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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养中华绒警蟹幼蟹生长特性

的初步研究
’

汪留全 周婉华
』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提 要 经测盈和数理统计分析
,

确定池养条件下幼鳌(中华绒鳌蟹幼蟹
,

下同)背甲长

与年龄呈直线关系
,

体重与年龄为幂函数关系
,

并计算出它们相应的回归方程式
。

研究结果表

明
,

在不同饲养条件下
,

幼蟹生长率略有差异
,

并揭示出幼蟹个体生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

在

营养和溶氧相似的条件下
,

幼蟹在适温范围内的生长与水温呈正相关
。

根据对185 只不同时期

幼蟹的测量
,

计算出幼蟹背甲长对体重的关系式为 W , 。
.

连20 9L
二戈场、

关键词 池塘养殖
,

中华绒鳌蟹幼蟹
,

生长特性

中华绒鳌蟹 (肠茗面瓜分 邪、哪‘: 丑
.

M u o e

一dw ar 山 )在我国分布较广
,

北 自辽宁

鸭绿江
,

南至广东雷州半岛都有分布旧
,

是我国名贵水产品之一
。

近年来
,

在一些进行人工放流增殖中华绒鳌蟹的湖泊中
,

其产量占全湖水产品总产的

3 9
.

5环〔. 习
。

继内陆水域中华绒鳌蟹人工放流获得成功之后
,

各地又进行了池塘养殖中华

绒鳌蟹的尝试
。

我省 1 9 8 7 年池塘养殖中华绒鳌蟹 5 56
,

7 公顷
,

大水面放养中华绒 鳌蟹

68
, 6 6 6

.

7公顷
,

成蟹总产达 1 ,

6 62 吨 〔了,
。

因此
,

进一步开展中华绒鳌蟹生物学的研究
,

对

发展我国中华绒鳌蟹的养殖业或合理制订其自然种群的繁殖保护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

关于中华绒蟹蟹生长方面的资料见于报道的不多
。

许步劲等 (1 9 80 )
、

赵乃刚 (1 980 )

曾对中华绒赘蟹的人工繁殖和蚤状幼体的发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徐德良等 (1 9 8 7) 对班

期幼蟹的生长有过描述
。

在他们的研究中
,

幼蟹个体的壳宽都不超过 6 毫米
,

对幼蟹生长

的全貌还了解不够
。

为探索池养条件下幼蟹生长特性
,

作者对用配制海水进行人工繁殖

的幼蟹 (大眼幼体 )在池养条件下的生长进行了连续 n 个月的观察
。

本文在描述 。舍龄幼

蟹生长特性的同时
,

着重研究分析了水温对幼蟹生长的关系
,

揭示出幼蟹个体生长差异
,

为发展中华绒鳌蟹的养殖积累了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试蟹苗系本省滁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提供人工配制海水繁育的大眼幼体
。

饲养试验在本所室内 3 号水泥池和室外 7 号池塘中进行
。

饲养池池底用砖瓦堆垒镂空墙若 千
,

以

本所所长沈菊人副研究员审阅全文
,

特此致谢
。

收稿年月
: 1 988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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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幼蟹穴居
。

蟹苗放养前在池水中拦养适食 (复盖面为水面的 1 / 15 ) 的凤眼莲 (及 c从。州沁 凸、。式户贸

So !m s
.

)
,

作为幼蟹的隐蔽场所和索取植物性饵料的来源
。

各号池面积 1 5平方米
,

放养密度为1 6 6只 /米
含。 7号塘面积 1

,

邸3平方米
,

蟹苗放养密度为4 1只 f米
‘,

并混养了适量的继
、

墉鱼
。

蟹苗放养后进行常规的投饲管理
。

试验期间水质清新
,

饲料丰富
。

整个生
一

民期的水温一般在 2咦~

3 2℃
,

最低为1了C
,

最高达3『C
。

溶氧一般在 7 毫克 /升以上
,

清晨低溶氧状况为3
.

12一5
甲

。3毫克 /升
。

有

机耗氧为2
.

3盛一8
.

