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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和温度对中华虎头蟹（!"#$%&#’ (#)#*’）

存活和摄饵的影响

廖永岩，吴V 蕾，蔡V 凯，潘传豪
（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湛江V ;!5#!;）

摘要：进行盐度和温度对中华虎头蟹存活和摄饵影响的试验，结果发现，盐度骤变时，盐度 7; < 5#8O 后蟹存活率 7##W。盐度

7# < 5; 蟹能摄饵，日平均摄饵量达 71 C7Q 以上；盐度 !# < 5# 是蟹适宜摄饵盐度，日平均摄饵量达 C1 9;Q 以上；盐度 C# < C; 蟹摄

饵最佳，日平均摄饵量达 ;1 !5Q 以上。盐度渐变时，盐度 7; < ;; 蟹 8O 后存活 7##W；盐度 ; < ;# 蟹能摄饵；盐度 !; < C; 为蟹摄

饵适宜盐度，日平均摄饵量达 51 7CQ 以上；盐度 C# 为最佳盐度，日平均摄饵量达 51 ;CQ。温度骤变时，7# < C#X"O 后蟹 7##W 存

活。7# < C;X蟹能摄饵，日平均摄饵量达 71 7#Q 以上；!# < C#X蟹摄饵最佳，日平均摄饵量逐渐增加，达 81 "9Q 以上。温度渐变

时，# < C#X蟹 "O 后 7##W存活，C;X蟹存活率达 8#W。7# < C;X蟹能摄饵；!# < C#X蟹摄饵较佳，日平均摄饵量达 7!1 97Q 以

上；!;X蟹摄饵最佳，日平均摄饵量达 751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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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虎头蟹（!"#$%&#’ (#)#*’），俗称“老虎蟹”，属节肢动物门（I%-"%(B(+&），甲壳纲（G%)4-&$#&），十足目

（J#$&B(+&），馒头蟹科（G&*&BB8+&#），虎头蟹亚科（K%8-"A87&# J&7&），虎头蟹属（!"#$%&#’ +’,"#*#-(）［.，5］；为近海

温水性大型经济蟹类，生活于浅海泥沙底，分布于中国广西［0］、广东［C］、福建［1］、浙江［<］、江苏［L］、长江口［M N O］、

山东半岛［./］、渤海湾，辽东半岛［..］等海域［.，5］。朝鲜半岛、菲律宾也有分布［.，5，.5］。中华虎头蟹色泽鲜艳，头

胸甲呈圆形，两鳃区各有 . 个深紫色乳斑，整个外形与老虎头部非常相似，尤其那两个深紫色的乳斑就像老虎

的一对大眼，因而被称为“虎头蟹”、“老虎蟹”。由于其状似虎头、颜色鲜艳，成为了酒楼、食肆人们喜食的名

菜，价格一直在走高。同时，因其味道鲜美，中华虎头蟹在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消费需求［.5］，目前，它在韩国被

认为是很有养殖潜力的新品种［.5］。同时，颜色鲜艳、美丽漂亮、虎虎生威的中华虎头蟹，也是一种很有观赏价

值的观赏蟹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观赏动物。所以，中

华虎头蟹这个世界上的稀有品种，除有重要的学术价值［.0］外，也是一个很有经济价值的潜在养殖品种［.5］。

但是，由于其分布狭窄，种群数量不大，对其研究得相当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也仅有极少量的有关中华虎头

蟹的报道。除 .OL< 年［.C］和 .OMM 年［.1］P(7= 分别报道了中华虎头蟹的溞状幼体和前溞状幼体形态、.OM0 年

H86［.<］报道了中华虎头蟹的卵巢重量和卵的数量及卵直径、.OMM 年［.L］和 .OO/ 年 H86［.0］分别报道了中华虎

头蟹的溞状幼体和大眼幼体的生长和蜕壳、.OO/ 年柴敏娟和郑微云［.M］报道了中华虎头蟹视网膜电图特性的

昼夜节律性、5//C 年 H(( 等报道了温度对中华虎头蟹幼体存活、生长、蜕壳的影响［.O］、5//1 年 H(( 等［0］报道

了氨和氮对养殖期中华虎头蟹的影响，再加上一些有关中华虎头蟹分布的报道［0 N ..］外，很难再查到其它有关

中华虎头蟹的相关报道。而要进行中华虎头蟹的养殖、观赏培育及野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都必须先弄清楚

其对环境因子的适应性。所以，进行温度和盐度这两个最基本环境因子对中华虎头蟹影响的试验，拟为今后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 材料与方法

本实验在广东海洋大学海水经济动物增养殖实验室进行。

)3 )* 材料

)3 )3 )* 中华虎头蟹*
试验用中华虎头蟹捕自湛江遂溪海区，头胸甲宽 </66、头胸甲长 L/66、体重 L1= 左右。

)3 )3 +* 海水与海沙*
海水取自湛江天然海域，沙滤后，再经 C// 目筛绢网过滤备用。盐度 5O 左右，BPL3 < N M3 .。海沙为湛江

海滩天然细海沙，经淘洗、高锰酸钾消毒后备用。

)3 )3 ,* 饵料*
饵料为去壳翡翠贻贝（./")’ 0#0#1#(）肉，购于湛江东风市场。

)3 )3 -* 海水晶*
海水晶（为海水的矿物成分结晶体，其溶于水后配成的人工海水，盐度和成分与天然海水近似）为“鱼虾

宝”牌速溶海水晶 OLD’ 型。

其它设备为广东海洋大学海水经济动物增养殖实验室常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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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试验期间，气温 "# $ %&’。为防蟹打架致残，所有试验组均铺沙约 #() 厚，用气泵不间断充气。

