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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古以来河蟹就是我国重要的名优淡水水产品。 通

过近几十年的发展 ， 河蟹产业已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淡

水渔业的重要产业，产品的系列化和优质品牌的市场认 、

可度较高。 产业的健康发展带动了区域内及周边地区饮

食文化和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 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农业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阳澄

湖面积之广在太湖平原名列第三，由于湖水清浅，日照

充足，饵料丰富，天然环境优良以及生产管理规范造就

了独特的阳澄湖大闸蟹 ， 受到海内外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金秋品蟹已经成为渔业文化的一张新名片。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品牌和文化的带动，阳澄湖大闸

蟹的发展就是一个好的案例。 这部《阳溢湖蟹志》作为

第一部以单个水产品种为主题的志书，既汇集了阳澄湖

的自然地理、人文蟹事，也介绍了大闸蟹的生态习性、

食用方法、营养价值，还描述了阳渣湖大闸蟹的产业状

况和发展历程。 这本书图文并茂 ， 资料充实 ， 将对弘扬

我国河蟹文化、促进河蟹产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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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阳澄湖蟹物华天宝

阳澄湖大闸蟹青背自肚，黄毛金爪 ， 放在

玻璃板上，八足挺立，双整腾空，脐背隆起，

威风凛凛，被誉为"中华金丝绒毛蟹"。 它素

有"蟹中之王"之美称，自古以来便享有至高

无上的盛誉，闻名天下。 与此同时，阳澄j胡也

声名远扬。

阳澄湖水域阳光醉酒，波光绚丽，方圆百

里水质清纯如镜，水浅底硬，水草丰盛，延伸

宽阔。这里也是离长江口最近的一个淡水湖泊，

特定的水质、泥土、微生物等生态环境造就了

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细嫩，滋味鲜美 "整封

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那桶红色的

蟹黄、白玉似的脂膏 、 洁白细嫩的蟹肉，造色、

昧 、香三者之极，妙不胜言，更无一物可于之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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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阳澄湖由来考古推因

阳澄湖，古名阳城湖。 相传 ， 2500 多年前 ， 吴王闺阁计划

在太湖东北近 30 公里的地方建筑者E域 ， 派大臣伍子青前往勘察

地形。 伍子雷经过实地踏勘，断定这里将会陷落， 积水成湖，

便把筑域的位置向南移 20 公里。 后来 ，伍子臂的话果真应验了，

原来准备筑城的地方拥陷成了碧技荡漾的湖泊 ，这就是阳澄湖。

有关阳渣湖的由来 ， 苏州一带还有许多传说。 据说 ， 远古

后界射日时，有一块被射中的太阳石溅落于此 ， 故人们将后来

建于此地的墟落称为阳城。 一天 ， 暴雨倾盆 ， 阳城沉没而沦为

湖泊 ， 故称其为阳城湖。

从地质构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 阳澄西湖正处在湖(州)

苏(州)断裂带上 ， 二者沿伸方向完全一致。 此断裂是苏州境

] 



内最大的隐伏断裂，由湖州东侧沿北东 30 0 ~ 40 0 方向延伸，

经太湖南部、苏州、阳澄湖、上海崇明岛人海。 此断裂带至今

仍在活动，断裂西盘为抬升区 ， 阳澄湖洼地所在的东盘一直在

深陷下降。 阳渣湖南北两岸正处在东西向构造带上 ， 南侧为苏

(川、I )昆(山)嘉(定)断裂(又称唯亭一昆山断裂)。 两条断

裂构造总体上控制了现今阳溢湖的轮廓和范围。

据考古资料证明 ， 今阳澄湖周围是太湖平原上古文化遗址

分布密集区。 阳注2湖南岸 650 米处的草鞋山、东 1000 米处的绰

墩山都是距今 6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良、洁、在泽、马

家滨三个古文化层连续而完整。 北岸、南岸原沼泽地都有梅花

雇骨梧的发现，有春秋吴王日寸的睫城、鸡城、鸭城、养鱼处等

遗迹。 据《吴县志》记载 : "鸭城，在吴县东南二十里。 " ~元和

唯亭志》也有 : "今上二十二都陈公乡有地名鸭城。 " ~太平御览》

谓 : "鸭城者， 吴王筑此城以养鸭。"唐城，即西虚城，今属昆山。

据《昆新两县续修合，吉、》载 : "相传为吴王蒙匮射猎之所，旧有

城邑之称‘雇城 ' 。 " 至今 ， 阳澄湖畔还保留有许多春秋时邑落

的古地名，如相(湘)城、阳城(澄)、巴城、昆城(承 )、章

中斤城等。 此外，从阳澄湖底发现的古问道、街道、古井和唐宋

陶片等吉遗迹、遗物 ， 可以猜断出阳澄湖是由于地质变化陷沉

而成。

唐宋时期，阳渣湖地区还是一片洼地，据 《吴郡志》、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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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唯亭志》等古籍记载 :"昆山虽经江海 ， 自古无潮沙。 绍兴中 ，

