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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比较中华绒螯蟹育种群体与野生群体后代的生长发育，在生态池塘中放置网箱开展了中华绒螯蟹
养殖实验，按照亲本来源和规格不同设置３个处理，处理Ａ：育种群体后代，母本质量为（１５０．３９±５．８２）ｇ，父
本质量为（３００．２３±９．６１）ｇ；处理 Ｂ、Ｃ：野生群体后代，母本质量分别为（１５０．４７±６．２８）ｇ和（２５０．３３±
８．６８）ｇ，父本质量均为（３００．５６±１０．２７）ｇ。每个处理设４个平行，每个网箱放养中华绒螯蟹５００只，以水花
生为隐蔽物，从大眼幼体开始养殖，保持生长环境相同且适宜生长。经过１５８ｄ的养殖，处理Ａ、Ｂ和Ｃ的体质
量分别增长１２７３．００、１２５８．１７和１３６３．９５倍。长成蟹种后综合指标最佳的是处理Ｃ，处理Ｃ的体质量、壳长和
壳宽显著优于Ａ和Ｂ（Ｐ＜０．０５）。处理Ａ平均成活率最高，分别较Ｂ和Ｃ高１．４０％和３．００％。综合研究表
明：大规格野生母本后代生长性状优于小规格野生母本后代与小规格育种母本后代，存在母本效应。育种群

体较野生群体更能适应池塘水体养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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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俗称河蟹，隶
属于甲壳纲（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十足目（Ｄｅｃａｐｏｄａ）、方
蟹科（Ｇｒａｐｓｉｄａｅ）、绒螯蟹属（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是我国特
产，因其具有独特的风味、营养和较高的经济价

值而受到广大水产养殖者的青睐［１］。目前，河蟹

苗种培育技术已很成熟，池塘生态养殖被普遍采

用［２］。另外，网箱养殖也以其机动灵活、高产等

特点受到了广大渔民的喜爱，并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３－４］。

目前，国内关于中华绒螯蟹的研究主要有稻

蟹共作模式对水质指标、浮游动植物群落、水稻

产量等的影响［５－８］，中华绒螯蟹蜕皮激素受体基

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９－１０］，中华绒螯蟹饲料中主

要氨基酸和脂肪酸的最适添加量［１１－１２］，中华绒

螯蟹配套系育种群体和野生群体遗传多样性比

较分 析［１３］ 等；国 外 对 日 本 绒 螯 蟹［１４］ （Ｅ．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和蜘蛛蟹科［１５－１７］（Ｍａｊｉｄａｅ）也有较多的

研究，但有关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人工育种群体

与野生群体后代生长特性比较的研究国外均未

见报道。本实验探究了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人

工育种群体与野生群体在１龄蟹种阶段的蜕壳、
生长及形态学变化，并作对比分析。希望为中华

绒螯蟹亲本选育提供基础资料，进一步完善中华

绒螯蟹生长发育方面的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地点
本实验于２０１４年５～１０月在上海市崇明县

新河镇新建村上海福岛水产专业养殖合作社基

地（３１°３６′Ｎ～３１°３３′Ｎ、１２１°３３′Ｅ～１２１°３０′Ｅ）
进行。该区环江靠海，雨水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１０２５ｍｍ左右，全年的日照数为２０９４．１９ｈ，年
平均气温 １５．２４℃，空气相对湿度常年保持在
８０％，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平均海拔３．７３ｍ。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５卷

１．２　实验材料
育种群体亲蟹是中华绒螯蟹配套选育系群

体第５代（Ｆ５）的亲本群体，由上海市中华绒螯蟹
产业技术体系苗种基地提供，野生群体亲蟹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采集于长江口九段沙水域，在上海市中
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苗种基地培育。实验设

置３个处理：母本重（１５０．３９±５．８２）ｇ，父本重
（３００．２３±９．６１）ｇ的育种群体后代设为Ａ；父本
重均为（３００．５６ ±１０．２７）ｇ，母本重分别为
（１５０．４７±６．２８）ｇ和（２５０．３３±８．６８）ｇ野生群
体后代设为Ｂ、Ｃ。每个处理４个平行。试验池塘
长５６ｍ，宽３４ｍ，面积１９０４ｍ２。实验网箱为拉
链式全封闭尼龙网箱，前期网箱网目大小为１．２５
ｍｍ；后期网目为 ４．２５ｍｍ，网箱长 ×宽 ×高为
２．００ｍ×１．００ｍ×１．５０ｍ。