咒毫克 .’升
。

pH 值在6
甲

5一 7
,

民

室内水池和室外池塘除水温不同外
,

其它生态条件
、

溶氧和投饲率几乎相似
。

试验中每天8 : 00 时和15
:

00 时分别测定室内室外的最低
、

最高水温
。

每月分别从室内水池和室外池

塘中随机抽样扣只幼蟹
,

进行背甲长和体重的测定
,

并经数理统计分析
。

研 究 结 果

1
‘

背甲长增长

室内水池和室外池塘培育幼蟹的背甲长生长曲线由两条不同斜率的直线组成
。

图1-

a 表示室内水池中幼蟹的生长
,

从 5 月 2 日至 11 月 2 日经 1 80 天的培育
,

幼蟹平均背甲

长从 2
.

。毫米增至 4 0
.

6 毫米 , 图 1一 表示室外池塘中幼蟹的生长
,

从 5 月 2 日至 n 月

2 日经 18 0 天的培育
,

幼蟹背甲长从 2
.

0 毫米增至 3 7
.

7 毫米
。

图 l 表明
,

室内水池和室

外池塘中培育幼蟹的背甲长增长都显示出年龄与生长为直线关系
。

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
: r 二 = 0

.

9 9 2 3 (r o
.
。: 二 o

·

8 7 4 5 ) , r 。 = 0
·

9 8 9 3 (r o
.

。: 二 o
·

8 7 4 5 )
,

直线关系非常密切
。

分 811 计

算出年龄与背甲长的直线回归方程 为 L
。 二 2

.

78 62 + 。
.

2 222 T
. , L b = 1

·

88 51 + 。
,

ZO9 7T b 。

L
。

及 T
。

代表室内水池中幼蟹的背甲长和年龄 , L 。
及 认 代表室外池塘中幼蟹的背甲长

和年龄
。

根据上述方程式确定的幼蟹背甲长增长理论曲线经采用 t 检验法检
,

验 其 可 靠

官且术汾欲�日且半卜欲

培育期 旧 ) 培育期 旧 》

图 1 幼蟹背甲长的生长曲线

叭9
.

I T 五e g ro w切 。

~
。f 肠, g t五 。f 昌u b yea rl 饭梦 eo b

左
.

室内水池 右
,

宝乡卜池塘



1 期 汪留全
、

周婉华
;
池养中华绒鳌蟹幼蟹生长特性的初步研究

性
,

求得 t .

(1 7
·

9 7 7 )> 朽
.

。: (4
·

3 0 2 ) , 七b(1 5
·

1 7 4 ) > t
o

.
。 ,

(4
·

3 0 2 )
,

证实这两条理论曲线是可

信的
。

图 1 中 a 和 b 均表明幼蟹背甲长增长值是随年龄增加逐步上升的
,

但饲养条件不同

增长率并不相等
。

室内水池和室外池塘的生态条件及投饲管理虽然相似
,

但室内水池中

的水温相对较高
,

幼蟹的生长也较快
,

图 1 一。 的斜率也较大
,

约为。
,

2 2 2 2 ; 室外池塘 中的

水温相对较低
,

幼蟹生长较慢
,

图 1七 的斜率也较小
,

约为 。
.

2 0 9 70

2
.

体 , 增长

根据幼蟹体重增长值绘制的生长曲线呈幂函数曲线形式
,

因此幼蟹体重与年龄增长

的关系可用公式 W 二 a T七 表示
。

由于室 内水池和室外池塘中幼蟹体重增长也有差异
,

分

别经计算求得 W
。 二 0

.

2 3 6 6T 扩
·

s4 二 , W
、 = 。

.

2 8 1 5T 沪
, , 二。

W 和 T 分别代表体重和年龄
。

前一公式表示室内水池中幼蟹体重增长 (图 2 一幼
,

后一公式表示室外池塘中幼蟹体重的

增长 (图 2一)
。

T
.

的指数(b 力2
.

3 4 3 6 和 T b 的指数 (b
b )2

.

2 2 9 8 分别表示室内水池 和 室

外池塘中幼蟹的特定增重率
,

b 值大增重快
,

反之增重慢
。

因此室内水池中幼蟹体重增

长较为迅速
,

这和背 甲长的增长 (图 1 所示 )的情况是一致的
。

上述方程式经过验检
,

求得 r
一

(3 5 9
.