!! "! !# 盐度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盐度骤变试验

天然海水加 %*+ 曝气自来水（,- . /! 0#）和海水晶按已有方法［%1］配制 1、#、"1、"#、%1、%#、&1、&#、*1、*#、

#1、## 共 "% 个盐度梯度（盐度差 2 1! #）。每梯度用 %%3 容器（盛水 %13），% 个平行（4、5）。将在盐度 &1 里暂

养 &6 以上的中华虎头蟹，一次性投入各个盐度梯度容器中，4 容器 & 只，5 容器 % 只。

"1：&1 和 %%：&1 取出残饵并投新饵料，投饵量为每次每只蟹 "17（%17 8 6! 只）。"1：&1 取出残饵后，换等盐

度新鲜海水 " 次。第 " 天，前 "%+，每 1! #+ 观察 " 次；后 "%+，每 %+ 观察 " 次。从第 % 天起，每 9+ 观察 " 次。

试验持续 06。

（%）盐度骤变后恢复试验

06 盐度骤变试验完成后，将各组存活下来的蟹直接移入盐度为 &1 的海水进行恢复试验，按盐度骤变模

式进行中华虎头蟹活力及摄饵试验。此试验进行 %6。

（&）盐度渐变试验

盐度渐变与盐度骤变试验基本设置和方法一致。只是第 " 天所有的容器的海水盐度为 &1。第 % 天换水

时，盐度 &1 的组不变，高盐度均换为盐度 &# 海水，低盐度均换为盐度 %# 海水。此后，以盐度 # 8 %*+ 为单位，

逐渐降或升至 1、#、"1、"#、%1、%#、&1、&#、*1、*#、#1、## 的盐度梯度。至目标盐度后，保持盐度不变，直至试验

结束。本试验进行 06。

（*）盐度渐变后恢复试验

盐度渐变试验完成后，再恢复到盐度 &1，按盐度骤变恢复模式进行。此试验进行 %6。

!! "! "# 温度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温度骤变试验

温度骤变试验设置 1、#、"1、"#、%1、%#、&1、&#、*1’共 : 个温度梯度（（温差 2 "! 1）’）。蟹暂养在 %#’，然

后一次性投入各个温度组。其它方法与盐度骤变相同。本试验进行 /6。

（%）温度骤变后恢复试验

温度骤变后恢复的方法与盐度骤变后恢复类似，只是从各个骤变温度直接恢复至 %#’。此试验共进

行 %6。

（&）温度渐变试验

用 % 个 "*13 恒温母容器（一个为升温组，一个为降温组），将蟹暂养在 %#’。第 % 天，取 # 只蟹放入 %#’
温度组，升温组母容器升为 &1’，降温组母容器降为 %1’。第 & 天，再从升温组母容器里取出 # 只蟹，放入

&1’温度组，母容器升至 &#’；从降温母容器中取出 # 只蟹放入 %1’温度组，母容器降为 "#’。按此方法，只

要蟹还没有死亡，升温组母容器最终升至 *1’（若没死，还剩 # 只蟹）；降温组母容器最终降至 1’（若没死，

还剩 # 只蟹）。其它方法与温度骤变试验相同。本试验共进行 /6。

（*）温度渐变后恢复试验

温度渐变后恢复的方法与温度骤变后恢复相同，从各渐变温度组直接恢复至 %#’。此试验共进行 %6。

!! "! $ 饵料溶解试验;
在盐度和温度对中华虎头蟹影响的试验中，均设置相应的饵料溶解试验，用以检测不同温度和盐度下的

饵料溶解值，以便修正摄饵结果。

!! "! % 统计分析#
因为存活率为百分数，服从二项分布，又因为本盐度或温度对幼蟹影响的试验 ! . #，!" 或 !# < #，所以由

二项式（" = #）!展开式直接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 >?>>"%! 1 进行 % 因素方差分析（@ABCADE 4FGH4）检

:%9; % 期 廖永岩; 等：盐度和温度对中华虎头蟹（$%&’()&* +&!&,*）存活和摄饵的影响 ;



验其差异显著性；用 !"# 法的新复极差检验（""# 检验）法（!"#$%# 法）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 ’( ’) 为差异显

著，$ & ’( ’* 为差异极显著。

! 结果与分析

所有摄饵量结果，为多只蟹的日摄饵量的平均值。

图 *+ 盐度骤变对中国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 ,-.( * + /001$2 30 4"-$5 6%7-#-28 $9%#.1 3# 6":;-;3:69-< 30 %&’()*’+

,’-’.++

!( " 盐度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 "( " 盐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盐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存活率，是指 => 试验完成时蟹存活个数与投放总

数的百分比。试验发现，盐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存活

具有明显的影响，结果见图 *。

从图 * 可见，将中华虎头蟹从盐度 ?’ 直接投放入

不同梯度的盐度中，盐度 *) 至 @’ 均能存活 =>（*AB9）

以上（存活率为 *’’C ）。统计分析发现，从盐度 ?’ 直

接投放入盐度 ) 或 )’ D )) 时的蟹存活率与盐度 *) D @’
的蟹存活率间差异不显著（$（E’C，*’’C，） F ’( ’G=，- F )，

/ H ’( ’)）；从盐度 ?’ 直接投放入盐度 *’ 或 @) 时的蟹存活率与盐度 *) D @’ 的蟹存活率间差异不显著

（$（=’C，*’’C，）F ’( ?B=，- F )，/ H ’( ’)）；但是，从盐度 ?’ 直接投放入盐度 ’ 时的蟹存活率与盐度 *) D @’ 的蟹

存活率间差异极显著（$（’C，*’’C，） F ’( ’’’，- F )，/ & ’I ’*），且与盐度 ) 或 )’ D )) 的蟹存活率有显著差异

（$（’C，E’C，）F ’( ’*’，- F )，/ & ’( ’)），与盐度 *’ 或 @) 的蟹存活率有极显著差异（$（’C，=’C，）F ’( ’’’，- F )，/ &
’( ’*）。

这说明，盐度 ) D )) 是中华虎头蟹可存活率盐度，盐度 *) D @’ 是中华虎头蟹的适宜生存盐度。盐度为 ’
（淡水）为不适宜盐度。这暗示，中华虎头蟹是一种广盐度适应性蟹类，但对高盐度的适应性强于低盐度，它

