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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河蟹增养殖的现状和前景

朱小明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

厦门 36 10 05 )

河蟹
,

又叫 毛蟹
、

螃蟹
,

学名中华绒毛蟹 ( E而叱从方 5口旧留铭 ) 几
。

自古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

水产珍品
,

它誉满港澳市场
,

远销东南亚
、

日本和美国
,

是国际市场上畅销商品
。

我 国蟹类大约 500 多种
,

但多数生长于海水
,

淡水少数蟹类中
,

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最高

的品种就是河蟹
。

河蟹是涧游性的
,

平时生活在江河湖荡等淡水水域中
,

秋末冬初
,

成熟的

个体迁移到河 口浅海繁殖
,

次年春季
,

蟹苗 (大眼幼体 )重新迁移人淡水生长发育
。

我国有

丰富的河蟹资源
,

北 自鸭绿江
,

南至福建闽江 口
,

凡是通海的河川及湖泊
、

沟渠
、

水田都有河

蟹的生长
。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

50 年代起我国的河蟹产量急剧下降
。

自70 年代以来
,

为恢复

和发展资源
,

各地水产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大量艰苦又卓越的工作
。

河蟹天然苗 种的增殖放

流
,

改变了我国 自古 以来河蟹自生 自灭
、

只捕不养的局面
,

使部分地区的河蟹资源得 以恢复

和发展 ;
特别是 80 年代初期河蟹工厂化人工育苗 (天然海水

:

许步韵等
,

19 8 0 ;人工配制半咸

水
:

赵乃刚等
,

19 8 1 )的成功
,

为河蟹资源的保护和河蟹养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一
、

福建省河蟹增养殖现状

1
.

福建河蟹的分布及研究概况

福建闽江流域
、

莆 田盛产河蟹
,

其他沿海各地也都有河蟹的足迹
,

河蟹本来应是我省重

要的淡水渔业
。

近几年来
,

在闽江 口和莆田的江 口
、

黄石等地
,

每年都能捕到近千公斤的蟹

苗
。

晋江
、

龙海等地都有捕捞价值的蟹苗资源 扩早在 60 年代初期
,

厦门水产所就接受了国家

水产总局下达的任务
,

对河蟹幼体发育进行了描述
,
并培育出了大眼幼体 (蟹苗 )

。

厦门水产

学院梁象秋等 19 74 年发表了
“ 中华绒毛蟹

.

(及勿d价 泉几即巧留 `H
,

M i加 e曰绷w 日r州9的 幼体发育
” ,

对河蟹的发育进行了 比较精详的研究
,

为河蟹人工育苗的成功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
,

拍 75

年厦门水产学院编写了《养蟹机对毛蟹的生物学和毛蟹的增产途径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
。

此后福建在关于河蟹研究方面没有继续开展工作
。

2
.

福建省河蟹增养殖情况

自7 0年代初
,

特别是在
“

七
.

五
”

期间
,

我省开展应用河蟹人工育苗技术成果
,

向闽江
、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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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

漳江三大河流和全省 28 个县水域投放蟹苗
,

捕捞商品蟹近千吨
,

创产值约2 0 0 0万元
,

投人

产出比1 : 2 5以上
,

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在莆田县黄石设有河蟹增

殖站
;
福安在河蟹增殖方面成绩较为突 出

,

他们在河蟹人工养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

199 4年宁德地区有一家育苗场与安徽联营进行河蟹人工育苗试验
。

可以说我省河蟹养殖业

与发达的江苏
、

安徽
、

浙江
、

上海相 比
,

起步至少迟了 10 年
。

据作者对福安
、

福清
、

莆 田
、

漳州

等地河蟹人工养殖情况的调查
,

发现养殖户亏多盈少
。

近几年来
,

我省河蟹增殖放流工作没有能坚持下来
,

相反
,

已形成的河蟹资源受到 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
,

主要原因是对徊游产卵蟹和蟹苗的过度捕捞
。

3
.

