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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远海梭子蟹 (Po rt 。 、 。 : Pe la gi o u 、)又名远洋梭子蟹
,

俗称
“

花蟹
” ,

属梭子蟹科 (Por tu ni da e )
、

梭子蟹属 (Po rt “n u 、 )
,

栖息于水深 10 一 30 m 的沙质或泥沙质底上
,

可在河 口或沿岸捕获
.

该

种蟹属暖水蟹类
,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浙江
、

福建
、

台湾
、

广东
、

广西
、

海南各省 (区 )沿海及 日本
、

菲律宾
、

澳大利亚
、

泰国
、

马来群岛
、

印度洋
、

东非海域〔
‘

,

2

]; 主产在中国南海珠江 口 以南的南海

海域
,

是海南
、

粤西
、

北部湾一带海域的主要经济蟹类
,

在这一带产量相当大
.

远海梭子蟹体型

大(体宽最大达 18 7 m m )
,

食用价值高
,

是重要的经济甲壳动物
,

其肉味鲜美
,

营养丰富
,

可供

出口创汇 [ 3〕
.

以往的商品蟹绝大多数依靠自然海区捕捞
,

人工养殖极少
.

近年来
,

由于价格上扬
,

捕蟹

渔具的不断改进
,

我国南海北部远海梭子蟹的捕获强度加大
,

海南
、

湛江
、

北海的远海梭子蟹资

源 日趋下降
.

据初步调查
,

单位面积的远海梭子蟹资源量不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1 / 1 0; 商

品蟹规格也不断变小
,

有很多上市的远海梭子蟹头胸甲宽度不足 80 m m
.

所以
,

人们有必要对

这一宝贵资源进行保护
.

进行远海梭子蟹资源保护的最佳方法就是对其进行合理捕捞
、

人工

养殖及人工放流
,

而人工养殖及人工放流是恢复远海梭子蟹资源的最佳办法
.

远海梭子蟹生长快
、

病害少
,

不象青蟹那样有掘洞逃遁的习性
,

可在围垦池塘内进行单养

或与鱼虾混养
.

在对虾病害严重的情况下
,

在中国暖水海域
,

远海梭子蟹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

的养殖新种类
.

要进行远海梭子蟹人工养殖
,

就必须开展人工养殖和育苗的基础研究
,

但 目前

国内外有关远海梭子蟹的技术资料相当少
,

仅在 人工育苗13
,

4〕
、

胚胎发育〔5〕
、

幼体发育 [“3方面

有所报道
,

而在养殖生物学方面
,

尚未见报道
.

国际上
,

也研究得不很深入
,

研究者主要集中在

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东南亚一带
,

研究方 向主要 集中在形态学 [ 7 一 9〕
、

环境毒理学〔‘”〕
、

寄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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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

‘2〕方面
.

人工养殖方面的资料 国内外 尚未见报道
.

为了促进我国远海梭子蟹的人工养

殖
、

人工育苗及人工放流
,

我们就环境因子对远海梭子蟹养殖存活及摄饵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旨在为远海梭子蟹的人工养殖和育苗提供参考资料
.

2 材料和方法

2
.

1 材料

远海梭子蟹购 自湛江东风市场
,

挑选活力较强
、

附肢齐全 的个体
.

雌雄蟹各半
,

头胸甲宽

约 95 m m 左右
、

体重约 75 9 左右
.

海水取 自湛江海滨码头
,

经沙滤处理
,

盐度为 28
.

5
.

海水晶

为广东省茂名产
“

鱼虾宝
”

牌速溶海水晶 97 一 B 型
.

投喂的新鲜牡蚜肉
,

购 自湛江民享市场
.

2
.

2 方法

进行盐度和 p H 值试验的室内气温为 18
.

0 一 22
.

5 ℃
,

水温为 19
.

0 一 21
.

5 ℃
.

进行温度试

验时盐度为 30
,

p H 值为 7
.

5 一 8
.

5
.

进行盐度试验时 p H 值为 7
.

5 一 8
.

5 所用远海梭子蟹均测

量其头胸 甲长
、

宽及体重
.

暂养池及试验组在试验过程 中均用气泵连续充气
.

每天早
、

晚两

次
,

分别记录各实验组的 pH 值
、

气温及水温的变化
,

蟹购回后暂养 24 h
,

然后转入 30 d m 3
实

验组塑料桶内
.

所有试验均重复一次
,

实验结果为两次试验的平均值
.

