113…………………………………
( 一) 围拦养蟹 113………………………………………
( 二) 湖泊蟹苗放流 124…………………………………

八 池塘养蟹技术及存在的问题 133…………………………
( 一) 养蟹池的条件 133…………………………………
( 二) 防逃设施与建设 136………………………………
( 三) 蟹种放养 140………………………………………
( 四) 水质的管理与调节 142……………………………
( 五) 促进蟹脱壳和保护蜕壳蟹的措施 147……………
( 六) 池塘养蟹的捕捞 148………………………………



目录

3

( 七) 池塘养蟹存在的问题 150…………………………
九 水库与河沟养蟹 152………………………………………

( 一) 概况与效益 152……………………………………
( 二) 水库养蟹的主要技术工艺 154……………………
( 三) 河沟养蟹概况与工艺 157…………………………

十 河蟹常见疾病的防治 161…………………………………
( 一) 河蟹疾病的特点 161………………………………
( 二) 无公害养蟹病害的防治原则 163…………………
( 三) 病毒性疾病及防治 164……………………………
( 四) 细菌性疾病及防治 167……………………………
( 五) 寄生虫疾病及防治 170……………………………
( 六) 其他疾病的防治 180………………………………
( 七) 敌害的防治 185……………………………………
( 八) 国外对蟹病及防治的研究 186……………………
( 九) 病害防治常用药物评估 188………………………

十一 河蟹的无公害养殖 194…………………………………
( 一) 河蟹无公害养殖生产要求 195…………………
( 二) 无公害河蟹的质量检测 200……………………
( 三) 无公害河蟹的运输 204…………………………
( 四) 无公害河蟹的销售 205…………………………

主要参考文献 207………………………………………………



1

我国无公害养蟹发展趋势

“不到庐山孤( 辜) 负目，不吃螃蟹孤 ( 辜) 负腹”。
这是公元 1190 年宋代爱国名将岳飞之孙岳珂作“九江
霜蟹”诗时所引谚语。河蟹，俗称螃蟹，学名中华绒螯
蟹，是我国传统的名优水产品之一，它以丰富的营养和
独特的风味而蜚声海内外。然而，我国的河蟹从原来贵
族豪门的侈奢品、才子佳人的吟咏对象到今天“爬入”
导常百姓家，从原来仅依赖从江河湖泊捕捞天然产品到
今天的全人工养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 一) 无公害养蟹的概念和意义
1. 无公害养蟹的概念
无公害养殖河蟹指的是在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中，采

用安全的养殖技术生产，生产投入品不使用高毒、高残
留渔药物等，产品不影响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河蟹养
殖生产。无公害蟹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杜绝有害因
素可能的入侵，对养殖生长过程包括水源条件提出了严
格的要求。

严格地讲，无公害河蟹是指不受有害物质污染的河
蟹。但在现实条件下，完全不受有害物质污染的河蟹养
殖生产，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只能以相对的标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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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实际上的无公害河蟹是指河蟹中不含有某种规定不准
含有的有毒或有害物质，而一些不可避免的有害物质则控制
在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人们的食用安全。归纳起来就是优质、
卫生。优质是指其品质好，形态美，营养成分符合商品卫生要
求。卫生要求为:一是渔药残留不超标，其中不准含有禁用的
高毒渔药，其他渔药残留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二是有害病原
微生物不超标。

2. 无公害养蟹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养蟹业发展较快。据统计，1990 年河蟹产

量仅为 0. 48 万吨，1999 年河蟹产量已达 17. 19 万吨，产苗量
已达到 21. 4 万千克。2004 年全国河蟹产量达 41. 57 万吨，
产值达 300 亿元。产苗 55. 2 万千克。湖北省 2005 年养蟹
148 614 公顷，产蟹 3. 63 万吨。河蟹产业已成为我国水产业
的一大支柱产业。然而，一些不良因素严重地影响着养蟹生
产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 种苗供销市场不规范。主要是种苗购销市场混乱，
以劣充优现象严重，而正确选择和鉴别河蟹种苗的技术较为
复杂，往往导致养殖经营者蒙受较大损失。

