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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淡水整虾有 540 多种，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除非洲、南极洲之外均有自然分布。许多淡水整虾种类

例如克氏原整虾、红莹莹虾、麦龙整虾、雅氏整虾、贵族整虾和土耳其整虾等经济价值较高，并有着多年的开发

利用历史。淡水整虾的生产主要有粗养、半精养以及精养等生产模式。我国以及许多欧美国家的淡水萤虾市

场需求量较大，生产淡水萤虾利润较高。软壳淡水整虾市场竞争力较强，产品供不应求，市场缺口较大。我国

淡水整虾分布广泛，产量巨大，而且其生产成本较低，在我国开展淡水整虾的养殖尤其是软壳整虾生产具有广

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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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rayfish 
in the world 

MU Feng , CHENG Yong-xu , WU Xu-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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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540 species of crayfish in the world. Crayfish are widely natively distributed in 

the world except Africa and Antarctica. Some species of crayfish are well-exploited for years and have high 

economic value , including Procαmbαrus clarkii , Cher，α.x quαdricαrint时 Cherαx tenuimαn时 Cherax

destructor , Astacus astαcus and Astαcus leptodαctylus. The crayfish aquaculture mainly includes extensive , 

semi-intensive and intensive types of production. The demand of crayfish market is ve町 large in China and 

several westem countries. The profit of crayfish production is very high. Soft-shell crayfish is high valued and 

greatly demanded. There i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for soft-shell crayfish. The 

development of crayfish culture in China is analyzed and it has a bright prospect to develop the industry of 

crayfish culture especially soft - shell crayfish prod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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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淡水整虾的种类与分布

淡水整虾，俗称虫刺站，又称淡水龙虾，英文名为 crayfish。通常所指的淡水萤虾为甲壳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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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tacea) 、十足目( Decapoda) 、爬行亚目( Reptantia) 下所属的整虾总科( Astacoidea) 和拟整虾总科

( Parastacoidea) 2 个总科动物的统称。淡水整虾分为 3 个科，分别为整虾总科下属的河虾科(又称蟹虾

科、蚓l站科) ( Astacidae) 、整虾科( Cambaridae )以及拟萤虾总科下属的拟整虾科( Parastacidae) ，总计有
29 个属 [1 -5J 。

淡水整虾种类丰富，分布广泛。全世界共有淡水整虾 540 余种，除非洲、南极洲之外其他各地区均

有自然分布。北美洲及大洋洲则是整虾分布较多的大陆，世界上大约 71% 的淡水整虾(约 350 多种)分

布在北美洲;约有 20% 的淡水整虾(约 120 种)分布在大洋洲，仅澳大利亚就有 97 种，其中不少是大型

种类，如塔斯马尼亚大整虾(Astαcopsis gouldi) 为世界最大的淡水萤虾，体重可达 3 -4 kg;其他各大加|种

类不多，大约有1. 5% 的整虾种类分布于南美洲，1. 5% 的整虾种类分布于欧洲和亚洲 [1 ， 4 -7J 。

在世界淡水整虾的所有种类中，整虾总科下属的河虾科与整虾科这 2 个科的种类为典型的北半球

温带内陆水域动物，只分布在北半球，包括欧洲、亚洲以及北美洲各地区，其中河虾科动物分布于欧洲、

亚洲西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地区及北美洲西部，而萤虾科动物则分布于除美国、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

地区的整个北美洲大陆，日本以及亚洲东部的国家地区。拟整虾科的动物又称为南半球淡水龙虾，以南

温带为主要产地，热带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新西兰、马达加斯加以及南美洲南部

地区O

整虾科是淡水整虾种类最多样化的一科，分为 12 个属，本科 99% 的种类分布在北美洲，其中萤虾

属 (Cαmbar山)、鲸莹虾属 ( Orconrctes ) 、原整虾属 (Procαmbarus ) 这 3 个属约占北美洲淡水整虾种类的

85% 。原莹虾属的动物是世界上淡水整虾中外观最为美丽的一属，下分为 163 个种，分布于各类水体

中，原产于美国中部及东部、墨西哥以及古巴。特别是原整虾属中的克氏原整虾(Procαmbar山 clarkii) 是

当今世界上商品价值最大的种类，目前在非洲、欧洲及亚洲的许多国家地区均有分布 [1 ， 4J 。

东亚地区分布有整虾科7 个种 [1 ， 8，气欧亚大陆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是河虾科的原产地，本科动物

