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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华绒螯蟹 11 次蜕壳的壳宽增长变化 

Fig. 5  The shell width increase of the Chinese Mitten Crab in each of the eleven times of molting 
 

 

 

 

 

 

 

 

 

 

图 6  中华绒螯蟹 11 次蜕壳的体高增长变化 

Fig. 6  The body height increase of the Chinese Mitten Crab in the eleven times of molting 
 
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05）。除第 3、6
次蜕壳外，A 组体高数据均表现出显著优势，

即 A 组体高均显著高于 B、C、D 组（P < 0.05）。
D 组体高数据最小，第 3、5、6、7 次蜕壳后与

B、C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第 2、8、

9、10、11 次蜕壳后显著低于 A、B、C 组（P < 
0.05）（表 2）。 

据第 11 次蜕壳后壳长数据，A 组体高显著

高于 B、C、D 组（P < 0.05），B 和 C 组之间

体高差异不显著（P > 0.05），B 和 C 组体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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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 D 组（P < 0.05）。 
2.5  中华绒螯蟹成活率 

第 3、11 次蜕壳后，A、B、C、D 组平均

成活率差异不显著（P > 0.05）；第 9 次蜕壳后，

B 组平均成活率显著高于 C 组（P < 0.05）（表

3）。 
据第 11 次蜕壳后平均成活率数据，B 组平

均成活率最高，分别比A组、D组、C组高 1.4%、

3.6%、4.6%，A 组平均成活率分别比 D 组、C
组高 2.2%、3.2%，D 组平均成活率比 C 组高

1.4%。 

3  讨论 

3.1  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幼蟹生长和蜕壳的

规律 
王武等（2013）认为中华绒螯蟹的个体发

育分为 3 个阶段，即幼体、幼蟹和成蟹。其中，

幼蟹阶段指大眼幼体到一龄蟹种阶段。张庆阳

等（2015）在实验室网箱条件下研究发现，辽

河水系中华绒螯蟹幼蟹阶段蜕壳次数为 11 次，

与本实验对中华绒螯蟹幼蟹阶段的观察情况相

同，蜕壳次数均较王武等（2013）推测的多 3
次。据本实验对壳长、壳宽的测量结果，从第

3 次蜕壳（仔蟹Ⅲ期）开始，壳宽大于壳长，

与王武等（2013）研究的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

情况相同。 
我们研究发现，中华绒鳌蟹在蜕壳后发生

突跃式生长，但是同一蜕壳期的中华绒螯蟹，

其蜕壳后组内各指标（体重、壳长、壳宽等）

差异较大，这与杨培根等（1998）笼养中华绒

螯蟹的研究结果相近。另外，随着中华绒螯蟹

幼蟹的生长，尤其是第 4 次蜕壳后，其蜕壳间

期时间不断增加，由最初的 3 ~ 4 d 增加至最后

的 27 ~ 36 d，增长了 7 ~ 12 倍。张庆阳等（2015）
认为蜕壳间期时长不断增加，很可能是随着中

华绒螯蟹个体生长，其体积不断增加，为下一

次蜕壳所需要积累的物质和能量数量也不断增

加，所以蜕壳间期不断增加。 
3.2  影响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幼蟹生长发育

的因素 
影响中华绒螯蟹幼蟹生长发育的因素主要

有遗传、水温、水质、饵料和放养密度（王武

等 2013）。据报道，母体效应在鱼类早期的生

长中作用比较普遍（Vandeputte et al. 2004）。
Bang 等（2006）采用因子设计法，将大西洋鲱

鱼（Clupea harengus）仔鱼性状表型变异的母

性效应与加性遗传方差（即由基因的加性效应

造成的方差，是遗传方差的一部分）剖分开来， 
 

表 3  四种规格蟹种平均成活率的对比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average survival rate between four group of the Chinese Mitten Crab 

蜕壳次数 
Molt 
times 

A  B C  D 

存活数量 
（只） 
Survival 
number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存活数量 
（只） 
Survival  
number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存活数

量（只）

Survival 
number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存活数

量（只） 
Survival 
number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0 500   500  500   500  
 3 317 ± 16 63.4 ± 2.6 a  327 ± 21 65.4 ± 3.4 a 322 ± 15 64.4 ± 2.4 a  308 ± 19 61.6 ± 3.1 a 

 9 208 ± 12 41.6 ± 2.0 ab  230 ± 13 46.0 ± 2.1 a 194 ± 29 38.8 ± 4.5 b  197 ± 9 39.4 ± 1.9 ab 

11 135 ± 18 27.0 ± 2.9 a  142 ± 23 28.4 ± 4.6 a 119 ± 20 23.8 ± 3.3 a  124 ± 30 24.8 ± 4.9 a 

同一行数据上标不同字母表示数据间有显著差异（P < 0.05）。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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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仔鱼重量及卵黄囊体积上存在明显的母

性效应，遗传效应出现在仔鱼长度、卵黄囊体

积、RNA 和 DNA 含量的比率等性状上。许益

铵（2014）通过比较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体重参数和绝对增长率，得出母本体

重较大的家系组多数较母本体重较小的家系组

的绝对增长率大，表明多数家系表现出母本效

应，因此在对生长性状良好的家系的选育上，

雌性亲本来自生长性状较好的家系对后代更有

利。这些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相似，一龄蟹在

水温、水质、饵料和放养密度相同的条件下，

大规格母本的后代在体重、壳长、壳宽和体高

数据方面比小规格母本后代好。也就是说在育

成一龄蟹种阶段，大规格母本后代生长发育情

况优于小规格母本后代。另外，黄姝等（2014）
在实验室条件对中华绒螯蟹成蟹阶段的蜕壳与

生长的观察，认为在生产上为提高成蟹的养成

规格应选取规格较大的蟹种。因此推断，大规

格母本后代二龄蟹育成规格优于小规格母本后

代，所以大规格母本后代整个生长发育史（一、

二龄蟹）优于小规格母本后代。 
3.3  体重与壳长、壳宽、体高的关系 

我们对 4 组中华绒螯蟹的壳长、壳宽、体

高和体重的关系作回归曲线（图 7）。壳长、壳

宽、体高随体重的增长均呈幂指数增长关系，

且相关性极为显著，随着体重的增长，体高变

化最显著，其次为壳长和壳宽。这与倪国彬等

（2015）对中华绒螯蟹二龄雌蟹的研究结果一

致。 
3.4  关于实验和成活率 

据报道，近几年来，中华绒螯蟹成蟹价格

受规格影响很大，大规格中华绒螯蟹价格是小

规格中华绒螯蟹价格的几倍到十几倍，且蟹种

也是规格越大价格越高。另外，从遗传角度， 
 

图 7  中华绒螯蟹的体重与壳长、壳宽、体高的关系 

Fig. 7  Body weight as a function of shell length, shell width and body height for the Chinese Mitten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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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鱼类的研究表明，母本对子代的影响较大

（Bang et al. 2006，许益铵 2014）。正是基于这

种考虑，本实验设置了 4 种母本规格，分别养

殖于 4 组网箱中。但平均成活率并非母本越大

越高，这是否说明蟹种大规格与高成活率不可

兼得呢，我们会在以后的实验中进一步研究。

由于本实验是在网箱中进行的，实验结果也可

能会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今后会进行室内的

对比实验，进一步探讨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幼

蟹的生长特点。 
致谢  衷心感谢杨永超、陶程、吴永安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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