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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绒萤蟹(E，阳læir sinensis )也称河蟹，通过人工繁殖蟹苗进行精养或半精养的养殖方式是从却
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但发展极快。 94 年以后，大规模的人繁蟹苗和成蟹养殖在苏、浙、皖、沪等省市
迅速展开，在许多水产养殖地区河蟹养殖业已成为植业生产的主业。 近几年来河蟹病害已成为河蟹#
殖成败的主要问题，而中华绒整蟹抖抖病是目前危害最大、流行量广、造成河蟹养殖业经济损失最大的

种疾病。 作者对该病的原因、病理研究后，为了能更有效地控制该病的发生和发展，卫进行了该病流
行病学方面的观察，根据疾病的流行特点，采取了提高河蟹体质、控制病原生**环境的生在防病和药
物防病相结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防病效果。

1 病因

该病除称为中华绒整蟹抖抖病，还有河蟹颤抖病、河蟹环瓜病、河蟹抖脚病和中华绒董蟹小核糖核
酸病毒病等病名。而对该病病因的研究也有许多报道，有的报道认为该病是由病毒引起的，有的认为是
由细菌引起的，还有的认为是由中毒引起的，但根据该病的流行特点和已发表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该
病由病毒引起是最有说服力的结论[<]。 陆宏达等[2J对上海市崇明县抖抖病的病蟹经寄生虫和细菌学方
法检查，排除了由寄生虫或由细菌引起该病的可能性。 通过该病组织的超薄切片、组织罪过撞除菌上清
液负染电镜观事、组织罪过滤除菌上清液人工感柴健康蟹试验以及病查组织细胞的特殊3蓝色等病毒学
研究方法结果表明:该嗣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大小28 - 32nm左右，元囊膜，分布在细胞质内，不形成包
融体，核酸组戚朋A.确定该病毒属于小阳A病毒科的病毒。

2 主要症状和病理变化

该病的主要症状为初期病量摄宦明显减少，活力降低，后期主要表现为病蟹步足出现革同程度的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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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症状，有些病蟹近死亡时或刚死亡时步且向其胸部方向成环抱状的僵直状态，所以有些地方把该两称
为河蟹环爪病。

经对病蟹蝇、腹神经节、心脏、肠和肝膜腺5种组织器官的显微和超微结掏的病理观察，各器官组织
除有各自的特赚病理特征外，它们也存在着相似的病理变化规律。在初期各器官病变区的细胞主要出
现肿大，发生不同程度的变性，后期，组织细胞逐渐向坏死方向发展，坏死细胞是以细胞核国缩深染和细
胞核榕解二种方式进行，最后病变区细胞坏死崩解成 片克结梅的物质或只圄裸露的国缩核的区域。
电镜观察这 5种组织器官的细胞肇中都有较多的病毒侵入，尤其在魄、心脏和腹神经节的细胞盟中堆积
着大量的病毒颗粒。 值得注意的是河蟹的腹神经节是病毒侵害的主要器官，病理过程从神经细胞肿大、
胞体内出现空泡变性和较多的同心国排列的报层状髓样小体到病变后期尼氏颗粒溶解消失、线粒体略
减少或断裂或搭解、神经细胞体以及周围的跤质细胞液化成一片无结构的物质。 腹神经节与问蟹的每
个整旦、步fÈ都有 根神经相连，神经组织严重受损，与蟹且出现抖动症状有明显的关联。

3 该病的流行状况

3.1 地区分布

该病在 1995年首先在江苏的启京、上海的郊区发现，由于当时大规膜的精养和半精弄刚起步，葬蟹

面积少，只在个别的养蟹户中发现该病，未引起「泛重视。 1996年养蟹面积迅速扩大，江、浙飞沪 带养
殖户中星星点点地出现该病，但葬蟹池中一旦发生该病，引起死亡率很高，高的-般都达到四%以上，
才予以关注。1回7年随 着养蟹业的进一步发展，养殖面积急剧扩大，流行区域也随之增大，该病的发病

