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卷  第 1期

2 0 0 6 年 1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OCEANOLOG IA ET L IMNOLOG IA SIN ICA

V o l1 37, N o. 1

Jan. , 2 0 0 6

东海大陆架海域经济蟹类

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
*

俞存根  宋海棠 姚光展 吕华庆

(浙江海洋学院渔业学院  舟山  316004)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舟山  316100)

(浙江海洋学院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舟山  316004)

  * 国家海洋勘测专项资助项目 ) ) ) 东海区虾蟹类资源调查;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M 303321号。俞存

根, 副教授, E-ma i:l cgyu@ zjou1net1 cn

1) 宋海棠, 杨永麟, 潘国良, 19851浙江近海三疣梭子蟹的初步调查 1浙江省大陆架渔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区划论

文集, 140) 149

收稿日期: 2005- 03- 29;收修改稿日期: 2005-09- 07

提要   根据 1998年 5月、8月、11月和 1999年 2月东海区虾蟹类资源调查结果, 用重量资

源密度作为经济蟹类数量分布的数量指标,对东海区经济蟹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季节变

化趋势以及数量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东海调查海区, 经济蟹类主要有

细点圆趾蟹 Ovalipes punctatus、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日本蟳 Charybdis japon ica、

锈斑蟳 Charybd is feriatus、武士蟳 Charybdis m iles、光掌蟳 Charybdis riversand ersoni和红星梭子

蟹 Portunus sanguinolentus等。经济蟹类渔获量约占蟹类总渔获量的 6218% ,渔获量的季节变

化明显,年间有二个汛期, 一个出现在春夏季, 以细点圆趾蟹为主要捕捞对象,兼捕光掌蟳、日

本蟳等,渔场的主体分布在东海北部近海,渔场范围较小,蟹群集中, 是捕捞生产条件较为理

想的渔场; 另一个出现在秋冬季,以三疣梭子蟹为主要捕捞对象, 兼捕武士蟳、日本蟳、锈斑

蟳、红星梭子蟹等。高生物量分布区主要出现在长江口、大沙、舟山渔场 20) 60m水深海域,

是东海三疣梭子蟹和日本蟳的主要渔场, 该渔场也是捕捞条件较为理想的渔场。在长江口以

南的东海南部海域也有经济蟹类的较高生物量分布区, 是武士蟳和锈斑蟳的渔场,该渔场具

有范围较大,蟹群较分散的特征,所捕捞的品种往往只能作为兼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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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区蕴藏的蟹类资源丰富, 其中三疣梭子

蟹 (P ortunus trituberculatus)属于沿海渔民重要的

捕捞对象。进入 80年代以后, 由于近海主要经

济鱼类资源衰退,促使作业结构的调整, 恢复了

流网作业, 发展了桁杆拖虾, 特别是 20世纪 90

年代以后, 随着蟹笼作业的兴起,东海蟹类资源

不断得以开发,生产规模和渔获产量逐年上升。

近几年, 东海区蟹类产量波动在 ( 15) 20) @ 10
4

t

之间 (俞存根等, 2003) , 利用品种也在逐渐增

多,目前蟹类渔业在东海海洋捕捞业中占有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因此, 分析东海经济蟹类资源的

种类组成, 掌握其分布变化规律, 对于海洋捕捞

作业中渔场渔期预测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对于

推动我国海洋底栖生物研究的发展也有理论

意义。

20世纪 50年代初以来, 对东海经济蟹类资

源状况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 50年代末期曾进

行过以种类资源为主的全国普查 (沈嘉瑞, 1955;

沈嘉瑞等, 1963) , 80年代初期渔业区划调查有

过一部分经济蟹类的内容 (宋海棠等, 198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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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农牧渔业部水产局等, 1987 ), 董聿茂

( 1956, 1988)也对东海经济蟹类种类作过一些

报道,吴国凤等 ( 2002)对闽东北渔场主要经济

蟹类的时空分布曾作了报道, 国际上对该海域

经济蟹类资源方面的研究只是在一些报道中附

带提 到 ( M uroga et a l, 1994; Shiota, 1993;

Y anag i et al, 1995)。本文中作者以 1998) 1999

年东海虾蟹类资源调查资料为主, 结合有关实

践资料 (宋海棠等, 1989; 吴常文等, 1998) , 在

已有对东海蟹类研究基础上 (俞存根等, 2003;

