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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鲜明鉴团队在进行所有物种的评估工作时，将严格遵循评估标准，并参考最新的、公正客

观的科学数据。常见的评估数据参考渠道包括：文献、官方发布的资料、客观公正的媒体报

道、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专家访谈等。当然，许多渔业存在数据缺乏或只有部分数据的现

实问题，还有部分数据没有对外公开，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估结果。海鲜明

鉴团队承诺在尊重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利用公开数据、依靠专家严谨把关的基础上，客观公

正地开展所涉物种的评估评价工作。相关物种评估结果并不代表任何特定专家、学者等的意

见。海鲜明鉴团队对相关评估结果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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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明鉴简介 

中国是全球第一渔业大国，也是水产消费大国。我们舌尖上的选择，决定了海洋、淡水生态

系统的现在和未来。为了培养新一代负责任的海鲜“吃货”，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发起海

鲜明鉴项目，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科学、有趣的可持续水产品消费指南。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公

众意识促进其消费行为改变，从而利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产业转型，为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健康

的不断改善做出长久的贡献。 

 

评估结果概述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是我国沿海地区养殖范围最广的海水蟹类，2022 年全国养殖产

量 109,017 吨，福建、江苏、浙江、山东为养殖产量最大的四个沿海省份。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三疣梭子蟹在沿海地区池塘暂养和土塘育苗技术逐渐成熟。目前我国三疣梭子蟹以池

塘多物种混合养殖为主，常见混养对象为虾、贝，其中较为成熟的混养物种有中国对虾、日本对虾、脊尾

白虾、缢蛏、菲律宾蛤仔等。三疣梭子蟹养殖受到国家海水养殖生产、加工和运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

各养殖省市也开发了适合本地气候和水文条件的养殖行业标准，但暂未有针对三疣梭子蟹产业链的针对性

管理标准，且法律法规实际执行情况尚不明晰。关于三疣梭子蟹池塘养殖对周边环境，尤其是重要栖息地

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 

 

三疣梭子蟹病害及防治的研究较为充分，在历史上曾有使用药物预防和处理病害的情况，但此类情况在进

入21世纪后得到改善，更多使用微生物制剂和对环境危害较小的化学品调控水质和清塘消毒，但随着尾水

处理进入周边环境的此类物质造成的影响尚不可知。由于三疣梭子蟹为水生生物，在健康情况下不会上岸

活动，且养殖塘均有硬化塘堤，因此逃逸情况罕见。关于更优质的人工种苗研究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养

殖场会在人工蟹苗不足时使用野生捕捞亲本补充，捕捞野生抱卵蟹对野外种群资源和遗传多样性的影响需

要更多科研机构的关注和研究。 

 

三疣梭子蟹养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冰鲜幼杂鱼的使用，部分沿海养殖区域直接就近采购码头上岸杂

鱼或采购滩涂自然出产小型双壳贝类，前者是海洋生态系统重要基石类群，后者是迁徙鸻鹬类水鸟主要食

物来源，两者在养殖中的大量使投喂会对滨海和近海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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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水产品概况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隶属于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软甲纲 Malacostraca，十足目

Decapoda，梭子蟹科 Portunidae，梭子蟹属 Portunus，俗称梭子蟹、海螃蟹、飞蟹、白蟹等。头胸甲呈梭

型，前部两侧缘各有 9 个锯齿，额缘具 4 个小齿，背面有 3 个明显的疣状突起，整体呈茶绿色。三疣梭子

蟹第一对步足为螯足，可用于摄食、自卫和交配；第二对到第四对步足扁平，末端尖细，主要用于爬行；

最后一对步足扁宽，特化呈桨状，主要用于游动。
[40][27]

与大部分梭子蟹属物种类似，三疣梭子蟹是以动物

源饵料为主的杂食性蟹类，主要食物包括甲壳类、头足类、鱼类等，其中双壳类及其幼体占比最大，但摄

食物种类型和数量会随季节变化。
[11]

 

 

三疣梭子蟹偏广温性，在温度不产生剧烈骤变的前提下在 5-35℃均可存活。
[15]

