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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制海水进行中华绒鳌蟹

人工繁殖的试验
‘

赵 乃 刚
(安徽省水产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用人工配制的海水繁殖中华绒签蟹的试验
。

介绍了人工配制海水的总盐度
、

各

种主要化学成分含景
、

水温
、

溶氧量
、

饵料等
,

对中华绒鳌蟹交配
、

产卵
、

孵化
、

搔状幼休的发育

的影响
。

据试验
,

总盐度在 10 踢到 17 凡对中华绒赘蟹的促产是 比 较适 宜 的
。

共 中钙的 合 量在

1必 。 g 声 至 3 3 压 m g 了L 之间时
,

都有可能将搔状幼体育成大眼幼体
,

而且在此幅度内随着含

量的提高育戍率也有提高的趋势
。

镁的合景 以 在6 1 m g 厂肠 到 9肠 二 g /L 之间比较适宜
。

钾的

适宜含履约在 2 0 0 、g / I
孟

到 4 0 0 0 9 / L 之间
。

铁的适宜含量是 0
.

0 2 功 g 厂I
J

到 0
.

0 5 m g
‘
丁
二。

辉立

的需要量似乎极微
,

即使缺无
一

也无明显影响
。

水温变化对蟹卵的孵化及搔状幼体的发育有影响
。

中华绒鳌蟹产卵时的适宜温度在 1扩。

以上
,

蟹卵在 2 1
甲

1~ 26
.

9
,

c 条件下
,

约需 1 3一2 7 天孵化
,

溃状幼体的发育的适温似乎比孵化

时的适温要稍稍高些
。

中华绒鳌蟹搔状幼休对缺氧的忍受度远较鱼类低
,

当溶氧量在 2 0 9 厂L 时引起淡状幼休大

量死亡
,

下降至 1
甲

生 m g’ L 可弓!起立即死亡
。

搔状幼体正常发育所需的溶氧量在 4 m 断 L 以上
。

盐水丰年虫的无节幼体是培育中华绒鳌蟹的搔状幼体理想的饵料
.