不适于在淡水里生存。

（B）盐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食影响

摄饵量为白天摄饵量和夜间摄饵量之和，再经饵料溶解试验修正后的值，下同。试验发现，盐度骤变对中

华虎头蟹的摄饵影响明显。结果见表 *。

表 "# 盐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 $)( (**(+, -* ./0+1 2%’030,4 +)%35( -3 *--6 03,%1( -* !"#$%&#’ (#)#*’

盐度组

J%7-#-28 .:3"<
不同天数下的摄饵量 ,33> -#2%51 30 %&’()*’+ ,’-’.+ %2 >-001:1#2 2-K1（.）

*62 > B#>> ?:>> @29> )29> E29> G29> =29> 平均 L1%# ! F ’( ’) ! F ’( ’*

’ ’( B@ M M M M M M M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A= *( E= *( *E *( ?’ *( @’ *( B’ *( ?* > !
*) ’( AE ?( *’ ?( ’B B( *@ B( G= B( B’ *( A’ B( E) B( ?@ $ N
B’ @( *’ ?( == ?( =’ B( A’ ?( G@ ?( )’ ?( )) ?( G’ ?( E) O P
B) @( AB @( ’’ @( ?@ @( ?E ?( A= ?( A’ @( ?’ @( *) @( B@ O P
?’ =( ?’ E( )’ @( =@ )( ?B @( A@ )( ’) )( B’ )( B) )( E= % Q
?) G( AB )( =E @( @B @( @@ @( @= @( )) )( ’) )( B’ )( B@ % Q
@’ ?( )’ ?( A’ @( EB B( A* @( *= ?( =’ ?( G) ?( )’ ?( GG O P
@) ?( *B *( =@ B( B’ ’( A= *( *? *( B’ *( @’ *( )) *( E= > N
)’ B( GE ’( EG ’ ’ ’ ’ ’( )’ ’ ’( @A 1 !/
)) ’ ’ ’ ’ ’ ’ ’ ’ ’ 1 /

+ + “M ”示蟹死亡或未测，下同 R91 “M ”693S6 291 $:%O >-1> 3: #3 K1%6":1，291 6%K1 O173S

对表 * 的数据进行 RS3TS%8 QUVWQ 分析发现，?’ D ?) 盐度下，中华虎头蟹摄饵量最大（达 )( 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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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盐度 !" 以下、#$ 以上有极显著差异（%&’(&)* +,-.+，!（//，00）1 203 2#，" 4 $3 $/）；盐度 !$ 5 !"、#$ 中华虎

头蟹摄饵次之，与盐度 /" 以下、#" 以上有极显著差异（%&’(&)* +,-.+，!（//，00）1 203 2#，" 4 $3 $/）。盐度 "
以下、"" 以上，摄饵量最低，与盐度 /$ 以上、#" 以下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00） 1
206 2#，" 4 $3 $/）；盐度 " 以下、"$ 以上，蟹摄饵量较低，与盐度 /$ 以上，#" 以下有显著差异 （%&’(&)*
+,-.+，!（//，00）1 203 2#，" 4 $3 $"）。

这说明，盐度 !$ 5 #$ 为中华虎头蟹适宜盐度，盐度 7$ 5 7" 为中华虎头蟹最适盐度；盐度 /$ 5 #" 为中华

虎头蟹能摄饵盐度，盐度 " 以下、"$ 以上为中华虎头蟹不适盐度。

（7）盐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盐度骤变后，再直接恢复至盐度 7$，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没有盐度骤变明显，但不同盐度的恢复，也有一

定的影响，结果见图 !。

图 !8 盐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8 9:;3 !8 <==>?@ ’= A)B:C:@* D>AEFG@:’C )=@>D HE:?I ?J)C;> ’C AEDK:K’DAJ:G

’= #$%&’(%) *%+%,)

对图 !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从 "$ 5 "" 盐度

恢复至 7$ 盐度时，存活率只有 LL3 0M，与从盐度 " 恢复

至 7$ 盐度时的存活率（/$$M）差异不显著（-（LL3 0M，/$$M，）

1$3 !N0，+ 1 7，" O $3 $"）；与从盐度 /$、#" 恢复至 7$ 盐

度时的存活率（/$$M）差异不显著（-（LL3 0M，/$$M，）1$3 /N2，

+ 1#，" O$3 $"）；与从盐度 /$、#" 恢复至 7$ 盐度时的存

活率（/$$M）差异不显著（-（LL3 0M，/$$M，） 1 $3 /7!，+ 1 "，"
O$3 $"）。这说明，从 " 5"" 盐度恢复至盐度 7$ 时，对中

华虎头蟹的存活率影响不显著。

（#）盐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盐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的摄饵影响明显，结果见表 !。

表 !" 盐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 #(’ ’))’*+ ,) -$&./.+0 1’-234+.,/ $)+’1 52.*6 *($/7’ ,/ ),,8 ./+$6’ ,) !"#$%&#’ (#)#*’

比较项目

P@>FA

从盐度渐变恢复后中华虎头蟹的摄饵量 9’’Q :C@)I> ’= #$%&’(%) *%+%,) )=@>D A)B:C:@* D>AEFG@:’C @’ 7$

"!7$ /$!7$ /"!7$ !$!7$ !"!7$ 7$ 7"!7$ #$!7$ #"!7$ "$!7$ ""!7$

/A@ Q（;） $3 7$ $3 "$ $3 7! !3 "$ #3 02 "3 $$ #3 2$ 73 N$ !3 22 $3 0" $3 L0

!CQQ（;） $3 $$ $3 $$ $3 !$ "3 /$ "3 N$ L3 /$ "3 "$ L3 L! #3 72 /3 /7 /3 /0

平 均

R>)C （;）
$3 /" $3 !" $3 !L 73 2$ "3 7# "3 "" "3 /" "3 !L 73 L7 $3 N# $3 N!

! 1 $3 $" ? ? ? )S )S ) )S )S S ? ?