地理上连续地分布于乌拉尔山以西至伊比利亚半岛、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在欧亚大陆上分
布有 5 个种类[1 ， 9 -11 J 。

拟整虾科规模上仅次于整虾科，有 14 个属， 139 个种类。澳大利亚是其中 10 个属的产地。其中，

光壳虾属( Cherax) 种类最多，分布最为广泛，有 43 个种类，其分布于澳洲大陆东半部分，澳大利亚西南

角以及新几内亚西南部地区。光壳虾属的许多种类被引进到世界各地养殖生产，在澳大利亚也广泛人

工养殖。南美洲有 3 个属， 10 个种，分布于智利中部、巴西东南部以及乌拉圭。马达加斯加的山区以及

东南地区有 17 个属，其中包括唯一的一个真正的热带淡水龙虾属，拟蚓j站属 (As的coides) ， 由 6 个种组

成。

我国是淡水整虾分布最少的国家之一，仅有整虾科的 2 属 4 种，其中东北整虾 ( Cambarωdαuncω) 、

朝鲜整虾(Cαmbarω similis ) 和许郎整虾(Cαmbarω schrenkii) 为我国的本地品种，均分布在东北地区，另

一种克氏原整虾为外来种，20 世纪 30 年代由日本引进我国，在我国南京市郊开始繁衍，随后向全国各

地发展，现在在我国分布很广泛，已成为归化于我国自然水体的一个种，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种群发展特

别快，在有的湖泊和地区已成为优势种，是我国重要的水产资源[7 ， 12 囚犯]。

2 世界淡水整虾的生产

2.1 主要经济种类

2 , 1.1 克氏原萤虾

克氏原整虾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淡水整虾养殖种类，其产量占整个整虾产量的

70% _80%[1 ，4- 6J o I9 世纪欧美一些国家就开始开发和利用克氏原整虾，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食用克氏

原整虾[21J ， 60 年代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养殖[4J 。特别是美国，克氏原整虾养殖产量占甲壳类养殖总产量

的 90% 以上，稻田养殖单产最高可达 3000 kglhm2[4 , 7, 22 ， 23J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克氏原整

虾生产产业飞速发展，现阶段年产量已超过美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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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澳洲淡水萤虾

现已开发利用的澳洲淡水整虾主要是光壳虾属的红整整虾 ( Cher，αx qωdricarintus ) 、麦龙整虾

( Cherax tenuimanus) 和雅氏整虾( Cherax destrωor)3 种。

红整整虾又称红爪龙虾、红爪虾、澳洲龙虾，是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二个种类，原产于澳大利亚

北部较偏僻的地区，目前已在澳大利亚形成规模型养殖产业，美国于 1985 年引进此虾进行研究及养殖

生产，现在日本、新西兰、南非以及中国等国家都有养殖。我国自 1992 年引进该虾进行养殖，已经在海

南省、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以及北京等地区养殖成功并形成一定的产量。

雅氏整虾又称亚比虾，原产于澳大利亚南部各州，是澳大利亚养殖最为成功、产量最多的淡水虾类。

我国自 1994 年起引进该虾进行养殖，目前仅在一些省市进行试养，是一个有潜力的水产养殖品种。

麦龙整虾，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西南部，是淡水整虾中个体最大的品种之一，最大体长可达到 cm ，体

重可达 2.5 -2.7 悔，常见个体多为 100 -200 g。该虾个体大，生长快，饵料来源广，可食性部分比重较

大，因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瑞典、挪威、英国、法国、南非和日本等许

多国家都先后引进，我国也在 1995 年前后引进，进行试验性养殖，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大面积养成的
报道[18 -20] 。