前
勺 ~

「1

中华绒鳌蟹 (阶俪瓜介
s

俪二曲 H
甲

M ihi 。一E cl、v a
rd

。) 在我国分布很广
,

凡是通海的河

)l}
、

湖泊
,

都有出产
,

是我国重要经济水产品之一
。

中华绒赘蟹
,

虽在淡水中生长
,

但需游到河日或浅海中繁殖
。

每年霜降节前后
,

长江

流域的中华绒鳌蟹 向河 日泅游
,

冬春交配产卵
,

至次年五月前孵出搔状幼体
。

继之
,

经五

次蜕皮变态成大眼幼休 (即蟹苗 )
,

才开始能够适应淡水生活
,

于是溯河而上
,

再经过蜕皮

变成幼蟹
,

在淡水 中长成
。

近年来由于沿江兴修水利
,

建造大量水闸
,

中华绒鳌蟹的生范洞游通道受阻
,

加之其

他种种原因
,

资源显著下降
,

影响到各地蟹的产量
。

如巢湖
,

1 9 5 2 年曾出产中华绒赘蟹一

‘
这项试验是山安徽省农林局

、

滁 县地区水产站
、

滁县农林局
、

乌衣渔场协作进行
,

南京大学化学系陈祥友等 lctl

志协助水质化学铡定工作
,

特此致谢
。



9 6 水 产 学 报 在卷

百万只
,

至六十年代几乎绝迹
。

因此
,

自 1 9 71 年起
,

从长江 口 的崇明岛采集天然蟹苗进行

人工放养
,

使巢湖河蟹产紧得到恢复
。

又如滁县地区
,

1 9 7 1 年中华绒鳌蟹 的 收 购量 仅

2 1 0 0 斤
,

用天然蟹苗人工放养后
,

收购量猛增至 5 4 8 0 0 0 斤
。

但随着各地对人工放养蟹苗

需要址增加
,

而天然蟹苗产量却不稳定
,

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矛后
,

所以近几年来各地开始

进行中华绒鳌蟹人工繁殖的种种试验
。

有的利用天然海水或河 口的半咸水
,

即将蟹的天

然产卵场的海水移到池子内造成蟹的繁殖场所
。

这种方法适用于沿海地区
,

成本较低
,

而

对于离海较远的内陆省市却是困难重重难以实现的
。

从目前试验的水平看
,

由于人们对

中华绒赘蟹繁殖的最适盐度
、

海水中各种化学因子对蟹的繁殖的影响都还不很清楚 ;
、

且各

地的天然海水成分又有相当大的差别
,

即使同一河 口所取的天然海水亦因季节变化
、

江河

流量不 同以及其他原因
,

海水的成分也不尽相同 ; 中华绒赘蟹在 自然条件下的繁殖原来就

是不稳定的
,

而利用天然海水进行人工繁殖的试验
,

虽然 己经获得成功
,

但结果也是不稳

定的
。

我们为了谋求内陆省市蟹苗来源问题的解决
,

从 1 9 7 4 年至 1 9 7 7 年间
,

进行了人工

配制海水繁殖中华绒鳌蟹的试验
。

试验过程中
,

不断改进了人工海水的配方
,

对几种主

要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作了初步试验
,

取得了配制海水人工繁殖中华绒鳌蟹的初步成功
,

1 9 7 5 年育成大眼幼体 1 9 5 7 只
,

到 1 9 7 7 年提高到了 12
,

似 5 只
。

本报告是根据三年来试

验结果写成的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亲 蟹 试验用亲蟹
,

取自安徽省天长县沂湖和嘉 山县女山湖每年 10 月捕获的二

秋龄人工放养长成的蟹
,

个体重量为 工00 一2 00 克
。

从这批捕获的蟹中
,

经过逐个挑选
,

取

其体格强壮和肢体完全的个体
,

供试验用
。

经过挑选的亲蟹
,

先进行暂养
。

暂养方法有两种
;

竹笼吊养和池塘散养
。

吊养的竹笼

高 6 0 厘米
,

腰径 5 。厘米
,

每笼养亲蟹 2 0一2 5 只
,

竹笼悬于水中
。

散养用水泥池
,

密度为

每亩 3 0 0 0 只
。

暂养期间
,

雌雄蟹分开
。

每月换水一次
。

水温在 1少C 以上时
,

每周投饵两

次
,

饵料以红鲸类小鱼为主
,

还有红薯
、

蔬莱等
。

投饵量据亲蟹的摄食情况确定
。

水温在

1护C以下时
,

不投饵或少投饵
。

(2 ) 人工海水 的配制 所用淡水为当地的井水
、

水库水和长江水
。

所用盐类
,

氯化钠

用市售食盐 ; 硫酸镁
、

氯化钙
、

氯化钾
、

三氯化铁
、

硫酸铜等皆用工业用品 ;微量元素用化学

纯或分析纯的试剂
。

配制前预先测定淡水中原有各种主要化学成分的含量
,

然后按需要

添加址 各种盐类溶入水中
,

充分搅拌
,

使达到配方所要求的浓度
。

由于淡水中原来含有相

当数量的淡水浮游生物
,

当盐度骤然增高时大量死亡
,

因此刚配成的人工海水是浑浊的
,

而且严 重缺氧
。

因此
,

需经过沉淀
、

过滤和曝气处理后
,

才能使用
。

(3) 人工海水的化学测 定方法 氯化物采用铬酸砷指示剂容量法 , 钙
、

镁采用 乙二胺

四 乙酸二钠 (E D
厂

l
’

冬N a :
)容量法 ; 铁采用邻非绕琳 〔or tho p h o n , n t五r ol ine ) 比色法 ; 铜采

用铜试刘 (So d
~

d诚h yl di 伍io 。。rb 即u 就。 ) 比色法 , 钾用亚硝酸钻钠比色法
,

硫酸盐用

铬酸钡容量法
; 二氯化矽用相酸盐比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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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华绒整 蟹幼体的 饲料 主要是盐水丰年虫 (且忖二施 sa 乙叙的的无节幼体
,

褐指

藻 (p 几二。o探a “夕Z二 , 。 t护名一哪
、舫才、。)和小球藻叫吞王

。二孟玩)
。

(5 ) 进行亲蟹暂养和繁殖 的水池 有四种
:

¹ 室外土池面积为 15
.