8 9 )) F o
.

。:

(1 6
·

2 6 ) , F b (1 4 0
.

5 5 )> F
。

,
。‘

(1 6
.

2 6 )
,

证明幼蟹体重与年龄增长曲线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

3
,

背甲长对体重的关系

幼蟹背甲长对体重的关系也表现为幂函数形式
,

其曲线回归方程式为
.

W = 。L “。

由

5 X 1 0
3

3 X 10 3

�洲日�侧耸
叫烟通攀侧

3 X 10 3 2 X I O3

10 3

60 12 0

培育期旧 户

1 8 0 6 0 120

培育期旧 )

J . . ”山曰
18 0

图2 幼级体重的生长曲线

犷烤
.

2 里be g , o w th 。

~
。f w e ig h t o f SU bye a ri in g : 。二b

左
,

室内水池 右
.

室乡卜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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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只 10 3

n�X
�公

�助日�侧谁

裸
纂

3 火 10
3

10 3

石才
.

.

1 0 2 0 3 0 4 0 5 0

体长(m 间

图 5 幼蟹背甲长与体重的相关曲线

了19
甲

3 T助 e o

理la ti ve e

urv
e o f le 刀g t h a

砚
w ei g h t o f 阻byea r li 卫9 o ra b

1 0 2 0 30 4 0 万0 6 0 7 0

体 碳 馆)

图 4 池养幼蟹群体中不同体重的分布

Fi g
.

4 T h。卯 p u」a 如n of s u b”ar1 还g ,

姗 b a七肚ffe re n t w e lg 批

1 85 只幼蟹背 甲长和体重实测数据计算结果为 W 二 o
.

4 2 o gLa
·

11 ‘. ,

改写成对数式为 fo g w
二 一 0

.

3 7 5 8 斗 3
.

1 1 5 6
·

lo g L
。

幼蟹背 甲长对体重的 曲线回归方程经过检验
,

求得 F ( 1 9 0 1
·

0 0 8) > 乙
.
。:

( 6
.

8 1 )
,

证

明体长与体重曲线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

检验结果详见表 1
。

表飞 幼蟹背甲长对体重的曲线回归方差分析

T a b le 1 T h e v a r i压n e e an a ly , 如 of cu
r v ll 认 e ar 了e g re s , fo n be t侧 e e n l舰砂h and

we 玉玄h t of su 勿ea ri 妞群 。ra b

变变异来源源 自由度度 平方和和 均 方方 FFF Fo
.

o iii

回回 归归 111 盯
.

1盛555 盯
。

班555 1以〕1
.

0 0888 6
.

肛肛

离离 回 归归 1 8333
’

2
。

肠666 0
.

0 2 4 8888888

JJJ

总 变 异异 1 8444 如
。

20111111111

.

4. 相对增长率和平均增长速度

室内水 池和室外池塘中幼蟹的背甲长和体重的增长率及月平均生长速度已分别列在

表 2 和表 3
。

从表 2和表 3 可知
,

幼蟹背 甲长和体重的增长率及月平均生长速度均随年龄

增大而下降
。

表 2 还表明
,

当水温在 15 一5~ 17
.

。
。

O之间时
,
幼蟹的

~

背甲长虽然略有增长
,

体重却略有减少
。

这说明冬季水温在 l了
.

。吧以下时
,

幼蟹几乎停滞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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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幼蟹相对增长率及平均增长速度(室内水泥池)

T a b [ e 2 R e l毗玉饰 g ro 讯 h r a 切 a n d 咖an g r饥戚h 公Pe ed
o f s u b邪肠l位矛 钻r

的
(纽d oo r po ud )

月月龄龄 恻定日期期 水温(℃ ))) 平
悲甲

长长 平均体重重 相对增长率率 增长速度度 相对增重率率 增重速度度

〔〔〔〔〔〔〔〔〔〔〔〔〔〔〔〔垃 g ))) (% ))) (tn 二 , 月))) (形 ))) (m g 了月 )))
幅幅幅幅 度度 月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00000 ] 9豁
,

5
。

2222222 2
一

000 7
‘

22222222222

IIIII 1 9 8 5 6
.