( 2) 种苗培育技术不稳定。主要表现在蟹苗出池率较
低，蟹种个体差异较大，蟹种性早熟现象突出，成活率和回捕
率不高。

( 3) 商品蟹个体小型化趋势严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来
以出产个大质优的河蟹而著称于港澳市场，外贸出口河蟹的
标准一般为雄蟹 200 克以上，雌蟹 150 克以上。但是，目前各
地的大个体蟹数量较少，100 克左右的蟹占相当大比例。

( 4) 病害造成较大损失。近几年来，河蟹疾病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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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响着生产健康的发展。如全国河蟹曾因“颤抖病”至少
造成 10 亿元以上的损失，其中江苏省的宝应、通州，浙江省的
绍兴，三个县市损失均在 1 000 万元以上。

以上影响养蟹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可以说不可能简单
地用传统的防病养殖办法来解决。这些因素形成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养蟹和对蟹的研究历史较短，技术储备严重不足，科研
落后于生产的需要。因此，需要将生态养殖、生物养殖与防病
养殖进行有机地结合。实行无公害的河蟹养殖，在提高商品
质量、增加个体规格和群体产量，以及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等
方面都有较大的意义。

( 二) 发展的沿革
1. 捕捞天然产量时期
河蟹在我国北起辽宁，南到福建的沿海诸省的通海江河

均有出产。由于它是一种洄游性的甲壳动物，在淡水中觅食
生长，因此它不只分布在通海江河，凡是与江河相通的湖泊、
沟渠、水田都有它的踪迹，它历来是沿海、沿江、沿湖渔民在秋
末冬初的一种重要捕捞对象。但天然河蟹产量之丰歉，受水
域环境、水质理化条件以及捕捞强度等因子的制约，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沿海、沿江湖泊相继
建闸筑坝，隔断了河蟹的洄游通道，河蟹苗种不能入湖觅食，
亲蟹不能降河繁殖等原因，使河蟹资源遭到破坏，产量连年下
降。据资料，江苏省 1956 年河蟹产量为 600 多万千克，自各
湖泊出口处先后建闸后的 1959 年降至 465 万千克，1963 年
又降至 170 万千克，1968 年只产 50 万千克。浙江嘉兴地区
最高产量为 50 万千克以上，1967 年降至 5. 5 万千克。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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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滁县地区是该省主要产蟹区，自沿江各湖建闸后，至 60 年
代末期已近绝迹。历史上在北京和天津市场上的河蟹，大都
是从文安洼的胜芳或白洋淀的赵北口等地出产的，白洋淀最
高产量为 100 万千克，自修了枣林大闸，与海河隔断，河蟹几
乎绝迹。很有名气的胜芳蟹，1958 年生产 31. 2 万千克，1963
年降到 5 万千克左右。这就是说，随着水利工程的建设，河蟹
产量剧烈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的提高，市场的河蟹
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探索提高产量的新
途径。

2. 天然繁苗场的发现
为了增殖河蟹资源，水产科技工作者从 20 世纪 60 年代

起就开始对河蟹苗种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人工放流。1960 年浙江省绍兴县三江渔业队采集天然蟹
苗在新安江水库放流。1964 年，江苏省苏州地区渔业指导站
在太仓的浏河水闸发现蟹苗，并开闸向太湖灌江。随后即邀
集浙江嘉兴区( 1965) 和上海市青浦( 1967) 渔民一起设法开
发利用。张列士等有关专家也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当时因对
河蟹的生活史尚未查明，采苗时经常出现人来苗无和人走苗
来的情况，经济损失严重。1969 年江苏省苏州、镇江、扬州地
区，浙江省嘉兴地区和上海市青浦淡水养殖场的水产科技人
员及渔民在浏河水闸外等候蟹苗 1 个多月而未遇，当时浙江
省桐乡畜牧水产局干部许修荣因求苗心切，在崇明有关人士
启发下，于同年 6 月 12 日率其所带船只出浏河水闸，航行抵
崇明北支，终于在北八郊发现规模巨大的天然蟹苗场，许修荣
等为发现我国第一个天然蟹苗繁殖场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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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放流效果显著
天然蟹苗繁殖场的发现，使科学工作者于 1969 年在江苏

省九大湖泊全面放流蟹苗获得成功，接着上海、浙江、湖北、安
徽、湖南等省市都开展放流工作，我国的河蟹业出现新的局面
( 图 1) 。

图 1 人工放流蟹苗

据资料，江苏省自 1971—1982 年的 12 年间共放蟹苗
18. 7 万千克，1972—1982 年共产成蟹 7 984. 5 万千克，该省
放流蟹苗面积达 66. 7 万公顷，平均每千克苗产蟹 427 千克。
浙江省 1969—1974 年放苗 1 588. 5 千克，1970—1975 年产蟹
3. 5 万千克，平均每千克苗产蟹 220 千克。