2 和 5 。平方米
,

池

深 90 厘米
,

用塑料薄膜铺底
,

一般可因池底光滑防止逃逸
。

池中置有砂滤芯的充气装置
。

º室内阶梯式流水池
,

面积 1 和 2 平方米
,

池深 1 米
,

水深 60 至 90 厘米
,

离池底 10 厘米

处敷设 40 口聚乙烯过滤筛窗
。

阶梯高程差 10 厚米
。

流水池二组
,

水流方向相反
,

一组由

上而下
,

一组由下往上
。

» 室内充气式 静水池
,

面积 2 平方米的四 个
。

池深 60 一10 。厘

米
,

水深 30 一 60 厘米
。

池中有砂滤芯充气装置
。

出水孔装有过滤筛窗
。

¼ 室 内淋雨式循

环池
, 9 平方米 3 个

,

18 平方米 l 个
,

池深 60 一10 0 厘米
。

水流由塑料管喷雨增氧入池
,

经池底过滤筛窗排水
。

排出之水经储水池曝气及经砂滤后又泵入试验池
。

隔一 阶 段 后
,

适当加入新配海水
。

以上各池都能保持较充足的溶氧量
,

一般含氧量达到 5一 7 毫克 /升

以上
。

试验经过和结果

亲蟹经过 1到 4 个月冬季暂养后
,

有计划分批地促使其交配和产卵
。

做法是按雌雄

3 : 2 的比例配成一组
,

将亲蟹分组移入交配产卵 池中
,

室内水泥池每平方米放一组
,

室外

池的交配试验在竹笼中进行
,

每笼放入亲蟹二组
。

亲蟹移入配制海水后
,

有的不久 即行交

配
,

雌蟹在一
、

二天后就抱卵
,

但有的要拖到二
、

三十天之后
,

这主要同亲蟹的成熟程度
、

水

温
、

盐度
、

溶氧量等条件是否 良好有关
。

亲蟹抱卵后
,

即将雄蟹捉去
。

抱卵蟹的饲养密度
,

室内池每平方米 2一3 只
,

室外竹笼

是每笼 5一 8 只
。

室 内抱卵蟹在水温低的情况下需经 1一2 个月方才孵化成搔状幼体 ; 在

较晚的儿批试验中因自然水温提高或采取了人工提高水温的措施
,

发育较快
,

最快的在

15一 20 天内孵化
。

淡状幼体培养到大眼幼体这个阶段
,

在流水条件下
,

每立方米水体
,

培养密度可 以容

纳或超过 1D 万只
。

从亲蟹的选择
、

暂养
,

到交配
、

产卵
、

涯状幼体的培养
,

最后育成大眼幼体 (即蟹苗 )的

整个过程 中
,

是相当复杂的
。

我们经过四年的试验实践表明
,

能否成功或取得比较理想的

结果
,

受到多种因子的影响
,

其 中主要的有海水盐度 (包括总盐度和各种化学成分含量 )
、

水温
、

溶 氧量
、

饲养方式和饲料种类
,

以及亲蟹的成熟程度等等
。

( 一 ) 海水总盐度及各种主要化学成份的含量不同对中华绒鳌蟹繁殖的影响

]9 7 4 年我们最初试验所用的人工海水
,

是用盐场浓缩的盐卤
,

按一般河口 海水的盆

度
,

稀释到 11编一 19 筋配制而成的
。

结果有部分亲蟹交配
、

产卵
,

但是蟹卵的死 亡率很高
,

有 连。%一的% 的蟹卵发生黄卵现象
。

能够孵出的少数搔状幼体发育情况也很差
,

一般未

到第一次蜕皮就死亡了
,

只有 17 只遥状幼体在很浓的三角褐指藻水族箱中第一次蜕皮
,

此后只有 2 只第 2 次蜕皮
,

最终没有育成大眼幼体
。

此后我们分析测定了长江口铜沙
、

宁波象山港
、

杭州湾的金山卫等处水样的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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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并同我们用盐卤稀释成的海水成分进行比较
。

结果发现
,

不仅各个河 日海水的总盐度

有很大差异 ;而且河口海水同盐卤稀释海水比较
,

即使总盐度比较接近
,

但其各种化学成

分的含量却有差别矛盐卤稀释海水的钙含馗远远低于河 口海水
, l厄镁含量却比河 口海水

的高得多 ;其他化学成份的含量也有显著差别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海水中各种化学成分的

含量对中华绒赘蟹的繁殖是有重要影响的
。

在 1 9 7 5 年试验中
,

我们 不再 只 考 虑总 盐

度
,

而是更进一步参照了上述三处河 口海水成分来确定配 方
,

其 总 盐 度在 n 环至 13 %

之间
,

各种化学成分含最也都确定了一个幅度
。

即 :
钙含量是 1 33 一32 5 功 g / 几

,

镁含量

9 0一 5 0 0 班 g / L
,

钾含量 1 8 0一 2 8 0 m g / L
,

铜含量 0
.

0 0 1 4一 0
.

o Z m g / L
,

铁含量 o
,

0 0 0 4一

。
·

。2 切g / L
,

矽含量 2一 4
.