222 2 4一2匀匀 2 6
‘

555 10
.

333 4印印 盛1 5
‘

000 8
,

333 6 28 8
,

999 拓2
.

888

IIIIII 1 9邵
.

7
.

111 2 4一3 000 2 7
.

222 工7
.

000 2 9匆匆 邵
.

000 6
。

777 石4 1
.

333 2钧000

1111111 」9 8 5
,

7
.

2 999 2 8一3 生生 3 0
,

666 加
.

777 6以兀))) 2 1
.

888 3
.

777 13 3 999 3弱000

IIIVVV 19 8 艺
、

8
甲

2 888 2 8一习555 32
.

000 即
。

444 22 6 7 7 888 4 6
甲

999 9
.

777 2 2 8
.

777 ]曰7 7
.

888

VVVVV 1 9郎
.

9
.

2 888 2 6一3 444 2 8
.

000 3 8
甲

777 3 7 8〔兀,, 盯
.

333 8
.

333 阴
.

777 1 6 12 2
‘

222

VVV III 1 9邸
.

1 1
,

222 1 8一2石石 留
甲

OOO 40
。

666 4印8 000 4
。

999 1
.

999 2 1
甲

999 邵8OOO

XXX III 1 9 8 6
.

4
.

1555 1 5
·

卜
1 7

‘

qqq 1 6
.

石...

拐
.

999 4 4硕X心心 8
,

1 * ::: 3
,

3 * ::::: 一 2〔旧〕〕

, 士
.

为 冬季 5 个月的平均值
。 * :

.

为冬季 5 个月的 增长率
。

表 3 幼蟹相对增长率及平均增长速度(室外池塘)

T a b le 3 Re 城i甲e g r

帅th r a t o a n d m e a n 盯。, 味h s钾翻 诚毗by
e a r lin 沙 c ra b

(皿记oo r 拼n l )

月月龄龄 测定日期期 水温(℃ ))) 平均背甲长长 平均体重重 相对增长率率 增长速度度 相对增重率率 增重速度度

(((((((((((((((((((((((((((((m m ))) (m g ))) (万 ))) (m
i n
丫月 ))) 〔万 ))) 仁m g / 月 )))

幅幅幅幅 度度 月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00000 1 9肠
.

6
甲

2222222 2
。

000 7
.

么么么么么么

IIIII 1 9 8石
甲

5
.

3 111 1 9
.

唇一3 000 泌
.

555 9
。

444 J
·

王888 3 7 0
.

000 7
.

444 6 7弱
.

已已 4 1 0
,

888

III III 门Q Q 贾 行 ,,
肚

.

石一3 1
.

555 2 6
.

666 1 3
,

丈丈 了3 8 000 3 9
.

444 3
‘

777 2 3 0
.

111 gCZZZ

IIII III JC芝石
一

7
.

3 000 2 6一3 777 3 1
.

111 1 8
,

333 4 4 8 000 的
.

777 5
.

222 2 2 4
.

666 3 llX 〕〕

工工VVV 1台邵 8
.

2 999 2扫一习888 3 2
.

000 2 9
‘

777 即 2 8000 6 2
.

333 1 1
,

444 3 5 2
甲

777 15 8 (洲〕〕

VVVVV 1 9 8 5
甲

9
.

2 999 公} 一3 444 2石
。

888 邪
.

333 2钟 0000 2 8
,

999 6
.

666 邓
.

111 67 2 000

VVV 工工 1匀8 6
,

1 1
‘

222 13一2 6
。

石石 1 9
.

111 吕7
.

777 3 1匆000 6
.

888 2
‘

444 1了
.

000 4臼)〕〕

5
.

个体生长速度

室内水池和室外池塘中的幼蟹群体背甲长和体重的增长虽然分别呈直线 和 曲 线 相

关
,

但其个体的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

1 9舫 年 11 月 2 日对室外池塘中幼蟹的背甲长和体重

进行了随机抽样测定
。

测定的 40 只幼蟹中
,

背甲长平均为 3 7
.