! 1 $3 $/ T T T + + + + + + T T

对表 !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盐度 7$，蟹摄饵量最大，与从盐度 /" 以下及盐度 #" 以上恢复至 7$ 时

的摄饵量有显著差异（%&’(&)* +,-.+，!（/$，/$）1 /23 0L，" 4 $3 $"）。从盐度 " 5 /"、"$ 5 "" 恢复至盐度 7$ 时

蟹摄饵量最小，与从盐度 !$ 5 #" 恢复至 7$ 时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1 /23 0L，" 4
$3 $/）。这说明，盐度 !$ 5 #" 为中华虎头蟹的适宜盐度，盐度 7$ 为最适盐度；而 /" 以下及 "$ 以上的盐度为

不适盐度。

!3 93 !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包括盐度渐变对其存活率和摄饵量的影响。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将盐度逐渐变至 $ 5 "" 的盐度梯度时，不同盐度梯度对中华虎头蟹的存活有一定的影响，结果见图 7。

统计分析发现，在盐度渐变情况下，盐度 /" 5 ""，中华虎头蟹均能存活 /N!J 以上，存活率 /$$M，与盐度 $
时蟹的存活率差异不显著（-（L$M，/$$M，）1 $3 $000L，+ 1 "，" O $6 $"）；与盐度 " 5 /$ 时蟹的存活率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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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 #$%& ! " ’(()*+ ,( %-./0.1 2.1$3$+4 *5.3%) ,3 20-6$6,-25$7 ,( !"#$%&#’

(#)#*’"

（+（89:，;99:，）< 9= !>?@8，) < A，, B 9= 9A）。这说明，9 C
AA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存活率影响不显著，影响

明显小于盐度骤变。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食的影响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和盐度骤变有

一定差别，结果见表 !。

对表 !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盐度 >A C !A 骤

变下，蟹摄饵量大，与盐度 >9 以下、D9 以上有显著差异

（EF,GF.4 HIJKH，-（;;，??）< ;9& 8A，, L 9& 9A）；盐度 !9
下蟹摄饵量最大，与盐度 >9 以下、D9 以上有极显著差

异（EF,GF.4 HIJKH，-（;;，??）< ;9& 8A，, L 9& 9;）；盐度

A 以下、AA 以上蟹摄饵量最小，与盐度 ;9 C A9 蟹摄饵量

有极显著差异（EF,GF.4 HIJKH，-（;;，??）< ;9& 8A，, L 9& 9;）。这说明，盐度 >A C !A 为中华虎头蟹适宜盐度，

盐度 !9 为最适盐度，盐度 A 以下、AA 以上为不适盐度。

表 !" 盐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 #(’ ’))’*+ ,) -.$/0$& 1$&232+4 *($3-’ ,3 ),,/ 23+$5’ ,) !"#$%&#’ (#)#*’

盐度组

M.1$3$+4 %-,07

不同培养天数下的蟹摄饵量 #,,/ $3+.N) ,( J-$+54$. 2$3$*. .+ /$(()-)3+ +$O)（%）

;2+ / >3// !-// D+5/ A+5/ @+5/ ?+5/ 8+5/ 平均 P).3 ! < 9& 9A ! < 9& 9;

9 @& 9@ !& D! ;& @A >& 9A ;& >9 9 9 9 ;& 89 * Q

A A& A9 !& !@ ;& ?@ >& 99 ;& >R 9 9& ;A 9& ?A ;& 8A * Q

;9 A& A> !& >? ;& D8 >& 9? ;& 98 9& R@ 9& ?> 9& R> >& 99 * SQ

;A @& !9 !& ;@ ;& A9 ;& R9 ;& R> ;& 88 9& 8@ ;& A8 >& !R T* SQ

>9 A& D9 !& >! ;& A9 ;& R@ >& AD >& @9 ;& R> ;& 88 >& @! T* SQ

>A A& D! !& >? D& !@ A& ;8 A& ;@ D& !@ >& !@ >& R9 D& ;! . HU

!9 @& !@ !& !@ A& D> A& 9A A& @A !& AR !& ;D !& @@ D& A! . H

!A A& D9 D& D> A& @A @& 99 D& DD !& >9 >& ?A >& ?D D& !! . HU

D9 @& !A D& D8 >& ;8 !& 9A !& 89 >& 98 ;& 89 ;& 8? !& >9 T US

DA A& 8? D& A9 >& ;D ;& ?? >& R9 ;& R9 ;& >8 ;& !> >& ?; T* SQ

A9 @& !; D& !8 >& ;8 ;& ?! 9& 8> >& A9 ;& D8 ;& 9@ >& A@ T* SQ

AA A& 8@ D& A; >& !9 ;& 8! 9& R! 9 9 9 ;& R! * Q

图 D" 盐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 #$%& D " ’(()*+ ,( 2.1$3$+4 -)20O7+$,3 .(+)- %-./0.1 *5.3%) ,3

20-6$6,-25$7 ,( !"#$%&#’ (#)#*’

（!）盐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经 8/ 盐度渐变后，再直接恢复至 !9，对中华虎头

蟹的存活有一定影响，结果见图 D。

统计分析发现，从盐度 9 恢复至 !9 时的蟹存活率

（@@& ?:），与从盐度 A C ;9 恢复至 !9 时的蟹存活率

（;99:）差异不显著（+（@@& ?:，;99:，） < 9& ;R8，) < D，, B
9= 9A）；与从盐度 ;A C AA 恢复至 !9 时蟹的存活率差异

不显著（+（@@& ?:，;99:，） < 9& ;!>，) < A，, B 9= 9A）。这说

明，9 C AA 盐度范围内的渐变恢复，对中华虎头蟹的存

活率影响不大。

（D）盐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盐度渐变后恢复至 !9，对中华虎头蟹的摄饵有一定影响，结果见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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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盐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 #(’ ’))’*+ ,) -$&./.+0 1’-234+.,/ $)+’1 51$62$& *($/5’ ,/ ),,6 ./+$7’ ,) !"#$%&#’ (#)#*’

比较项目

!"#$%
盐度渐变后恢复时中华虎头蟹的摄饵量 &’’( )*"+,# ’- !"#$%&#’ (#)#*’ +-"#. %+/)*)"0 .#%1$2")’* "’ 34