6 m g / L
。

并用生石灰使 p H 保持在 了 和 8 之 间
。

结 果 育 成

了大 眼 幼 体1 9 5 7 只
。

1 9 了6 年重复了 1 9 7 5 年的试验
,

又育成了大眼幼体 84 9 只
。

这两年

中
,

虽然育成了大眼幼体
,

但育成率都不高
。

这 说明所用的海水配方并不是最优的
。

于

是
, 1 9 7 7 年我们改变了方法

,

在前二年试验基础上进行大量对照试验
,

开始进行寻找比较

适宜的总盐度和各种 化学成份含量的试验
。

这一年的工作有了比较大的进展
。

现将配制海

水的总盐度和主要化学成分含量对中华绒赘蟹繁殖的影响分述如下
。

(1 ) 总盆度对促产率 的影响 试验的结果如表 1
。

表 1 配制海水总盐度对中华绒鳖蟹促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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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 以看出总盐度对促产影响
,

当总盐度在 10 编到 27 肠之间都能对蟹促产
,

但

是 以 1 0编到 17 荡比较适宜
。

此外
,

当季节较晚
,

平均水温较高时
,

促产的效果也比较好
。

试验中也表明
,

在 ]0 月份开始暂养的亲蟹
,

不宜过早进行促产 , 如果较早进行促产
,

亲蟹

也 以放入总盐度较低的海水为好
。

特别是不应将亲蟹从淡水中突然移入盐度很高的海水
,

如果将亲蟹突然移入 2 了荡浓度以上的海水中
,

不仅达不到促产的效果
,

而且有引起死亡

的危险
。

(2 ) 各种 主要化学成份含量讨中华绒鳌蟹幼 体发育的影响 根据试验
,

淡水中原有

微址元素的含量 同河 口 海水的含量接近
,

似乎对中华绒鳌蟹繁殖没有多大缈响
,

有显著影

响 的主要是钙
、

镁
、

钾
、

铁
、

铜的含量
,

而且在不同发育阶段
,

所发生的影响也不 同
。

在做某一化学成 份的含量对搔状幼体发育影响的试验时
,

除被测试的成份的浓度不

同外
,

其他成份的含址做到基本一致
,

以便 比较
,

如同一淡水源
,

相似的饲养条件
,

‘

保持稳

定的总盐度 (14 筋 )和 p ll 值(7 一 7
.

5 )
,

搔状幼体放养密度也相同
,

(每立升人工海水中放

养 1 00 只 )
。

而从搔状幼体的存活率或育成大眼幼体的个体数来鉴定被试的某 一化 学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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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最适浓度
。

(1) 钙含量时法状 幼体 发育的影响 试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

从这里可 以看出
,

当人

工海水中钙的含退在 1 4 理m g / L 到 33 5 m g / L 之间时
,

都有可能育成大眼幼体
,

而在这个

幅度 以内育成率随着钙含量的提高而提高
。

从试验中还发现
,

适当地提高一些钙的含录
,

有助于遥状幼体蜕皮发育
。

但是 当钙含量增高到 41 9 二留 L 之后
,

再无明显的作用
。

表 2 钙的不同含量对滋状幼体发育的影响

11111 lll 333 444 555 666
222222222222222

钙钙 含 }
,

卜 (。 g / 毛))) 8 OOO 12 666 1 4 444 2 0888 2 6 888 3 3 555 4 1999

试试 st 批 次次 ]]] 222 333 111 222 333 111

}
兰}}}

333 111 222 333 111 222 333 ]]] 222 333 111 222 333

111110 000000000 汇0OOO 1 0 000000000000000
·
丈(洲〕〕 9 000 1 0 000 1 oooooooooo 了oooooooooooo 工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1 oooooooooooooooooo

44444444444444444444444888 【0 000 朋朋 满满 1 oooo 趁0 000 6 666 7 999 8 111 7 444 1 0 000 8555 1 0 000 9 222 10 000 1 oooo 10 000 1 0 000 7 888 1oooo }1 0000
放放放 第 l 天天 3 222 8 555 傀傀 涎涎 O 333 8 777 4 888 6 999 6 333 6 000 8 222 8 222 6 666 8 666 8444 7 222 朗朗 7 333 6 222 韶韶 9 222

养养养 222 888 8 OOO 4 111 3 222 8 999 8 222 4 666
,

6 111 6 222
}

4 666 7 333 6 888 6444 7 888 6 888 7 000 7 444 6 333 6 222 7 777 6 777

农农;;; 333 222 5 666 2 111 1 666 7 555 6 777 3 000 3 888 4 000 4 UUU 6 777 6 111 4 888 7 000 5666 5 666 6 999 血血 4 222 5 555 毖毖
存存存 444 000 3 444 1 000 444 5888 6 222

