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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蟹养殖已成我国水产业中一项支柱性产业。根据 FAO 专家制订的生态养殖三个基本原则分析，"种草、殖螺、稀放、轮
养"等养殖方式不符合生态养殖标准。（1）河蟹养殖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有影响。河蟹养殖破坏水域的栖息地，排放营养物质，

使用药物对水资源保护有负面作用；大量养殖导致野生资源种质下降，及对湖泊和海洋渔业资源过多的依赖均不利于相关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2）河蟹养殖户获得权益不足。河蟹养殖业成为高投入的行业，河蟹养殖业发展一定程度并没有达到消除贫困和

让更多人的权益人受益的目的。（3）河蟹养殖对其他部门发展有影响。河蟹养殖业对湖泊资源、湖泊生态、海洋渔业资源，沿海生

态环境等方面都有负面影响。针对这一现状，按照生态养殖的三个基本原则，要从种质、饲料、设备方面规范河蟹养殖，降低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发展保险支持，保障养殖户权益；加强部门合作，合理发展河蟹生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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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have become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China fishery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for ecosystem approach to aquaculture (EAA) made by FAO experts, many
aquaculture method for Chinese mitten crab, such as culture of submergible plant, breeding the snail, low density and
rotational culture, are not in accord with the standards of EAA.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re are various
negative impacts on functions and services of ecosystem by crab aquaculture. The crab aquaculture will damage the
habitats in each water area, will discharge lots of nutrients, and will use many chemical drugs, which are not benefit to
protecting water resources; mass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will lead decrease of wild resources and germplasm
and will excessively dependent on 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lake and ocean, which are not benefi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relative resources. Secondly, the farmers who are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can not gain
enough benefits. As a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dose not achieves the purpos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enefiting more farmers. Thirdly,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dose no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benefits of other departments.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influences fishery resources in lake and
ocean and ecology around streams, lakes and coastal zones. Therefore, ecosystem approach to aquaculture is the only way
for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in China. It should standardize the aquaculture of Chinese mitten crab from germ
plasm, feeds and equipment to reduce the impacts on ecosystem; develop insurance support to ensure the benefits of
farmer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departments to develop crab aquaculture industry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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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河蟹养殖迅速发展，成为很多地

方的支柱性产业[1]。河蟹养殖有利于底洼田综合利

用[2]。陈凡等[3]称河蟹养殖为生态养殖，并且有学者

提出了如“种草、殖螺、稀放、轮养”等众多生态养殖

模式[4-7]。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专家制

订的生态养殖三个基本原则，结合我国河蟹养殖技

术和模式，发现其不符合生态养殖。对河蟹养殖技

术和模式进行探讨，旨在为河蟹产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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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养殖概念和基本原则

FAO 专家组一致达成共识，确定生态养殖（e－
cosystem approach to aquaculture，EAA） 的概念为

“整合较广生态系统范围内的活动的一种策略，以

这种方式促进内在相互联系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平等权益和适应性”，这个概念其实包

括生物多样性协定（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
sity，CBD）和负责任渔业行动的原则（Code of Con－
duct of Responsible Fisheries，CCRF）[8]。为了促进可