１．３　实验设计
实验网箱１２个，采用拉丁方设计放置（图１）

于池塘正中央环沟内区域，每排网箱间距为２ｍ。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将大眼幼体放养于池塘内，密
度约为２１万只／６６７ｍ２，同时将大眼幼体按每箱
５００只放养于实验网箱中，大眼幼体均质量为
（６．００±０．４８）ｍｇ。每个网箱投放等量沉水植物
伊乐藻（Ｅｌｏｄｅａｎｕｔｔａｌｌｉｉ）和浮水植物水花生
（Ａｌｔｅｍａｎｔｈｅｎａ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并确保在养殖过程
中水草覆盖面积６０％左右。在各网箱中央放置
一饵料盘，长×宽为０．３０ｍ×０．５０ｍ，用绳系于
网箱顶，可拉出水面投放饵料和观察大眼幼体的

摄食。饲料每天１７：００按王武等［１８］（表１）方案
投喂，并根据实际摄食适量增减。网箱每４ｄ清
理一次，以保证网箱的透水性。

表１　蟹种在不同发育阶段的投饵状况和要求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ｆｅｅ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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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网箱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ｃａｇ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伊乐藻；２．水花生；３．环沟；４．环沟内区域；５．塘埂与
环沟之间区域

１．Ｅｌｏｄｅａｎｕｔｔａｌｌｉｉ；２．Ａｌｔｅｍａｎｔｈｅｎａ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ｇｒｏｏｖｅ；４．Ｔｈｅａｒｅａｉ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ｇｒｏｏｖｅ；５．Ｔｈｅａｒｅ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ｏｎｄｄａｍ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ｇｒｏｏｖｅ

１．４　采样分析方法
１．４．１　采样时间

在河蟹大批（８０％ ～８５％）蜕壳完成后蟹壳
刚固化时进行采样。

１．４．２　采样方式和数量
网捕，随机采样，不分大小，每个网箱≥ ３０

只。采样共１１次，分别对应河蟹的１１次蜕壳。
１．４．３　测量指标

体质量称量用分析天平（精确度０．１ｍｇ），单
个称量，称量前用吸水纸吸去蟹壳外部水分。壳

长、壳宽、体高测量用电子数显卡尺，精确度０．０１
ｍｍ，以头中部凹陷处到尾部垂线距离为壳长，以
壳的最宽处作为壳宽。另外对成活率进行了３次
统计，时间分别在第３次蜕壳、第９次蜕壳和实验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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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第１１次蜕壳）。
１．４．４　水质监测

水质监测每１０ｄ进行一次。实验期间水温
为１９．８～３１．４℃，ｐＨ为７．３～８．４，溶解氧为
５．０～１５．０ｍｇ／Ｌ，氨氮（ＮＨ＋４Ｎ）含量小于 ０．１
ｍｇ／Ｌ，亚硝酸盐氮小于０．１ｍｇ／Ｌ。溶解氧和水温
采用美国 ＹＳＩ５５０Ａ溶氧仪测定，ｐＨ采用 ＰＨＳＪ３Ｆ
型实验室 ｐＨ酸度计测定，氨氮采用纳氏试剂光
度法测定，亚硝酸盐（ＮＯ－２Ｎ）采用盐酸萘乙二胺
比色法测定。

１．５　计算方法
Ｃｎ（％）＝ａｎ／ａ×１００％ （１）

式中：Ｃｎ为成活率；ａｎ为第ｎ次蜕壳后河蟹数量；
ａ为初始投放河蟹数量。

ＳＧＲ－ｎ（％／ｄ）＝１００×（ｌｎＷｎ－ｌｎＷｎ－１）／ｔ

（２）
式中：ＳＧＲ－ｎ为第 ｎ次蜕壳后的特定生长率；Ｗｎ为
第ｎ次蜕壳后河蟹体质量；Ｗｎ－１为第ｎ－１蜕壳后
河蟹体质量；ｔ为养殖天数或蜕壳所需天数。
１．６　数据统计及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作图、
统计和方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体质量的增长
体质量增长见图２和表２。１１次蜕壳后处理