.
1 666 2 555 2 333 2 666 5 888 4 000 3 000 6 666 4 999 4 888 6 444 肘肘 2 000 6 333 4000

ZZZ占占 555 000 2 222 222 222 4 333 3 000 1 000 1 999 2 111 2 444 血血 1999 2 OOO 5 111 2 666 2 222 5 666 胎胎 1444 5 111 2 666

蚤蚤蚤 666 000 444 111 000 1 888 !888 1 000 1 666 1 777 1888 4 888 1 333 1222 2 444 2 000 2 000 4 333 1666 888 4 222 1 777

状状状 777 000 OOO 」」 OOO 222 777 666 ] 生--- 1 111 1666 2 555 1 333 1公公 2 222 江lll 1888 3 888 1 333 666 3 333 777

幼幼幼 888 000 000 } 111 000 222 333 66666 1 lll 1222 1 999 1 333 666 1 777 1 000 !666 3 444 777
·

同同{
2 555 777

体体体 99999 00000 000 111 333

}
一

几几几几几
1 444 333 444 333 999 ] 000

·
3 000 666 —一一l以以 住住

数数数 1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 22222 OOOOOOOOOOOOO 000

{飞飞飞
育育 成 大 口匡 幼 体 数数 000 000 00000 OOOOOOO 222 111 11111111111 111 222 888 1111111 222

(2 ) 镁含量衬泽状 幼体发育 的影响 铁的不同含量对搔状幼体发育试验 如 表 3 。

当

镁的含量在 88 m 灯L 时
,

显示 出严重不足
,

搔状幼体全部死亡
。

镁含量提高到 26 9 0 9 /玩

虽 已能育成大眼幼体
,

但只是个 别 的
。

再提 高 到 4 61 m g / L 至 9 35 二g / L
,

在 这幅 度

内都能存活并育成大眼幼体
。

镁含母的继续提高
,

大眼幼体的育成率有下降趋势
,

超过

表 3 镁的不同含量对淡状幼体发育的影响

编编 号号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钱钱 含 鱼 (。 g , T
‘

少少 咫咫 2 6 999 4 6 111 6 1888 82 888 0 3 555 飞支9 333

试试 脸 批 次次 111 222 333 111 222 333 ]]] 222 333 111 222 333 lll 222

}二二
11111 !!! 甘甘

}}}}}}}}}}}}}}}}}}}}}}}}}}}}} l〔洲〕〕〕〕〕〕〕〕〕 丁0 000 10 000000000 1oooo 10 000
,

1 0 000 1 oooo 毛0 0000000000000000000 〔0 0000000000000 1 0 000 10OOO州州州⋯
第 工 天天 1 0 000 9 333

·
10 000 工oooo 8 888 8 444 10 000 8 888 8 666 7 222 8 666 8 666 }}} 100 }}} 8 333 Ioooooo 9 OOO 9 444

们们 {{{】】 7 222 6 222
.

9 444 6 666 7444 7盛盛 7 OOO 8 000 7 999 6 000 7777 7 777 11 0 000 9 111 7 555 宁00000 6 666 8 999

iii⋯⋯
{ 333 风风

,

4 999 6 888 6666 朗朗 6 999 6 666 花花 7 777 1
·

111 朋朋 7 555

}
7 666

1

8 000 6 777 688888 6222 花花

鱿鱿 ⋯⋯{
444 簇000 2 444 2 333 6 222 5 999 4 111 6000 创创 6 卫卫 缺缺 5 777 5 999 r6 6

’’

7 0 }}} 4 999 6 昌昌昌 4 222 6 222

休休 }}}⋯
”” 生生 444 222 石666 4 555 2 111 要000 6 999 4 888 氧氧 4 999 4 222 } 能能 6

三}}}
性000 3 88888 1222 5 OOO

数数 }}}}
‘,, 000 :!!! 000 2 666 2 000 555 1 888 6 222 3 777 事事 4222 3 333 3 222 肋⋯⋯

3 OOO 100000 666 3 666

}}}}}
??? 000 」」 OOO 1 000 1住住 111 666 4 000 2 jjj 故故 2 999 2 444 1 000 3 8 }}} 1 666 66666 峥峥 J 777

」」」」 000 000 000 222 1 333 III 666 3OOO 1 333 死死 1 777 1 111 444 , “

⋯⋯
888 66666 999 」OOO

}}}}} 吴
,, 000 000 000 222 1000 111 444 3 ggg 1222 [士士 1777 了飞飞 44444 口口 66666 000 888

000000000
.