持续发展，生态养殖主要由三个原则所指导：一是

养殖应该在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背景下发展，而

不能破坏它们的承受能力；二是养殖应该提高人类

福利及相关权益人的平等权益；三是养殖发展需要

考虑或融合其他相关领域进行发展。生态养殖有三

个时空尺度，一是养殖场，二是水体及相关流域或

养殖区，三是全球贸易范围。

2 河蟹养殖中存在的问题

2.1 河蟹养殖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影响

2.1.1 破坏重要水域栖息地 河蟹养殖方式主要

有围网养殖、池塘养殖和稻田养殖。3 种养殖方式

都涉及到不同水域的栖息地。围网养殖会直接破坏

湖泊沿岸栖息地，同时间接破坏非围网区底栖生物

及其栖息地。河蟹的池塘养殖主要建造于沿湖区，

破坏了大量的滨湖湿地。在全国湖泊围网养殖严格

控制后，大部分河蟹养殖转向环湖地区的原有池塘

或新挖池塘，并没有减轻对原有湖泊的环境和资源

压力。
稻田养蟹是否符合生态养殖的标准也需要进

一步探讨。稻田养蟹提高了系统中的水稻和蟹类产

量[9]，但是减少了其他生物的栖息地[10]，尽管这些栖

息地的价值并不大。另外稻田养殖中由于混养河蟹，

水位一直保持一定高度，难以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烤

田过程。经过烤田的稻田，甲烷的排放量较低[11]。稻

田养蟹情况下，甲烷排放情况是减少还是增加有待

进一步研究。
河蟹幼蟹培育阶段需要喜旱莲子草（水花生）作

为栖息地，间接地促进这些外来物种的泛滥。研究表

明，碎裂化的喜旱莲子草更易于传播和生长[12]。喜旱

莲子草大量在河道两岸浅水区生长，导致原生的沉

水植物破坏，这可能是我国河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

因之一。
河蟹喜欢摄食螺类[13-14]，在河蟹养殖过程中要

投放大量螺类。湖泊中捕捞螺类多采用吸螺蚬的

泵，这种作业方式对底栖生物和底质的搅动很大。
河道中捕捞螺类是采用切割法进行，螺类栖息于

茂密的水草中，难以捕捞，所以直接切割这些水

草，拖取后分离螺类。这对沉水植被，尤其是螺类

喜欢栖居的苦草植被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沉水

植物对水湖泊和河流生态的健康至关重要是众所

周知的。
另外沿海的河蟹土池育苗要占用大量的沿海

湿地资源。养殖户纷纷建立大量工厂化育苗场等沿

海建筑工程，在没有高额利润时，这些育苗场房是

荒废的。河蟹工厂化育苗时基本上是直接排放污水

的，大量富营养的污水将对相邻海域造成一定程度

的污染。人工配制海水的任意排放也会导致育苗场

周边土壤盐渍化。
2.1.2 排放营养物质 在河蟹池塘养殖过程中，为

追求养殖效益，往往投放大量的饵料。过剩的饵料

（以小杂鱼为主）和颗粒饲料（以玉米、小麦为主）等

营养物质以溶解态和非溶解态直接进入水体，前者

最终表现为水体中某些环境因子含量的增加，另一

部分在池塘底泥沉积下来，再通过底泥的释放进入

水体，大大增加了水体的营养成分氮（N）、磷（P）等

环境因子的含量[15]。河蟹池塘养殖中多采用种植高

密度的水草来进行生态养殖，以提供蟹类栖息地及

处理水质。但在夏天高温或阴雨天，这些水草将消

耗大量的氧气，为了保证充足的氧气含量，河蟹池

塘养殖中经常进行大换水，尤其是高温季节基本上

每晚都要大排大进，这样大量营养物质将排放到外

界河流或湖泊中。而湖泊的河蟹围网养殖直接污染

水体，会导致网围区底质积累越来越厚[6-7]。
2.1.3 排放有毒的化学物质 河蟹养殖中疾病时

有发生，养殖中也经常使用调水的药品和防病、治
病的药物[16]。由于养殖中经常排水，更易造成这些

有毒物质的向外界水体的扩散。
2.1.4 对水资源影响 水产养殖主要在沿湖地区

或沿河区域，这些区域往往是重要的水源地[15]。河

蟹养殖多采用大进大排的粗放式养殖，严重污染当

地水源。
2.1.5 对遗传资源的影响 经过多年发展，作为主

要河蟹产卵场的长江口，河蟹种群的种质状况严重

下降，表现为成体规格明显偏小[17]。研究表明，采用

长江口的蟹苗培养的成蟹和人工育苗培养的相比

在规格上并不占优势。这可能和河蟹大规模养殖

后，南北来源的不同河蟹种质混乱所致，或由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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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河蟹更易于逃逸所致[18]。在河蟹育苗生产中，

小规格亲体更易于较长时间存活，价格也较便宜，

所以生产中较多选择小规格亲体，导致人工繁殖后

代种质越来越差。高淳地区采用培育大规格蟹种，

提早放养、早捕的养殖模式。虽然大规格的河蟹非

常多，但由于过早完成成熟过程，这些亲体留到第

二年的 5 月份进行成功育苗的可能性较小。尤其

是土池育苗技术成熟后，大规模、低成本苗种培育

变成可能，很多育苗场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以偏低

规格的亲体进行苗种培育。而在大规格河蟹价格

高攀的情况下，选择的亲体规格将更小。
2.1.6 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河蟹养殖过程中，要投