4!34 5!34 64!34 65!34 74!34 75!34 34 35!34 84!34 85!34 54!34 55!34
6%"(（9） 4: 44 4: 75 4: ;3 6: 3< 6: =8 7: 64 3: <7 7: 84 6: 64 4: ;4 4: 3= 4: 44
7*((（9） 6: 44 6: 74 6: ;3 7: 3< 3: 74 6: <4 8: 54 3: <4 6: <4 4: >; 4: ;7 4: 34

平 均

?#+*（9）
4: 54 4: =3 6: 63 6: << 7: 8= 6: >5 8: 6; 3: 6 6: 85 4: =< 4: 54 4: 65

! @ 4: 45 -9 #-9 (#- A( BA A( + B (# #-9 -9 9
! @ 4: 46 &C D&C ED&C FED GF GFE H HG FED& ED&C &C C

统计分析发现，盐度 34，蟹摄饵量最大，与从盐度 84 以上、75 以下恢复至 34 有极显著差异（IJ’KJ+0
HLMNH，+（66，66）@ 77: 37，, O 4: 46）。从盐度 65 P 35 恢复至盐度 34 时蟹摄饵量较大，与从盐度 5 以下、85 以

上恢复有显著差异（IJ’KJ+0 HLMNH，+（66，66）@ 77: 37，, O 4: 45）。这说明，盐度 34 为中华虎头蟹最适盐度，

盐度 65 P 35 为适宜盐度。

图 5Q 温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Q &)9: 5Q D--#A" ’- R1)A, "#$2#.+"1.# AS+*9# ’* %1.T)T’.%S)2 ’- !"#$%&#’

(#)#*’

8: 8 温度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温度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主要包括温度骤变和渐

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8: 8: 9 温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温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主要包括温度骤变

对中华虎头蟹的存活和摄饵量的影响。

（6）温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温度对骤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存活具有明显的影响，

结果见图 5。

图 ;Q 温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Q &)9: ; Q D--#A" ’- "#$2#.+"1.# .#%1$2")’* +-"#. R1)A, AS+*9# ’*

%1.T)T’.%S)2 ’- !"#$%&#’ (#)#*’

统计分析发现，温度骤变条件下，64 P 34U 蟹存活

率 高 （644V），与 5U 下 蟹 存 活 率 差 异 不 显 著

（-（;4V，644V，）@ 4: 4=<，) @ 5，, W 4: 45）；与 35U 下蟹存活率差异极显著 （-（74V，644V，） @ 4: 44437，) @ 5，, O
4X 46）；与 4U、84U 下蟹存活率差异极显著（-（4V，644V，） @ 4X 444，) @ 5，, O 4: 46）。5U 下蟹存活率较高，与

35U下 蟹 存 活 率 差 异 显 著 （-（74V，;4V，） @ 4X 465，) @ 5，, O 4X 45）；与 4U、84U 下 蟹 存 活 率 差 异 极 显 著

（-（4V，;4V，）@ 4: 464，) @ 5，, O 4: 45）。35U 下蟹存活率与 4U、84U 下蟹存活率差异不显著（-（4V，74V，） @
4X 37<，) @ 5，, W 4X 45）。这说明，温度骤变条件下，5 P 34U 为中华虎头蟹存活的适宜温度，4U、35U 以上为

不适温度。

（7）温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温度骤变不仅影响中华虎头蟹的存活，也影响其摄

饵，结果见表 5。

统计分析发现，温度 74 P 34U 下，蟹摄饵量最大，

与 35U 以 上、65U 以 下 有 极 显 著 差 异 （IJ’KJ+0
HLMNH，+（<，58）@ 6=: 37，, O 4: 46）；温度 65 P 34U下，

蟹摄饵量较大，与 35U 以上、5U 以下有极显著差异

（IJ’KJ+0 HLMNH，+（<，58） @ 6=: 37，, O 4: 46）。这说

明，74 P 34U为中华虎头蟹最适的摄饵温度，65 P 34U
为适宜温度，5U以下、35U以上为不适温度。

（3）温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温度骤然变后，直接恢复至 75U，对其存活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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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结果见图 !。

表 ! 温度骤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 "(& &))&*+ ,) -./*0 +&12&3#+.3& *(#45& ,4 ),,6 /4+#0& ,) !"#$%&#’ (#)#*’

比较项目

"#$%&

不同温度下蟹摄饵量 ’(() *+#,-$ (. !"#$%&#’ (#)#*’ ,# )*..$/$+# #$%0$/,#1/$（2）

34 54 634 654 734 754 834 854 934

6&#) 3 3 3: ;3 7: !! 5: 73 <: !; !: 7! 3 =

7+)) = 3 6: 37 7: ;; 5: 3! ;: 59 5: 79 3 =

8/)) = 3 6: ;7 7: <! <: 6! 63: 93 <: 5; 3: <3 =

9#>) = 3 7: 83 8: 87 !: ?9 63: !! <: ?3 6: <3 =

5#>) = 3 7: 8; !: ;7 67: 9; 67: 9; 66: 9; 6: ;3 =

!#>) = 3 7: 93 !: ;3 67: 6; 67: 59 66: !; 6: <3 =

<#>) = 3 7: 83 <: 37 67: 87 68: 73 67: !; 6: ;3 =

平均 @$,+ 3 3 6: ;! 9: !6 ;: <! 63: <? ;: ?< 6: 63 3

! A 3: 35 B B B C , , , B B

! A 3: 36 D D ED E F F F D D

统计分析发现，从 63 G 854恢复至 754蟹存活率高，与从 54恢复至 754时蟹的存活率有极显著差异

（+（3H，633H，）A 3: 333，) A 5，, I 3: 36）。这说明，虽然中华虎头蟹对低温较适应，但太大的、54 以上的低温变

化，于蟹的存活不利，易造成死亡。

（9）温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温度骤变后再恢复至 754，对蟹摄饵也有一定的影响，结果见表 !。

表 7 温度骤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7’ "(& &))&*+ ,) +&12&3#+.3& 3&8.12+/,4 #)+&3 -./*0 *(#45& ,4 ),,6 /4+#0& ,) !"#$%&#’ (#)#*’