OOO 000 2222222 444 1OOOOO OOOOO 333

;{{{{{
222 66666 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
一
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

]]]]]]]]]]]]]]]有有 成 大 眼 幼 体 数数数数数 111 111 000 00000 盛盛盛 66666 000 :

{{{{{{{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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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9 m g / L 的浓度时未能育成大眼幼体
。

(3) 钾含量对浸状 幼体发育的影 响 钾含量高低对蟹的搔状幼体的存活和发育有明

显影响
。

当人工配制海水中完全缺钾时
,

搔状幼体立即死亡
。

我们在试验中用氯化钾来

提高钾的含量
。

当氯化钾含髦提高到 40 m g / L 时
, 2 4 小时后也基本死亡 ; 提 19 到 8 0 Jll g / 乙

时
,

发育中蜕皮率才田氏
,

缓慢死亡
,

仍不能育成大眼幼体 ; 氯化钾含量提高到 20 O Ju g / L

至4 00 二g / L
,

搔状幼体能正常发育
,

大眼幼体的育成率随着氯化钾含量的提高 而 提高
,

如表 4
。

表 4 钾的不同含量对潘状幼体发育的影响

编编 号号 111 222 333 444 666 666 777

氛氛 f匕 钾 含 狱 (m g 汀
才

》》 000 4 000 8 000 2 0 000 3 oooo 4 0 00000

试试 验 批 次次 111 222 333 丁丁 222

⋯
里

---

111 222 333 江江 222 333 111 222 333 111 222 333333333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oooo 1 0 000 1的的 10 000000000
110 000 1 oooo 1 0 00000000000 10OOO 丈0 000 1 0000000000000000 艾0 000000000 1 0 000 1 0000000000000000沃沃沃 第 1 天天 OOO 000 000 444 1 oooo 1 333 邱邱 8 999 1oooo 6 222 日OOO 8 888 工oooo 1 0 000 8 888 10 000 8 888 9 666666666

氏氏氏 222 000 000 000 000 1 111 OOO 1333 7 666 7石石 6 000 8 000 趾趾 7 333 9 lll 8 222 4 222 8 222 8 888888888

JJJ

: 4 ,,

333 000 OOO 000 OOO 000 000 111 4 444 2 999 6 111 7 OOO 5 666 5 777 8 555 6 666 3 111 7 444 6 666666666

体体体 44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444 444 4 111 6 333 4 333 4盛盛 殆殆 5 000 2 222 6 斗斗 4 666666666

分分分 6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55 444 2闷闷 3 ggg 3 555 3 444 3 222 4 000 l333 4 222 4 555555555

止止口口 666 000 0000000 000 00000 000 333 000 111 石石 2 333 2 88888 777 66666666666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OOOOOOOOOOOOO

方方 成 大 眼 幼 体 数数数数 000 0000000 0000000000000 000 444 { 8
:::::::

1 333333333

(4 ) 铜和铁 的含量对法状幼体 发育的影响 试验 中曾经配制过钙
、

镁含遗都适宜的

海水
,

而含铜和铁的情况不同
,

结果铜的缺无对搔状幼体似乎并没有影响
,

而铁的缺无则

影响涯状幼体的存活率
,

并降低大眼幼体的育成率
。

这可能是由于搔状幼体的发育对铜

的需要址极微
,

而在本地的淡水水源中极微量的铜存在 已能使其满足
。

铜和铁含量试验

的结果分别见表 5 和表 6
。

表 5 缺铜对诬状幼体发育的试验

端端 组组 钙含量 吸m g 了工 ))) 铁含量 丈m g / L ))) 锅含鼠 (m g / L ))) 搔状幼体放养养 大目民幼体平均均
只只只只只只 数数 育成只数数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0000000000000000000
奋奋式 脸 组组 2 5222 6 1 444 000 1 oooo 777

又又丁 照 组组 筋888 6韶韶 0
,

0 55555 222

表 6 缺铁对滋状幼体发育的试验

编编 组组 钙 含量 (m g / L ))) 镁含量 (m g / L ))) 含 量 (功g / L ))) 搔状幼体放养养 大眼幼体平均均
只只只只只只 数数 肖成只 数数

试试 验 组组 咒666 6 4 999 000 1 OOOO 0
‘

555

对对 照 组组 2丝丝 6 4888 0
.