率上升到2 0%左右，迄今为止，该病已在江、浙、沪、皖、闽、赣、鲁、湘、鄂、豫等省市养蟹地区都有流行，
而在江、浙、沪、皖的该病最为严重，估计整个养蟹业每年因该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十几亿元以上的损

失。

3.2 时间分布

该病每年明显地出现流行季节及发病高峰，本病的发病率时间分布不均匀，每年4月份开始出现，
以后随月增加，到夏季7句9月份达高峰，10月中旬左右急剧下降，11月份该病基本消失，极少数发现该
种疾病，11月份至次年2月份为非发病期，河蟹抖抖病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

3.3 蟹群分布

无论是仔量、扣蟹，还是成蟹都有本病发生，最小的3g左右仔蟹到最大的 2田g左右成蟹都有发病，

但平同规格的河蟹发病率有明显的差异，3g左右的仔蟹到l00g左右的成蟹芷病率明显高于1∞g以上
的成蟹，5g左右至50g左右的蟹发病率最高，而雌、雄发病率无明显差异。其它动物上有些种类的病毒
草制增植依赖于宿主细胞生化过程或细胞内的物质，年幼机体的细胞增植和生长最活跃，借助于细胞活
跃的生命活动病毒草制增墙也最快，与左右至50g左右这个阶段的河蟹组织细胞增撞和生长速度最快、
新陈代谢最旺盛，小规格的河蟹发病率高可能跟这些因素在关。 绝大部分水产动物病毒病也具有这样
的特点，常发生在革产动物的幼龄阶段[3-6J。

4 影响发病的因素

生物性病原引起的疾病发生与否跟病原、宿主和环境三要素的状况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三要素组成
的系统在在产动物健康状在下保持平衡。 但三要章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个要章发生变化而另两个
要素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 定的适应能力时，也不会发生痪病，因此这是一种动态平衡。 且环境变化
使得宿主的体质下降，不利于宿主健康生长，而有利于病原的大量繁殖，或环境和宿主的健康状况基本
保持不变，而病原大量增加，或环挠和病原数量控制基本保持不变，而宿主的体质下降等情况出现，无论
出现那一种情况的变化强度超过了维持相互平衡的限制，如都将导致疾病的发生或发病率频率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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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绒整蟹抖抖病发生与否也同样受到这些要章互相平衡与否的影响。

4.1 气候条件

10卷

气候是影响该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气候包括气温、湿度、降雨量、风力、大气压等，其中对该病
影响较大的是气温、降雨量、风力因素。 l锦9 年夏季，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低于其它年份，那年
夏季的平均气温相对较低，高温天气少、气温的降低导致水温的下降，使得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相
对下降，说明气温的高低对该病的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 点该病的发生有着季节性的变化流
行特点也能得到说明。此外，常出现夏季连续下雨或在多台风的9月份，台风的到来伴随降雨、降温，该
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有明显下降，无论是气温，还是降雨、台风，它们都是通过降低点温而对该病产生
影响的。

4.2 水域的深浅

不论水域的深浅，只要有水的地方河蟹都可进行河蟹养殖。 由于河蟹布这样的特点，除池塘、湖捅
进行葬殖外，水体较浅的家庭庭院小7}:体、稻田养蟹近几年也蓬勃兴起，观事发现不同深浅事体中弄殖
的河蟹，该病发病事和死亡率有很大的差异。较浅的庭院小水体、稻田养殖的河蟹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
较深的池塘养殖河蟹，比湖泊浅的池塘中养殖的河蟹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湖泊养殖的蟹。 浅水体除
水质易变对河蟹发病影响外，最主要的是在该病流行的高温夏季，下层的7}:温与上层的水温几乎元多少
差异，都可达三卡儿度以上。JJ<体深的池塘、湖泊，上、下层的温差随 着水体深度增加而增加。 据测量，
在深1.5m左右的水体在夏季最高温差可达10'1:左右。 水温是该病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j(温
越高，盎病事和死亡率也越高，河蟹主要在水体的下层生活，底层水温的高低对该病的流行有着直接影