比较项目

"#$%&

中华虎头蟹摄饵量 ’(() *+#,-$ (. !"#$%&#’ (#)#*’

5!754 63!754 65!754 73!754 75!754 83!754 85!754

6&#)（2） 3 8: 8! 9: 9; 5: 7; !: ?3 5: 79 8: 93

7+))（2） = 8: 83 5: 89 !: !9 ;: 53 !: 6; 9: 33

平均 @$,+ （2） 3 8: 88 9: ?6 5: ?! <: <3 5: <6 8: <3

! A 3: 35 ) B C C , C B

! A 3: 36 J D ED E F E D

统计分析发现，从 754恢复至 754时，蟹摄饵量最大，与从 834以上、734以下恢复至 754时蟹摄饵量

有极显著差异；从 73 G 834恢复至 754时，蟹的摄饵量大，与 854以上、634以下恢复至 754时蟹的摄饵量

有极显著差异（KL(ML,N FOPQF，-（!，!）A !3: <8，, I 3: 36）；从 65 G 834恢复至 754时，蟹的摄饵量较大，与

854以上、634以下恢复至 754时蟹的摄饵量有显著差异（KL(ML,N FOPQF，-（!，!）A !3: <8，, I 3: 35）。从

34恢复至 754 时，蟹的摄饵量最小，与从 63 G 854 恢复至 754 时蟹的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KL(ML,N
FOPQF，-（!，!）A !3: <8，, I 3: 36）。这说明，754为蟹摄饵最适温度，73 G 834为蟹摄饵适宜温度，63 G 854
为蟹能摄饵温度。

9: 9: 9 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
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影响，包括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存活和摄饵的影响。

（6）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3 G 934、54 = ) 的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有一定的影响。结果见图 <。

统计分析 发 现，在 温 度 渐 变 条 件 下，3 G 834 蟹 存 活 率 高 （633H），与 854 蟹 存 活 率 差 异 不 显 著

（+（;3H，633H，）A 3: 87<!;，) A 5，, R 3: 35），与 934 蟹存活率差异极显著（+（3H，633H，） A 3: 333，) A 5，, I 3: 36）。

934蟹存活率与 854下蟹存活率差异极显著（+（3H，;3H，）A 3: 33387，) A 5，, I 3: 36）。这说明，在温度渐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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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 #$%& ! " ’(()*+ ,( %-./0.1 +)23)-.+0-) *4.5%) ,5 60-7$7,-64$3 ,(

!"#$%&#’ (#)#*’

况下，中华虎头蟹的低温适应能力相当强；但它对高温

的耐受性较差，89:以上的高温，易造成死亡。

（;）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的摄饵影响明显，结果见

表 !。

对表 ! 的数据，就 9 < 89:（= < !/）、> < 89:（> <
!/）、?9 < 89:（8 < !/）、?> < @>:（@ < !/）、;9 < @9:（;
< !/）温度渐变下的蟹摄饵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

表 A。

从表 A 可见，9 < 89: （= < !/）温度渐变下，;9 <
@9:下蟹摄饵量最大，与 ?>:以下、@>:以上蟹摄饵量

有极显著差异（BC,DC.E FGHIF，+（A，A）J 8!A& AK，, L
9& 9?）；?9:以下、89:蟹摄饵量最低，与 ?> < @>:下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BC,DC.E FGHIF，+（A，A）J 8!A&
AK，, L 9& 9?）。

表 ! 温度渐变对中华虎头蟹摄饵量的影响

"#$%& !’ "(& &))&*+ ,) -.#/0#% +&12&.#+0.& *(#3-& ,3 ),,/ 43+#5& ,) !"#$%&#’ (#)#*’

比较项目

M+)26

中华虎头蟹摄饵量 #,,/ $5+.N) ,( !"#$%&#’ (#)#*’（%）

9: >: ?9: ?>: ;9: ;>: @9: @>: 89:

?6+/ O O O O O ?>& 9K O O O
;5// O O O O ??& !8 ?8& !; ??& ;= O O
@-// O O O A& ?> ?9& A; ?@& !9 ?;& 8A 8& >> O
8+4/ O O 9& A= =& 9; ?@& @A ?8& !9 ?@& @; ;& A; 9
>+4/ O 9 9& =8 =& ;= ?8& 9; ?8& A9 ?@& >A >& 9@ O
=+4/ 9 9 ?& 9= =& ;= ?@& @A ?8& @; ?@& >A >& ;A O
!+4/ 9 9 9& != 8& =9 ?;& @8 ?@& AA ?@& 9; 8& 8A O

表 6’ 温度渐变下中华虎头蟹摄饵量差异显著性比较

"#$%& 6’ 7,12#.48,3 ,) /4))&.&3*& 84-34)4*#3*& ,) ),,/ 43+#5& ,) !"#$%&#’ (#)#*’ #+ -.#/0#% +&12&.#+0.& *(#3-&9

比较项目

M+)26

摄饵量差异显著性 P$(()-)5*) 6$%5$($*.5*) ,( (,,/ $5+.N)

9: >: ?9: ?>: ;9: ;>: @9: @>: 89:

= < ! / 平均 Q).5（%） 9 9 9& K? >& 8@ ?;& A= ?8& ? ?@& @9 8& AA 9

! J 9& 9> / / / * R . .R * /

! J 9& 9? S S S T F F F T S
> < ! / 平均 Q).5（%） 9 9& A; >& !? ?@& ;> ?8& @@ ?@& @K 8& K@ 9

! J 9& 9> ( ) * R . R / (

! J 9& 9? P P S T F T S P
8 < ! / 平均 Q).5（%） 9& A@ >& !K ?@& ;A ?8& 8@ ?@& @A 8& 89 9

! J 9& 9> ) * R . R / (

! J 9& 9? P T F F F S P
@ < ! / 平均 Q).5（%） =& ;= ?;& !K ?8& ;A ?@& ;9 8& 8@

! J 9& 9> * R . .R /

! J 9& 9? T F F F S
; < ! / 平均 Q).5（%） ?;& =? ?8& @> ?;& A!