主要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

海域，在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等 17 个国家均有记录。
[1]
在我国北起辽宁、南至广东的各

沿海省份近海海域均有天然分布，其中黄渤海产量最大。三疣梭子蟹是洄游性物种，通常在春夏繁殖季节

来到近岸浅海产卵。一般根据其所处生活史阶段及集群目的分为产卵群体、索饵群体、越冬群体。
[28][22]

三

疣梭子蟹发育过程中经历蚤状幼体、大眼幼体、仔蟹、幼蟹等多个阶段，寿命通常为 1-3年。 

 

作为我国沿海重要海产养殖物种之一，2022 年全国海水养殖梭子蟹产量 109,017 吨。其中福建养殖产量

31,762 吨，远超第二梯队居第一位。此外，江苏（20,811）、浙江（20,370）、山东（19,083）、广东

（13,825）、河北（2,289）、海南（616）、辽宁（261）各省也有养殖，产量依次递减。
[22]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山东沿海进行的三疣梭子蟹土池育肥和养殖试验取得初步成功，如今在我国南北沿

海均有养殖，
[40]

以池塘多物种混合养殖为主，各沿海省市结合所在地位置和气候等多种因素也发展出虾塘

围栏养殖、低潮位围栏养殖、吊笼养殖、水泥池暂养等方式。
[6]
 

 

山东省虾蟹类产业目前形成了海水池塘虾-蟹-鱼-贝-参多品种生态混养类型，各地均在试行和推广不同类

型的混合养殖模式，如：日照东港区推广对虾-三疣梭子蟹-菲律宾蛤仔-半滑舌鳎混合养殖模式、潍坊昌

邑市推广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模式、滨州沾化区推广南美白对虾-三疣梭子蟹-缢蛏模式。
[12]

 

 

三疣梭子蟹在市场多为鲜活出售，销售时通常对来源（野捕或养殖）不加以区分。由于各沿海养殖省市气

候条件各异，养殖周期和出塘上市时间不同，鲜活三疣梭子蟹会有跨省流通贸易情况。如今，海产品消费

者对蟹类产品的需求逐渐趋向多元化，因此冷冻三疣梭子蟹块、冷冻三疣梭子蟹肉、去壳蟹肉等半成品，

以及蟹肉罐头、蟹肢、蟹糊、蟹油、蟹黄酱等精深加工产品开始在市场出现。
[39] 

 

近年来，水生生态系统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海产品中重金属富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

注，其中三疣梭子蟹体内砷和镉超标的情况也得到食品安全部门和环保组织的重视。有研究表明长期食用

含过量砷的水产品可能导致慢性中毒，损伤皮肤、肝脏等人体器官；镉在非常低的浓度下也可以在人体中

积累并对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34]

2021 年一次对比野生和养殖三疣梭子蟹镉含量试验结果显示，检测

个体可食组织镉含量为 0.002～7.541mg/kg，各部位镉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性腺、胸肌、腿肌，野生梭子

蟹可食组织的镉含量较养殖梭子蟹高。
[4]
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梭子蟹重金属镉残留调整为最大限量

3.0mg/kg，是旧标准的 6倍，但在之后的不定期检测中仍有梭子蟹检出镉残留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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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正文 

评估项一 养殖模式与管理状况 

养殖模式与产业介绍概况 

三疣梭子蟹养殖塘受地理环境、养殖品种等因素影响，面积 10-50 亩不等，水深 1-1.8 米，盐度需大于

16‰，若盐度降至 7-8‰三疣梭子蟹可存活但不再生长。投苗多在春季至夏初进行，根据投放蟹苗规格不

同，4-30只/g规格的幼蟹每亩可投放 2000-3000只。
[5]
三疣梭子蟹互残现象严重，出塘时存活率在 30-50%，

即每亩投放幼蟹1000只，出塘时每亩仅可起出300-500只成蟹。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各个时期需要保证饵

料充足。10 月至 11 月（中秋节前后）为三疣梭子蟹大量上市时期，部分地区公蟹上市早于母蟹，出蟹时

间可直到元旦前后。北方气温较低，通常元旦前至次年 4 月为空塘期，但若为多物种混养（如混养贝类）

则没有空塘期。 

 

