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Ghiaese&mrnal of z∞1og， 

山沿海没有发现象浙江南部和福建、广东沿海 

分布的强暖水性种类这一点来看，显然，舟山 

沿海的动物区系已临近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系的 

北界边缘 ，从虾类区系的分析中也证实了这一 

点 。 

结语 综上所述，舟山沿海软体动物区系 

组成以起源于亚热带、热带的暖水性种类为主； 

北部海域因受黄海冷水团的影响较大，故有少 

数温带性种类渗人；外侧海域受台湾暖流的影 

响，带入了一些主要分布于东南海的热带性较 

强 的种类，构成了舟山沿海复杂的软体动物区 

系，它应属于印度一 西太平洋区系的北部边缴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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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建溪水系淡水虾类的调查研究 

(福建省 

郑 闺 泉 

摘要 本文报道了建淫水系的淡水虾类 ¨ 种(分隶于2科 3屠)，其中有2种为福建省的新记录。 

文中还叙述了该水系 4种主要经济虾羹的癌 业生物 学，并对虾类资源的繁殖保护及其合理开发利用提 

出 了建 议。 

建溪位于福建省北部，是闽江上游三大支 

梳之一。但有关建溪的淡水虾类迄今却 尚无专 

题报道。为了保护、利用虾类资源并为今后开 

展人工增 、养殖提供参考资料，作者 自 1 983— 

1987年起对建溪水系的淡水虾进行了调 查 研 

究 ，现将结果整理成文。 

最主要的支流有：崇阳澳、松溪等 (见图 1)。 

建溪流域地处 中亚热带 ，气候温和 ，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17--l9℃，年均降雨鼍为1684— 

1780毫米 ，年平 均径流量约 1 67．8亿米 。 由此 

可见，建溪水系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虾类的 

生长、繁衍。 

一

、 建溪水系的 自然概况 二 、建溪水系淡水虾的种类、数量及分布 

建淫发源于浦城县，从北向南流至南平市 

附近后再汇人闽江。总长为 296公里，其上游 

称南浦溪，自建瓯县以下的河段始称建溪。 建 

溪水系呈典型的扇状结构，大小溪河纵横交错 

根据对 多年调 查所采获标 本的整 卵 、鉴定 。 

现知在建溪水系自篓分布的虾类有13种，加上 

‘车工作得到上蒋水产大学桨象秋先生的指导 和 帮 助， 
此致 _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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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福建建溪水系示意图 