Ａ、Ｂ、Ｃ体质量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第１、３、４次蜕壳后，处理 Ｃ体质量显著高于 Ｂ和
Ａ（Ｐ ＜０．０５），处理 Ｂ体质量显著高于 Ａ（Ｐ＜
０．０５）；第２次蜕壳后，处理 Ｃ体质量显著高于 Ｂ
和Ａ（Ｐ＜０．０５），处理 Ａ和 Ｂ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第５次蜕壳后，处理Ｃ体质量显著高于 Ａ
（Ｐ＜０．０５），处理 Ａ与 Ｂ、Ｂ与 Ｃ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第６次蜕壳后，处理 Ｂ和 Ｃ体质量
显著高于Ａ（Ｐ＜０．０５），处理 Ｂ和 Ｃ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第９次蜕壳后，处理Ａ体质量显著高
于Ｂ和 Ｃ（Ｐ ＜０．０５），处理 Ｂ和 Ｃ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第７、８、１０、１１次蜕壳后，处理Ｃ体质
量显著高于Ｂ和Ａ（Ｐ＜０．０５），处理 Ａ体质量显
著高于Ｂ（Ｐ＜０．０５），见表３。

第１１次蜕壳后，河蟹成长为一龄蟹种，从第
１１次蜕壳后体质量数据可以看出，处理 Ｃ体质量
显著高于Ｂ、Ａ（Ｐ＜０．０５），Ａ体质量显著高于 Ｂ

（Ｐ＜０．０５）。
经过１５８ｄ的养殖，处理 Ａ、Ｂ和 Ｃ河蟹平均

体质量从（６．００±０．４８）ｍｇ分别增至（７６３８．２０±
７９３．５６）ｍｇ、（７５４９．４０±８２７．６７）ｍｇ和
（８１８３．７０±９８７．３１）ｍｇ，分别增长了 １２７３．００、
１２５８．１７和 １３６３．９５倍，特定生长率分别为
（４．５３％ ±０．０８％）／ｄ、（４．５２％ ±０．０９％）／ｄ和
（４．５７％±０．１１％）／ｄ，处理Ａ、Ｂ、Ｃ特定生长率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图２　中华绒螯蟹１１次蜕壳的体质量增长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ｉｍｅｓｍｏｌｔ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２　壳长的增长
壳长的增长见图３和表２。除第８次蜕壳外，

其余１０次蜕壳后处理Ａ、Ｂ、Ｃ壳长均表现出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第１、５次蜕壳后，处理Ｂ和Ｃ
壳长显著长于Ａ（Ｐ＜０．０５），处理 Ｂ与 Ｃ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第２、１０次蜕壳后，处理 Ｃ壳长
显著长于Ａ和Ｂ（Ｐ＜０．０５），处理 Ａ与 Ｂ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第３、４次蜕壳后，处理Ｃ壳长显
著长于Ｂ和Ａ（Ｐ＜０．０５），处理 Ｂ壳长显著长于
Ａ（Ｐ＜０．０５）；第６次蜕壳后，处理Ａ和Ｂ壳长显
著长于 Ｃ（Ｐ ＜０．０５），处理 Ａ与 Ｂ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第７次蜕壳后，处理Ｃ壳长显著长于
Ｂ和Ａ（Ｐ＜０．０５），处理Ａ壳长显著长于Ｂ（Ｐ＜
０．０５）；第９、１１次蜕壳后，处理 Ｃ和 Ａ壳长显著
长于Ｂ（Ｐ＜０．０５），处理Ｃ与Ａ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

从第１１次蜕壳后壳长数据可以看出，处理 Ｃ
和Ａ壳长显著长于Ｂ（Ｐ＜０．０５），处理 Ｃ与 Ａ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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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种规格蟹种１１次蜕壳生长性状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ｓｉｚｅｓａｔｅｌｅｖｅｎｔｉｍｅｓｍｏｌｔ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蜕壳次数