三疣梭子蟹养殖以在入海河口附近的池塘养殖模式为主，近年来各省市因地制宜地结合本地气候和水文条

件发展多物种混合养殖模式，混养物种主要为双壳贝类和虾类。在2020年对比三疣梭子蟹单养、脊尾白虾

单养、三疣梭子蟹和脊尾白虾混养三种养殖模式的试验中，发现三疣梭子蟹的成活率、平均体重和产量均

为混养略高于单养模式。
[10]

 

 

地区 混养/套养/轮养物种 描述 

山东省日照市 中国对虾、缢蛏
[13]

 3月下旬投放缢蛏、4月中旬投放中国对

虾虾苗、5月上旬投放三疣梭子蟹 II 期

苗种；缢蛏苗以浮游饵料为食、中国对虾

苗 

种以钩虾等生物为食、三疣梭子蟹Ⅱ期苗

以投喂鲜活的小型兰蛤（(Potamocorbula 

laevis）和冰鲜小虾、后期增投冰鲜小杂

鱼 

山东省威海市 中国对虾、刺参
[43]

 10月至次年 5月养殖刺参，5月刺参全部

起出后清塘消毒，5月中旬放中国对虾

苗、下旬放三疣梭子蟹 II 期苗、9月起

出中国对虾及梭子蟹后清塘消毒进行刺参

养殖 

江苏省东台市 斑节对虾、美洲帘蛤
[30]

 先全池投放钩虾，再投放美洲帘蛤苗，3

月下旬投放斑节对虾苗，5月初投放三疣

梭子蟹 II 期苗种；6月中旬出斑节对

虾、年底出梭子蟹、美洲帘蛤当年起捕部

分后补苗， 次年捕大留小 

河北省黄骅市 日本对虾、南美白对虾、矛 4 月下旬放日本对虾苗、5 月中旬投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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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虾虎鱼
[14]

 疣梭子蟹 II期苗种和南美白对虾苗、6月

中旬捕获排水沟中当年野生矛尾虾虎鱼幼

体；6 月中旬开始出日本对虾、8 月中上

旬开始出南美白对虾和梭子蟹雄蟹、雄蟹

出净后9月底开始出雌蟹、11月开始出矛

尾虾虎鱼 

浙江省宁波市 缢蛏、脊尾白虾
[16]

 清明节前后放养缢蛏苗、5 月底前放养蟹

苗、5 月底和 6 月下旬至 7 月初分两批放

养海捕脊尾白虾；国庆节前后可开始起捕

脊尾白虾、春节前后开始起捕三疣梭子蟹

和缢蛏 

河北省唐山市 红鳍东方魨
[31]

 工厂化养殖，国庆前后放养三疣梭子蟹成

蟹、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红鳍东方魨从养

殖池塘起捕后放养入车间过冬；元旦至春

节起捕和销售三疣梭子蟹、4 月中旬至月

底起捕红鳍东方魨销售或放入池塘养殖 

浙江省舟山市 大黄鱼
[24]

 4 月初投放大规格（80-100g/尾）大黄鱼

种苗、5 月下旬投放三疣梭子蟹苗；9 月

出三疣梭子蟹雄蟹、11月开始起捕雌蟹、

11 月中下旬按市场需求起捕销售大黄鱼 

 

三疣梭子蟹沿海池塘养殖易受低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如 2011 年冬季舟山沿海养殖塘受海水低温影

响，三疣梭子蟹停食和致死温度持续超 40 天，导致大量死亡，普陀区梭子蟹养殖损失 2000 万元。
[3]
2019

年，台风“米娜”带来的强降雨导致的海塘海水淡化，使象山县沿海地区养殖的三疣梭子蟹缺氧死亡，养

殖户损失惨重。
[38]

2023 年，台风“杜苏芮”和“海葵”途经我国东南沿海，浙江宁波、福建连江等多地三

疣梭子蟹养殖受到影响。
[25][21] 

 

