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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孙桥河道淡水青虾人工放流
与群体数量的估算

陈马康郭大德潘兆龙王军杨爱辉田武岳
(上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系. 200090) 

许统绪
(上海市水产局. 200002) 

黄根兴钱国兴钱伟民王福根程龙兴
(Jlltl、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孙桥水产队. 201200) 

提 要 本文主要研究了上海市川沙县孙桥河道的水环境条件，青虾育苗与放流后群体分

布、产量及群体数量估算的结果。本河道水温适宜，多数河段水质良好，适宜青虾生饮F通过青虾产

量统计和群体数量估算，证明人工放流青虾的效果较好，放流后3年产量(3268.95 kg)是放流前3年

产量(1451. 23 kg)的2.25倍。

关键词 淡水青虾，人工放流，群体数量估算

青虾学名日本泪虾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长臂虾科泪虾属。是我固和日本特有谈
水虾，分布广，肉味鲜美，富含营养。除鲜食外，还可加工成虾仁，虾酱，冰虾等商品，颇受国内 外
消费者欢迎。

青虾喜栖水草丛生，水深1-2m 水域。夏秋活动于沿岸草丛、石缝或洞穴，进行索饵与繁
殖F冬春很少活动与摄食。一生蜕应多次，当达到性成熟时进行1次繁殖蜕皮，形成生产旺季。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青虾需求量日益增加，但其资摞增长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因此，从事青虾池塘或网箱养殖单位不断增加，唯成本高，单产低。

本试验以辅助自然资源增长的人工育苗与放流为手段，结合产量统计与群体数量估算，探
索人工放流青虾苗的密度与效益，以便在相似水域应用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水域
孙桥乡位于上海市川沙县西南部，其河道水面50h时，属黄浦江衍生水系。主要河道纵横

交错，宽度约15-30m，以横河港为界分成东西片。西片主要河道是向阳坷，跃进河，张家洪、殷

1994-02-28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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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惧。东片主要河道有团结河，向东河，四址泯，丰收河，*运河等。
河 道 深 1 - 3m， 底部覆盖大 量龄泥及 有 机碎屑。夏天水面繁衍大 量 喜 旱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等水生植物，沿岸为村落或农田。
1. 2 水环境调查

1990年3月-11月，设5个采样点，共采样5次。水样和水生生物采集均按"全国内陆水域、渔
业资糠调查试行规范"要求进行。
1.3 育苗与菌种放流

育苗地0.1133h时，长方形，池底中央挖一条排水沟(用于最后集苗)，沟宽1m，深0.2m。经
清塘后在地中蓄水1m左右，并在池边设放漂浮水生植物，供孵出幼虾栖息、摄食。池中设育苗
网箱一只，箱体3mX7mX2m，目大0.5cm，每 m2放抱卵虾100尾C张建森，1965，秦贵泉等，
1990J。并在池中施肥培养浮搅生物。出苗后应追肥，泼豆浆和投给适量鸡蛋黄。经常换水，水加
深至1.5m左右。

1990年和1991年6-8月共人工放流虾苗(体妖10-11mm) 369.3万尾。用尼龙袋充氧装运
至放流点逐一放流。每袋盛水10-151，装苗1-1. 5万尾。
1.4 产量统计与群体数量估算

产量统计包括拖网、抄网和鱼(虾) 筋3种捕捞工具1990年至1992年的声量。
1990年3月至1992年10月利用虾拖网 (网口宽2.5m，目大1.2cm)定期不定点随机捕虾320

多网次，取得虾的样品6047尾。每次捕虾记录拖网时间、船速、捕获尾数及重量。由下式 (詹秉
义，1989)计算群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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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群体数量(kg) ，A-水域总面积(m勺，Ci-憧获重量(g) ，E-虾逃亡率(取O.的，Si
拖网拖扫面积(mZ)，N-群体尾数，Ni-温获尾数。其中 Si= VitiL ， Vi为拖网船速(0.5m/s) ，ti 

为拖网时间，L 为拖网口宽(2.5m) 。
由于人工放流虾苗与自然繁殖虾苗同时出现在温获物中难以区别，故本文仅以放流前后

虾的产量变动来比较衡量放流效果。

2 结果

2. 1 水环境特点
孙桥河道水温适宜 (3月.......11月:14.3.......14.4'C， 均值为19.6'C)。氧量较高 (3.04.......8.

