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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红螯螯虾的繁殖习性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性成熟的雌虾通常经过生殖蜕皮后交配、产卵，

受精卵粘附于腹肢的刚毛上；在水温%A\左右的条件下，幼体孵出约需I$天，性成熟雌虾能多次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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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螯螯虾（23"%$BC9$D%,?$%,($&91）又称

淡水龙虾，隶属甲壳纲、十足目、拟螯虾科、光壳

虾属。该虾体色随栖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

般为蓝绿色或褐绿色，外形酷似海水中的龙虾，

成体雄虾第一对螯足的大螯外侧有一柔软膜质

的鲜红斑块，故此得名。该虾原产于澳大利亚

北部，是淡水虾中个体较大的种类之一，具食性

杂、生长快、适应性强、抗病力强等特点；其肉质

细嫩、味道鲜美、可食比率高，因此，具有很高的

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养殖前景。我国于?SS;年

引入该种，先后在广东、湖北、福建、江苏、山东、

北京、天津等地试养、繁殖，作者对其繁殖生物

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目的在于人工繁殖该虾

虾苗，为规模化养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报道

了红螯螯虾的繁殖习性，并对其繁殖过程中的

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8 材料与方法

研究工作从?SSV年?月开始到?SSQ年

?;月底结束。

898 主要设施和水源 研究用玻璃缸=;JMW
O>JMW>=JM，缸内底部放置砖块瓦片，供亲虾

隐蔽栖息。每缸配有间歇增氧控制装置、充气

泵、人控控温装置。缸口盖铁丝网，防止亲虾逃

逸。缸的上方增设白炽灯。养殖用水为普通自

来水，经除氯、曝气一个月以上备用。

89: 亲虾来源和养殖 成熟亲虾由浙江淡水

水产研究所提供。个体长约?<JM，附肢完整，

活力强，体色好。每缸放养?只雄虾，;只雌

虾，并放少量水生植物，如水葫芦、浮萍等。水

温控制在;QR，充气泵间歇增氧，每缸上方架

设一白炽灯（=<9），白天照明Q小时补充室内

日光光照的不足。每天晚上投喂颗粒饲料、小

杂鱼或夹碎的螺蛳，投喂量为亲虾体重的XY
左右。每天早上吸除残饵和排泄物，并加注少

量新鲜水。

89; 亲虾抱卵和孵化 雌雄虾交配后，去除雄

虾，连续观察雌虾抱卵的全过程。雌虾抱卵孵

化期间严格控制水温在;QR，增加投饵量至亲

虾体重的QY左右。观察雌虾所抱卵粒的发育

情况，尽量轻抓轻放，避免惊吓亲虾，弹动腹部

而造成落卵。当虾卵孵出幼虾，继续培育，至幼

虾离开母体为止。后幼虾和亲虾分开精养，并

观察亲虾再次抱卵的繁殖习性。

89< 观察 仔细观察雌雄虾的行为、活动规律

以及交配行为。雌雄虾一经交配，连续观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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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的全过程。定时观察雌虾所抱卵粒的发育情