始有潮至县郭。 至是 ， 潮忽大至 ， 遂过夷亭 (即今唯亭 )0 " 上

述情况造成人海河道淤塞 ， 河水宣泄不畅 ， 水灾频繁 ， 低洼地

区大面积f9V'K而成湖沼。 沈括《梦溪笔谈》载 :"至和塘(即今

阳澄湖南面的委江)， 自昆山县达于委门 ， 凡七十里 ， 自古皆积

水 ， 无陆途。 " 宋人郑重说得更是具体 : "每春夏之交 ， 天未盈尺 ，

湖水未涨二三尺 ， 而苏州、|低田 ， 一抹尽为白水"，"民田既客水 ，

故水与江平 ， 江与海平 ， 而海潮直至苏州、卜二十里之地， 反与江 、

湖、民田之水相接 ， 故水不能揣流， 而三江不梭 ， 今二江已塞 ，

而一江又战" 综上观之 ， 随着年代的变迁 ， 原阳澄湖洼地的河、

沼遂扩大逐渐演变成湖泊 ， 最后又连为一休而形成了阳澄湖。

阳澄湖得名于今苏州、|工业园区阳澄半岛上的阳城(澄)村名。

据《元和唯亭志》载 : "阳域， 在吴宫乡下二十一都 ， 离镇(即

今唯亭镇)五里"，"环绕有湖，即阳城湖"。 宋人知亘在讲到苏

州湖荡时曾指出 ， 这些湖泊 "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为名"。

明人袁华的《阳城湖》诗中也有"维城巴城水相接 ， 以域名湖

何不同" 之句。 南宋绍定二年( 1229 )的 《平江图》上刻有东

北隅有 "杨城湖" 。 王佩i争先生考评证说 ，阳城湖 "本图作 ‘杨 '，

不知何据。 疑隶变J杨'、 ‘扬 ' 通用 ，‘ 阳 ' 亦如之 ， 犹 ‘丹阳 '

之为 ‘丹扬 ' 耳" 。 即 "杨城湖" 是 "阳城湖" 的变体写法。 清

《康熙昆山县志稿》中 ， 除称阳澄湖为阳城湖外 ， 在引用王焕如



《水利全书》时有 "昆山之水皆自杨城湖而来" 句，也称作杨城湖。

此名后不见载。 清至民国的地图 ， 均有阳城村(后村名改为洋

澄村、阳澄村)。

光绪九年 ( 1883 ) ，

张瑛《尚泽荡筑堤

记》中称阳溢湖为

"洋澄湖 " 0 ~相城

小志》亦云 : "阳

澄湖 ， 或 f乍洋懂

湖。 " 1940 年 2 月 ，阳澄湖地区所建之抗日民主政权 ， 称洋澄

县政府 ， 当时又称阳溢县政府 ， 其中的 "阳渣" 一名 ， 为迄今

所见 "阳、靡"地名的最早出处，以后 "阳城"之名遂为"阳澄"

所替代。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地图上均称为阳澄湖 ， 如 1966

年 4 月由地图出版社编印的《中国地图册》上，两处出现该湖 ，

均称作 "阳瞪湖"，此名至今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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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佛手阳澄生态多样