放螺类和大量的鱼类。这些鱼类主要是湖泊、河道

和海洋中渔获中的小型鱼类，且主要是幼鱼为主。
这促进了对湖泊、河道、海洋天然渔业资源的过度

捕捞。天然河道中电捕频率非常频繁，过去电捕主

要捕捞大规格的鱼，用于人的消费，现在所有规格

都有利可寻，造成严重的酷鱼滥捕。同时这些动物

蛋白并不能有效被河蟹利用，很多都被浪费。随着

鱼粉价格上升，对天然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趋势越

演越烈，当前必需解决河蟹替代的饲料源[19]。而利

用珍贵的海水渔业资源的高蛋白换取少量的蟹类

蛋白是不合算的。
河蟹育苗生产中，过去多采用丰年虫，现在都

以从沿海盐场或近海水体中大量捕捞桡足类，进行

冰冻贮存，供苗种生产时使用[20]。这些桡足类本应

该是海洋中天然渔业资源的重要饵料，这间接破坏

了原本就很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2.2 河蟹养殖获得权益不足

河蟹养殖业是一种高投入，高收入的行业，并

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承受的。当然河蟹养殖业的发

展，带动了农村临时雇工的发展，有的带动了服务

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发展，如高淳模式[4]；但由于河

蟹养殖对养殖者的经验和知识要求较高，不少养殖

户技术水平有限，盲目投资，不仅没能得到较高的

利润，往往造成很大的损失。河蟹作为淡水高档的水

产品，流通环节起重要作用。个体养殖户只能通过地

方批发市场进行销售，很多利润被流通环节所获得。
同时，大量其他行业资本向河蟹养殖产业进军，抬

高河蟹养殖的塘口价格，导致小规模养殖户难以保

持原有的生存条件，达不到脱贫脱困的目的。

2.3 河蟹养殖对其他部门发展的影响

河蟹养殖会直接和间接破坏重要的水域栖息

地，导致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影响生态系统自身

的净化能力。对各个水域渔业资源过度捕捞也会影

响渔业资源的发展。可以说河蟹养殖业发展对水环

境保护，渔业资源保护等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

响，并没有全面考虑这些部门的利益。这个认识对

于全面规划生态养殖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很多地方

政府仅以发展当地经济为目标，很少考虑到这些水

产养殖业所带来的其他的生态影响。

3 河蟹生态养殖发展对策

综上所述，各种河蟹生态养殖方式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生态养殖，仅仅是在养殖的某一环节中采用

了一定的生态养殖方式，但主要环节却不仅属于生

态养殖，相反，可能是一种生态的灾难。为此，建议

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河蟹生态养殖。

3.1 规范河蟹养殖，降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1）建立河蟹良种场。全面制订河蟹的种质标

准，设定真正的河蟹良种场，河蟹良种场从亲体培

育，幼体培养，扣蟹培育三个养殖环节都要注意良

种标准，只考虑其中一个或两个环节，不能成为真

正的河蟹良种场。（2）采用人工饲料。河蟹的摄食方

式决定其对饵料的利用率较低，饵料系数太高；河

蟹养殖要真正达到生态养殖的要求，必需加大人工

配合饲料的应用，限制过度利用湖泊和海洋的天然

渔业资源 [19]，国家层面应该在河蟹，乌鳢及其它众

多海水养殖鱼类中要立法控制，减少利用各种水域

的野杂鱼类。有研究表明，合理的人工配合饲料的

应用其实有助于减少养蟹塘氮磷的负载[21]。开展人

工养殖低质鱼类如鲢鱼，螺蚌类 [22-23]，用于河蟹养

殖，替代野杂鱼才能做到真正的生态养殖。蟹类真

正的生态养殖，就是进行资源的增养殖，让其利用

天然的饵料资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蟹类是不

需要养殖的。（3）改善养殖设备。河蟹养殖中除增加

优质水草种植外，也要配套生态净化系统或微增氧

设备，提高水质，减少水体排放或采用循环生态养

殖方式进行[24-25]。这样才能减少其对外界水体环境

的影响。
3.2 发展保险支持，保障养殖户权益

随着河蟹养殖业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价

格就会回落，河蟹成为老百姓消费得起的水产品指

日可待，但是要注意重大气候灾害对河蟹养殖业的

影响，高风险水产养殖业要有相应的保险支持，才

能保证养殖户的经济安全。
3.3 加强部门合作，合理发展河蟹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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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蟹养殖业中存在的众多问题，也给人们一个

启示，必需从整个生态系统考虑一个养殖产业的发

展，同时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才有可能实现真

正的可持续发展。总之，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河

蟹养殖规模，各级水产职能部门，水利和环保部门

应该要联合规范河蟹的养殖，制订河蟹的生态养殖

标准，限制粗放式的河蟹养殖业发展，避免发生对

资源和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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