2. 1. 3 欧洲淡水萤虾

欧洲原产的淡水整虾主要是河虾科( Astacidae )的几个种类，规格较大、经济价值较高并己开发利用

的种类有贵族整虾(英文名 noble crayfish) (Astac山 αstacus ) 和土耳其整虾(又称窄整整虾) (Astac山

leptodαctyl山)。贵族整虾味道鲜美，被视为珍品佳肴，在许多欧洲国家有着多年的消费历史，其市场价

格较高。尽管贵族整虾产量仅占欧洲总产量的 2% -3% ，但其产值却占欧洲总产值的 10% -20% 。欧

洲淡水萤虾人工养殖规模较小，产量主要来源于野外捕捞，且总产量不高，主要满足于欧洲本土市场。

2.2 淡水整虾养殖的主要生产方式

2.2.1 美国的淡水萤虾养殖方式

美国的淡水整虾养殖产业在路易斯安那州最为发达[1 ， 4 ，24 -32] 。养殖方法分为粗放式养殖及集约化

养殖。粗放式养殖的池塘可分为 4 种类型 [7 ， 15 ， 17] 分别为沿岸的沼泽性池塘、灌木型池塘、稻田式池塘及

海拔较低地区的开放式池塘。沼泽性池塘、灌木型池塘养殖方法比较相似，年产量为 2∞ -6∞ kglhm2 0
稻田式萤虾养殖有 2 种方式，一种是水稻一整虾双收制，另一种是单收制，只收整虾不收水稻，水稻仅仅

是整虾的饲料。稻田养虾年产量最高可达 3 000 kglhm2 ，一般为 1 000 - 2 000 kglhm2 0 海拔较低地区
的开放式池塘其底质为典型的重质粘土，池塘底部光滑，在干旱的夏季种植草类等一些植物，到秋季种

植的植物在水中分解时，池塘中充满水，分解后的植物作为整虾的营养来源，不另投饵料，路易斯安那州

有 659毛 -70% 的整虾养殖面积采用此类方法，年产量可达 500 - 1500 kgl hm2 。
集约化养殖采用人工方法监测调控水质，运营成本较高，不容易盈利，采用的较少。

美国的整虾养殖一般采用诱捕的方式来收获。主要有两种诱捕网笼，分别为直立的漏斗形诱捕网

笼和传统的枕头形诱捕网笼，目前漏斗形诱捕网笼使用较普遍。整虾收获时，诱捕网笼内放置鱼内脏或

颗粒状人工诱饵，放至养殖池底进行诱捕，通常每公顷放 25 只诱捕网笼，每周检查 3 -5 d，诱捕可持续

60 -150 d 。

2.2.2 澳大利亚的淡水萤虾养殖方式

澳大利亚淡水整虾养殖方式分为 4 种类型，即农场水库和湖泊的粗养，后院消遣式养殖，池塘半精
养和水槽、水道的精养[7 ， 33-46] 。

粗放式整虾养殖采用天然的或人造的水库、湖泊或蓄水池，雅氏整虾→般采用这种养殖方式，放养

密度较低(约 1 -2 只/旷) ，采用天然饵料，年产量不到 400 kglhm2 ( 图 1 )。

后院消遣式养殖在澳洲广泛被采用，养殖池可以是塑料游泳池或特制的水池(直径 2 -4 m ，水深

35 -90 cm) ，池中放置供整虾栖息的隐蔽物，饲料通常采用鸡肉或链鱼肉制成的颗粒饲料，连续曝气，

放养密度为 10 只1m2 ， 最终收获时存活密度约为 2 -3 只1m2 ， 其产量可达 300 glm2 0 这种方法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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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能够使投资者尝试经营水产养殖的乐趣却没有很大的投资风险。

半精养方式采用的养殖池塘一般较浅，池塘中放置人造水草束作为供萤虾栖息的隐蔽物，天然饵料

和颗粒饲料配合使用，每周技喂 3 -4 次，每 2 - 3 天换水一次，放养密度适中， (成虾 2 只I m2 ，幼虾

5 -15 只1m勺，收获时通常采用排干池水而不是诱饵捕获的方法，红整整虾和麦龙整虾均可采用半精养
的方式，经 140 d 的养殖产量最高可到达 5t/ hm2。半精养模式通常的年产量为 2000 -4 000 kgl hm2

0 

精养的种类主要是麦龙整虾，采用开放式流水或者封闭循环水控制水质，放养密度较高 (100 -200 只幼

虾1m勺，全部采用配合饲料，年产量可以超过 10 000 kgl hm2。此种方法目前存在饵料成本及劳动力成

本较高的经济问题。

2.2.3 欧洲的淡水萤虾养殖方式

欧洲 96% -98% 的淡水整虾产量来自于野外捕获及粗放式养殖[4.47-5IJ 。

湖泊放养即属于粗养模式，将整虾在湖泊中放养 3 -5 年，放养密度 200 -1 000 只I hm2 ，在法国采

用这种方法生产短尾太平虫剌站[2J (英文名 signal crayfish) (Pacifastacω leniusculus ) ，年产量可达

900 - 2 400 kglhm2间。为避免整虾在池塘中繁殖而引起的产量降低，德国曾尝试过全雄放养法，挑选
50 g 左右的雄性贵族主主虾~1 只/旷的密度放养于 0.4 h旷的池塘，一年后规格可达 74 -91 g，产量达
303 kglhm2 。土耳其整虾主要采用粗放式养殖，产量一般在 200 - 1 000 kglhm2 [4.53 J (图 1 )。