2
·

2
·

1 各盐度海水的配制

分别设置盐度为 0 (曝气自来水 )
,

5
,

1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4 5
,

5 0
,

5 5 个梯度
.

低盐度海

水系列用 自然海水加 已经 24 h 曝气的自来水 (pH 值 7
.

8 5) 调制而成
,

高盐度系列则用 自然海

水加海水晶配制而成
.

2
·

2. 2 盐度试验

取 12 个 30 d衬 塑料桶
,

分别加入 0 一 55 的不同盐度梯度海水 20 d耐
,

早上 08
:

00 每桶放

入远海梭子蟹雌雄各一只
,

每 l h 观察一次
,

记录其活力变化情况
.

下午 17
:

30 各加入牡砺肉

20 9
,

第 2 天早上 08
:

00 取残饵称量
.

然后换相应盐度的新鲜海水
,

再重复一次
,

全部试验时间

在 48 h 以上 ;以死亡与否
,

及摄饵多少
,

作为远海梭子蟹对各盐度适应与否的主要指标
,

以观

察到的其他现象为辅助指标
.

2
·

2
.

3 p H 值试验

高 pH 值海水用 N a H C0 3 和 N aZ c 姚 加盐度为 30 的海水配制而成
,

低 pH 值海水用 H cl

加盐度为 30 的海水配制而成
.

所有 p H 值均用 o ri o n Mod el 41 0 A 型 pH 值计准确测定 (误差

不超过 0
.

0 5 )
.

取 22 个 3 0 d m 3 塑料桶
,

分别加入 pH 值为 4
.

5
,

5
.

0
,

5
.

5
,

6
.

0
,

6
.

5
,

7
.

0
,

7
.

5
,

8
.

0
,

8
.

5
,

9
.

0
,

9
.

5
,

10
.

0 的海水 20 d m 3
.

然后按盐度试验的方法
,

进行不同 p H 值下远海梭子

蟹的存活
、

摄饵
、

活动变化的试验
.

2
·

2
·

4 温度试验

取 6 个 30 d m 3 塑料桶
,

分别加入盐度为 30 的海水 2 0 d m 3 ,

用 自动恒温电热棒分别调温

至 21
,

2 6
,

31
,

3 5
,

4 0
,

16 ℃ 的控温则采用冰块辅 助调温
.

所有 温度梯度变动 幅度均 在

1 ℃ 以内
.

然后按盐度试验的方法
,

进行不同温度下远海梭子蟹的存活
、

摄饵
、

活动变化的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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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和分析

3
.

1 盐度试验

3
.

1
.

1 不同盐度下的存活试验

当海水盐度由 30 降至 10 时
,

远海梭子蟹均能存活
.

当盐度降至 5 时
,

雌雄远海梭子蟹均

能存活 30 h 左右后死亡
.

而盐度降至 0 时
,

舍蟹 s h 死亡
,

早蟹 s h 死亡
.

其存 活盐度低限为

10
,

说明远海梭子蟹对低盐度的耐受性是相当强的
,

盐度相当低的河 口
,

也应属其生活的环境
.

不过
,

在淡水里远海梭子蟹是存活不了多长时间的
.

当把远海梭子蟹 由盐度为 30 的海水里分

别放入盐度为 35
,

40
,

45
,

50
,

55 的海水里时
,

发现在 30 一 45 盐度海水里远海梭子蟹活力较强 ;

而在盐度 50 海水里活力较弱
,

但未死亡
,

在盐度 55 的海水里则死亡
.

详细情况见表 1
.

表 1

盐度

存活情况

存活时间/ h

不同盐度下远海梭子蟹的存活情况

4 0 3 5 3 0 2 5 2 0 15 1 0 5 0

死

10 一 1 4

活

> 4 8

活

> 4 8

活

> 48

活

> 4 8

活

> 4 8

活

> 4 8

活

> 4 8

活

> 4 8

活

> 4 8

死

3 0

死

5一 8

3
.

1
.

2 不同盐度下的摄饵试验

远海梭子蟹在盐度 10 一 50 的范围海水里虽能存活
,

但在盐度为 10 和 50 时
,

远海梭子蟹

摄饵量不足其体重的 5 %
,

不属正常摄饵
.

其正常摄饵 (摄食率在 5 % 以上 )的海水盐度是 巧

一 4 5
,

最佳摄饵盐度为 25 一 3 5( 摄食率达 8
.

5 % 以上 )
.

详细情况见表 2
.