响。

4.3 水草

也草除作为河蟹健康生长的饵料等其它益处外，高温季节7}:草在降低底层水温，从而在减少发病率
上起到很大作用。 同样的;]<体，有水草和元7}:草的水域，底层7}:温可相差7'1:左右，该病发病情况是无
水草的水体高于有水革的事体;JJC草少而稀的水体高于事草多而密的，]<体c

4.4 饵料

有些养殖户为了节省成本，河蟹养殖过程中只投喂玉来、童于等这一类饵料，但蟹池中生物性饵料
缺王，在体中无7}:草等植物性饵料，也无螺蛐等动物性饵料，这样的养殖户居发病。 坷蟹是杂食性动物，
应该荤、章相结合，河蟹摄食饵料类型单一，营养不全面，必定影响河蟹的健康生长和对疾病的抵抗能
力。 另外有些养殖户为了防止河蟹性早熟，常常较长时间不投食，这对河蟹抗病能力的提高也是十分不
利的。

4.5 水质

坷蟹的习性是喜在水质清新、透明度高的事体中生活。 夏季高温季节，尤其小而溃的革体，其水质
极星恶化，加上养殖过程中产生残饵等因素极星导致水质过肥、革类事、透明度底，在这样水体中生活的
河蟹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要高于水质清新、透明度高的水体。

4.6 淤泥

随 着养蟹业的发展，开挖了许多新的弄蟹池，这些池底质好，无淤泥或淤泥很少。 但绝大多数养蟹
池是原来用于养鱼的老池塘，这些老池由于长期的积累，池底有大量的淤泥，有的池淤泥深达70cm以
上，在淤泥中不仅有大量的有机物可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还有除抖抖病病原外的其它种类的河蟹病原
体，如细菌、寄生虫等。 有害物质的长期作用以及一些其它种类的病原体对河蟹侵袭，可降低河蟹对抖
抖病的抗病力而极易暴发抖抖病。 水体淤泥多的老池塘蟹其发病率高于新池塘。

4.7 蟹种来源

以前出现过抖抖病的蟹种场蟹种晶发生该病，这样的蟹种极有可能处于该病的隐性感染状态，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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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殖过程中条件适合病毒就会大量增殖，导致该病的暴发。 ♂般出现过抖抖病的蟹种场蟹种其主病
率明显高于其它蟹种场的蟹种。

4.8 蟹的养殖密度

蟹的养殖密度过高，排泄物增加等因章给养殖水体带来巨大的压力，本质易恶化。 同时过高密度养

殖会造成河蟹摄食的不平衡和栖息场所的竞争，相当一部分闭蟹因此而体质下降。 这样的养殖方法发
病率也较高。

4.9 进、排水系统不独立

目前许多养蟹池进水草统的事源如外河道等同时也是蟹池的排在地方， 且发病可流传到问道下

游周围的养蟹地区，造成不同地区同时暴发该种疾病。 另外，还存在着较多的串连式养殖池的布局，前
一个蟹池排出的直是后 个养蟹池进水的水源，一旦发病很快传染给其官池塘，引起成片蟹塘发病。

4.10 其它病害的影响

任何疾病一般都经过三个时期，即潜伏期、前驱期和充分发展期，相同的疾病其潜伏期长短不一，�可
蟹抖抖病也如此。 抖抖病的潜伏期长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其它病害是影响该病潜伏期长短的

-个很重要因素，在河蟹抖抖病流行季节，有许多其它病害，如河蟹腹水病[7J、甲壳溃1%病['J、水肿病、黑

鲤病等细菌性疾病以及纤毛虫病等寄生虫性疾病['J 这些病的病原体在在体中是 直存在著的，其生

长、繁殖速度跟*体温度有关，随着水温上升而加快。 且发生其它病害，河噩体质会迅速下降而导致
抖抖病潜伏期的缩短，本来不暴发的抖抖病而发生暴发和流行。 出现其它病害的蟹池，易发生抖抖病，