表 1 主要经济淡水萤虾的生产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n production of the main economic crayfish species 

种类 原产地
主要生产国家

养殖时间 商品规格( g) 养殖方式
产量

或地区 (kgl hm2
) 

克氏原整虾 墨西哥北部
美国

普通池塘养殖 200 - -1 500[4J 
( Procambarus clarkii) 美国中南部

中国 3 月 -1 年 17 -80 
稻田池塘养殖 1000 -3 000[4J 

欧洲南部

红整整虾
澳大利亚北部 澳大利亚 6 -9 月 40 -200 半精养 2000 -5 000[47J 

( Cherax quadr町αnnt旧)

麦龙整虾
澳大利亚西南部 澳大利亚

1 -2 年 40 -120 半精养 2000 -5 000L47J 
( Cherax tenuimanus) 2 -4 年 200 -600 精养 > 10000[47) 

雅氏萤虾
澳大利亚南部 澳大利亚 4 -12 月 50 - 100 粗养 <400[47J 

( Cherax destructor) 

贵族萤虾
欧洲 欧洲 2 -3 年 30 -80 

粗养 60 - 600[53J 

(Astαεus ωt配时) 半精养 1 000[53J 

土耳其整虾
欧洲东部 欧洲 1 -2 年 30 -80 粗养 200 - 1000 [53J 

(Astαc旧 leptodactylus ) 

瑞典养殖贵族整虾采用半精养的方式，采用特别建造的沟渠水道进行整虾养殖，渠深1. 5-2m ，宽

3 -10 m，沟渠总长 50 -150 m。沟渠中放置隐蔽物，以达到防止整虾自残、遮光及增大养殖密度的目

的。沟渠中水流速度控制在 150 - 300 U (min • hm2
) ，放养密度为 8 - 25 只I m2 ，产量最高可达

1 000 kglhm2 [53J 0 

在欧洲，集约化养殖方式主要用于育苗系统，通常采用人造池塘，对养殖用水的水质采用人工调控，

初始放养密度可高达 750 - 1 000 只1m2 ， 欧洲每年约有 2 X 106 
- 4 X 106 只萤虾幼体采用这种方法生

产[4 J 。

克氏原萤虾在欧洲南部也有养殖，其养殖方法与美国类似。

2.3 淡水整虾生产的成本分析

2.3.1 美国

在美国池塘养殖整虾的方法投资及运营成本都比较低，路易斯安那州整虾池塘建设成本约为

500 美元;/hm2 0 路易斯安那州稻田式整虾养殖池塘每年的运营成本为 362 美元Ihm2 ， 主要支出在诱饵、

劳动力、肥料、植物性饵料、水质维护及管理等方面，其中近 60% 花费在收获时期，通常一个面积 16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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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池塘年运营成本中诱饵花费占 339毛，劳动力支出占 239毛，二者之和超过年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1 ，4] 。

通常每年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一半数量的整虾经人手工剥皮加工制成虾仁，但是很难盈利，原因在

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非常高(每生产 1 kg 虾仁的劳动力成本高达 3 美元[4] ) ，但是虾仁的批发价只有

9 -13 美元Ikg，故其产品在美国本土及欧洲市场上在与生产自中国的同类产品竞争中处于下风。

在密西西比州建设一个 49.4 hm2 的克氏原整虾养殖农场，若采用池塘中种植稻米作为整虾的营养

源而不另外投喂饲料的养殖模式，平均每年技人成本为 88866 美元，其整虾产量 726 kglhm2 ，平均生产

成本为 2.51 美万kg;若采用池塘中不种稻米另投饲料的养殖模式，平均每年投入成本为 349 870 美

元，整虾产量可达 2 642 kglhm22 ，则其平均生产成本为 2.69 美元Ikgo 保守估计，密西西比州克氏原整

虾市场价格不低于 2. 76 美元/屿，则采用种植稻米和不种稻米这两种养殖模式至少每年的净盈利为

9398美元和 8634 美元[54]O

2.3.2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建设年产 2 X 106 只雅氏整虾幼体的育苗厂成本为 21 680 美元。生产雅氏萤虾采用的