0 666 王oooo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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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温对中华绒鳌蟹繁殖的影响

水温变化对中华绒赘蟹的交配
、

产卵
、

胚胎发育
、

幼体发育都能产生明显的影响
。

在前面曾经提到
,

每年对蟹促使其交配
、

产卵的试验
,

其结果常常是 3 月上旬 以后进

行的比 1 月以前所进行的好
。

这除了因为亲蟹暂养时间较长性腺发育得比较好以外
,

水温

起了一定作用
。

据试验
,

中华绒鳌蟹 比较适宜的产卵水温是 1 4o C左右
, 1 0o C以下似不适宜

。

自然条件下
,

中华绒鳌蟹的胚胎发育期
,

即从受精卵至孵出搔状幼体
,

需一个月至四

个月时间不等
。

我们的试验表明
,

当水中溶氧量和其他水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

其胚胎发

育时间的长短
,

主要决定于水温条件
。

水温低发育慢
,

孵化时间长 ; 水温高
,

发育快
,

孵化时

间短
。

在我们试验期间
,

最低水温 7o C
,

最高水温 25
.

5o C
,

共测试了 15 组
,

各个试验组的

平均水温是 1 2
.

6一 2 1
.

7o C
。

其关系如图 1 实线所示
。

从图中可 以看出
,

水温和孵化天数

的关系是一条近乎直线而斜率不大的曲线
。

从这条曲线反映蟹的胚胎发育对水温的变化

相当敏感
,

每当平均水温只有几度的上下
,

孵化的天数将会减少或增加许多天
。

水温对搔状幼体的发 育的影响也同样是明显的
。

总的看起来
,

搔状幼体的发育好象

需要 比胚 胎发育的水温稍稍高一些
。

在我们试验中
,

水温在 2 1
.

lo C一26
.

9o C之间
,

约需

13 到 2 7 天孵化
。

同样水温升高能够缩短搔状幼体发育的时间
,

水温降低搔状幼体阶段的

时间就长
。

其关系见附图的虚线所示
。

温度
,

4 0卜

o 、良
、 。

_ 己、 、

2 0 3 0 4 0 5 0 孵化天效

水温同中华绒鳌蟹胚胎发育
、

幼体发育的关系图

(三 ) 水中溶氧量对搔状幼体发育的影响

在室内水池和水族箱小型试验中
,

发现中华绒赘蟹搔状幼体对缺氧的忍受度比鱼类

低得多
。

当水中溶氧量低至 2
.

0 rn g / L 时
,

即可能引起大部份死亡
,

降低到 1
.

4 m g / L 时

立即死亡
。

在我们的试验过程中
,

出现过三批搔状幼体因缺氧而死亡的情况
。

第一批是室内 I一
6 至 I一n 号池子

,

共放养搔状幼体 90 万 只
,

其中有未经蜕皮
、

经第二次蜕皮和第三次蜕

皮的三个时期的搔状幼体
。

当水中溶氧量因淋水管过细
,

流水交换不畅
,
使溶氧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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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m g / L 时
,

造成大量死亡
。

第二批是
“

土一 3
”

号池
,

有经过第三次蜕皮的涯状幼体
,

因空

压泵故障充气不足
,

溶氧址下降至 1
.

连m g / L
,

造成搔状幼体全部死了二
。

第三批是室 内水族

箱内已经第四次蜕皮的搔状幼休
,

因水中的溶氧量低至 1
.

8 n lg / L
,

放入搔状幼体后立即

全部死亡
。

因此我们认为
,

2
.

。理 g / L 溶氧量对不论那一期的溉状幼体说来
,

都是一个死

亡的界限
。

在我们试验中
,

凡是育成大眼幼体的水体中其溶氧量都在 4 理g / L 以上
, 一 般

5一6 m 灯L 的溶氧量条件
,

对溢状幼体的培育是更为适宜的
。

(四 ) 培养搔状幼体的饵料试验

是否有适当种类和数量的饵料
,

是搔状幼体培育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

试验中曾

经采用三角褐指藻
、

菱形藻
、

海水小球藻和盐水半年虫的无节幼体等作溉状幼体的饵料
。

结果是
,

当水温自然升高至 2 5
O

C 以上时
,

褐指藻和菱形藻的生长不 良
,

并且易于发生纤毛

虫污染
。

当用紫背浮萍
、

满江红等磨浆饲喂搔状幼体时
,

发现搔状幼体大量摄食
,

其消化

道的饱满度可以达到 4 0一 80 %
,

能够育成大眼幼体
,

但是各次蜕皮悄况不佳
,

育成率也很

低
。

当喂以蚕蛹粉
、

黄豆粉时
,

搔状幼体虽也摄食
、

发育
,

但是水质极 易恶化
,

未能育成大

服幼体
。

用盐水丰年虫的无节幼体做饵料的试验是 比较成功的
,

不仅在水池 中和小盆试

验中都能育成大眼幼体
,

而且水质的情况也易于控制
,

盐水半年虫无节幼体的培养也比较

容易
。

讨 论

1
.