ｍｏｌｔｔｉｍｅｓ
第１次
ｆｉｒｓｔ

第２次
ｓｅｃｏｎｄ

第３次
ｔｈｉｒｄ

第４次
ｆｏｕｒｔｈ

组别／日期
ｇｒｏｕｐ／ｄａｔｅ

５月１８日
Ｍａｙ１９ｔｈ

５月２２日
Ｍａｙ２３ｔｈ

５月２６日
Ｍａｙ２７ｔｈ

５月３１日
Ｍａｙ３１ｔｈ

体质量／ｍ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Ａ ９．４０±０．３８ｃ ２０．１０±０．７１ｂ ５６．５０±２．６９ｃ １１２．８０±７．０３ｃ

Ｂ ９．７０±０．５４ｂ ２０．３０±０．８５ｂ ６２．００±３．５６ｂ １２１．３０±８．５９ｂ

Ｃ １０．２０±０．７４ａ ２１．４０±０．９８ａ ７０．４０±４．３３ａ １３６．７０±９．７２ａ

壳长／ｍｍ
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Ａ ３．０７±０．０３ｂ ３．８７±０．０４ｂ ４．９７±０．０６ｃ ６．０６±０．１２ｃ

Ｂ ３．１１±０．０３ａ ３．８６±０．０５ｂ ５．０５±０．０７ｂ ６．１３±０．１５ｂ

Ｃ ３．１３±０．０３ａ ３．９２±０．０５ａ ５．２６±０．０９ａ ６．２０±０．１９ａ

壳宽／ｍｍ
ｓｈｅｌｌｗｉｄｔｈ

Ａ ２．８４±０．０２ｂ ３．８０±０．０４ｂ ５．３０±０．０９ｃ ６．９４±０．０９ｃ

Ｂ ２．８７±０．０３ａｂ ３．８２±０．０５ａｂ ５．５０±０．１１ｂ ７．０７±０．１４ｂ

Ｃ ２．８８±０．０３ａ ３．８４±０．０６ａ ５．５８±０．１３ａ ７．１２±０．１７ａ

指标

ｉｎｄｅｘ

蜕壳次数

ｍｏｌｔｔｉｍｅｓ
第５次
ｆｉｆｔｈ

第６次
ｓｉｘｔｈ

第７次
ｓｅｖｅｎｔｈ

第８次
ｅｉｇｈｔｈ

组别／日期
ｇｒｏｕｐ／ｄａｔｅ

６月９日
Ｊｕｎｅ９ｔｈ

６月２１日
Ｊｕｎｅ２１ｔｈ

７月５日
Ｊｕｌｙ５ｔｈ

７月２２日
Ｊｕｌｙ２２ｔｈ

体质量／ｍ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Ａ ２５８．３０±１０．１１ｂ ４９３．７０±１８．８８ｂ ８６０．５０±３５．６２ｂ １５３４．８０±１２６．３４ｂ

Ｂ ２５９．１０±９．５８ａｂ ５０９．８０±２５．６６ａ ８３８．２０±３８．８３ｃ １５１３．７０±１４４．２１ｃ

Ｃ ２６８．８０±１１．３３ａ ５０７．９０±３１．２４ａ ９０６．４０±４６．７５ａ １６１１．９０±１７９．６５ａ

壳长／ｍｍ
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Ａ ８．０１±０．１３ｂ ９．７５±０．２６ａ １１．５２±０．４６ｂ １４．７８±０．５８ａ

Ｂ ８．１０±０．１８ａ ９．７７±０．２７ａ １１．３１±０．５１ｃ １４．７１±０．６２ａ

Ｃ ８．１５±０．２３ａ ９．７１±０．３１ｂ １１．７９±０．５９ａ １４．８３±０．８１ａ

壳宽／ｍｍ
ｓｈｅｌｌｗｉｄｔｈ

Ａ ８．９７±０．１５ｂ １０．７７±０．２６ａ １２．４６±０．４４ａ １５．５６±０．８１ａｂ

Ｂ ８．８８±０．１７ｃ １０．７０±０．３３ａｂ １２．３８±０．５３ａ １５．４４±０．９２ｂ

Ｃ ９．０６±０．２２ａ １０．５９±０．３７ｂ １２．５６±０．６２ａ １５．６５±１．０３ａ

指标

ｉｎｄｅｘ

蜕壳次数

ｍｏｌｔｔｉｍｅｓ
第９次
ｎｉｎｔｈ

第１０次
ｔｅｎｔｈ

第１１次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组别／日期
ｇｒｏｕｐ／ｄａｔｅ

８月１０日
Ａｕｇｕｓｔ１０ｔｈ

９月５日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５ｔｈ

１０月１５日
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５ｔｈ

体质量／ｍ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Ａ ２４７６．８０±２６６．７１ａ ４２６６．３０±４３７．５３ｂ ７６３８．２０±７９３．５６ｂ