粗放式养殖的成本很低，一个中型农场年运营费用约 3400 美元，每年收入可达 11 000 美元以上。半精

养方式采用特制池塘，放养育苗生产出的幼体，需要的投资更多。在澳洲建设一个麦龙萤虾半精养农场

成本为 32 500 - 39 000 美元Ihm2 ，每年的运营费用为 9750 美元I hm2 ，年总收入 26000 美元I hm2 [4] 。

2.3.3 欧洲

在欧洲，建设一个年产 100 000 只整虾幼体的育苗厂成本为 21 400 美元左右，年日常运营费用

1 800美元，按欧洲市场每只幼虾售价 0.18 美元，则可盈利。

在欧洲的整虾半精养方式操作成本中，劳动力成本约占 30% -60% ，饵料占 5% -30% ，具体因养

殖规模及集约化程度而异。在英国，开凿一个面积 0.1 hm2 、水深 1. 5m 的池塘需要支出 4700 -6 250 

美元，由 10 个这样的池塘组成的养殖系统每年总收人可达 7 800 -9 400 美元。在法国，建设一个年产
lO t 土耳其整虾的农场，成本为 43000 美元，年运营费用为 9000 美元，其每年总收入达 36000 美元[4] 。

2.4 世界淡水整虾的生产概况

淡水整虾产业近 20 年以来发展很快。现阶段，大规模商品化的淡水整虾生产主要是在美国、中国

及澳大利亚 3 个国家。以路易斯安那州为主的美国南部地区多年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整虾生产地，根

据 Huner 报道，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世界淡水整虾每年的总产量为 11 万吨左右，其中美国占 559毛，

中国占 369毛。但近几年来，中国淡水整虾的产量与出口量不断增加，现阶段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淡

水整虾的最大生产国 [4] 。

2.4.1 国外淡水萤虾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状

早在 18 世纪就有欧洲移民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开发淡水整虾的纪录。从 19 世纪末期，路易斯安

那州开始淡水整虾生产，开始主要是从天然水域中捕捞。从 20 世纪至今，该州每年从天然水域中出产

的整虾产量就有数千吨，20 世纪 60 年代，在收获较好的年份中，该州整虾捕获量可达 3 万多吨[1] 。

国外商品化大规模养殖淡水整虾的历史不长，大约有 60 -70 年。法国是整虾的狂热消费者，并早

在 1880 年就开始创办整虾养殖场。美国的整虾商品化养殖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

1960 -1970年每年 6000-7000h旷的养殖池提供1. 2 万吨莹虾，80 年代初期美国整虾养殖面积增长

到 2.2 万 hm2 ，到 1985 -1986 年生产年度美国整虾养殖面积达 5 万 hm2 ，年产量达到 2. 7 万吨， 1988 年

全国养殖面积已超过 6.3 万 hm2 ，至上个世纪末一直稳定在此水平，每年平均产量高达 4 -5 万吨。美

国的整虾养殖主要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占美国全国的 90%)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等东南部数州也开始小

规模试养。克氏原整虾是美国养殖的主要种类，其次是白河原整虾 (Procαmbar山 αcutω) ，仅占产量的

10% 。这两种虾经常混养在一起，平均产量可达 550 - 1 050 kglhm2 0 其他养殖种类有太平整虾属
( Pacifastacω) 和鲸莹虾属( Orconectes ) 的一些种类。近年来美国政府从澳大利亚引进红整整虾，已建成

月产 25 万尾红莹莹虾幼虾的孵化室，在加勒比地区养殖，年产约为 5000 -10 000 t[I ，叩，21 ， 22] 。

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稻田中有大量野生克氏原整虾资源，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养殖萤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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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产量达 2000 t ， 1983 年产量下降为 700 t ， 1984 年以后至今每年的产量在 3000 t 以上[1] 。

肯尼亚 20 世纪 70 年代引进克氏原萤虾，5 年内其数量飞速增长，现在肯尼亚每年向欧洲出口萤虾
约 500t[l]O

澳大利亚从 1960 年开始养殖和研究淡水萤虾， 1988 -1989 年整虾养殖产量为 70 t ，到 1994 -1995 

年度产量增加到 2000 to 整虾养殖业在近几年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全国约有 300 多个整虾养殖场，年产