! J 9& 9> R . R

! J 9& 9? T F T

> < 89:（> < !/）温度渐变下，;>:下蟹摄饵量最大，与 ;9:以下、@9:以上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BC,D
C.E FGHIF，+（!，?8）J A?=& @=，, L 9& 9?）；;9 < @9:下蟹摄饵量最大，与 ?>:以下、@>:以上蟹摄饵量有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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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 ’()*’，!（+，,-）. /,01 20，" 3 41 4,）；,45以下、-45蟹摄饵量最低，与 ,6 7 265下蟹摄饵量

有极显著差异（!"#$"%& ’()*’，!（/，/）. -+/1 /8，" 3 41 4,）。

,4 7 -45（- 7 +9）温度渐变下，:4 7 245下蟹摄饵量最大，与 ,65以下、265以上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 ’()*’，!（0，,/）. 6:21 ,2，" 3 41 4,）；,45以下蟹摄饵、-45蟹摄饵量最低，与 ,6 7 265下蟹摄饵量

有极显著差异（!"#$"%& ’()*’，!（0，,/）. 6:21 ,2，" 3 41 4,）。

,6 7 265（2 7 +9）温度渐变下，:4 7 245下蟹摄饵量最大，与 ,65以下、265以上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 ’()*’，!（-，,0）. ,,-1 -0，" 3 41 4,）。

:4 7 245（: 7 +9）温度渐变下，:65 下蟹摄饵量最大，与 :45 以下、245 以上蟹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 ’()*’，!（:，,4）. ,:1 :6，" 3 41 4,）。综合分析发现，蟹摄饵量从大至小排列的温度为：:65 ; :4、

245 ;,65 ;265 ;,45 ;-4、6、45。这说明，-4、6、45为不摄饵温度，,4 7 265为可摄饵温度，:65为最佳

摄饵温度，其次为 :4 7 245，再次为 ,65。

图 /< 温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 =>?1 / < @AABCD #A DBEFBG%DHGB GBIHEFD>#J %ADBG ?G%9H%K CL%J?B #J

IHGM>M#GIL>F #A #$%&’(%) *%+%,)

（2）温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存活的影响

温度渐变至 4 7 265 后，再直接恢复至 :65，对中

华虎头蟹的存活有一定的影响，结果见图 /。

统计分析发现，从 6 7 265恢复至 :65时蟹的存活

率与从 45 恢复至 :65 时蟹的存活率有极显著差异

（-（4N，,44N，）. 41 444，+ . 6，" 3 41 4,）。这说明，接近

45的低温状态下，直接恢复至 :65 的常温时，可能温

度变化太大、太突然，易造成中华虎头蟹死亡。

（-）温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温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的摄饵，也有较为

明显的影响。结果见表 8。

表 !" 温度渐变后恢复对中华虎头蟹摄饵的影响

#$%&’ !" #(’ ’))’*+ ,) +’-.’/$+0/’ /’10-.+2,3 $)+’/ 4/$50$& *($34’ ,3 ),,5 23+$6’ ,) !"#$%&#’ (#)#*’

比较项目

ODBEI

中华虎头蟹摄饵量 =##9 >JD%PB #A #$%&’(%) *%+%,)（?）

4!:65 6!:65 ,4!:65 ,6!:65 :4!:65 :6!:65 24!:65 26!:65

,ID9 41 2/ ,1 2/ :1 0/ +1 -/ ,:1 +- ,-1 6- ,21 8- 01 -6

:J99 Q :1 +- -1 -: /1 -: ,:1 -- ,21 84 ,21 24 61 4/

平 均 RB%J 41 ,8 :1 40 21 66 +1 86 ,:1 68 ,-1 :: ,21 0: 61 ++

! . 41 46 B 9 9 S % % % C

! . 41 4, @ T@ UT V ’ ’ ’ VU

统计分析发现，从 :4 7 245恢复至 :65时蟹的摄饵量最大，与从 265、,65以下恢复至 :65时蟹的摄饵

量有极显著差异（!"#$"%& ’()*’，!（+，+）. 8+1 6+，" 3 41 4,）；从 ,6 7 245恢复至 :65时蟹的摄饵量较高，与

从 ,45以下恢复至 :65 时蟹的摄饵量有极显著差异（!"#$"%& ’()*’，!（+，+） . 8+1 6+，" 3 41 4,），与从

265、,45以下恢复至 :65时蟹的摄饵量有显著差异（!"#$"%& ’()*’，!（+，+）. 8+1 6+，" 3 41 46）。这说明，

:4 7 245，为中华虎头蟹最适温度，,6 7 245，为中华虎头蟹适宜温度。

7 讨论

71 8 温度和盐度适应性对中华虎头蟹分布的影响

地球上共有近 0444 种蟹类。从海底高温热液喷口［:,］到低温的北极［::］，从淡水、河口及潮间带，至高盐、

低温的深海底，都有其分布。这说明，不同的蟹，具有不同的温度和盐度适应性。温度和盐度，是影响蟹类分

布的主要因素之一［:2 7 :+］。

盐度骤变和渐变试验结果显示，6 7 66 为中华虎头蟹能存活盐度，,4 7 -6 为其能摄饵盐度，盐度 :6 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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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适宜盐度，盐度 !" 为其最适盐度。因为水深 #"$ 以上的近海海域的海水盐度一般为 !% 或更高，而水深