6 毫米
,

标准差 7
.

33
,

变异

系数为 20
.

5 6 % ,平均体重为 3 4 3 70 毫克
,

标准差 16 8 1 7
.

5 2
,

变异系数为48
。

93 %
。

图 4 表

示幼蟹群体中不同体重的分布
,

幼蟹个体生长速度见表 4
。

从表 4 可知
,

池养幼蟹的个体

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

较小的个体的净增重倍数比较大的个体相差 13
.

1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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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池养幼蟹群体中不同体重的数l 分布和个体生长
T a b一e 盛 T 如 PO p u 一at 加n of su b y璐 r lliL 梦 e r

叻 at d lf fe r ent 讹lg ht . n d

纽d lv 垃u a l g r o树 h un d . r . 公tu re c
呱d it lo n

体体 重 分 布布 平均体重(m g ))) 净增重(。 g / 1 80 天 ))) 净增重倍数数

体体重(小g ))) 百分率(刃 )))))))))

]]] (发托)O 以
一

下下 1 000 4留666 4 8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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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和 结 论

1
.

生长特性

通过以上的研究
,

可知幼蟹背甲长的增长与年龄呈直线相关 , 体重增长与年龄为幕函

数曲线相关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由于饲养条件的不同
,

其增长率略有差异
。

在营养和溶

氧相似的条件下
,

影响幼蟹生长速度的主要因素由水温所决定
。

试验中显示 出幼蟹在夏

秋季节生长较快
,

冬季和早春的生长减缓或几乎停顿
。

幼蟹背甲长与体重也为幂函数曲线相关
,

属均匀生长类型
,

即背甲长增长一个单位长

度
,

总重按其立方正抛物线上升
,

其相关关系式为 W O o
.

4 2 o gLa
·
1 ‘, . 。

2
.

中华绒鳌蟹生长的适温范围

变温动物的生长有一个温度起点
,

从表 2 可知幼蟹的生长起始点在 16
.

5
,

C左右
。

谈

奇坤等 (1 9舫 )认为
,

在 2一 3 月水温低
,

幼蟹生长较缓 ; 4一 5 月水温升高
,

幼蟹生长迅速
。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水温在 16
.

5一3 2
.

。
。

c 范围内幼蟹生长率

随水温上升而加快
。

将表 2 的结果与表 3 进行比较可知
, 8 月份室 内水温与案外相等

,

幼

蟹的月平均增重速度也相似 ;其它月份室内与室外的水温不同
,

幼蟹的相对增长率和增重

速度也不同
,

这说明水温对幼蟹生长的影响较大
。

从表 2 和表 3 还可以看出幼蟹的生长

率以 6
、

7 、 8
、

9 月最高
,

每月相对增长率达 18
.

9一65 %
,

这表明幼蟹生
一

长与水温星正相

关
。

但表 2 表 3 中最高相对增长率不在最高水温点
,

这是山于生 长率随着体二增加而减

少对其影响的结果
。

3
.

幼蟹生长 速度与池养中华绒鳌蟹的生长周期

饲养试验结果表明
,

当年蟹苗经过一个生长季节的培育平均体重为 34
.

37 克
。

在整个

群体中
,

虽然有 了
.

5终的个体达 60 一 70 克
,

但仍不够食用规格
。

因此
,

生产上要培育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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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以上的食用蟹
,

在池塘饲养的条件下
,

一般要经过两个生长季节的培育
。

4
.

中华绒鳌蟹个体生长差异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

中华绒鳌蟹个体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

在同一群体中较小个体的净增重

倍数比较大的个体相差 13
.

1 倍
。

如表 4 所示
,

在同一群体中较小的个体和较大的个体均

占有一定的比例
。

营口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河蟹组
‘幻在池养 I+ 龄中华绒鳌蟹试验中也发现

在平均体重 45 克的群体中
,

最大个体 100 克
,

最小个体 35 克
。

中华绒鳌蟹个体生长的这

种差异性是属种质间题
,

还是由于饲养技术不妥所致
,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以充分发挥中

华绒整蟹群体生长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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