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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海梭子蟹渔业生物学的初步调查

王红勇 吴洪流 王子武 ≠ 王小扬 ≠ 王圣超 ≠

海南大学水产系 海口

提要 对海南岛北部湾远海梭子蟹进行了生物学调查 ∀初步结果表明 周年雌雄性比约 Β

∀当年生蟹的交配期在 ∗ 月 越年蟹在 ∗ 月 ∀初次性成熟的甲宽为 体重 ∀

大量性成熟甲宽 ∗ 体重 ∗ ∀此外生殖期较长 且周年有两个繁殖高峰期 分

别在 ∗ 月和 ∗ 月 ∀其群体甲宽优势组为 ∗ 体重优势组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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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海梭子蟹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亦称花蟹 !外海

蟹 !梭子蟹 ∀我国分布在广西 !广东 !福建 !台湾 !浙江
≈ ∀有关梭子蟹生物学方面的报道 早在 年戴爱

云等就对三疣梭子蟹 Π.τριτυβερυλατυζ 进行过生物学

调查 ∀进入 年代 张季申等 年 ! 宋海棠等

! 年以及邓景耀等 年分别在不同海区

对三疣梭子蟹进行生物学调查研究 ∀到了 年代 叶

孙忠 年也对红星梭子蟹 Π.πσανγυινολεντυσ 进行

了生物学调查 ∀而远海梭子蟹这方面的内容至今尚未

见报道 作者从 年开始对远海梭子蟹渔业生物

学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了解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样品采集

从 年 月 ∗ 年 月对海南岛北部湾

远海梭子蟹进行样品采集 ∀

样品的生物学测定内容及方法

通过采集远海梭子蟹不同生活阶段样品分别对

甲宽 !甲长 !体重 !性腺发育 !抱卵量等进行生物学测

定 ∀并根据 年测定的 个样品数进行生物学

统计分析 ∀周年甲宽分布范围以 划分组距 共

分为 个组 体重分布范围以 划分组距 共分为

个组 ∀文中的 组 ! 组分别表示该甲宽或体重范

围内的组数 ∀

甲宽 头胸甲的最宽处的长度 最宽处如为齿时

则自齿的基部量起 ≈ ∀

甲长 头胸甲前缘至后缘中线的长度 ∀

结果

形态特征

远海梭子蟹头胸甲呈横卵圆形 胃区具 条横

行颗粒线 鳃区各具 条 ∀额缘有 枚刺 外侧的 枚

较大 ∀螯足长节的前缘有 齿 ∀雄性深蓝色 雌性深紫

色 ∀头胸甲和螯足的背面具有白斑 ! 云纹和浅蓝色
≈ ∀第 对步足最长 末对步足呈浆状 适于游泳 且

前节与指节扁平 指节为长圆形 ∀腹部由 节组成 雌

性幼蟹腹部为等腰三角形 腹部长度与宽度 第 !

腹节间缝的长度 之比约为 Β 交配后的雌蟹腹

部变为椭圆形 长宽之比约为 Β 随后腹部宽度

渐圆大 ∀雌性腹部第 ∗ 腹节各具一对双肢型腹

肢 ∀雄性腹部窄三角形 第 ∗ 愈合 仅有不明显的

节缝 尾节三角形 腹部长度与宽度之比约为 Β

∀所见雄性最大个体甲宽 体重 ∀所见

雌性最大个体甲宽 体重 ∀

参数分析

甲宽组成 以 年的测定分析 ∀远海梭

图 远海梭子蟹周年甲宽组成

ƒ ×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 ∂

子蟹雄性周年甲宽分布范围为 ∗ 图 优

势组在 ∗ 组合占 ∀雌性甲宽分布

范围为 ∗ 优势组在 ∗ 组合占

∀

体重组成 远海梭子蟹雄性体重组成为

∗ 图 优势组为 ∗ 组合占有

∀雌性体重组成为 ∗ 优势组为 ∗

组合占有 ∀

甲长与甲宽的关系 远海梭子蟹甲长与

甲宽之间有一定的比例 幼蟹的甲宽与甲长之比为

Β ∗ 平均为 Β 雌雄性成蟹为 Β

∗ 平均为 Β ∀

图 远海梭子蟹周年体重组成

ƒ × Π.πελαγιχυσ

甲宽与体重的关系 回归分析表明 远

海梭子蟹体重 Ω)与甲宽( Λ)的关系与鱼虾类一样

属幂函数曲线 图 是一种指数增长型动物 ≈ ∀

图 远海梭子蟹甲壳与体重的关系

ƒ ×

Π.πελαγιχυσ

Ω 雌 ≅ Λ ν Ρ

Ω 雄 ≅ Λ ν Ρ

Ω 雌雄 ≅ Λ ν Ρ

甲长与体重的关系 远海梭子蟹体重

Ω)与甲长( Λ)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表明也属于幂函

数类型 图 其关系式为

Ω 雌 ≅ Λ ν Ρ

Ω 雄 ≅ Λ ν Ρ

Ω 雌雄 ≅ Λ ν Ρ

图 远海梭子蟹甲长与体重的关系

ƒ ×

° ∏

繁殖习性

性比 采集的样本雌性 只 雄性

只 雌雄比约为 Β 在不同季节 雌雄性比有一定

差异 ∀在交配期雄性个体占优势 在产卵季节 沿岸水

域雌性个体占优势 而外海水域雄性个体则较多 ∀

交配 远海梭子蟹当年生蟹的交配期一

般在 ∗ 月 越年蟹在 ∗ 月 ∀甲宽 体重

已开始交配 已交配的雌蟹腹部从三角形变为半圆

形 ∀雄蟹性腺比雌蟹性腺发育早 雄蟹与之交配后 雌

蟹性腺很快发育 ∀

生物学最小型 根据对繁殖季节采到的

样本测量与性腺发育程度观察 初步推测雌性远海梭

子蟹的生物学最小型 卵巢发育为 ∂ ∗ ∂ 期 的甲宽

为 体重 ∀所见抱卵蟹最小个体甲宽

体重 ∀大量性成熟甲宽 ∗ 重

∗ ∀

卵巢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在每年的

∗ 月份到 ∗ 月份性成熟系数较高 其他月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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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系数较低 ∀根据海区调查表明 远海梭子蟹的生