政府监管 

我国已出台一系列规范水产养殖的法律法规，从规范选址、苗种选择、养殖用药、上市流通等均有相对应

规定。2003 年，农业农村部出台《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对养殖用水、养殖生产、渔用饲料和水

产养殖用药进行统一要求；2020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动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对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养殖尾水治理、水产养殖用药减量、

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进行了强调要求，其中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方案”中提

出，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每省建立 1 个试验推广点以上，梭子蟹推广点配合饲料替代率不低

于 30%；2022 年，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发表《关于加强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的意见》，从环评

管理和布局优化、实施养殖排污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监管和执法检查、加强政策支持与组织实施四个角

度提出要求，推进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国家级行业标准《三疣梭子蟹良种选育技术规范》、《三疣梭子

蟹人工繁育技术规范》、《三疣梭子蟹 亲蟹》等。
[9]
以上国家政策均适用于三疣梭子蟹的海水池塘养殖。 

 

三疣梭子蟹养殖已有多年历史，是部分沿海社区的重要生计来源，为保障养殖产品品质和养殖户收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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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出台了梭子蟹养殖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例如浙江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2002年

起草的《无公害食品三疣梭子蟹养殖技术规范》
[35]

、2006 年山东省地方标准《三疣梭子蟹养成技术规程》、

2013年发布的福建省地方标准《三疣梭子蟹养殖技术规范》等。 

 

 

评估项二 栖息地影响 

栖息地影响 

三疣梭子蟹养殖多位于通海河口附近区域，虽然多数梭子蟹养殖塘对传统水产养殖区域，但也存在围堰兴

建池塘直接占用滨海滩涂栖息地的情况。与虾塘等各类水产养殖类似，养殖塘需要周期性的翻耕以防止底

质老化，翻耕塘底产生的有机质可能会污染周边环境。近年来海水蟹类养殖病害频发，目前仍缺乏针对病

害发生后期处置措施的规定或标准，携带病原体的养殖用水或病蟹若进入自然海域，可能造成天然栖息地

内虾蟹患病。 

 

目前三疣梭子蟹生态养殖技术中多强调预防，依靠良好水质维持养殖蟹类健康，增加换水量和提高换水频

率作为保持水质的方法之一，可能导致养殖塘中排出的有机物降解不完全，进而加剧对栖息地的污染。在

2020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后，各级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尾水

处理和排放，对养殖塘排放入环境的水质进行了严格要求，但中小型三疣梭子蟹养殖户难以承担额外的尾

水处理设备费用，导致实际执行和监管存在难度。尤其在养殖周期中投喂冰鲜鱼类时期，若投喂数量和次

数不合理导致残饵进入排水沟渠，未经过处理的尾水排放入周边环境也可能导致栖息地受到污染。三疣梭

子蟹与底栖滤食性贝类的混合养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水质问题，实现生物调控。 

 

2007 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发布实施，全国多地也先后推广退渔还湖、退渔还湿、退渔还耕等政策，

进一步强化水环境综合执法，努力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和谐统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要求规范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排污口设置，在水产养殖主产区推进养殖尾水治理。为推进

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

行）》，提出指导各地制定水产养殖尾水排放等标准规范；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的

意见》，要求沿海各省（区、市）按照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有关要求，在

2023年底前出台地方海水养殖尾水排放相关标准。为此，2023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地方水产养殖业水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用于指导和规范各地因地制宜制订相关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自

2023年 3月 1 日起施行。 

 

虽暂未有针对三疣梭子蟹池塘养殖污染环境的报道，但公众普遍认为沿海水厂养殖活动或多或少会影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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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海域水质。部分沿海传统养殖区域也曾进行退塘还滩的工作，如山东省青岛市胶南沿海曾有大量养殖塘，

清退后部分迁至临市日照进行三疣梭子蟹养殖。 

 

评估项三 化学品使用与病害防治 

化学品使用 

目前，我国颁布并实施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法律法规，对养殖用水、养殖生产、渔用饲料、水产养殖用药均进行了要求。其中对养殖过程中药

