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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缘青蟹的人工养殖
艾春香 厦 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

锯缘青蟹 ( S即 a l le s ra rta Fo r s ka l )
,

俗称青蟹
,

主

要分布于印度洋 一 太平洋的热带
、

亚热带海域
,

是经

济价值很高的食用蟹类
,

为名优养殖品种之
一 。

在我

国主要分布于浙江舟山以南的东南近海河 口港湾海

区
,

尤以福建
、

浙江
、

广东
、

海南
、

广西和台湾等省

为多
,

而在北方 尚没有自然分布
。

它具有个体大 (性

成熟后可达 .0 2 5 ~ .0 5 k g / 只 )
、

生长快 (从体宽只有

2一 3 m m 大小的第一期仔蟹经 4 个月的养殖可长到每

只 .0 2 一 .0 2 5 k g
,

经 6个月的饲养便 可达性成熟 )
、

养

殖周期短
、

适应性强
、

抗病能力强
、

耐干露
、

营养价

值高
、

市场价格好和养殖效益高等特点
,

深受养殖生

产者和消费者 的喜爱
,

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省区和

东南亚一带重要的养殖对象
。

随着青蟹人工育苗技

术的突破
、

养殖技术的改进
、

多种养蟹形式的开发
,

进一步推动 了养蟹业的发展
,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

养

殖产量不断提高
。

特别是近年来
,

我国养虾业由于遭

受到病害的冲击而严重滑坡
,

许多虾农纷纷把虾池

转向养殖青蟹
。

养殖实践证明
,

青蟹可以成为对虾

的匹配养殖品种
。

更为可喜的是在青蟹没有自然分

布的北方沿海各省
,

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青蟹北移

驯养试验
,

并基本获得成功
,

青蟹养殖热情也正方兴

未艾
。

总之
,

目前青蟹养殖正初步成为我国南方沿海

地区
,

乃至全国海水养殖业的一个重要产业
。

本文总

结了青蟹人工养殖技术
,

以促进养蟹业健康
、

稳定和

持续发展
。

一
、

青蟹的养殖生物学特性

青蟹为广盐性
、

广温性的海水经济甲壳动物
。

它

的一生中大约要经过 13 次蜕壳
,

即幼体发育蜕皮 6

次
,

生长蜕壳 6次和生殖蜕壳 1次
。

青蟹通过长期的

自然选择作用
,

已形成了其适应 自然环境的多种生

态习性
,

为其生存和发展创造 了条件
。

1
.

青蟹喜爱生活在潮间带的泥滩或泥沙底滩上
,

且一

般是穴居或隐居生活
。

青蟹通常是白天在穴洞中或

荫蔽处
“

休息
” ,

晚上活动频繁
,

主要出来寻觅食物
。

2
.

青蟹的生长是不连续的
,

总是伴随着幼体的蜕皮
,

蟹种的蜕壳而进行的
。

3
.

青蟹属肉食性的甲壳动物
,

喜爱摄食兰蛤
、

短齿

蛤
、

毛蜡和小杂鱼虾类
,

也摄食一些植物
。

它们在食

性上具有互残性 (青蟹性凶猛好斗
,

常常发生互相残

食
,

特别是在蜕壳期间
、

密度高
、

规格不齐
、

饵料不

足及饥饿的情况下更易发生残食 )
、

暴食性 (在食物

充足和适 口的情况下
,

食量很大 )
、

耐饥性 (在食物

缺乏和周围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

不摄食也

能存活很长时间 )和阶段性 (即青蟹在不同的生长发

育阶段有不同的食性 )
。

4
.

青蟹为广盐性的
,

其适应盐度为 5 %
。 一

33 .2 %
。 ,

最

适盐度为 13
.

7 喻一 2.6 9 %
。 ,

雨季盐度降到 7
.

0 %
。

以
一

「

时
,

常打洞穴居
,

以此度过不良环境
。

青蟹也是广温

性的
,

最适水温为 15 ~ 3 2 ℃
,

水温低于 巧 ℃
,

青

蟹活动时间缩短
,

活动能力 卜降
,

摄食量明显减少
。

水温在 12 ℃ 时开始穴居
,

水温降至 6 一 7 ℃ 时
,

即

停止摄食和活动
,

进入冬眠状态
,

水温升到 35 ℃ 时
,

则出现明显不适应
。

5
.

青蟹具
“

自切
”

和
“

再生
”

现象
。

当青蟹受到强

烈刺激
、

敌害攻击或机械损伤时
,

常将附肢从基部折

断
,

这种现象叫
“

自切
” 。

而数天后
,

在肢体断落处

会慢慢地重新长出附肢来
,

这种现象叫
“

再生
” 。

青

蟹的
“

自切
” 、 “

再生
”

具有保护 自己
、

防御敌害的功

能
,

是青蟹长期适应 自然界生存竞争的结果
。

二
、

青蟹的养殖

1
.