44mg/L) ，氮、磷等蕾养盐丰富，水生生物茂盛，为青虾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仅 COD较高
(在5.5mg/L以上) ，表明有机质含量高，其中4月达24. 36mg/L，可能造成某些河段缺氧。TN1
1. 365mg/L， TP: O. 25mg/L，表明处于中营养和富蕾养型之间。

1孚游植物常见有小环穰( Cyclotella)、舟形穰(Na't此ula)、栅列臻、(Scenedesmus) 等。年均
生物量为2.21mg/L。浮游动物以轮虫最多， 常见有晶囊轮虫(Asρlanchnoρus) 、短形龟甲轮虫

(1) 詹秉义， 1989.渔业资源评估，7-1-7-10.上海水产大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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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tella quadrata)、多枝轮虫(Polyarthra)、象鼻蚤(Bosmina) 等，采样点生物量最高达7.
54mg/L。水生维管束植物以喜旱莲子草为优势种，还有理草 (Potamogeton crzsρus)、蕃菜
( Limnanthemun户eltata) 等。底栖动物以环棱螺CBellamya aerugznosa)为优势种，还有无齿蚌
(Anodonta)、萝卡蝶、(Radix) 等，水生昆虫以羽摇蚁幼虫(Chzronomus plumosus)较多。高峰期
最高达120. 38mg/m2。有机碎屑量多，遍及全问道。本河道鱼类中，黄躁鱼、鲤、挪等对青虾生存
构成一定威胁。尤其黄躁鱼，青虾在它的食物中出现频率为20%-54%。
2. 2 青虾渔获分布与密度

孙桥河道除部份污染问段之外，均可捕获青虾，但其分布密度因生理生态条件不一，而呈
不均匀分布状态。
2.2.1 不同发育阶段个体因栖息习性差异而分布密度不一

在放流初期，幼虾游泳能力差，会因流水而移动F多数栖息水体表层，主要群居在漂浮水生
植物根部及近岸草丛处。3cm左右个体行底栖生活，一般在离岸1. 5-3. Om 之间底层，有微流
和饵料生物丰富的河段。如1990年放苗后的8月4-5日试捕中，第1网在三灶祺东段作业，一无
所获，第2网捕虾117尾(拖网4 min46 s)说明青虾有集群习性。测得雌虾均长2.44cm，雄虾均长
2. 67cm。

4-6cm 大虾一部份栖息在上述小虾相同地点，另一部分移栖于浩岸草丛或穴居。而越冬
虾大多栖息沿岸草丛，或穴居，仅少数栖息河段底层。如1990年3月31日-8月6日5次试捕中，在
浩岸抄网捕得虾体均长4.52cm，均重3.24g，拖网试捕(作业深度同上) 取得虾体均长2. 69cm， 
均重1.05g(表1)。

寝1 各种网具所获虾样

Table 1 Freshwater shrimp composition caught from various 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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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栖息条件不同引起个体分布差异
青虾喜栖较大河道，具有微流，氧气充足，饵料生物丰富的河段。从3年试捕结果来看，孙桥

河道中以三灶泯5号站处水质良好，饵料生物丰富，温获量最高。其次，是向阳河和殷家提(表
2)。如1992年3月30日，4月15日在三灶泯试捕，最高网获量达到202尾，温获密度18.4尾/min，
另一网为229尾，温获密度达到16尾/min.1990年8月4-5日在杨家港和团结河交错段试捕，沿
东在杨家港试捕一无所获，而向南沿团结河一网捕29尾(拖网9 min11 s) 。同时测得两河段生态
条件，杨家港东段水草丛生，行船困难，无水流，DO:2.6-3. 2mg/L(表、底层) ，而团结阿南段
具微流，水草只分布沿岸部分，DO:5.3-6. Omg/L(表，底层) 。可且杨家港虾少是因环境不适
所造成。并非水草多一定虾多。由于市染，也会使分布密度发生变化 。如1992年5-6月，三灶祺3
次排入大量氨水，使鱼、虾、蚌大量死亡。因此该年三灶祺捕虾量不及向阳河(表2)

对3年21个月拖网拖扫面积(X)和渔获量(Y)进行回归分析现得到相关式(图1):
Y=O. 2097X-247. 84 (r=0.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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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2 各河道青虾平均渔获密度

Table 2 Freshwater shrimp average density caught from various river course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试捕河段
三年均值 备 注

拖网时间 拖网时间 拖网时间 (尾/min)
尾/min

(min) 尾/min
(min) 尾/min

(min) 

三灶泯 7.40 59 1. 48 316.5 1. 52 494.5 3.47 

向阳河 2.50 98 0.91 141. 0 1. 88 490.5 1. 76 
91年因特
大洪水，

丰收河 1.70 95 0.36 16.0 1. 51 57.0 1. 19 故数值偏
低.