存在问题

( 1) 福建省河蟹为什么没有能成 为重要淡水渔业
,

首要的问题是管理
。

对徊游产卵蟹的

肆意捕捞
、

对 自然蟹苗资源的过度捕捞
、

养殖户投资缺乏导向和可行性论证等都是管理问

题
。

( 2) 河蟹人工养殖的技术已比较成熟
,

但我省养殖专业户亏多盈少主要是没有掌握河蟹

的养成技术
,

而各地水产部门又没有能及时指导 ;其次是苗种来源
,

不法商人为牟取暴利
,

哄

抬价格
,

以次充好
;
如果从外地购买

,

价格贵
,

运输困难
,

损失很大
。

(3) 福建河蟹成品规格普遍较小
,

背部黄揭 色
、

腹部灰黑色或水锈色
,

商品质量低
,

通常

被称为
“

福蟹
” 。

其与个体硕大
、

青背白肚
、

金爪黄毛
、

膏脂丰满的长江水系河蟹无法媲美
。

沈嘉瑞
、

刘瑞玉在《我 国的虾蟹 》中认为
“

福建河蟹介于中华绒毛蟹与 日本绒毛蟹之间
” 。

河

蟹同工酶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河蟹与长江河蟹存在差异【乔新美等1994 年五因此提纯选优

问题对发展福建河蟹增养殖事业至关重要
。

二
、

福建河蟹养殖的前景

近几年来
,

河蟹养殖业迅猛发展
,

特别是江苏
、

安徽
、

上海等省市
。

但国内外市场上河蟹

仍供不应求
。

目前
,

在盛产河蟹的长江流域
、

钱塘江流域
,

河蟹的市场价格一般为 100 一 1钧

元每 5 00 克
,

宾馆
、

酒楼销售价为 14 0一 2 00 元每 500 克
,

逢年过节价格就更高
。

江苏
、

安徽等省

市能形成一定产量外销
,

而国际市场价格大约为 20 一 30 美元每千克
,

但货源较少
,

供不应求

故从事水产贸易的国内外客商苦于货源紧张
,

难以形成批量
。

尽管福建省近几年来河蟹养

殖成绩不佳
,

但各地农民养殖河蟹的积极性仍然很高
。

主要是河蟹养殖资薄利厚
,

既便于个

体经营
,

又可进行集约化生产
。

福建省地处亚热带
,

有丰富的淡水资源
。

河蟹的最佳生耸温

度为 22 ℃一 28 ℃
,

当水温降至 10 ℃ 以下
,

河蟹寺舌动减弱
,

少摄食或不摄食开始进人越冬阶

段
。

闽南
、

闽中一年河蟹旺盛生长时间有 7一 8个月
,

而水温低于 10 ℃的时间大约2个月
,

相对

江苏
、

安徽
、

辽宁等省市有独到的气候条件
。

这样可以缩短河蟹的生产周期
,

加快资金周转
,

提高经济效益
。

此外
,

福建具有河蟹养殖所需要的丰富的饲料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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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水产养殖比较发达的省份
,

在水产技术和生 产经营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和 优

势
。

开展河蟹养殖前景广阔
。

三
、

几点建议

为使福建河蟹增养殖业得到正常的发展
,

急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一是
,

加强对河蟹资

源的管理
,

特别是产卵蟹和 自然蟹苗资源
,

提出确实可行的措施
,

制定资源管理的法规
,

各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
,

做好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
。

二是开展河蟹工厂化育苗
,

解决增养殖的苗种

需求
。

三是迅速推广河蟹增养殖技术
,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人工养殖的技术和

工艺
。

四是摸清福建河蟹变异的原因和发展趋势
,

制定人工育苗亲蟹的选用和人工养殖苗

种选择工艺
.

在此基础上
,

建立优良河蟹品种库
,

。

提高福建河蟹的商品质量
.

五是对福建河

蟹资源和自然苗种资源进行调查
,

摸清资源分布
、

汛期和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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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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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前景是广阔的
。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这一英明论断
,

必定会在海洋捕捞生产中发辉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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