Ｂ ２３９０．６０±２５５．６７ｂ ４２０９．７０±４７９．３５ｃ ７５４９．４０±８２７．６７ｃ

Ｃ ２４０１．５０±２７９．４６ｂ ４４１２．６０±５５３．６６ａ ８１８３．７０±９８７．３１ａ

壳长／ｍｍ
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Ａ １６．８５±０．９５ａ ２０．１９±１．３３ｂ ２３．１５±１．３３ａ

Ｂ １６．３９±１．１７ｂ ２０．１１±１．３８ｂ ２２．８６±１．６８ｂ

Ｃ １６．８６±１．３４ａ ２０．６３±１．４９ａ ２３．２３±１．７７ａ

壳宽／ｍｍ
ｓｈｅｌｌｗｉｄｔｈ

Ａ １８．２６±１．０８ａ ２２．１３±１．４６ａ ２５．６７±１．７９ａ

Ｂ １７．８８±１．２３ｂ ２１．３７±１．５９ｂ ２５．２４±１．９９ｂ

Ｃ １８．１１±１．４２ａ ２２．２５±１．７３ａ ２５．７８±２．０６ａ

注：在同一列数据右上角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２．３　壳宽的增长
壳宽增长见图４和表２。除第７次蜕壳外，

其余１０次蜕壳后处理Ａ、Ｂ、Ｃ壳宽均表现出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第１、２次蜕壳后，处理 Ｃ壳
宽显著宽于Ａ（Ｐ＜０．０５），处理Ａ与Ｂ、Ｂ与Ｃ差
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第３、４次蜕壳后，处理 Ｃ
壳宽显著宽于Ｂ和Ａ（Ｐ＜０．０５），处理Ｂ壳宽显
著宽于 Ａ（Ｐ＜０．０５）；第５次蜕壳后，处理 Ｃ壳
宽显著宽于Ｂ和Ａ（Ｐ＜０．０５），处理Ａ壳宽显著
宽于Ｂ（Ｐ＜０．０５）；第６次蜕壳后，处理 Ａ壳宽

显著宽于Ｃ（Ｐ＜０．０５），处理Ａ与Ｂ、Ｂ与Ｃ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第８次蜕壳后，处理 Ｃ壳宽
显著宽于Ｂ（Ｐ＜０．０５），Ａ与Ｃ、Ａ与Ｂ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第９、１０、１１次蜕壳后，处理Ｃ和Ａ
壳宽显著长于Ｂ（Ｐ＜０．０５），Ｃ与 Ａ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从第１１次蜕壳后壳宽数据可以看出，处理Ｃ
和Ａ壳宽显著长于Ｂ（Ｐ＜０．０５），Ｃ与 Ａ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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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华绒螯蟹１１次蜕壳的壳长增长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ｉｍｅｓｍｏｌｔ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图４　 中华绒螯蟹１１次蜕壳的壳宽增长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ｉｍｅｓｍｏｌｔ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ｗｉｄ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４　壳长、壳宽与蜕壳间期时长的关系
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育种群体和野生群体

蜕壳间期的平均时长均以壳宽或壳长的指数增

长（图５，其中Ｒ２为相关系数）。
２．５　河蟹成活率的对比结果

第１１次蜕壳后，河蟹成长为一龄蟹种，且处
理Ａ、Ｂ、Ｃ成活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从第
１１次蜕壳后平均成活率数据可以看出，处理Ａ平
均成活率最高，分别较 Ｂ、Ｃ高１．４０％、３．００％，Ｂ
平均成活率较Ｃ高１．５０％（表３）。