阳澄湖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 ， 地理坐标位置在东经

1200 39' - 1 200 51 ' ， 北纬 31 0 21' _ 31 0 30' ，介于太湖与长江之间，

离苏州市区最近处仅 3 公里，距上海市约 60 公里。

阳澄湖南北长 17 公里 ， 东西宽 11 公里 ， 环湖周长 166 公里，

面积 120.75 平方公里 ， 相当于 22 个杭州西湖那么大，为太湖

平原上的第三大湖。 阳渣湖位于苏州东北部 ， 地处常熟虞山、

昆山、马鞍山及苏州、|虎丘之间的低洼地区 ， 周围高中间低，海

拔仅 2 - 3 米。 整个阳澄湖跨常熟、昆山、相城区和苏州工业

园区四地。 沿湖涉及苏州市相城区的元和、太平、渭塘、阳渣

湖镇 ， 苏州工业园区的委药、唯亭镇 ， 昆山市的巴城镇和常熟

市的抄家提镇 ， 共 4 个县市(区)的 8 个镇。

阳澄湖湖内两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半岛将整个湖体天

然分为东湖、中湖、西湖三部分(东湖最大 ， 中湖次之，西湖

最小)。 三湖彼此均有河流港汉贯通而汇成一个整体。 整个阳橙

湖轮廓呈佛手状。

阳渣湖深度由西向东递减 ， 湖底地形略有起伏 ， 其中西湖

底起伏最为明显，北塘口外幌子山至塘湖一带水深 5 米左右，

最深的潭达 9.5 米 ， 是阳渣湖最深处。 中湖水深一般在 1. 3 -

3.0 米。 东湖的湖底最为平坦 ， 水深一般在 1.3 - 2.5 米。 全湖

6 



平均水深 2. 84 米 ， 容积 3 .2 亿立方米。

阳澄湖由于湖中长有茂密的水生植物，湖水含沙量低， 湖

底沉积物不易随f良泛起。 湖水透明度高 ， 平均值为 1 33 厘米。

湖底平坦 ， 水深适中 ， 水位稳定， 7.KiJÆ、充沛 ， 7.K质良好 ， 水体

交换能力强 ， 7.K生生物资源丰富 ， 生物多样性高 ， 是水生动植

物栖息、觅食、育肥和繁衍的理想场所。

所以 ， 阳澄湖的水产资源、种类多、品质好。 鲤鱼、自即鱼、鲸鱼、

鲸鱼等鱼类达 60 多种。 "蟹中之王"阳渣湖大闸蟹 ， 有青背、白肚、

黄毛、金爪的特点， 一般体重为 3 - 4 两左右 ， 最大的可达 l 斤 ，

味道特别鲜美。 这是由于阳澄湖湖水含钙量高，天然饵料丰富

的缘故，也是阳澄湖大闸蟹区别于其他湖1白?可蟹的重要标志。

因而 ， 阳橙湖大闸蟹一直成为中国人的时令佳肴、海外侨胞的"思

、、

第

一
篇'

~B 

道
湖
替
"
协
华
天
宝

, 

且

丁，

4 .~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8 

乡之物"和招待国内外贵宾的地方名产。

阳溢湖所产青虾个大体肥，壳薄透明 ， 味道鲜美 ， 也不失

为餐中上品。阳澄湖所产之握自丽、甲鱼等特种水产品也名闻遐迹。

阳澄湖湖螺资源也很丰富，每年春节后至清明前为梢捞湖螺的

旺季 ， 苏州、上海等市场销售供不应求。 清明后所梢湖螺主要

用于喂养鱼蟹。

阳澄湖湖区属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5.8
0

C ，

多年平均无霜期 233 天 ， 气候条件十分适宜阳渣湖大闸蟹生长

青肥。

阳、澄湖为吞吐性湖泊 ， 其流型分为顺流型和逆流型。 两种

流型共有五种状态 : /11页流型有西进东出、西进南出末日西进北出

为主的三种流态 ， 其中又以前两种流态最为罕见 ; 逆流型有北

进南出和三面进南出为主的两种流态。 流型和流态的变化与引

排长江水密切相关。 当伏汛期(或长江落潮)阳澄湖水位高于

长江水位时， 可通过沿江的浏河、杨林塘、白那塘、七浦塘、

浒浦河和望虞问六大闸门自流排江 ; 当伏旱期(或长江涨潮)

阳渣湖水位低于长江水位时，也可通过六大闸门自流引江 ， 通

过引排长江水来调节和控制阳渣湖的水位。 进出阳澄湖的问港

有 92 条 ， 其中进水港 34 条，出水港 58 条。 这些进出7.1<港十分

有利于阳澄湖的蓄洪泄洪、纳污排污、水产养疆。

阳澄湖优越的水文条件对自然调节湖区容水量 ， 稳定水位，



增强71<.体交换能力 ， 改善水质 ， 提高阳溢湖大闸蟹质量 ， 保障

阳澄湖渔业稳产高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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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阳澄湖蟹深层解构

中国已有 6000 年的食蟹历史。 在长江三角洲 ， 考古工作

者在对上息青涌的淤泽文化、浙江余杭的良诸文化层的发掘时

发现， 在我们的先民食用的废弃物中 ， 就有大量的大闸蟹蟹壳。

这表明 ， 中国人吃蟹的历史十分悠久。 《汲家周书》有记载 :

4000 年前周成王时期， 海阳献蟹人贡 ， 说明当时帝王已将螃蟹

列为{卸膳了。 隋朝时 ， 阳澄湖大闸蟹己作为贡品。 末人陶谷《清

异录》说 : "炀帝幸江都， 吴中贡糟蟹、糖蟹。 每进徊 ， 贝 IJ上旋

洁拭壳面 ， 以全楼龙凤云贴上。 " 吴中即今苏州、|一带的阳澄湖地

区。 糟蟹、糖蟹则为当时的一种食蟹法 ， 因其时交通不便 ， 长

途运输鲜活的大闸蟹 ， 歹E多活少 ， 因此 ， 创造出糟蟹、糖蟹等

吃法。 阳澄湖大闸蟹也随交通运输发达而逐步扬名。

生长与繁殖过程

大闸蟹 ， 拉丁学名 : Eriocheir sinensis ， 俗称 :螃蟹、大闸蟹、

毛蟹、清水蟹等。 学名为中华绒整蟹。 一般来说 ， 大闸蟹特指

长江系的中华绒萤蟹 ， 盛产于苏州阳澄湖。 过去大闸蟹在长江

口近海产苗 ， 长成幼蟹后 ， 逆长江泪j菇 ， 生长在长江下游一带

的湖河港汉中。

大闸蟹肉质细嫩鲜美 ， 营养丰富 ， 含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



‘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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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钙、铁等营养元素，是独具风昧的水产佳品，其药用价值也很高，