量 5 000 to 养殖的种类有光壳虾属的红莹莹虾、麦龙整虾和雅氏整虾[7] 。

前苏联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整虾的增养殖业， 1900 年向一些湖泊中移植整虾 2.4 万尾。

1930 -1933年每年向西北地区湖河中放养 10 多万尾。 1960 年试验成功工厂化培育整虾苗种。增养殖

种类主要是河虾属 (Astαcω) 的贵族主Z虾和土耳其整虾。

2.4.2 我国的淡水萤虾开发利用历史与现状

我国淡水整虾养殖业起步较晚。 20 世纪 60 年代，马常夫等最早提倡养殖东北整虾作为鱼类的饵

料。 80 年代戴爱云首次提出将整虾作为一种水产资源加以开发利用。整虾养殖业近几年在江苏、湖北

等省发展迅速，养殖的主要种类是克氏原萤虾。据不完全统计，90 年代以前，我国的淡水整虾每年收获

量为几千吨 ;90 年代初期，我国的淡水整虾年平均收获量为 6700 t;至 1995 年，产量增加到 6.55 万吨，

92 -95 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整虾出口量增长了 8 倍;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每年中国都有 4 万吨左

右的整虾出口至北美及欧洲; 1999 年我国整虾产量接近 10 万吨，其中至少有 7 万吨出口至美国;至

2000 年，我国萤虾产量猛增至 15 万吨 [7 ， 12 -18] 现阶段，中国的整虾生产已经超越美国。克氏原整虾在

我国最大的产地是江苏省， 1990 年江苏省加工的冻整虾仁就已销往国际市场，引起世界整虾进口国的

关注。 1989 -1992 年，江苏省年产量达 1 万吨左右; 1995 年，全省产量在 2.8 万吨左右，该年江苏省向

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国家出口冷冻熟克氏原整虾虾仁 5000 多吨[33] ; 1999 年，全省产量上升至 6 万

吨 ;2002 年，全省产量增加到 7 万吨左右。湖北省在池塘和湖泊中将整虾与鱼类混养，平均产量达

1 000 - 1 500 kglhm2 ，年总产量 2000 t 以上。 1988 年湖北省已向瑞典出口克氏原萤虾。目前，我国也

已经引进红莹莹虾、雅氏整虾、麦龙整虾 3 种澳洲淡水龙虾，并初步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和养殖[7 ， l820]0

3 淡水整虾的贸易状况

淡水整虾以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风味独特而称誉世界，成为世界性消费的淡水虾类。近年来，淡

水整虾的消费需求量一直呈增长的势头。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淡水整虾的加工技术也有不断进步，形成

了系列食品，主要有冻生淡水整虾肉、冻生淡水萤虾尾、冻生整只淡水整虾、冻熟淡水整虾仁、冻熟整只

淡水萤虾、冻虾黄、水洗淡水整虾肉以及冻熟淡水整虾副产品等[阳5] 。

3.1 美国市场

美国既是世界上淡水整虾养殖的主要国家，又是淡水整虾消费的大国之一。其淡水萤虾的加工业

也是最发达的，销售最大的是冻熟淡水整虾仁。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美国市场淡水整虾销售量在

6 万 -7 万吨，而克氏原整虾则是美国养殖、加工、销售的主要种类，每年克氏原整虾加工量在

2.5 万 -3 万吨，有 30 多家克氏原整虾加工公司 [1 ， 6] 。

3.2 欧洲市场

欧洲国家早在 10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淡水整虾，现在淡水整虾菜肴已成为西欧和北欧各国在

节假日期间不可缺少的重要食品。欧洲国家中，瑞典是世界上淡水整虾的狂热消费国，淡水整虾食品已

成为每个家庭接待客人和寻亲访友必不可少的礼品，形成了淡水整虾食品文化。在瑞典，每年贵族整虾

最初上市月份 (8 月)的头两周，价格可达 100 美元Ikg。仅瑞典市场，每年消费的淡水整虾就达

1. 5 万 -2 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欧洲市场的淡水整虾年消费量总共约 7 万吨，主要依赖于进口，且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消费国家依次为:瑞典、西班牙、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等。

在欧洲，淡水整虾市场价格因季节、大小、种类及市场位置而有所不同。例如，鲜活克氏原整虾在西

班牙及葡萄牙市场价格为 1 - 5 美元Ikg;鲜活的贵族整虾在法国价格为 30 -40 美元Ikg，在瑞典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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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00 美元/kg，意大利市场上通常为 20 -26 美元/kg ， ;冰冻克氏原整虾在瑞典价格为 11 美元/kg ，在