场地选择 养殖青蟹的场地最好选择在风浪平静的

内湾沿岸
,

中潮带附近
,

潮差较大
,

便于排灌水
。

池

内常年有充足的新鲜海水或咸淡水注人
,

潮水清净
、

不受污染 夏季要有淡水注人
,

以便调控养殖水体盐

度
,

同时能根据生产的需要控制水位
,

以保证蟹的生

长和成活率
。

底质最好为含沙质较多的土橇 养殖池

水盐度以 巧 %
。 一 3 0 %

。 、

水温以 25
一
犯 ℃

、

pH 值以

7
.

5 一 .8 5 为宜
。

2
.

池塘构造 可以用对虾养殖池养青蟹
,

也可专门

建青蟹池
。

青蟹池塘一般为长方形
,

大小适中
,

面积

0
.

2 一 0
.

3 hm Z ,

水深 1
.

0 一 l
.

s m
。

土池的池堤要宽些
,

以增强抗风浪的能力 ; 堤面内侧与堤身竖桩插竹围

筑起来
,

以防蟹外逃 在注排水方便地方筑坚固的木

质闸门
,

由数块联成 ; 池内四周埋藏竹节或聚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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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管 (长 5 0。 m
、

口径 巧 c m )
,

作为青蟹的隐蔽场

所 池底铲平
,

池中央应有中央沟和沿堤环沟
,

且依

面积大小池塘中央需留一定比例的空地作
“

蟹岛
” ,

既可作蟹的栖息
、

隐蔽和寻找食物的场所
,

以减少相

互残杀
,

又能利于水的交换和在干池时让蟹人沟
,

便

于集中捕捉 设置狭窄过道
,

便于投饵
、

监测和抽样

检查
。

3
.

放养前的准备工作

( )l 清池消毒 在养蟹池水域中
,

常有野杂鱼
、

水蛇
、

水鼠
、

水生昆虫和各种病原体等有害生物
,

它

们不仅消耗水中的溶解氧
,

而且有些会侵袭青蟹
,

争

夺饵料
,

故应进行清池
。

目前常用的清 池消毒药物

主要有生石灰
、

漂白粉
、

茶粕等
。

清 池方法有干池

清塘和带水清塘法
。

干池清塘
,

先排干池水
,

曝晒 2

周
,

直到泥土裂开
。

放养前 or d左右
,

用生石灰 1 800

k吵耐或 22 5 k吵m Z
漂白粉处理塘底 也可每立方米

池水使用 .0 5 一 .2 0 9 的鱼藤根 ( 5 % 鱼藤酮 ) 或 12 9

的茶籽饼 ( S < 巧 %
。

) 或 2 0 ~
30 9 的茶 籽饼 ( S > 巧

喻 )清塘
,

以杀灭池塘内有害生物
。

池塘水深达 0
,

8 -

1
.

0 m
,

检查池塘闸门的滤网
,

防止其它生物进入池

内
。

用培养浮游生物的方法繁殖池塘中的天然饵料
。

( 2 )设置隐蔽物 主要是为青蟹提供栖息和隐蔽

的场所
。

可以用一些瓦片等作隐蔽物
。

4
.

蟹苗放养

( )l 蟹苗的选择 蟹苗要求壳硬色青
,

规格整

齐
,

为 40
~
50 留只

,

附肢健全
,

健壮无病
,

无损伤
,

活力强
。

( 2 )蟹苗的放养密度 青蟹的放养密度主要根据

池塘条件
、

养殖方式与模式
、

饵料来源及饲养管理水

平而定
。

青蟹有独特的生态习性
,

再加上各地养殖习

惯
、

海况条件
,

蟹苗
、

饵料供应
、

经济状况
、

饲养管

理水平及商品蟹销售的途径和规格不同
,

青蟹的养

殖方式多样化
,

目前常见的有池塘式
、

围栏式
、

瓦瓮

式和木箱式养殖等
。

而青蟹的养殖模式则主要分单

养和混养两种
。

蟹苗放养量
,

如以对虾为主
,

则每公

顷放青蟹苗 3 0 0 0 一 4 5 0 0 只 ; 如以青蟹为主
,

则每

公顷放青蟹苗 9 000
一 巧 00 0 只

。

与隘蜂套养
、

对虾

混养时
,

则每公顷放青蟹苗 1 5 0 0 ~ 2 2 5 0 只
。

单养

青蟹时
,

每公顷放苗 巧 000
一 2 2 5 0 0 只

。

( 3 ) 蟹苗放养注意事项 蟹苗放养时应选择晴

天在塘的上风处进行
,

尽量避开大风和阴雨天气放

苗
。

放养时将蟹苗分散于池塘四周
,

时间以清晨或傍

晚凉快时为宜
。

蟹苗放养入池前
,

应先放在盆内用池

水洒淋 30 而
n ,

或洒淋至蟹苗完全被水淹没为止
,

使

之适应水温差
。

5
.