３　讨论

３．１　影响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育种群体与野生
群体生长发育的因素

影响中华绒螯蟹幼蟹生长发育的因素主要有

图５　 中华绒螯蟹蜕壳育种群体（Ａ）
和野生群体（Ｂ、Ｃ）间期时长与壳宽、壳长的回归分析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ｌｔｉｎｔｅｒ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ｗｉ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Ｃ）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种群来源、水质、水温、饵料、遗传和放养密度［１８］。

据报道，在鱼类早期的生长中母本效应普遍存

在［１９］。ＢＡＮＧ等［２０］采用因子设计法对大西洋鲱

鱼仔鱼性状表型变异的研究表明，母本效应明显

存在于仔鱼重量及卵黄囊体积上。许益铵［２１］对

大黄鱼的研究发现，通过比较大黄鱼的绝对增长

率和体质量参数得出母本体质量较大的家系组

多数较母本体质量较小的家系组大，表明多数家

系表现出母本效应。因此在对育种家系的选育

上，雌性亲本选择性状较好的家系对后代更有

利。本实验在水温、水质、饵料和放养密度相同

的条件下，一龄蟹种阶段，Ｃ在体质量、壳长、壳宽
方面显著好于Ｂ，在体质量方面显著好于 Ａ；Ｃ腹

３４８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５卷

肢更长更大。即大规格野生母本后代在一龄蟹

种阶段生长性状优于小规格野生与育种母本后

代，存在母本效应。另外黄姝等［２２］在实验室条件

下做了中华绒螯蟹成蟹阶段的蜕壳与生长观察

后认为，在生产上选取规格较大的一龄蟹种能有

效提高成蟹的育成规格。因此推断，用大规格的

河蟹做母本繁育的后代成蟹育成规格优于小规

格母本后代。

表３　 ４种规格蟹种成活率的对比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ｉｎｆｏｕｒｓｉｚｅｓ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网箱号

ｎｕｍｂｅｒ

Ａ组 Ａｇｒｏｕｐ
存活数量／只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Ｂ组 Ｂｇｒｏｕｐ
存活数量／只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Ｃ组 Ｃｇｒｏｕｐ
存活数量／只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１ １３２ ２６．４０ａ １２７ ２５．４０ａ １１９ ２３．８０ａ

２ １４５ ２９．００ａ １３５ ２７．００ａ １２８ ２５．６０ａ

３ １４８ ２９．６０ａ １４２ ２８．４０ａ １３３ ２６．６０ａ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４１．７０ ２８．３３ １３４．７０ ２６．９３ １２６．７０ ２５．３３
注：在同一列数据右上角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ｍ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另外，研究表明，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育种
群体和野生群体蜕壳间期的平均时长均以壳宽

或壳长的指数增长。此结果与张庆阳［２３］等对辽

河水系中华绒螯蟹的研究结果相同，且与国外对

远洋梭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ｐｅｌａｇｉｃｕｓ）的研究结果蜕壳
间期时长以体长的三次方或者对数增长［２４］不同。

３．２　野生群体与育种群体比较
吴廉等［１３］通过微卫星分子标记方法研究中

华绒螯蟹配套系育种群体与野生群体后认为，人

工选择作用促进了配套系育种群体与野生群体

的遗传分化并导致了育种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下

降，而配套系育种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配套

子代的遗传多样性。何杰等［２５］则认为，长江水系

野生大眼幼体在成蟹阶段的养殖性能优于人工

繁育大眼幼体。而我们研究却发现，Ａ在体质量、
壳长、壳宽方面均显著优于Ｂ，证明了育种工作的
显著性和重要性。另外，就成活率而言，育种群

体后代要比野生群体后代略高，我们认为是育种

群体经过驯化更能适应池塘水体环境的缘故。

由于本实验是在室外池塘网箱中进行的，实验可

能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且主要针对的是中华绒

螯蟹野生与育种群体后代一龄蟹种阶段的生长

发育情况对比，今后会进行成蟹阶段的生长发育

对比实验，进一步比较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野生

群体与育种群体的生长发育差异。

衷心感谢陶程、杨永超、吴永安和崇明福岛水产专业

养殖合作社沈亚达理事长在实验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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