这些疾病对抖抖病的发生起到促进作用。

5 河蟹抖抖病的防治对策

5.1 高温季节控制水温

水温是河蟹抖抖病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较高的在温下两者是成正比关系，发病高峰是在

28吧左右以上的水温。 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高温季节可降低河蟹生活的下层*温来控制该病的发生
和发展。
5.1.1 蟹池适当的深度

具有一定深度的#蟹池，其水位根据需要可进行调节。在该病非流行季节的初春，可降低水位，减
少上、下水层的温差，有利于同蟹的生长。 在该病的流行季节，尤其是夏季高温季节，尽量提高水位，最
好水深能达到1.5m左右，增加上、下层的温差，从而降低下层的水温。
5.1.2 种植水草

最好在开春时进行移种植水草，在草占水面的面积最好能达到213以上。 如果缺乏水草贤瘾，可用
一些如水花生、浮摔、水葫芦等浮水植物。 这些水生植物在高温季节起到遮阳降低水温的作用。
5.1.3 搭建简易遮阳凉棚

对 些水体如家庭庭院养蟹户除果取提高北深，种植水草外，可搭建 些简易遮阳棚，池边种植如
丝瓜等藤类植物，起到遮阳降温作用。

5.2 投喂荤、素相搭配的饵料

饵料要荤、章相搭配，如果本体已有大量的在草植物和螺脚等动物性饵料，再投一些玉米、圭子之类

的饵料，可满足河蟹健康生长对营养的需求。 相反，必须增加外源性植物和动物灯饵料的投喂。 如南
瓜、山芋、旱草、蔬菜的叶子，小杂鱼等食物，确保河蟹健康生长的需要，增强 对抖抖病的抗病力。外源性
饵剌投喂量不能太多，于当天吃完为宜，剩余的饵料会影响事质，时间长尤其是夏天饵料昂腐败，常会给
河蟹细菌性疾病的产生创造条件，河蟹体质下降，对抖抖病病毒的易感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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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池塘的清整

冬季蟹池要做好清淤工作，思可能减少淤泥的厚度，同时做好生石蓝或凛白精等药物清塘消毒工

作，减少池底的病原生物。

5.4 水质保持清新

事换水、勤换水，可减少富营养化的出现，尤其高温的夏季更为重要。 蟹池内适当放葬一些自链，起

到控制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作用。定期适量泼酒起澄清池在作用的生石茧，改善水质。

5.5 进、排水系统要独立

蟹池的进、排水系统是防止疾病水平传播的最好途径，所以在设计和开挖新蟹池时必须考虑进、排

'*系统的独立性，对于一些已建的进、排水系统不独立的蟹池，尽可能地进行改造等措施，防止该病通过
'*体进行传播。 蟹池出现死蟹必须及时捞起深埋，减少病原的扩散。

5.6 治疗和预防

5.6.1 药物治疗的困难因素

南串的生长、增盛特点·河蟹抖抖病的病因是病毒，从病蟹的组织病理观事，病毒生长增疆是在河蟹
的细胞质内进行，有效药物不易到达细胞质内。通常病毒利用宿主细胞新陈代谢过程中一些生化过程

或一些物质进行增殖，病毒缺王完整的酶系统，不具备其它生物"产能"所需要的遗传信息，因此必须利
用宿主细胞的酶和产能机构，井借助宿主细胞的生物合成机构复制其接酸和合成由其核酸编排的蛋白
质，乃至直接利用细胞成份。 病毒的生t增殖与宿主细胞的生命活动某些环节在分于水平上具有相关

性，这就给病毒感染的药物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药物必需选择性地破坏或抑制细胞内的病毒代

谢，但对细胞不产生致死性的损伤。f主管在人和其它动物上，已研发出既能有效措灭机体内的病毒卫平

损害机体的药物，但这些药物相当稀少，而在水产上，即使有这样的药物也是从人或其它动物上使用的
药物照搬过来的，有敬的药物就更少。

药物的特异性:人和其它动物上许多抗病毒的体内药物是通过时机体内病毒生长增殖的某些环节
发生作用而发挥药效的，病毒种类繁多，不同的病毒其生t主、增殖的生化过程有较大的差异，这些药物抗
病毒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特异性，它们之中太多只对某 类群的病毒高效，不可能对所有的病毒发