法国为 3.6 美元/kg[4] 。

3.3 国内市场

国内整虾市场上以克氏原整虾为主要品种。克氏原整虾价廉物美、营养丰富，在我国市场上备受欢

迎，消费量很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南京、常州、元锡、苏州、上海等大中城市近几年的消费量就达

2 万 -3 万吨。我国的克氏原整虾加工出口业也相当发达，仅江苏省就有 60 多家加工厂，年加工量在 3

万吨左右，出口量 1 万吨以上[18 -20 ， 56] 。

4 软壳整虾的生产及产业分析

淡水整虾生长阶段需要蜕壳[仰自而刚蜕壳后的软壳整虾可食部分大大增加，几乎整体可食，与硬

壳整虾相比其经济价值大大提高，且食用方便，营养丰富，口味独特，深受消费者喜爱，具有很强的市场

竞争力，产品供不应求。

适宜于进行软壳萤虾生产的种类主要为克氏原萤虾。克氏原整虾头胸部较大，硬壳虾可食部分仅

为 159毛左右，而软壳克氏原整虾可食部分超过 90%[ 口]。

美国为最早开发和利用软壳克氏原整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生产和消费软壳克氏原整虾最多的国

家。在美国，其市场价格为硬壳克氏原整虾的 10 倍甚至更高。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软壳

克氏原整虾产业发展迅速，生产方法不断改进，逐渐由原来的开放式流水高密度养殖生产系统发展到较

为成熟的全封闭循环式生产系统，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软壳克氏原整虾生产模式[ 12 ， 59] 。

1988 年美国有 150 余家软壳克氏原整虾生产商，年产软壳虾 50 t。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软壳克

氏原整虾产业增长迅速，有 300 多家生产商，年产量超过 200 t。但随后产业发展急剧下降，至 90 年代

中期，美国软壳克氏原整虾生产商不超过 12 家，年产量仅 100t 左右阳]。软壳克氏原整虾产业发展受

挫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成本太高，其市场价格不能保证盈利。现阶段美国市场每年的软壳克氏原萤虾

市场需求量为 1 500 t 左右，而美国自己生产的软壳克氏原整虾数量远远达不到此要求，且价格较高，并

无竞争优势，市场缺口较大，这给我国发展这个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我国克氏原整虾资源丰富，产量巨大。如果在我国进行软壳克氏原整虾的生产和加工，其生产成本

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出口欧美，将会极大激活欧美市场对软壳虾的需求，从而带动国内克氏原整虾养殖

产业化和加工的迅速发展。

5 开发和利用淡水整虾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目前人民食物结构中依然以消费淀粉类谷物为主，

与先进国家相比，人均蛋白质消费水平仍很低，特别是动物性蛋白的消费量甚至低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平均水平。因此，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淡水整虾资源，可以改善人民的食物结构。虾历来是各国人民

喜爱的水产品，我国每年虾的消费量也很大，但目前我国淡水虾类养殖种类不多，产量较低，且我国对虾

生产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因环境污染和虾病蔓延而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因此虾类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市

场需求，这为我国淡水整虾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在我国，最具有发展潜力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淡水整虾种类当属克氏原整虾。但目前我国对克氏

原整虾的开发和利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同省份之间克氏原整虾产业发展差异很大，很多地方甚至

将其视为敌害生物而加以清除。如能合理利用我国的资源优势，势必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淡水萤虾的产

业格局。克氏原整虾肉味鲜美，含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一定的食

疗保健作用，可治疗多种疾病[6日， 61] 。其具有食性杂、繁殖力强、适应范围广、对环境要求低、生长快、抗

病力强、成活率高等优点，进行人工养殖技术并不复杂，养殖周期也较短，投入成本很低。此外，克氏原

整虾还可以进行软壳虾的生产，进一步提高其市场价值及竞争力，前景比较光明。近年来，国内外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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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原整虾的需求量也很大，利润较高。由于克氏原整虾虾仁、虾黄及整条虾出口迅速增加，带来了大量

捕捞现象，致使自然条件下的克氏原萤虾资源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开展克氏原整虾的人工养殖，不仅能

出口创汇，还可以为国内市场提供精美的水产品，为名特优水产动物提供优质动物蛋白饲料，同时有利

于水体生态平衡。因此，开展克氏原整虾养殖生产，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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