然而，好景不长。长江口天然蟹苗的资源在利用 10 余年
后出现大衰退。1974 年崇明岛产苗 11 150 千克，1981 年为
20 500 千克，但 1982 年仅获苗 25 千克，1983 年仅为 5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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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也是 50 千克。天然蟹苗的不景气，客观上又要求水
产科技工作者另辟新径。

4. 人工繁殖获得成功
河蟹人工繁殖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上海

水产大学和东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崇明岛进行了天然抱
卵蟹及其幼体的培育工作。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科技人
员在整个 70 年代都在进行河蟹天然海水人工繁苗的研究，终
于在 1980 年通过中试鉴定，获得 1981 年国家发明二等奖。
安徽省的人工半咸水育苗技术经过约 10 年的研究，于 1981
年通过中试鉴定，1984 年安徽的“河蟹人工繁殖的人工半咸
水及其工业化育苗工艺”获国家发明一等奖，1986 年 4 月和
12 月，又分别获“第 14 届日内瓦世界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
金牌奖和“第 35 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牌
奖。之后，一些内陆省份先后建成 40 余座人工半咸水工业化
育苗厂，沿海地区除建海水育苗厂 7 处，还将部分繁殖对虾苗
的设施改造成蟹苗繁殖厂。笔者于 2006 年 3 月参加的“中国
第二届河蟹苗种交易会及苗种管理论坛”上获悉，2005 年仅
江苏省有蟹苗厂( 场) 家 600 余家，土池育苗 25 万亩，年产蟹
苗 15 万千克，蟹种 200 万千克，全省蟹苗种产值 6. 5 亿元。

5. 人工养殖的兴起与发展
在因天然蟹苗资源的匮乏引起湖泊人工放流蟹苗工作受

阻后，人们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了捕捞天然江河大规格
蟹种进行湖泊增养殖和池塘养殖的工作。由于放养蟹种养殖
具有养殖周期短、成活率高、回捕效果好等特点，因而 80 年代
中期在长江中下游迅速推广中小湖泊投放蟹种养殖的工作，
一些地方还进行了人工投喂。80 年代末，在江苏、湖北、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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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同时成功地进行了大中型湖泊的围拦养蟹，并且水库和
河沟养蟹也部分地开展起来。目前，我国的河蟹养殖已成为
湖区农民致富的主导产业。

( 三) 现状的评价
1. 对养殖方式的评价
目前，我国河蟹养殖的方式较多样化，有中小型湖泊的增

养殖、小型湖泊的投饵养殖、大中型湖泊的围拦养殖、池塘主
养和配养、水库养殖和河沟养殖，还有稻田养殖等。纵观以上
养殖方式，湖泊养殖占主导地位。因为湖泊养殖具有较高的
经济效益，湖泊中有较为丰富的天然饵料，有充足的氧气，有
较好的水质等，因而养出的商品蟹个体生长快，质量上乘，即
个体大、颜色正、背青腹银。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兴起的
池塘养蟹，总体来说发展速度不快，普及面不宽，主要原因是
养殖成本较高，如需要建设防逃设施和投饲等，养殖出的商品
蟹个体大小不均，200 克 /只以上大个体蟹很少见，多数在 100
克 /只左右，蟹体的质量不如湖泊蟹。对于池塘养蟹的经济效
益，基本上是三个 1 /3，即 1 /3 的养殖单位( 户) 盈利，1 /3 的
保本，1 /3 的亏损。水库养蟹，目前主要集中在河北、安徽、浙
江等省的中小型水库，如天津市的团泊洼水库，1989—1992
年共放苗种 13 769. 50 千克，共产蟹 56 542. 80 千克，产值
199. 10 万元。目前的水库养蟹仍处在人工放流为主的阶段。

制约养蟹发展的一大因素是蟹种市场混乱，价格高昂。
由于天然蟹种资源不景气，人工培育蟹种的工作应运而生，这
顺应了市场上对蟹种大量需求的形势，理当大面积进行。然
而，尽管培育蟹种的试验研究进行了 10 年左右，但一些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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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问题仍没得到完全解决，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蟹种培育
工作的开展和普及。这个问题将在以后详细介绍。