况，并记录和拍照。

! 结 果

!"# 雌雄亲虾的主要形态差异 成熟的亲虾

有显著的第二性征，因此雌雄虾易于区别：一般

同龄雄虾比雌虾个体大，雄虾大螯的外侧有明

显的红斑印，而雌虾无此明显的特征。雄虾的

生殖孔位于第五对步足基部，具有一对球形的、

细长而带硬棘的棒状生殖突起，交配时精荚从

这里排出。雌虾在第三对步足基部有一对生殖

孔，呈圆盘状的突起，不具硬棘棒，成熟卵从这

里排出。

!"! 生殖蜕皮 在水温!"#左右，成熟的雌性

红螯螯虾必须经过一次所谓的“交配前蜕皮”或

“生殖蜕皮”才能交配、产卵及受精。

雌虾蜕皮前，常静卧于玻璃缸的角落或隐

蔽的地方，极少取食。蜕皮时间有个体差异，短

则$小时左右，长的可达!%小时左右。蜕皮

时，虾体不断屈伸，其尾扇张开；头胸部与腹部

之间的膜质部变宽；第一、二步足运动加强，并

不时地夹附水底物，第三、四、五步足用力支撑

身体，触角不停地颤动。此时虾体侧卧，旧壳在

头胸部与腹部相连结处背面的膜质部破裂，然

后虾体稍弯，头胸部撑开头胸甲；步足的基部抖

动，逐渐使整个步足自旧壳抽出；紧接着腹部附

肢、尾扇也开始蜕离旧壳。当头胸部的步足蜕

离旧壳，虾体颤动加强，直至附肢、尾扇、触须等

完全从旧壳中蜕出。刚蜕壳的雌虾体柔软，步

足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通常静卧在缸底，不

食，少游动。这时易受到其它虾的伤害。因此，

雌虾蜕皮时，常有雄虾相伴，起到保护的作用。

实验中观察到雌虾蜕皮在夜间进行的有&$只，

黄昏和黎明蜕皮的有"只，其它时间的有!只。

!"$ 交配 交配前，雄虾常以螯足护卫在雌虾

体侧，并用触须探索周围异情，若发觉有其它虾

靠近便举起螯足驱赶，以防雌虾被其它雄虾夺

走。若雌虾游动离开雄虾，雄虾紧随其后，当雌

虾蜕皮时，守候在旁边的雄虾异常活跃，伺机交

配。

交配时，雄体用螯足钳住雌体一侧的第二

触角或头胸部其它突出物，随即将雌体翻转，使

其腹面朝上。雄体就踏在雌体身上，腹面对着

腹面，此时雄虾排出白色凝胶状精荚，附于雌体

腹面第三、四对步足间。交配完成，雌雄两个个

体分开。

在整个交配过程中，雌体柔软，活动力差。

拥抱交配，未发现有雄虾伤害雌虾的现象；但雌

虾的甲壳一旦变硬，雌雄虾不再交配。精荚呈

一白色半透明胶状块，胶块长度约为’!())，

无固定的形态。

!"% 产卵 红螯螯虾雌体生殖蜕壳后，接受交

配和产卵。产卵前，雌虾的甲壳尚未变硬，常静

卧水底，极少游动，仅见有步足抓摸虾体各部。

随着虾体逐渐变硬，附肢运动加强，开始用步足

支撑身体，并清理附肢上的刚毛，附肢不停地摆

动似游泳状。

产卵时，雌虾通常卷屈身体形成一临时的

产卵室。同时步足支撑身体，肌肉收缩，腹部不

停地隆起、伸直，卵子从雌性生殖孔排出，精荚

随即破裂，放出的精子与卵子相遇完成受精。

然后由第一步足将受精卵向后推至腹部，借助

于粘液腺分泌，受精卵附着腹肢的刚毛上。至

产卵后期，可明显地看到随着腹肢的运动，卵子

前后摆动。整个产卵过程的时间由$分钟至

’%分钟不等。

!"& 孵化 雌虾的抱卵数量与雌虾个体大小、

年龄和营养状况有关。本实验中饲养*%只抱

卵亲虾均为&龄虾，个体大小&&!&*+)左右，

通常在$%!&%%,之间，所产卵大约在&$%!
*%%粒。在适宜的温度和良好的营养状况下，

雌虾可再次抱卵，但卵量明显减少。

雌虾抱卵后，腹部常卷曲，以保护受精卵不

受伤害。并喜栖息在隐蔽处，活动量减少，具有

较强的攻击性。亲虾时常伸展腹部并划动游泳

足，使受精卵得到充分的氧气。还用步足梳理

卵块，除掉死卵，以免因死卵腐败而影响其它卵

的正常孵化。

受精卵呈椭圆形，表面光滑，卵径为!-%
)).&-%))左右。最初为土黄色或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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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胚胎的发育，卵色逐渐成为黄色，并在无卵