般家曾毒 4.14 19 1. 21 47.0 。.42 200.5 1. 92 

2.3 产量统计与群体数量估算

青虾的渔获物中包含两种群体，每年6-7月前捕获的是前年世代的个体，8月后所获的个
体包含了前年世代和当年世代的个体，所以年产量实际上是由2个世代组成。因此，1990年人工
放流虾苗所产生群体数量影响会波及1991年，同样1991年人工放流虾苗也对1992年资源产生
影响。据此，放流前3年和放流后3年的产量比较，可以帮助了解资源增长的情况。

根据孙桥水产队统计，1978年产青虾270 kg， 平均O.024 kg/hm2，至1989年为833 kg，平均
0. 074kg/hm2。通过放流虾苗，年产量开始上升，至1992年达1485kg，平均0. 132kg/hm2。人工放
流后3年(1990-1992)产量(3268. 95kg) 是放流前3年(1987-1989) 产量(1451. 23kg) 的2. 25 
倍，说明放流效果是好的(表3，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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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1 拖网拖扫面积与渔获量关系 图2 1987-1992年青虾捕捞和估算产量也g/a)

Fig. 2 Assessment and catch for freshwater 

shrimp duing 1987-1992(kg/a) 

Fig. 1 The ra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ea 

of trawlnet move and catch 

青虾群体数量估算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放流虾苗的效果，以及对资源的增殖作用。表3列
出了自1990年和1991年放流虾苗后， 每年7个月试捕中累积的群体重量和群体数量。 从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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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1990年群体数量最大，达到112万尾(1864.3kg) I 而1991年因洪水等原因群体产量和数量
最小，只有53. 57万尾(845.03kg) I 以1992年群体数量最适，为77.53万尾(2087. 16kg) 。

寝3 膏虾产量及'申体数量估算

Table 3 Fresbwater sbrlmp yleld and stock quantlty assessment 

试捕 (7个月总和〉 资源评估 (7个月总和〉

放流量 年总产
年份 (万尾 (kg)

平 均
kg/hm2 渔获重量 温获尾数 拖扫面积 群体产量 群体产量 群体数量 群体数量

均值 均值

1987 270.63 0.024 

1988 347.60 0.031 

1989 833.00 0.074 

1990 234. 3 1006. 90 0.089 

1991 13�0 77�05 �069 

1992 1485.00 0.132 

(kg) 万尾 (m2) (kg) (kg) 万尾 万尾〉

2.39 0.143 20527.5 1846.3 266.33 112.09 16.01 

2.26 1. 284 29448. 2 845.03 120.72 

11. 07 0.380 49800.0 2087.16 298.17 

53.57 7.65 

77.53 11.08 

若用单位时间捕获量表示相对群体数量，亦可反映3年群体数量变动趋势。同样，以1992年
相对群体数量最适(表4)。

捕捞日期

1990-03-16�11-26 

1991-03-19�11-23 

1992-03-15�10-06 

均 值

3 讨论

3.1 人工放流虾苗

表4 膏虾相对辑体产量

Table 4 Relatlve stock yleld of fresbwater sbrimp 

相对群体产量
网次

iLh 屋Lh � 
93 241. 96 lG5.40 0.1165 

84 108.77 68.88 0.0769 

143 293.70 108.69 0.2224 

252.70 131. 00 O. 1386 

屋l.JJt.
0.0696 

0.0436 

0.0763 

0.0632 

过捕，环境变化，敌害影响超过了青虾资摞本身所能承受的适应能力，其资源最终会遭到
破坏，出现资源衰退现象。要在短期内增殖资摞，增加上市量，除控制捕捞等措施外，人工放流
虾苗是一种很有效的措施。