2. 对科研工作的评价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河蟹的研究已受到一定的重视，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期
间的成果首推天然海水和人工半咸水河蟹繁殖育苗工作的突
破，它打破了完全依赖天然蟹苗的格局。

然而，综观近 20 年的河蟹科研工作，可以说成绩较大，问
题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科研落后于生产，科研成果远远不
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河蟹生产的需要，如目前生产中存在的难
点有蟹种培育中的个体差异较大问题、成活率和回捕率低的
问题、控制蟹种性早熟问题、池塘养蟹中的最佳水质和水温条
件问题、人工饲料的配方问题、河蟹对营养的需求问题以及蟹
病的防治、河蟹种质提纯复壮、养蟹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由于
我国的河蟹人工养殖开展的时间尚不长，而生产的发展又相
当快，这就给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 四) 发展的趋势
1. 前景的展望
( 1) 河蟹在渔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我国是个渔

业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城乡人民对鱼类的
消费已开始由对数量的满足转向对质量的追求，就河蟹来说，
目前还未完全进入“寻常百姓家”，主要是市场上蟹货少，价
格高。可以预料，随着生产的发展，成本的降低，河蟹在不久
的将来会进入中国“百姓家”这个广阔的大市场。另外，近年
来养殖常规鱼类效益不太好，主要原因是养鱼生产的各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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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价格上升，而常规鱼的售价相对涨幅较小，即养常规鱼类
的比较效益下降。生产者为谋求较大的效益，必定将养殖内
容转移到以河蟹为主的名优水产上来。这样，河蟹等名优水
产品在渔业生产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显著。

( 2) 大集团、大企业应运而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不断完善，客观上要求所从事的行业、所生产的产品在
市场上要有强的竞争能力，而河蟹生产的特点，一是以大中型
水面为主，二是以出口换汇为主，这在客观上要求规模生产，
兵团作战。可以预料，未来的河蟹生产，将以跨地区、跨所有
制、跨行业、跨国界的大集团、大企业、大基地为龙头进行。

( 3) 养蟹业将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由于水产业是节能
的产业，而其中的养蟹业又具有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
点，将会吸引社会多方面的资金进行投资。如湖北省工商银
行就投资汉川县刁汉湖养蟹，并在湖上投资建设了钓鱼台、宾
馆以及游乐设施，成为以河蟹为龙头的综合产业。可以预料，
随着经济从产品经营到资本营运的转变，资金和效益将会更
多的向河蟹养殖这个优势产业、河蟹这个优势产品倾斜。

2. 亟待解决的问题
( 1) 内陆省份繁苗问题。尽管安徽赵乃刚等的人工半咸

水繁苗技术开辟了内陆省份繁殖蟹苗的新途径，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目前的人工繁殖蟹苗仍以沿海地区利用天然海水为
主，内陆省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建设的河蟹苗厂大多处
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这就是说，原来的人工半咸水繁苗工
艺急需改进，如降低生产成本、寻找新的溞状幼体开口饵料、
提高蟹苗出池率等方面。

( 2) 大面积培育蟹种问题。养蟹生产中由直接放养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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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投放大规模蟹种已基本被养殖者普遍接受。然而，培育
蟹种仍受到技术不完善的制约。如前所述，培育出的蟹种大
小个体差异较大问题，目前仍没有较好的解决。还有培育出
的蟹种部分性腺早熟，实践证明，这种蟹种不能作为种子投
放，但作为商品出售个体又偏小，如何控制早熟问题是生产中
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之一，同时，开发利用小规格成熟蟹的粗
加工、深加工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3) 池塘养蟹成套技术问题。池塘是很符合千家万户经
营的水体，它对缓解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普遍存在的“吃鱼
难”问题作出了贡献。然而，随着养殖常规鱼类比较效益的
下降，部分群众将养鱼改为养蟹，但池塘养蟹的技术仍需改进
和完善，以使养殖经营者获得相应的效益回报。

( 4) 推广技术的体系问题。目前我国的养蟹技术的现状
是:一方面部分技术急需研究解决;另一方面已经研究出的技
术仍停留在实验室里和科技工作者手中。如何让现有的技术
迅速送到养蟹群众手中、变为生产力是一个大问题，这主要是
受现行的水产推广体系不完善，许多乡、镇、村都没有技术推广
人员，使科研与生产之间缺乏必需的“桥梁”等现状的限制。