物使用实行白名单制度，严格遵循《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 2022 年 1、2 号》中规定水产养殖药物，仅可使

用国务院农业农村部依法批准使用的水产养殖用兽药、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原料目录》

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所列适用于水产养殖动物的物质、依法获得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的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产品。 

 

千禧年前，海水蟹类养殖疾病治疗和防治常使用孔雀石绿、抗菌素、喹啉酸、福尔马林等对养殖塘和感染

细菌、真菌或体内寄生疾病的个体进行处理，也会用漂白粉、敌百虫、烟丝浸水液等预防或治疗体外寄生

生物。
[45]

此类现象在 2003 年出台《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后明显减少，更多养殖户秉承“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理念，通过保持良好水质、投喂优质新鲜饵料、定期巡塘观察水色变化和梭子蟹活动情

况、不投喂带有病原的鲜活饵料、及时切断病原传播等方式减少养殖中病害的发生。目前常见使用化学品

有投苗前清塘使用的生石灰和茶籽饼、以沸石粉和过氧化钙为主要成分的水质保护剂、用于水体消毒的漂

白粉、以光合细菌和异养细菌为主的微生物制剂等。
[23]

 

 

病害防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三疣梭子蟹被列入我国人工养殖蟹类后，随着养殖密度增加，病害问题日益显现，主要

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四类。 

 

细菌性疾病：1）弧菌病。由弧菌属引起的一类疾病，是海水甲壳类动物最常发生的细菌性疾病。通常由

外界环境条件恶化导致致病弧菌数量增多，加之蟹免疫力下降等多因素互相作用而导致弧菌病暴发。发病

高峰期为苗种孵化期和水温较高的夏季，感染初期三疣梭子蟹表现为食欲不振和行动缓慢，随着感染程度

增加可出现停食或昏迷，最终完全失去行动能力进而导致死亡。2）烂腮病。主要由弧菌、嗜水气单胞菌、

爱德华氏菌等多种细菌引起，发病高峰期为 7-8 月。感染初期三疣梭子蟹表现为食欲不振、行动缓慢、鳃

丝呈暗灰或黑色，感染严重时将停食，鳃丝完全变黑并附着黏液，最终导致窒息性死亡。3）丝状细菌病。

病原为白丝菌，更常见于蟹类幼体，发病高峰期为育苗阶段水体内有机物质过多时，尤其常见于夏季高温

和三疣梭子蟹生殖蜕壳阶段。4）甲壳溃疡病。由具有分解几丁质能力的细菌导致，发病高峰期为水温 17℃

以上时，流行于 4-9 月。感染初期三疣梭子蟹症状为甲壳上出现红棕色斑点，感染严重时斑点逐渐发展为

块状并伴随中心溃疡，可导致全身溃疡和蜕皮困难，最终大批量死亡。 

 

真菌性疾病：1）酵母菌。感染与梭子蟹体质、水温、水质等关系较大，通常在感染酵母菌后发病迅速且

范围广，死亡率高。2）链球菌。感染发病率低，但危害严重。育苗阶段其菌丝可附着在受精卵表面，感

染后的蟹类幼体失去活力且不能进食，严重时会大量死亡。3）链壶菌病。发病高峰期为蟹类幼体时期，

尤其在在育苗阶段到大眼幼体阶段爆发，主要由养殖密度过大和换水不到位等因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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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疾病：1）疱疹病毒。主要寄生于血液细胞。2）弹状病毒和细小核糖核酸病毒。主要寄生于肝细胞。

3）白斑综合征病毒。在我国最常见并造成严重危害的海水蟹病毒。 

 

寄生虫疾病：1）体内寄生。对宿主的影响更严重，造成的危害更大。常见寄生虫为血卵涡鞭虫、微孢子

虫、拟阿脑虫。血卵涡鞭虫感染症状为体表色泽暗淡、肌肉和关节膜处白浊、步足关节脆弱容易脱落、食

欲不振或停食等。微孢子虫寄生会导致病蟹的肌肉、体腔、体表均出现不同程度病变，可观察到肌纤维断

裂、液化等现象，寄生后期蟹类体内肌细胞由大量的微孢虫替代，在2014年曾导致津冀沿海三疣梭子蟹养

殖大量减产甚至绝产。
[33]
拟阿脑虫感染常见于越冬期的三疣梭子蟹，有流行性强和致病性高的特点。2）

体外寄生。藤壶、蟹奴、固着类纤毛虫。 

 