表 2 不同盐度下远海梭子蟹摄饵比较

盐度

蟹重 / g

每 2 4 h投饵量 / g

第 1 个 2 4 h 摄饵量 / g

第 2 个 2 4 h 摄饵量/ g

平均每 24 h 摄饵量 / g

平均摄食率(% )

50 4 5 4 0 3 5 3 0 2 5 2 0 15 1 0 5 0

0042
刁
l

-

⋯
90nU00nU42

山.1

14 8
.

0

2 0

2
.

5

0

1
.

2 5

0
.

8

15 2
.

1 1 5 0
.

5

20

7
.

1 7
.

9

4
.

1 6
.

7

5
.

6 7
.

3

3
.

7 4
.

9

15 1 3

2 0

1 1
.

3

7
.

7

9
.

5

6
.

3

1 52
.

6

2 0

l 4

1 2 2

1 3
.

1

8 6

15 0
,

8

2 0

14 4

10
.

6

12
.

5

9 5

15 5 3

2 O

12
.

8

14
.

2

13 5

8
.

7

14 4
,

8

2 0

5

1 0
.

6

1 4 8
.

0

2 0

7
.

8

5
.

4

15 5 4

2 0

6
.

5

10
.

3

8
.

4

5
.

4

:
.

:
1

.

5 5

1
.

U

1 5 1 7

20

0

0

0

0

3. 2 pH 值试验

相对来说远海梭子蟹对 p H 值的适应性较强
,

在 p H 值 6
.

0 一 9
.

0 的范围内均能存活
.

详

细情况见表 3
.

表 3 不同 pH 值下远海梭子蟹的存活情况 虽 然远海梭子蟹 在 p H 值 6
.

0 一

p H 3 4 5 6 7 5 9 10 1 1 9
.

0 的范围内能存活
,

但 pH 值 6
.

0 左

存活情况 死 死 死 活 活 活 活 死 死 右时
,

远 海 梭子 蟹 摄食率 为 1
.

5 %
,

j 返塑翌匕卫几卫三习匕之竺之竺之 而当p H 值 6
.

5 一 9
.

0 时
,

其 摄食率 为

6
.

6 % 一 7
.

2 %
,

说明 p H 值低于 6
.

5 不利于远海梭子蟹摄饵
.

同时
,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
,

不断充

气能使 pH 值改变
,

使高 p H 值降低
,

使低 p H 值升高
,

最终使 pH 值恒定在 7
.

5 一 8
.

5 水平
,

而

投饵及不充气时由于蟹的呼吸作用
,

均会使 p H 值下降
.

远海梭子蟹在不同 p H 值条件下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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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情况见表 4

表 4 不同 p H 值下远海梭子盆的摄饵情况

p H 值 9
.

5 9
.

0 8
.

5 8
.

0 7
.

5 7
.

0 6
.

5 6
.

0 5
.

5

蟹重 / 9 1 4 5
.

5 15 2
.

2 1 4 4
.

7 15 一 8 1 4 5
.

7 15 0
.

6 2 5 2
.

2 2 50
.

5 1 5 3
.

1

每 2 4 h 投饵量/ 9 2 0 2 0 2 0 2 0 20 2 0 2 0 2 0 2 0

每 2 4 h 摄饵量 / 9 2
.

1 (死 ) 11
.

1 9
.

6 10
.

9 9
.

9 10
.

2 1 0
.

1 2
.

2 0 (死 )

摄食率(% ) 1
.

4 7
.

3 6
.

6 7
.

2 6
.

8 6
.

8 6
.

8 1
.

5 0

3
.

3 温度试验

3
.

3
.

1 不同温度下的存活试验

远海梭子蟹在 16 一 31 ℃均能正常存活
,

35 ℃仍不会造成所有蟹死亡
,

一旦海水温度超过

3 5 ℃ 则容 易造成死亡
.

由于条件原 因
,

我们 表 5 不同温度下远海梭子蟹的存活情况

未进行低于 16 ℃ 的温度试验
,

未能得 出其最 温度/ ℃ 16 21 26 31 35 40

低致死温度
.

不同温度下远海梭子蟹的存活 存活情况 活 活 活 活 早死
,

舍活 死

情况见表 5
.

止迷巡旦生止塑经型址竺肚型蟹竺址

3
.

3
.

2 不同温度下的摄饵试验

远海梭子蟹在 16 一 31 ℃均能正常存活
,

35 ℃ 时也能部分存活
,

但在 16 及 35 ℃ 时
,

其摄

食率仅占蟹重的 4
.

4 % 以下
.

而当温度在 21 一 31 ℃时
,

为 8
.