人工引进的罗氏沼虾，目前共有 l4种，分隶于 

2科 3属 (见表 1)。其 中南方沼虾 、胖掌沼虾 

为本省新记录。锯齿米虾、日本沼虾、粗糙沼虾 

为建溪水系的优势种。 

建溪淡水虾类区系以热带和亚热带的暖温 

性种类为主。其 中剑额米虾、多刺米虾、福建米 

虾、秉氏米虾、南方沼虾、海南沼虾、细螯沼虾、 

粗糙沼虾等只分 布于华南或至华 中地区 ，而不 

再向华北延伸。就建溪而言，广泛分 布于整个水 

系的有锯齿米虾 、剑额米虾、日本沼虾和粗糙沼 

虾，但它们所栖息的水域类型又不尽相同。 其 

中锯齿米虾分布最广，在溪河 、水库、池塘 、水 

田、沟渠等各 种类型 的水体 中 ，均可 见到 它 的除 

．  

此外，在圊东、闽南沿海和平原地区较为常 

见的一些种类如：细足米虾(Carldina nilotlea 

gracillpes)、中华小长臂虾 (Palaemonetes si 

nensis)、等齿沼虾 (Macrobraehium eq~ide 

1)、贪食沼虾 (肼．1ar) 等在建溪水系均无 

分布 。 

寰 l 曩溪木菜渍木虾的种娄囊萁分 布 

— ＼  建 溪 南浦淫 崇阳溪 桠 溪 

～ ＼  

# 娄 、 ＼  南平 建瓯 浦城 建阳 蚩安 破和 松堰 

一、匙指虾科 t̂yidae 

1．剑捆米虾 Carldi~4 lanceilr0# 

2，多刺米虾 c．s?ino~a 

j．福建米虾 c．spinosa 抽女 m  

4．秉氏米虾 c．pinzi 

，．锯齿米虾 c．df jj 目，口 +++ +++ 

6
．
朝鲜米虾 c． f̂j f_，口 4 korea~a 

二，长臂虾科 Ps|aemonidae 

7，秀丽白虾 Palacm odf̈ -j 

_．蒋 南酒 虾 f̂a ，obrac~ium hal#川  

'．南方稻虾 meridi。 口f|， 

lO．细饕沼虾 M． f，̈ m 

¨ ． 日本 沼虾 ，̂ PPo jf 

l2．胖 掌 沼虾 ． 7，口jⅣm 

l，．蛆艟沼虾 ．·J ，_ m +++ +++ 

l4．罗氏滔虾．- 一伸f “ gi 

隹： 1．种名右上角有I． 号者为奉省折记录；有 I． 号者系外地引入种类· 

2．-十 表示数量较少，‘++ 表示教量一般，‘+++ 表示数量多·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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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济虾类的渔业生物学 