是传统的食疗药方。 经过长期的自然选博、生存竞争 ， 大闸蟹

对自然环境拥有了很强的适应性。

大闸蟹内部有完整的呼吸、消化、循环和生殖系统。 鱼思是

大|哺蟹的呼吸器官，鱼恩的呼吸作用是不能停止的。 即使离开空

气仍尽力呼吸 ， 当空气通过蟹魄，鱼恩、腔内仍有水分存在时，空

气和水分混在一起，喷出来后就会形成很多泡沫，这就是我们

常见的大闸蟹吐沫的现象。 肝脏是大闸蟹腹腔中唯一的消化腺，

也是贮藏营养物质的仓库。 我们常说的胃磨是用来磨碎食物的。

大闸蟹的血液是无色的，蟹经蒸煮后体色变红是因为甲壳素所

含物质被破坏而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大|哺蟹血液颜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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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闸蟹的卵巢呈 "H" 形 ， 成熟时呈酱紫色或豆沙色 ， 非常发达 ，

精巢乳白色 ;卵巢军口肝脏糊、 "蟹黄"，雄性生殖腺统称 "蟹膏"

均为美食的精华部分。

大闸蟹在我国北起辽河 ， 南至珠江的漫长海岸线上广泛分

布 ， 其中以长江水系产量最大 ， 口感最鲜美。 大闸蟹是在淡水

中生长育肥 ， 每年秋冬之交 ， 成熟蜕壳后的大闸蟹需成群结队

向河口浅海处迁移 ， 在迁移过程中， 性腺逐步发育 ， 在咸淡水

中性腺发育成熟 ， 并完成交配 、 产卵、 1陪化等过程。

大闸蟹的生长过程总是伴随着蜕皮 ( 幼体 ) 或蜕壳而进行

的 ， 这是因为大闸蟹属节肢动物 ， 具外骨悟， 外骨憾的容积是

固定的。 当大闸蟹在旧的骨陆内生长到一定阶段， 其积贮的肌

体到旧的外壳不能再容纳它时 ， 大闸蟹必须蜕去这个旧外壳才

能继续生长。 在正常情况下 ， 大闸蟹一生要蜕 1 8 次壳。



大闸蟹孵出后的苗体呈71<.蚤状 ， 称蚤状幼体。 蚤状幼体经

5 次蜕皮后变态为大眼幼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蟹苗。 蟹茵随

潮水进入淡水江河口 ， 再次蜕壳变为我们常说的豆蟹。 然后继

续上湖进人江河湖泊中生长，通过若干次蜕壳，逐步生长为扣蟹。

扣蟹又经多次蜕壳，个体明显增大，己可食 ， 但性腺尚处在初

级阶段，因其背壳里土黄色，通常称其为黄蟹。 每年 8-9 月，

二秋龄的大闸蟹先后完成生命过程中最后一次蜕壳 ( 又称成熟

蜕壳)，即进入成蟹阶段。 其头胸甲长度和宽度不再增大，仅作

为肌肉和内脏器官的充实和增重。 其背甲呈青绿色，通常称为

绿蟹。 大闸蟹进入绿蟹阶段后，性腺迅速发育，重量明显增加。

当大闸蟹开始向浅海处迁移肘，雌蟹的卵巢重量已逐渐接近肝

脏。 由此可见 ， 大闸蟹必须由淡水进入咸淡水中繁殖、育苗，

幼体又重新进入淡水中生长、育肥，这种繁殖过程，称为 "生

殖汩游"。

大闸蟹到了性成熟阶段，对温度、流水和渗透压等外界因

子的变化十分敏感。 每当晚秋季节 ， 71<.温骤降，大闸蟹开始进

行降河生殖汩游 ， j鱼i彦有 : "西风起 ， 蟹脚痒"， 就反映了这个

道理。 随着大闸蟹的降问汩游 ， 其性腺愈趋成熟 ， 当亲蟹群体

汩游至人海口的咸淡水交界处(其盐度为 15-25 )，雌雄亲蟹

追逐交自己。 大闸蟹的交配产卵的适宜温度为 8 - 12
0

C ， 在长江

口大闸蟹交配产卵的时间为 12 月至次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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