殖期较长 周年有两个繁殖高峰期 分别在 ∗ 月份

和 ∗ 月份 但在各月捕获的成熟个体间差异较

大 ∀成熟卵巢的重量一般为体重的 ∗ ∀

抱卵量 远海梭子蟹的抱卵量因个体大

小而异 一般为 ≅ ∗ ≅ 抱卵量 Ψ)与体重

( Ω)呈紧密直线相关(图 ∀

Ψ Ω,( ν Ρ =

讨论

据戴爱云等 年的调查 三疣梭子蟹在生殖盛

期的 月底 月初怀卵蟹约占总数的 雄蟹和

幼蟹约占 月底 月初抱卵蟹占雌蟹总数的

图 远海梭子蟹抱卵量与体重的关系
ƒ × ∏

° ∏

∀ ∗ 月 近岸浅水产卵场的雌蟹占 ∗

表 1  远海梭子蟹( )各月甲宽组成

Ταβ .1  Τηε χοµ ποσιτιον οφ χαραπαχε ωιδτη οφ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ατ διφφερεντ µ οντη ( )

月份 样品数 甲宽范围 优势甲宽及所占比例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表 2  远海梭子蟹( )各月体重组成

Ταβ .2  Τηε χοµ ποσιτιον οφ ωειγητ οφ Π. πελαγιχυσ ατ διφφερεντ µ οντη

月份 样品数 体重范围 优势体重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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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ΙΣΗΕΡΙΕΣ ΒΙΟΛΟΓΨ ΟΦ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ΛΙΝΝΕΙΣ ΙΝΙ2
ΤΙΑΛΙΝΓ ΙΝς ΕΣΤΙΓ ΑΤΓΤΙΟΝ

• 2 • 2 ∏ • 2 ∏ • ÷ 2 • ≥ 2
( Ηαιν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ικου ,

Ρεχειϖεδ : ≥

Κεψ Ωορδσ: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

Αβστραχτ

× √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

¬ Β × χ ∏∏ ∏ ∏∏ ×

∏ ∏ ∏

¬ √

∏ ∏∏ × χ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以上 外海雄蟹所占比例较大 ≈ ∀远海梭子蟹在生殖

季节雌蟹占优势 ∀这与三疣梭子蟹是一致的 ∀远海 !三

疣 !红星 种梭子蟹周年雌雄性比大体上是 Β 但

不同海区和不同季节雌雄性比略有差异 ∀

从戴爱云等 年调查 越冬洄游和产卵洄游

与水温有关 ∀远海梭子蟹与三疣梭子蟹由于分布海区

不同 水温差异 因而越冬洄游和产卵洄游时间不尽

相同 ∀三疣梭子蟹 月下旬之后 便向深海游动 准

备越冬 ∀而远海梭子蟹一般在 月底 月初 开始

洄游至水深 ∗ 处越冬 此时在沿岸水域已很

难大量捕获远海梭子蟹 ∀三疣梭子蟹在 月下旬时

便开始向近岸移动 在 月底 月初出现繁殖高峰 ∀

而远海梭子蟹在 月底 月初已开始向近岸移动 在

月底 月初出现产卵群 ∀其产卵高峰期比三疣梭子

蟹提前近 个月左右 这是不同种类由于分布海区不

同水温差异而故 ∀海南岛北部湾水温回升快 因此远

海梭子蟹性腺发育早产卵时间也早 ∀

抱卵量与个体大小有关 一般随个体增大而增

加 三疣梭子蟹抱卵量在 ≅ ∗ ≅ 粒之间
≈ 远海梭子蟹比三疣梭子蟹个体小 因而抱卵量相

对较少 ∀据戴爱云等 年调查 三疣梭子蟹初次产

卵的母蟹平均甲宽 体重 ∀红星梭子

蟹初次性成熟的最小甲宽 最小体重 ≈ ∀远

海梭子蟹与红星梭子蟹初次性成熟的个体几乎接近

而与三疣梭子蟹比较 甲宽差 体重差

这种最小生物学体型上的差异与物种的生物学特

性有一定关系 ∀

梭子蟹在产卵索饵期间有比较明显的昼夜垂直

移动 ≈ ∀远海梭子蟹白天匍伏在海底 夜间活动觅食

这一生活习性亦比较明显 当地渔民据此捕蟹作业

张网 为晚出早归 ∀红星梭子蟹周年甲宽优势组为

∗ 体重优势组为 ∗ ≈ ∀与远海梭子

蟹基本一致 因为两种类个体大小比较接近 ∀

参考文献

戴爱云等 ∀中国海洋蟹类 ∀北京 海洋出版社 ∀

∗

王克行等 ∀虾蟹类增养殖学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

吴常文等 ∀梭子蟹渔业技术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 ∗

邓景耀等 ∀渤海三疣梭子蟹的生物学 ∀见 中国甲壳动物

学会编 甲壳动物论文集 第一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叶孙忠 ∀海洋渔业 ∀ ∗

研究报告 Ρ ΕΠΟΡΤ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