5 % 一 1 1
.

9 %
.

不同温度下远海梭

子蟹的摄饵情况见表 6
.

表 6 不同温度下远海梭子蟹的摄饵情况

温度 / ℃

蟹重 / g

每 2 4 h 投饵量 / g

每 24 h 摄饵量 / g

摄食率(% )

15 4
.

3

3
.

3

2
.

1

14 9
.

8

2 0

17
.

8

1 1
.

9

1 4 5
.

8

20

16
.

9

1 1
.

6

15 5
.

1

2 0

1 0
.

8

8
.

5

14 9

2 0

15 2
.

3

2 0

5
.

7

3
.

7

3
.

3
.

3 不同温度下的活动情况观察

我们通过观察不同环境因子对远海梭子蟹存活及摄饵影 响的试验 (盐度
、

pH 值
、

温度 )发

现
,

只有温度实验时
,

远海梭子蟹活动差异最明显
.

这说明温度对远海梭子蟹 的摄饵
、

活动影

响相当明显
.

详细情况见表 7
.

表 7 远海梭子蟹在各温度条件下的观察结果

温度 / ℃ 观察结果

3 1

3 5

4 0

活力强
,

但活动时间不多
,

多静伏于底部
,

对刺激反应不太灵敏
,

几乎不摄食

活力强
,

活动时间较多
,

但不出现向外爬的行为

活力相当强
,

运动剧烈
,

有向桶外逃遁的行为
,

鳌肢及其余附肢运动能力相当强
,

显示此温度为其最适温度
,

对刺激反应相当灵敏

活力较强
,

有时沿底部运动一会儿
,

摄食减少

活力较弱
,

有不适感
,

s h后出现抽搐
、

颤抖现象
,

巧 h 死亡

开始放入时剧烈运动一阵
,

处挣扎状态
,

l h 后附肢无力
,

3 h 死亡

‘U
J.1‘U,l,‘内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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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我们发现
,

远海梭子蟹在海水盐度 10 一 50 的范围内至少能存活 48 h 以上不致

死亡
.

该蟹能正常摄饵的海水盐度范围为 巧 一 4 5( 摄食率为 4
.

9 % 一 5
.

4 % )
,

最佳摄饵盐度范

围为 2 5 一 3 5( 摄食率为 8
.

6 % 一 10
.

0 % )
.

能存活的 pH 值范围为 6
.

0 一 9
.

0
,

最佳 p H 值范围为

6
.

5 一 9
.

0 (摄食率为 6
.

7 % 一 7
.

3 % )
.

该蟹能存活的温度为 16 一 31 ℃ (35 ℃能部分存活 )
,

最

佳摄饵温度为 21 一 31 ℃ (摄食率为 8
.

5 % 一 1 1
.

9 % )
.

温度为 25 ℃左右时
,

远海梭子蟹的活力

最强
.

4 讨论

4
.

1 远海梭子蟹的人工养殖可行性

从 已有的报道中所知
,

远海梭子蟹人工育苗远比锯缘青蟹容易 [ 3〕
,

由我们的试验知道
,

远

海梭子蟹对环境的要求不太苛刻
,

适应性相当强
,

只要属于暖水性海区
,

进行人工养殖是可行

的
.

即使是 中国的较北海域
,

进行远海梭子蟹的育肥也是有可能的
.

随着这种蟹的产量减少
,

价格上扬
,

渔民养殖这种蟹也是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
.

在未解决这种蟹的人工育苗之前
,

渔民

进行野外捞苗养殖及育肥养殖均是可行并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
.

4
.

2 远海梭子蟹人工放流展望

三疵梭子蟹的人工放流的回捕率最好的为 50 %
,

平均为 12 % [‘”〕
.

澳大利亚的远海梭子

蟹人工放流回捕率达 14
.

7 % 〔‘4 1
.

与其他鱼类相比
,

远海梭子蟹的回捕率是相当高的
.

三疵梭

子蟹移动距离(从放流点到回捕点的直线距离 )在 1 一 5 km 的范 围内
,

而远海梭子蟹的移动距

离在 1 一 10 k m 的范围内
.

所以
,

在远海梭子蟹产量急剧下降的今天
,

渔业和科研部门密切合

作
,

积极进行远海梭子蟹的人工育苗
,

在北部湾和雷州湾进行人工放流
、

恢复南海北部暖水海

域的远海梭子蟹产量是很有希望的
.

董学兴
、

李锋
、

余波
、

杨卫国参加本实验部分工 作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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