柄端出现白色的透明小区；发育至中期，卵色为

橙黄色，透明小区不断增大，并在透明区内出现

眼点；发育至末期，卵为橙黄色，眼点增粗为复

眼，透明区域约占总体积的一半，并可观察到卵

内胚胎附肢的抖动；最后卵膜破裂，幼体孵出。

此时卵黄尚未消化，稚虾也依附于母体，依靠自

身卵黄提供的养料使个体不断长大，约经!!
"#天便可离开母体营独立生活，此时幼虾个体

达#$%&’左右。在(%)水温下，整个胚胎发

育的时间约为*+天左右。

! 讨 论

!"# 水温与抱卵的关系 亲虾能否抱卵，主要

与水温和性腺是否成熟两方面的因素有关。当

年养成,#-的"龄雌虾均能作为繁殖亲本。

但是从"#月底捕捞的亲虾性腺经组织学观察，

雄虾输精管内充满成熟精荚（或精子），已为繁

殖作好了准备。而部分雌虾生殖腺的卵子尚未

完全成熟，这种现象，虽然完全与动物生殖生物

学规律吻合，但卵巢仍不能自然成熟，必须经过

室内人工控温精心饲养一段时间方可。

通常水温在(#)以下很少有红螯螯虾产

卵现象，水温在(#)以上，红螯螯虾始能顺利

交配、产卵繁殖［"］。本实验采用人工控温(%)
促产。但是放置亲虾时，各种实验起始温度（约

(#)）尽管相同，升温的幅度不同，结果也不尽

相同。水温由(#)升至(%)过程中，缓慢升温

（每天升温#$,)）比短时间（每天升温"$#)）

升至(%)的效果好，前者有(#.的雌虾抱卵，

后者则有,.的雌虾抱卵。同时在恒温(%)
时，水温有"!()的波动能提高促产率，因此

温度在一定的幅度内波动可能对亲虾的促产有

诱导作用。但是亲虾一旦抱卵，温度波动很大

会使亲虾落卵，从而影响孵化率。

!"$ 生殖蜕皮与交配的关系 通常认为十足

目虾类在交配之前，雌性个体有生殖蜕皮现

象［(，*］。红螯螯虾在(%)水温中生殖蜕皮后，

即能交配，交配后约(/小时内排卵［/］。本实验

采用的也是(%)水温，并观察到上述结果。但

是并非所有的雌性个体生殖蜕皮后，即与雄性

个体交配。实验中观察到有如下几种情况：一

是!#.的雌虾生殖蜕皮后，立即交配，并能在

(/小时内排卵，此时雌体身体尚未完全硬化；

二是"#.的雌虾生殖蜕皮后，立即交配，但排

卵在数天内进行；三是0.的亲虾第一次抱卵

孵化后，再精养一段时间，能交配再次抱卵，但

并未再有蜕皮现象；其次亲虾第一次抱卵孵化

后，也能发生生殖蜕皮，并交配，但需经数天后

再次抱卵。因此，红螯螯虾的繁殖习性显然不

同于其它虾类，罗氏沼虾［(］蜕皮后，必须立即

交配，并在(/小时内产卵，否则虾体硬化后，不

再交配，即使交配，必然会影响卵的排出和附

着。本实验中观察到数天后排出的卵似乎受精

率不高，在发育过程中死卵或坏卵较多。因此，

生殖蜕皮—交配—排卵三个环节之间的变化，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培养的亲虾密度过高、

换水频繁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延时排卵，将会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红螯螯虾正常的生殖过程，

从而降低出苗率。

!"! 产卵周期 关于虾蟹类的产卵周期，有关

学者做过一些报道，性成熟的日本沼虾［*］一年

可产卵%!+次，河蟹［,］也有多次，四脊光壳螯

虾［0］一年可产卵*!/次。本实验中雌虾在/
个月内抱卵两次，但是第二次抱卵量少于第一

次抱卵量。有部分雌虾第一次抱卵孵化后，在

实验室的条件下不再进行生殖蜕皮，也未见再

次抱卵现象，这可能与营养或环境条件有关。

因此在生产上需要雌虾多次产卵，加强饲养管

理十分必要。

抱卵量、卵粒大小与亲虾个体大小及产卵

期密切相关。据报道［!，%］，选择个体大的虾做

亲本，一只雌虾最多一次可产卵"###多个。

本实验的亲虾,#!"##-之间，产卵在",#!
/##粒之间。若能对繁殖用的亲虾精心饲养，

必然能提高产卵量，从而提高苗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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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单独在黄颡鱼肠中分布的相似性比例12K)L+*&。它们共同寄生

在黄颡鱼肠道内，长江丽棘虫的寄生部位向前移，黄颡异钩棘头虫的寄生部位明显向后移，生态位宽度

变窄，生态位重叠值下降。但是，它们的平均感染强度并未降低，种间正关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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