人工放流虾苗拟采用自繁自育，就地放流的生产系统。其主要生产环节是抱卵虾收集一一
池塘(设网箱)育苗一一人工放流一一'管理一一捕捞。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前生产方式。其河道
放流密度以27000-30000尾/hm2为宜。虾苗规格在1.Ocm 以上。放流后应制定一个繁殖保护
期(15'""20d) ，拖网网目从1. 2cm 增大到1.5-2. Ocm，以控制亲虾捕捞量，并保护幼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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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膏虾捕捞规格

从孙桥水产队统计的产量中可见，人工放流措施的实现，其总产和单产都有一定水平的提
高，能辅助青虾资源增长(表3) 。若1989年青虾产量作为放流前的基数，那么1990年是1989年的
1. 21倍，1991年为0.93倍，1992年为1. 78倍。从估算群体数量来看，1990年放流密度太大，故捕
搪个体小，均重只有1. 67g0428尾) ，1991年为1.76g0283尾) ，而1992年因1991年放流密度减
少，个体重上升到2.99g(3335尾〉。假定这几年青虾自然繁殖量大致相似，并不考虑各种影响，
那么1991年放流密度035万尾)是比较适宜的。换言之，在孙桥问道条件下，倾放27000尾是合
适的，

青虾是跨年度短寿命甲壳动物，生长转折发生在3cm左右(杨爱辉，1991) 0实测放流40d
后雌虾中已有部分怀卵，此时体怯均值为2.25cm，和生快转折分析结果接近。就是说2.25-
3cm以下个体尚未达到性成熟，应该进行保护F而2.25-3cm以上个体可以作为捕捞对象。以
满足我国民间食用抱卵虾习俗的需要。
3.3 群体数量估算与可捕量

孙桥同道青虾群体数量估算结果表明，群体数量变动规律与孙桥水产队统计产量变动趋
势一致(表3)，一般鱼类资摞量与可捕量之间关系是50%，即可捕量是资摞的一半(唐俭，
1982)。而虾与鱼类生长繁殖有所不同，虾寿命仅一年多，故可捕量拟高一些，现定为与对虾一
样取75%的群体数量为可捕量，且不影响资摞增殖。假定尚未试捕的5个月资摞为已取得7个月
群体数量的20%，那么各年20%群体数量相应为1990年369. 26kg，1991年169问，1992年417.
43地，加上原有7个月群体数量即为全年群体数量(表的

寝5 膏虾可捕量评估

Table 5 Catchable assessment of freshwater shrimp 

年份 全年群体数量(kg) 可捕最(kg) 实际统计产量(kg)

1990 2215.56 1161. 67 1006.90 

1991 1014.04 760.53 777.05 

1992 2504.59 1878.44 1485.00 

从表5可以看出，1992年实际捕捞不足，有一定潜力，即已捕出79. 05%，还有21%的量可捕
出11991年实际捕捞量稍稍超过了可捕量，或者说两者大致相当。1990年实际捕捞量稍小于可
捕量，捕捞也是较充分的。

参 考 文 献

【1J 张建森，1965.关于青虾繁殖和发育的初步研究.动物学杂志，(4)，81-85.

[2J 秦黄泉等，1990.日本泪虾池塘育苗和鱼虾混养试验.水产科技情报. (4) ，113-115. 

(2) 杨爱辉，1991.孙桥河道青虾生态研究和资源评估.上海水产大学硕士论文.

(3) 庸 俭.1982.北部湾北部虾类资源状况.广西海洋水产研究所.



1-2期 陈马康等，上海孙桥何遭淡水青虾人工放流与群体数量的估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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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quatic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Sunqiao canals in 

Chuansha County， larva cultivation， distribution of stock， yields and assessment 

of quantity of freshwater shrimp (Macrobrachium ni户Iponense) after artificial 

releasing were mainly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water temperature of the canal 

was suitable for freshwater shrimp. The water quality was good enough for 

growth and propagation of freshwater shrim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s of freshwater shrimp during 1987一1989 (before artificial releasing) were 

1451. 23 kg and 3268.95 kg during 1990-1991 (after releasing). The latter is 2. 

25 times of the former. The good results of artificial releasing of freshwater 

shrimp have been proved. 

KEYWORDS freshwater shrimp，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artificial 

releasing， assessment of stock qua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