饲养管理 养成期间的管理工作很重要
,

严格管理

才能高产
、

稳产和高质
。

饲养管理工作着重在
“

水
、

饵和病
”

三个方面
。

( )l 饵料投喂 青蟹以肉食性为主
,

尤其喜食

贝类和小型甲壳动物
,

某些植物性饵料
、

动物内脏和

人工配合饵料也可投喂
。

常用的饵料有兰蛤
、

短齿

蛤
、

淡水螺蜘
、

贻贝
、

毛蜡
、

小杂鱼虾类
、

青蛙 以及

鸡
、

兔等加工下脚料等
。

青蟹对饵料种类的要求不是

很严格
,

各地可以根据饵料来源情况加以选择
,

但必

须新鲜无污染
,

否则影响青蟹的健康
,

亦会污染水

质
。

有些饵料要经过处理才能投喂
,

如大的鱼和内脏

须切碎后投喂
,

壳厚的贝类应打碎后投喂
,

壳薄的小

贝投放鲜活的
,

这样可避免残饵 使水质恶化
。

投饵

量
,

应根据水质
、

天气
、

季节
、

水温和潮汐等环境因

子
,

并结合蟹的摄食
、

生长和活动情况
,

合理制定
。

青蟹 巧 ℃以上摄食旺盛
,

2 5 ~ 3 0 ℃摄 食更旺
,

巧

℃ 以下
,

3 0 ℃以上
,

摄食明显减少
。

投饵量占池内

蟹重的 8 % 一
30 %

,

即正常情况下每天可按青蟹体

重的 3 0 % 投喂新鲜贝类
,

小杂鱼可按 10 % 左右投

喂
。

投饵遵循
“

四定四看
”

原则
。

青蟹昼伏夜出
,

因

此主要在早晨 ( 0 :5 0 0 左右
,

投饵量 占一天投喂量的

3 0 % 一 4 0 % ) 和傍晚 ( 19
: 0 0左右

,

投饵量 占一天投

喂量的 6 0 % 一
70 % ) 投饵

。

投饵地点应在蟹池周边

水中
,

不要投到池中央水最深处
,

投食要均匀
,

以避

免青蟹因争食而引起伤害
,

亦便于检查摄食情况和

清除残饵
。

( 2 ) 水质管理 青蟹喜在水质清新
、

含氧丰富

的环境中生活
,

蜕壳时耗氧量更大
,

对水质好坏尤为

敏感
,

所以蟹池应保持良好的水质
,

水质的好坏直接

影响蟹的生长
,

从而影响青蟹的养殖产量与效益
,

为

此须加强水质管理工作
。

在养殖初期
,

主要采取添加

水
,

放养后半个月开始换水
。

具体视水质状况而定
,

一般 2 一 3 d 换一次水
,

有条件的塘若海水 比重偏高

(高于 1 0 20)
,

可添加适量淡水
,

若海水比重偏低 (低

于 1
.

005 )
,

可加注适量海水或撒进海盐调节
。

此外
,

水温高时可进水加深水位
。

目的是调节盐度
,

水温
、

增加水体溶解氧
,

创造良好的养殖环境
,

促使青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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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旺盛
,

生长迅速
。

换水时须注意 : 高温季节不要在

阳光强烈时进行
,

宜早晚换水 ; 每次换水量不宜太

大
,

换水前后要保持塘内盐度基本稳定 在暴雨
、

雷

雨后要及时换一次水
,

以防止池水过淡
,

塘内盐度突

变
,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 3 ) 疾病防治 青蟹在自然海区的抗病力很强
,

但人工养殖条件下
,

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尤其

是规模化和高密度养殖时
,

由于气候变化
、

水温和盐

度等环境因子的突然改变以及一些有害生物侵袭
,

其病害问题也就比较突出了
,

危害也越来越大
,

不利

于我国养蟹业的发展
,

为此应大力开展其病害防治

研究工作
。

养殖过程中青蟹的疾病主要是由细菌
、

真

菌
、

寄生虫和环境变化所引起的
,

目前其常见疾病主

要有: 青蟹纤毛虫及丝状藻附着综合症
,

蟹奴病
、

蜕

壳不遂症
、

青蟹黄斑病
、

白芒病和黑鳃病等
。

青蟹 疾

病防治要坚持
“

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防重于治
”

的

原则
。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
,

要尽量排除致病因素
,

增

强青蟹体质和抗病力
,

以便有效地控制养殖期间各

种疾病的发生
,

提高成活率
,

减轻病害造成的损失
。

防治蟹病的主要技术措施有 :

a
.