#"$ 以内的的近岸海域的海水盐度相对较低，一般为盐度 !% 或 !" 以内。这说明，中华虎头蟹为水深 #"$ 以

内的近岸海域生存的海洋蟹类，它不太适应盐度较高的近海海域生存。盐度太低的河口区域，也不是其分布

的适宜区域。

温度骤变和渐变试验结果显示，%&以下、!%&以上为其不适存活温度，中华虎头蟹能在 % ’ !"&的温度

范围内冬眠或夏眠而存活；但 (" ’ !"&为其适宜温度，(%&为其最适温度。盐度适于中华虎头蟹生存的近岸

浅海海域，相对近海较深海域来说，易受潮汐，及下雨、寒潮、夏日强阳光等气候或天气的剧烈影响，盐度、温度

变化剧烈。所以，台湾以南低纬度海域的夏季高温，不适于其生存，这可能就是其主要分布于台湾海域以北海

域的主要原因。而在台湾以南海域分布的少量中华虎头蟹，为求助于红树林的遮光降温作用，而转化为红树

林蟹类［!，)］。

虽然不大于 %&的温度变化，中华虎头蟹能在 "&的环境里存活 *+ 以上。但温度恢复至 (%&时出现死

亡。这说明，%&以下的低温不适于其越冬。因为中华虎头蟹生存于温度相对变化剧烈的近岸海域，朝鲜半岛

以北的近岸海域，在严寒的冬季，出现 "&以下的近岸海域水温是很正常的，这也可能是其不能分布于朝鲜半

岛以北高纬度冷水海域的主要原因。

试验结果显示，盐度骤变和渐变时，蟹摄饵量基本不变或在逐渐降低；而温度骤变或渐变时，摄饵量则在

逐渐增加。因为温度试验时，海水盐度基本不变，为 (, 左右；但进行盐度试验时，试验温度因天气逐渐变冷，

昼夜温差逐渐增大，在 #% ’ (!&之间波动。这说明，较大的昼夜温差波动，不利于中华虎头蟹的正常生理活

动。这与其幼体的试验结果基本一致。例如，在较低的 ("&，但恒温条件下，其存活率（溞状幼体存活率 ,#-
’,%-）反 倒 比 有 昼 夜 温 差 变 化 （(# ’ ()&）的 较 高 室 温 下 培 育 的 （溞 状 幼 体 存 活 率 .!/ !- ’
.01 0-）高［#!，#*］。

因为较大的昼夜温差，不利于中华虎头蟹生存；而海水深度过浅的近岸海域，受气候或天气影响较大，昼

夜温差较大，也应是其不太适应的海域。而海水过深的海域，盐度超过 !%，也不太适于中华虎头蟹生存。所

以，中华虎头蟹应主要分布于海水相对较深（温差相对较小），而盐度 !" 左右的海域。所以，盐度 !" 左右的

大江、大河口的较深海域，应是其分布的主要区域。这也与野外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发现，中华虎头蟹是典型的温水近岸海洋蟹类，它只能分布于中国南海北部至朝鲜半岛狭窄纬

度范围内。又因为其对 !" 的较低盐度的适应性，及其对较大温差的不适应性，决定其既不能分布于较浅的温

差较大的近岸海域，也不能分布于盐度较高的近海海域，故其只能分布于沿海的相对狭窄海域。又因为中华

虎头没有梭子蟹那样强有力的游泳能力，迁移能力有限，没有能力通过太平洋等宽大水面，向其它海域转移，

这可能就是其为西北太平洋狭窄区域分布的特有种的原因。同时，其平均怀卵量为 %)( 2 #"( 粒 3 只［#0］，远小

于远海梭子蟹等种群个体数量相当大的蟹类的怀卵量（%"/ ,)! 2 #") ’ .)/ *,. 2 #") 粒 3 只）［(.］，这可能是其种

群个体数量远不及以上大型梭子蟹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其相对较低的（盐度 !"）的盐度适应性决定了其为近岸海洋蟹类，而近岸海域多变的温度和盐

度环境，又决定了其纬度分布区域内的狭窄及摄食范围的狭窄；再加上其较低的怀卵量，注定了其为一种群密

度较小、只能分布于西北太平洋狭窄区域的一个特有种。

!/ " 中华虎头蟹养殖可行性

虽然中华虎头蟹的温度、盐度适应性导致其为一个狭窄分布的地方特有种，但骤变时，.+ 后中华虎头蟹

存活率 #""-的盐度范围为 #% ’ )"，盐度渐变时，为盐度 #% ’ %%。这说明，中华虎头蟹存活盐度还是比较宽

的。最佳摄饵盐度范围为 (% ’ !%，与育苗成功的盐度 !(［#)］也基本一致。

#" ’ !"&*+ 后中华虎头蟹能 #""-存活；这说明，中华虎头蟹为一种温水性蟹类，对低温的耐受性较强。

#" ’ !%&均能摄饵，但 #% ’ !"& 摄饵明显，应是中华虎头养殖或育苗的可行温度范围，这与在 #)/ % ’
#.1 (& ［#)］能育苗成功，及幼体温度适应性试验［#,］也基本一致。试验中发现，中华虎头蟹具有明显的钻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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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钻沙有助于防止蟹相互残杀，但这也可能是造成养殖期中华虎头蟹对氨氮和硝氮敏感［!"］的原因。

在盐度 #"，温度 !$% & ’ !(% ")时，中华虎头蟹经 # 期溞状幼体阶段，约 !*+，就能发育至大眼幼体［!$］。这

说明，中华虎头蟹的幼体发育相当迅速。中华虎头蟹的怀卵量与个体大小有关，一般怀卵量为 "$, - !," ’
!,.# - !,"粒 / 只，平均 &$" - !,"粒 / 只［!*］，数量还是算比较多的。以上结果和数据显示，中华虎头蟹是有利于

育苗和养殖的蟹类。

但是，氨浓度大于 &,01 / 2，养殖期中华虎头蟹的存活率明显下降；当亚硝酸盐浓度大于 !&,01 / 2 时，养

殖期中华虎头蟹的生长率也明显下降［!"］。同时，它对温度波动较为敏感［!#，!.］，所以，育苗和养殖时，保持温

度的相对稳定及控制氨氮和硝氮的浓度，可能是管理的关键。再者，虽然其在 #&)能摄饵，且摄饵量还较大，

但骤变和渐变试时，都有蟹死亡现象发生，这说明 #&)已是其极端温度。这也就使得，要在台湾海峡以南进

行育苗和养殖难度加大。一般来讲，中华虎头蟹应是台湾海峡以北养殖的适宜品种，也对环境适应性比较强

的海洋蟹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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