建溪水系的主要经济虾类为沼虾属的一些 

成员及米虾属的锯齿米虾。虾类渔业 目前仅靠 

天然捕捞而已，捕虾生产多在春、夏季，主要的 

世具有“虾篓”、“虾罾”，这两种均为诱捕式定置 

性渔具，其它的尚有小型虾扒网和虾拖网等，有 

些地方还滥用电捕作业。 目前主要的捕捞对象 

有 日本沼虾、粗糙沼虾、海南沼虾等，其 中日本 

沼虾产量甚高，约 占虾类总产量的 z／3左右。 

为了更好地保 护和台理利用经济虾类资源，兹 

将它们的生活 习性、食性 、繁殖生物学、幼体发 

育特点及分布等简要分述如下： 

(一)日本沼虾 属中型淡水虾类，体长一 

般妁 3O一8O毫米。体呈青绿色或青灰色，故俗 

称。青虾”。它喜栖息于水流较缓 ，水质较肥，水 

草繁茂，底为泥质的沿岸水区。多在水草或水 

底其它固着物上攀缘爬行，也可划动腹肢游泳， 

但其游动能力较弱，当遇到敌害或受惊时 ，常借 

助腹部的急剧收缩并用尾扇拨水而向后快速倒 

退。它具 昼匿 夜出的 习性，白天蛰伏于阴暗处 

或水草丛中，夜间出来活动。 在 自然水域主要 

以有机碎屑 、植物碎片、底栖生物等为食。在室 

内人工饲养过程中，可摄食面粉 、豆渣、米糠、碎 

鱼肉等，在饥饿状况下，体受伤、步足残缺不全、 

或剐蜕壳的虾类，常被体质健壮者所残食。 

产卵期 {一 10月，盛期为 —7月。繁殖力 

强 ，越年虾一般可产卵 3次左右，春季孵出的当 

年虾生长到夏末或秋季已性成熟，开始产卵。 

雌虾的抱卵量与其体长呈正比，一般每尾抱卵 

数为 500--4000粒。卵较小 ，呈椭圆形，卵径 

O． 6一O．64 x O．68— 0．8I毫米。 受精卵粘附于 

雌虾腹肢的剐毛上进行胚胎发育，当发育至谥 

状幼体时即破膜而出，出膜时间多在夜晚。 剧 

解出的幼体体长约 2．2— 2．5毫米 ，具趋光性，行 

浮游生活。此后约经 9次蜕皮，发育成仔虾。 

该虾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至华南以及台湾 

省的各种淡水水域中，是重要经济虾类之一。 

(二)曩糖沼虾 体长一般为 {o一7 毫 

米。体呈揭黑色，腹部背 面具一棕黄色纵纹。 

它喜栖息于水质较清澈，水流较急，底为石砾的 

溪流里，具赁 趋光性 ，夜间活动频繁，白天多藏 

匿于石块底下或石缝阀，主要营底栖生活 ，以石 

块上的固着藻类及水生 昆虫、有机碎屑等为食。 

产卵斯在 4—9月，以 5—6月为盛。 据室 

内试验观察 ，雌虾在 交配前先进行一次生殖蜕 

皮，在其新壳 尚未硬化时，雄虾即与雌虾交配， 

雄虾排出的乳白色半透明精荚粘附在雌虾胸部 

的第 四至 第 五对 步足基部 之间。 交 配后 约 2O 

小时左 右开 始产 卵。卵数 少 ，一般约 IO0— 3OO 

粒 ，但 卵径大 ，达 1．28一 I 45 x 1．63— 1．90毫 

米。当水温为 27—30℃ 时，整个胚胎发育过程 

需 3I天左右。幼体 出膜时间并非总在夜晚，出 

膜过程需数 小时，有的却要持续 20—30小时幼 

体才全部孵出。初孵幼体较粗壮，体长约 4．1— 

4．3毫米 ，无趋光性，匍匐水底，行底栖生活或作 

短距离游泳，其生活习性已与成虾相似 ，各器官 

发育也较完善。当水温 26—28℃时，约经 4— 

天，蜕皮 3次即可完成变态过程，其间，幼体始 

终以自身卵黄为营养，不摄食外界水体 中的饵 

料，对环境适应性强 ，这一特征在其它淡水虾幼 

体发育中尚属鲜见。 

该虾分布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 

上海 、台湾 o 

(兰)海南沼虾 仅分布于南平，是在我国 

淡水水域 自然分布的较大型淡水虾之一。我们 

在建溪采获的最大个体体长达 I 25毫米 ，体重 

34克。一般体长为 O一1 0O毫米 。该虾多栖息 

于溪河的干流河道或深潭之中，不进入小山溪 

生活，因而 当地渔民将其俗称为“潭虾”。产卵 

期 4—9月，盛期在 —7月。 卵小，卵 径 仅 

0 47-- 0． 7× 0．61一 O．73毫米 ，但雌 虾抱 卵数 

多，约 2O0O— I~000粒 ，繁殖力强。 

海南沼虾主要栖息于通海江河的中下游水 

域。在闽江水系，其上游分布的上限，也只达到 

建溪与闽江汇合处附近的干流河段。这一分布 

特点可能与其幼体发育需特定环境有关。我们 

曾在南平附近采到抱卵亲虾，将其移入室内饲 

养，可正常孵化出幼体 ，这表髓它们的生殖活 

一 ． 。__ 吾 ： ． ．．_1 ． 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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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胚胎发育、以及幼体的孵出，均可在纯淡水 