目前，海水蟹类的细菌性疾病主要以预防为主，如调节水质、保障环境条件等，除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治

疗外无其他有效治疗途径；真菌性疾病的研究与防控不是目前蟹类病害防治的重点，但应从健康养殖角度

持续关注；病毒性疾病除已报道的疱疹病毒病、弹状病毒病、细小核糖核酸病毒病之外，对其他病原及病

理学研究尚不详细；寄生虫疾病主要依靠预防和正确诊断来保障养殖对象的生长健康。
[42]

由于三疣梭子蟹

如今多与虾类混养，在苗种选择时优选有高抗病性的养殖品系，不纳入病蟹病虾，预防虾蟹共患病的爆发。 

 

评估项四 养殖对象逃逸风险及处置 

逃逸风险 

三疣梭子蟹为水生生物，在健康情况下不会上岸活动，且养殖塘进出水口通常会设置筛网防止养殖对象逃

逸，因此三疣梭子蟹池塘养殖逃逸风险不大，也暂未有关于沿海养殖塘内三疣梭子蟹大量逃逸造成减产的

报道。 

 

三疣梭子蟹为我国沿海地区常见养殖对象，在我国海域也有广泛的自然分布，最初养殖苗种也多来自野生

捕捞个体，因此养殖个体与野生个体之间不存在生殖隔离，并且近年来由于野生三疣梭子蟹资源衰退，会

使用养殖个体对其资源量进行补充，即增殖放流活动。因而容易发生养殖选育品系与野生个体杂交，造成

野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降低的情况。在 2013 年对海州湾三疣梭子蟹增养殖对野生种群基因影响的研究发

现，海州湾野生三疣梭子蟹种群遗传多样性优于养殖群体，但差异并不显著。
[7]
虽然结果表明海州湾三疣

梭子蟹遗传状况良好，但仍需进行持续监测，采取措施防止养殖三疣梭子蟹进入到天然水环境，同时也要

对增殖放流的繁殖群体采用野生捕捞的遗传多样性高的大群体进行繁殖，
[8]
防止增殖放流对野生种群基因

多样性造成影响。除对野生种群基因多样性影响外，野放的养殖个体可能会与野生个体竞争饵料、栖息地

等资源。 

 

评估项五 饲料需求 

饲料中野生鱼比与可持续性 

三疣梭子蟹养殖过程中其饲料种类和食物组成随着阶段发育而有差别，蚤状幼体期蟹苗的活力差，被动摄

食池塘中以轮虫为的饵料生物，可补充投喂鲜活轮虫或悬浮性好、适口的全价颗粒饵料；
[20]

养成早期以丰

年虫和鱼糜为主要饵料，也可投喂小型贝类（如蓝蛤）和冰鲜鱼；养殖中期以投喂低值贝类和冰鲜杂鱼为

主，也会投喂人工配合饲料；养殖后期，通常会增加高蛋白的优质饵料，但仍以杂鱼为主。
[5]
在部分较新

养殖技术研究中，也有以三疣梭子蟹优质配合饲料为主，辅以低值的贝类、杂鱼的养殖方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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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水产养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研究报告》，梭子蟹为以幼杂鱼投喂为主、人工饲料投喂为辅的

海水养殖物种之一，且饲料中鱼粉含量大于 30%。经计算 2014 年梭子蟹养殖总产量约为 118836 吨，人工

配合饲料投饵比例为 4.69%，人工配合饲料饵料系数为 1.90，人工配合饲料鱼粉鱼油的含量约为 41%，经

过计算可得鱼粉使用量为 3051 吨；幼杂鱼投饵比例为 35.63%，杂鱼饵料系数为 4.37，幼杂鱼使用量为

129957 吨，对应渔业资源总消耗量为 138857 吨，鱼投入鱼产出值为 1.66，
[19]
综上可见三疣梭子蟹养殖仍

依赖大量野生渔业资源。 

 