( 5) 无公害养蟹问题。随着河蟹养殖集约化程度的提
高，养殖环境渐趋恶化，病害频繁发生，一些重大病害渐呈暴
发、蔓延之势，病害造成的直接损失严重影响了养殖的经益效
益。1998 年，仅江苏省受河蟹颤抖病侵害的面积就超过全省
养殖河蟹总面积的 3%以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亿元。
同时，在防治病害过程中大量使用化学药剂( 包括一些剧毒
农药) 、抗生素，不仅加剧了养殖环境的恶化，破坏了原有的
生态平衡，同时残留药剂势必造成对后续养殖对象的严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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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最终影响养殖成蟹的食用安全性，从而降低商品蟹的市场
竞争力，制约着出口创汇能力。2001 年销往香港市场的江苏
阳澄湖大闸蟹所谓被发现有氯霉素的毒蟹事件，极大地影响
了国内外河蟹市场，特别是对江苏河蟹的销售影响更为严重。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加入 WTO，河
蟹的出口量可能会逐步增加，食用安全性问题已成为无法回
避的问题。

也就是说，河蟹养殖品种退化，养殖环境恶化，养殖病害
频发，河蟹产品质量下降，养殖效益持续低滑，严重影响了我
国河蟹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对传统的河蟹养殖技术
进行改革、改进，推进河蟹标准化生产，推广河蟹无公害养殖
技术势在必行。

( 五) 前景的展望
( 1) 统一规划，持续发展。我国现有的水面在利用方面

仍不充分，还具有较大的潜力。与此同时，也要考虑水面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河蟹养殖方面，一方面增加养殖面积，
提高单产，增加总产;另一方面要考虑河蟹在利用天然湖泊饵
料时，不同程度破坏了湖泊饵料资源，尤其是围拦养蟹等形式
的较高密度的养殖更是如此，因此，在利用资源养蟹富裕群
众、繁荣市场的同时，也要考虑下一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利用资
源问题，即要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 2) 政策倾斜，扶持发展。我国的水产业发展较快，但仍
有较大部分水面资源没得到利用。因此，客观需要各地根据
国家有关政策制订出相应的开发水面的优惠的规定。发展河
蟹生产具有“利用资源、富裕群众、繁荣市场、换回外汇”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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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客观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拿出具体的优惠条件，以鼓励
更多的投资者和开发者去利用闲置、荒废水面发展河蟹生产。

( 3) 注重科技，纵深发展。目前的养蟹很大程度是“利用
资源型”，发展下去必定要增加科技含量，变成“科技型”。为
此，客观上要求各地既要注意河蟹科技研究，也要狠抓养蟹科
技的推广和普及，即对科研工作增加项目经费的同时，尤其要
健全和完善科技推广体系。例如，地方政府可从收取的水产
特产税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河蟹科研经费或发展基金，以解
决水产科研单位普遍存在的经费不足问题。

( 4) 狠抓出口，外向发展。河蟹是我国独有的风味水产
品，前些年，主要出口的地区为香港和澳门，随着生产的发展，
原出口办法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急需打通东
南亚市场甚至欧美市场，千方百计使河蟹成为国际市场上的
名牌产品。

( 5) 以蟹促鱼，全面发展。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推行，
水产产业化也有较快发展，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距
离。水产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龙头”产品和主导产品，河蟹
以其效益的优势完全可以成为部分地区水产产业化的“龙
头”，并以这个“龙头”带动整个水产产业发展，从而实现以蟹
促农、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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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的一生

( 一) 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与习性
河蟹的一生分为幼体和成体阶段，幼体阶段又分溞

状幼体和大眼幼体阶段。因此，严格地说，河蟹的一生
从胚胎开始要经过溞状幼体、大眼幼体、仔蟹、蟹种、成
蟹等多个发育阶段( 图 2) 。

图 2 河蟹的生活史( 徐兴川，1994)
1. 黏附于抱卵蟹腹内刚毛上的受精卵

2. 溞状幼体 3. 大眼幼体 4. 仔蟹( 豆蟹)
5. 蟹种( 扣蟹) 6. 黄蟹 7. 绿蟹 8. 抱卵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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