中完成。 初孵幼体为潼状幼体，体长约 1．8-- 

1．9毫米 ，具 趋 光性 ，喜 集群 ，行 浮游生 活，整个 

身体呈倒置状悬浮在 水体 中并借助其三对颚足 

外肢的快速摆动，做倒退游动。其生活习性与 日 

本沼虾幼体相似。但据试验观察，海南沼虾第 

一 期幼体在纯淡水 中无法蜕皮，其变态过程尚 

需有一定的盐度环境。但可在纯淡水中存活较 

长时 间 ，在 水温 27 5— 30℃ 条 件下 ，一般 可达 

7天 左右 ，最久 的可活 9天 。 关于 它们幼体 发 

育所需生态条件有待进一步研究。 

该 虾分 布于浙 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 

(四)锯齿米虾 体长一般为 20—25毫 

米，体呈褐色，具棕色花纹，但其体色常随栖息 

环境而变化。该虾可栖息于各种类型的淡水水 

体中，尤喜生话于水草繁茂处。 无明显的负趋 

光性 ，白天也活动频繁，在水底爬行或 攀缴于水 

草上，或作短距离的游动。 主要以浮游生物和 

有机碎屑等为食。 

产卵期为 4— 10月，盛期在 5—8月。在繁 

殖季节雌虾可多次抱卵，每次抱卵数约50—1o0 

粒，卵径大，为 0．78—0 88× 1．20— 1．34毫米。 

初孵幼体体长约 3．2—3．5毫米 ，除尾部外，其余 

晷器官构造巳相当发达，此时幼体仍以自身卵 

黄为营养，行底栖生活，能在水底爬行或游泳，其 

生活习性 巳与成虾相似 ，只需经一次蜕皮即可 

完成变态过程，并开始从外界水体中摄取食物。 

该虾广泛分布于各类淡水水域，是我 国米 

虾属中产量最赫 经济价值最大的一个种类。 

四、虾类资源保护及其利用的初步意见 

淡水虾是建 溪水系的名贵水产资源 之 一， 

也是水域生态系的重要成员，它们食性杂，食物 

链短 ，多以各种低等水生动、植物及有机碎屑等 

为食。这些虾类既是人们可直接利用的优质水 

产品，又是许多名贵淡水鱼类如： 日本 鳗 鲡 

(Anguilld aponica)、鳜鱼 (Siniperca chua— 

I )、鲶鱼 (Silurus 口 0I f)、黄螓鱼 (Pseu— 

dobagr；f~如l#idra~*)等的重要天然饵 科。 因 

此，若能使虾类资源稳定增殖，天然水域中的各 

种低等饵料生物资源就会得到进一步利用，提 

高虾类产量的同时，也 有利于名贵淡水鱼类资 

源的恢复，对维持水域生态系的平衡有积极意 

义 。 

但是，多年来由于 溪河渔业生产秩序较混 

乱，酷渔滥捕，电、毒、炸等违规作业盛行，加上 

水域环境污染 ，使虾类等水产资源遭受严重破 

坏，据调查统计 ，目前建溪水系淡水虾的年产量 

约徘徊在 2— 2 5万公斤上下，仅占建溪渔业总 

产量的 3—5％ 左右。 为了促进建溪虾类资源 

的自然增殖并合理地进行利用，笔者特提 出以 

下 建议 ： 

(一)做好虾类资源的保护工作 

1．渔政部门应加强 溪阿捕虾业的管理，要 

实行捕虾许可制度，以控制适当的捕捞强度。要 

严禁电、毒等各种违规作业，同时要与环保部门 

密切配合，监测、控制沿江工业污水的排放，防 

止虾类栖息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2．实行虾类禁捕期 ，做好产卵亲虾的繁殖 

保护工作。 春末至夏季是各种虾类的繁 殖 盛 

期，因此，建议把 5—7月定为禁捕期，禁捕抱 

亲虾，确保有充足的虾类资源再生基础。 

3．重视幼虾的保护。应调整各种捕虾渔具 

的网目，把各种沼虾的最小起捕规格控制在 40 

毫米左右，这样既保证有足够的幼虾补充群体 

能生长到性成熟参加自然繁殖，使虾类资源稳 

定地增殖，又可提高商品虾的质量。 

(=)积极发展虾娄人工养殖业 

地处建溪流域 的政和、崇安县水产部门曾 

分别于 1979— 1981年及 1984— 1985年从位于 

厦门市的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引进罗氏沼虾的虾 

苗进行人工饲养，但由于建溪流域属亚热带的 

内陆地区，而罗氏沼虾却系热带种类，亲虾无法 

在本地区 自然越冬，其幼体变态过程复杂，人工 

育苗还需要半咸水等，因而虾苗来源困难，限制 

了养虾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发展养虾业不 

仅要 因地制宜地进行引种，而且要重视对本地 

品种的开发利用。据调查，建溪水系自然分布 

的 日本沼虾 、粗糙沼虾等具有食性 杂，生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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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力强 的特点 ，亲虾不仅 来源方 便 ，而 且能 自 

然越冬 ，其幼体均可在纯淡水中发育，人工育苗 

也较简单易行，可就地解决虾苗的来源问题，所 

以，日本沼虾、粗糙沼虾可作为我区人工养殖或 

天 然水域 人工 增 殖的优 良品 种。建议 建 立虾 苗 

繁育场，进一步探索、完善人工育苗工艺，提高 

单位水体的出苗量，为成虾养殖打下 良好的物 

质基础。成虾养殖生产可采用多种形式，除专 

池饲养外，也可在池塘中进行鱼虾混养，以充分 

利用水体和各种饵料资源，做到鱼虾双丰收。在 

管 理方 便 、水质 良好 的那些 山塘或 水库 库湾，还 

可开展集约化程受较高的网箱养虾生产，争取 

较大幅度地提高虾产量，满足市场需求。 

对于生长快、个体大、经济价值 高且有开发 

利 用潜力 的海南 沼虾 ， 目前应 首先 着重于 幼体 

发育生态的研究，以便掌握人工育苗技术并尽 

快达到生产性育苗的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锯齿米虾虽然个体小，但适 

应性强 ，分布广，繁殖力高，种群数量大，且其幼 

体变态期很短，变态成活率高，易于人工饲养， 

因此，锯齿米虾除了可供人们食用外，各地在开 

展鳜鱼 、鲶鱼、黄鳝 (Monopterus albus)、长吻 

鲍 (Leiocassis longirottris)以及河蟹 (Erlo— 

their sinensis)、鳖 (Trionyx si．g．m)．棘胸 

蛙 (1ea．o spinosa)等“名、特、优 水产动物的 

人工养殖时，还可将其作为一个优质的动物性 

鲜活饲料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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