做好清塘消毒工作
,

并对蟹苗和工具等进行药

物 (如漂 白粉或高锰酸钾溶液 ) 消毒
。

.b 保持良好水质
,

整个养殖期间
,

维持水体盐度相

对稳定
,

经常更换清洁水
,

保持水质清新和溶氧充足
,

进海水时须严加过滤 同时及时捞出池中残饵
,

定期

泼洒消毒药物
。

如每 巧 d 水深 l m 的水体用 2 2 5 ~ 300

khg/ m Z生石灰或 I k动mi
Z
漂 白粉进行全池泼洒

。

c
.

投喂新鲜优质的饵料
,

同时定期投喂添加了免

疫多糖
、

微生态制剂
、

维生素 C
、

E 等免疫增强剂的

饵料
,

以增强蟹体体质及自身的免疫力
,

从而提高青

蟹的抗病力
`

d
.

发现蟹病应及时治疗或剔除
。

( 4 ) 日常管理
a

.

坚持巡塘检查 每 日坚持早晚两次巡塘
,

检查

塘堤
、

防逃设施以及青蟹活动
、

脱壳
、

摄食生长等情

况
,

目的是防止青蟹潜逃
,

确保青蟹健康生长
。

检查

的对象主要是闸门
、

堤基
、

网箱和栏栅等
,

如有破旧

或开袭要及时修补
,

尤其在闷热天气
,

蟹更易逃走
。

b
.

关注天气变化 天气突变对蟹的威胁很大
,

特

别在暴雨时
,

池内盐度
、

p H 值发生变化
,

有时会造

成青蟹大量死亡
。

因此要经常注意天气变化
,

监测水

的 pH 值
、

盐度和温度等
,

以保证蟹的正常生长
。

c
.

防止同类残杀 蟹性凶好斗
,

常发生同类间弱

肉强食现象
,

在高密度饲养和饵料不足的情况下
,

同

类间残杀现象更为常见
,

尤其在蜕壳期间 (软壳蟹 )

被硬壳蟹剥食或伤害
,

严重影响青蟹的成活率
。

预防

措施是保持青蟹的合理密度
,

投足饵料
,

青蟹饱食后

一般不会互相残食 ; 同时在蟹池中预先放入人造隐

蔽物
,

以利于蟹蜕壳时躲藏
,

可避免被强者 (硬壳蟹 )

侵害剥食
。

d
.

定期抽样检查 为掌握青蟹的生长和性成熟情

况
,

养殖过程中应定期抽样检查
。

抽查方法利用涨潮

开闸后青蟹喜集中在闸口戏水的习性
,

用抄网捞取

样品
,

然后测量其头胸甲长度
、

宽度和体重
,

性腺成

熟度的检查方法是将蟹放在阳光下
,

透过 甲壳观察

卵巢的轮廓
,

了解其发育程度
,

并以此结果作为调整

投饵量及其他管理措施的参考依据
。

5
.

收获

青蟹一般经 3 一 6 个月的饲养即可达商品规格
,

此时个体体重约在 2 5 0 9
,

雌蟹的卵巢已占满头胸甲

下方
,

雄蟹有粗大的鳌足
,

根据市场行情可以陆续起

捕上市
。

收捕季节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情况
,

一般

采取捕大留小
,

捕肥留瘦的原则
,

整个养殖过程中采

取轮捕轮放的方式
。

收捕的方法有抄网法
、

地笼网

法
、

装张网法及干池法等
。

收捕时一般采取逆水法捕

捞
,

傍晚下网时用捞网或抄网捞出个体较大
、

较肥壮

的蟹
。

若是全部收获
,

则排干池水下塘捕捉
。

6
.

运输

蟹捕起后
,

为减少它的体能消耗
,

避免在运输过

程中相互钳夹
,

引起断肢伤残
,

影响其上市价格
,

在

装箱运输前常用海水浸泡的稻草或草绳或橡皮筋捆

绑好附肢
。

绑好的蟹盛于竹筐中
,

连竹筐一起浸入清

新的海水中数分钟
,

让蟹吐出泥浆水
,

吸人清新海

水
,

以避免在运输中发生窒息死亡事故
。

为提高长途

运输的成活率
,

在装上汽车时
,

竹筐间需留有空隙
,

不要太挤压 ; 运输最好在夜间行车 (夜间天气较凉

爽
,

可防止 日晒 )
,

途中洒海水数次
,

保持青蟹及竹

筐湿润
,

青蟹具有离水存活时间较长的特性
,

故一般

青蟹的运输成活率很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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