挥作用，所以在人上或其它动物上使用的体内抗病毒药物在水产动物如河蟹上不一定有效用。
研且拭病毒药费时费力研发抗体内病毒药，首先耍弄清病毒的特性，包括病毒的组成，各组成分于

结构，生长增殖的生理生化过程等特点，然后进行药物筛选等 系列工作。 研发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和相当大的经济投入，即使开发有效的抗河蟹抖抖病的体内药物，这些药物一般都很贵，从投入和产出
比考虑养殖户是用不起的。

疾码的后期难于治愈:当病蟹出现病毒感染的抖动症状时，机体内的病毒增殖大多已经达到相当程
度，从病蟹的组织病理变化中不难主现，疾病的后期大量病毒的增殖，组织损伤已经造成，此时即使有有
效控制病毒进一步增殖和扩散的药物，也往往"为时已晚 起不到决定性的治疗作用。 总之，开发和生
产有效的治疗病毒性疾病体内药物十分平易，在水产上可能存在着更大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查
明病因以前，市场上已有不少治疗河蟹抖抖病的体内药物，到目前为止，这些药物己不下十几种，出现治

疗敖果极差或根本无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5.6.2 药物预防其它病害

在河蟹抖抖病流行季节前，必须密切注意其它细菌性和寄生虫性的病害。 对这些病害做好预防工
作，在流行病开始前可每隔15 - 20d定期进行体外用药，通过水体消毒盖灭细菌性病原·如使用漂白粉、
优氯净、二氧海因、二氧化氧等药物。 对纤毛虫病，一旦在河蟹体外表出现纤毛虫病原的苗头，应及时对
症用药，如使用硫酸钵、甲壳净等药物，把纤毛虫杀灭在萌芽状态，减少对河蟹体质的影响，从而可减少
河噩抖抖病的主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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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江亦启京某养蟹试验场试验，4只葬蟹池共3盯bm'，采取了上述的预防对策，4只蟹池都未
发病，而附近还有相当一部份蟹池出现抖抖病，有些蟹池因该病而几乎全军覆灭。

6 河蟹抖抖病需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

6.1 病原分类地位

河蟹抖抖病的病原属11'RNA病毒，但该病毒属于哪一属、哪一种的分类地位尚未确定。 小RNA病
毒科病毒主要包括肠道病毒属、心病毒属、鼻病毒属、口蹄疫病毒属等属，共有2回 事种病毒和更多的型
和亚型。 小RNA病毒的不同属和不同成员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病毒RNA分于内核昔酸的排列顺序
不同，其结果病毒置白质内氨基酸的排列顺序也不同[iO]。 要确定河蟹抖抖病病原的分类地位，必须按
照"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分类原则"弄清该病毒的核酸结构等生理生化特性。 该病毒分类地位的确
定不仅有利于对病毒的认识和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病毒的控制和利用。

6.2 传播途径

该病通过水体和蟹互相间接触进行事平传播己得到认同，但是否存在通过亲蟹的精于、卵于进行垂
直传播还需进一步查明。 查明该病的所有传播途径，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对于彻底控制该病的发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6.3 河蟹抖抖病的免疫预防

河蟹属甲壳类动物，甲壳类具有免疫能力，但甲壳类免疫应答不靠高等动物那样强烈和完善，已有

文献表明虾以细胞免疫为主，是否存在液体免疫尚有争论，再些学者认为董虾( p"，时四叩s bicarinatus) 
有较低的体液免疫能力，具有类似高等动物的抗体那样的物质存在[nJ。 有关河蟹免疫能力的文献尚未
见报道，但羽蟹能在自然界中长期生存，必定具有抵抗外来病原生物侵袭的免疫能力。 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开发提高何蟹抗病毒免疫力的增强剂或药物，是预防疾病的有效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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