随着国家号召水产品养殖绿色发展并重视减少水产养殖对野生渔业资源依赖问题后，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

注三疣梭子蟹养殖中杂鱼替代饲料。在 2021 年的研究中发现，当饲料脂肪水平为 4.2%~13.76%和蛋白质水

平为 40%~45%时，能够满足三疣梭子蟹正常生长和发育。仅投喂冰鲜鱼或贝类可能缺乏某种营养元素，而

补充配合饲料能够平衡三疣梭子蟹对营养元素的需求。
[41]

 

 

目前，多数研究普遍认同最适合三疣梭子蟹养殖的投喂模式为人工饲料配合冰鲜杂鱼的投喂。例如，2018

年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与投喂冰鲜鱼相比，配合饲料显著提高了三疣梭子蟹幼蟹的生长性能与饲料利用率，

幼蟹对红鱼粉与白鱼粉的利用效果没有显著差异，红鱼粉相对性价比更高，可作为三疣梭子蟹的主要饲料

蛋白源；
[2]
2019 年研究发现配合饲料能弥补冰鲜杂鱼营养成分上的不足，冰鲜杂鱼自带的有益菌又能提高

配合饲料的利用率，混合投喂可以使两者优势互补，同时还发现就消化能力而言配合饲料作为杂鱼替代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以及采用试验所用配合饲料和杂鱼混合投喂的方式可提高梭子蟹的免疫能力，对梭子蟹

的性腺发育和营养组成影响较小，可提升性腺和肌肉中的氨基酸含量和质量；
[17][18]

在植物油替代鱼油的研

究采用混合植物油(大豆油：菜籽油=1∶1)分别替代饲料中0%、25%、50%、75%和100%的鱼油，发现饲料中

过高的鱼油替代可能会对三疣梭子蟹雌蟹的成活造成负面影响，50%的鱼油替代水平可显著提高卵巢和肌

肉中蛋白质含量，但 100%的鱼油替代水平会降低肝胰腺和卵巢的 HUFA含量。
[37]

 

 

 

评估项六 种质来源 

种质来源 

三疣梭子蟹在我国沿海地区养殖已有数十年历史，早期蟹苗均来源于野生捕捞。如今已初步实现工厂化育

苗，技术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探索中也日趋成熟，但部分育苗厂种蟹仍来于海捕抱卵蟹，
[20]

但对于野生三疣

梭子蟹亲蟹的索取是否会威胁野生种群资源仍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较成熟三疣梭子蟹良种品系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黄海所）与昌邑市海丰水产养殖

有限责任公司（海丰公司）联合培育的“黄选 1 号”和“黄选 2 号”，其中“黄选 2 号”亲本来源于“黄

选 1号”核心育种群体及东营垦利的黄河入海口、南通启东的长江入海口 2 个低盐海区野生群体。2010 年

至 2015年期间已连续进行了 5代选育，形成了特征明显、性状稳定的三疣梭子蟹新品种。又经过连续两年

进行生产性养殖对比试验，发现新品种“黄选 2 号”有耐低盐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整齐度好

等优势。
[26]

 

 

评估项七 对野生动物，尤其是受胁物种的影响 

野生动物接触 

在自然海域，三疣梭子蟹的敌害生物种类以鱼类为主，如海鳗、鲐鱼、白姑鱼、石鲽以及虾虎鱼，捕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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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多为蟹苗和幼蟹。
[36]

池塘养殖模式中为防止敌害生物随海水进入养殖塘，会在进出水口设置筛网，因此

与野生动物接触情况少见。通常会通过在养殖塘中设置躲避物以减少互残和被敌害生物捕食现象。
[29]

此外，

三疣梭子蟹幼蟹育成及生长蜕壳时期可能吸引水鸟捕食，但暂未发现有三疣梭子蟹与 ETP 物种形成明显冲

突或三疣梭子蟹养殖户驱赶或伤害 ETP 物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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