用人工的方法繁殖中华绒鳌蟹
,

这是当前淡水蟹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

近

年来
,

虽然用天然海水繁殖蟹苗的试验 已经取得成功
,

但是用人工配制海水来繁殖蟹苗并

不因此而失去其意义
。

这不但因为我国内陆省市适于养殖或放养的淡水水面较沿海省市

J
、 一

阔 ;而 且就沿海省市而言
,

也只有极狭窄的沿海地带
,

才有可能方便地取到天然海水
。

不

在沿海的地
、

县要运取天然海水仍然不是一桩易事
。

另外
,

从天然蟹苗的繁殖和用天然海

水人工繁殖蟹苗的实际情况看
,

即使在 自然条件下或在利用天然海水在人工条件下
,

中华

绒鳌蟹的繁殖都是不稳定的
。

例如 长江口祟明岛天然蟹苗的年捕获量
,

有时高 达 3 0 0 0 0

斤 以」: ,

但有时候的年捕获量却不足 2 0 0 0 斤
,

其不稳定的幅度几乎在 90 % 以上
。

从口前

用天然海水人工繁殖蟹苗的试验看
,

其不稳定 的程度似乎与天然蟹苗产量的波动情况相

近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囚 自然是多种多样的
,

不过从对河口水质分析看
,

天然海水化学成

分含量的不稳定也许是一个原因
。

如宁波象山港的海水
,

经三次测定结果
,

其总盐度高低

相差 2编
,

而钙的 含量相差 50 m g / L
,

镁的含量相差甚至达到 2 00 m g /玩 杭州湾金山卫的

天然海水
,

经四次测定其结果表明
,

总盐度相差 3
.

1偏
,

钙含量相差 药 m g / L
,

而镁含量

竟相差 5 73 m g / L
。

中华绒鳌蟹能够在河 口 天然海水中 自然繁殖
,

可是经常变动着的河 口

天然海水成分却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能为蟹的繁殖提供最适合的水质条件
,

这也许就是

天然蟹苗和利用大 然海水进行人工繁殖结果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

这样看来
,

如能在掌握

中华绒鳌蟹繁殖所需的最适盐度和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基础上
, 配制最适的人工海水

,

或

将天然海水成分调整 到最适含觉
,

是取得人工繁殖蟹苗稳定的结果所必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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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试验的前两年
,

曾经用过盐卤稀释和部分利用盐卤稀释来配制人工海水
,

结果是

完全失败或部分失败
,

以后不再使用盐 卤来配制海水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

但是这

并不能说明盐卤就一定不能用于配制繁殖蟹苗的海水
。

因为那是我们试验初期没有掌握

蟹在繁殖过程中对海中各种主要化学成份含量的要求而遭致失败 的
。

今后为了节省各种

盐类和试剂
,

利用盐卤稀释然后用各种盐类和试刘按配方含量加 以校正
,

配制适宜的人工

海水的方法
,

一

也许仍是可取的
。

3
.

在我们 的试验中
,

得到的结果是
;

人工海水的总盐度以 10 编一17 编比较适宜
,

而

他其化学成分含量的适宜幅量为
:

钙 1 44 一 3 35 二 g / L
,

镁 4 61 一9 35
11 9 / L ,

氯化钾 2 00 一

40 0 m g / 1
」 ,

铁 。
.

0 2一 0
.

05 功g / L
,

铜的缺无似无影响
。

但是这只能说是初步试验的结果
,

还

不能说 已经找到蟹苗繁殖的最适盐度和含量
。

在钙
、

镁
、

钾等各个含址很宽幅度中
,

可能

存在一个较小的最适幅度
。

至于水温的变化是否会引起蟹对总盐度和主要化学成份要求

的变化
,

还待进一步研究
。

各种化学成份间是否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

日前也还没有弄清

楚
。

中华绒赘蟹繁殖的生态学和生理学将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

生产性规模的蟹苗人工繁

殖试验有待于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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