2005a, b) , 报道东海经济蟹类种类组成、数量

分布与资源状况。

1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自 1998年 5月 (春季 )、8月 (夏季 )、11

月 (秋季 )和 1999年 2月 (冬季 ) /苏通渔 010090、
/浙定渔 111320、/闽霞渔 13070在东海 26b00c)

33b00cN、120b00c) 127b00cE的 20) 120m水深的

大陆架海域调查所得的蟹类资料。采样站位见俞

存根等 ( 2005b)。采样网具使用桁杆长 28m的拖

虾网,由于在 26b00c) 28b00cN、120b00c) 125b30cE

海域的调查网具与在 28b00c) 33b00cN、122b00c)
127b00cE的不同,为了使调查数据具有可比性,分

别在 1998年 5月和 1999年 2月开展了同一海区

10个采样站位的不同网具对比试验调查, 并将调

查数据统一换算成桁杆长 28m的拖虾网的数据。

每一采样点拖曳约 1h, 拖速为 2kn。按种类进行

称重和计数,将渔获量统一标准化为每平方公里

的资源数量作为资源密度分布指标 (渔获资源密

度: kg /km
2

)。调查采样及测定均按《海洋调查规

范》的有关规定标准进行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1) ,称重使用电子天平,精确度为 0101g。

用同步观测到的资料, 分析水温变化与经济

蟹类资源数量分布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取水温值

为自变量, 渔获量值为因变量, 采用线性回归分

析方法计算,具体方法参考陈希孺等 ( 1987)。

2 结果
211 经济蟹类种类组成及渔获量的季节变化
作为经济蟹类, 应包含两个要素, 一是具有

较大的数量, 二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或商业

价值。表 1所列的是东海调查海域蟹类的优势

种, 这些种至少有一个季节资源密度超过

1150kg /km
2
。比较这些优势种, 双斑蟳 Charyb-

d is bimaculata、银光梭子蟹 Portunus argen ta tus和

纤手梭子蟹 Portunus gracilimanus全年平均个体

重量分别是 311g / ind、418g / ind和 618g / ind。而

经济蟹类中, 以细点圆趾蟹 Ovalipes punctatus为

例, 全年平均个体重量是 3910g / ind, 远大于双

斑蟳和银光梭子蟹。尽管从渔获产量看, 双斑

蟳、银光梭子蟹这两种小型蟹类在蟹类总产量

中占有不小的比重, 分别占 1510%和 517% , 属

东海的第二、第三大优势种类, 但因其个体小,

没有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 属于非经济蟹类。

有些个体较大的蟹类, 如长手隆背蟹 Carcinop lax

long imana、卷折馒头蟹 Calappa lophos、艾氏牛角

蟹 L ep tom ithrax edwardsi因可食用部分很少, 经

济价值也很低, 在渔获物中往往属于被丢弃对

象, 这 3种蟹类共占蟹类总重量的 617%。据本

次调查资料统计,从重量上讲,在东海调查海域

蟹类渔获物中约有 3714%的渔获产量没有商业

利用价值, 而从种类上讲,有 90%以上的种类没

有商业价值和食用价值。符合经济蟹类条件的

主要有细点圆趾蟹、三疣梭子蟹、红星梭子蟹

Portunus sangu inolentus、日本蟳 Charybdis jap oni-

ca、武士蟳 Charybdism iles、光掌蟳 Charybd is riv-

ersandersoni和锈斑蟳 Charybd is feriatu s这 7种蟹

类, 其渔获物重量组成如表 1所示。

东海经济蟹类在蟹类总渔获物中所占百分

比随季节变化而变化。春季无论是个体数还是

重量, 经济蟹类所占比例都超过一半以上, 且均

为全年最大值;夏季经济蟹类的个体数和重量所

占比例属全年最低, 分别为 710%和 4415%; 秋冬

季经济蟹类的个体数和重量所占比例逐渐增加,

但明显低于春季 (表 2)。

由表 3可知,不同经济蟹类渔获数量具有明

显的季节变化。以重量而言, 细点圆趾蟹在全年

渔获物组成中要占蟹类总重量的近一半左右。

特别是 5月份,调查海域的蟹类主要以细点圆趾

蟹为主, 占 7418%, 其他蟹类所占比重不大; 8月

份,细点圆趾蟹仍为第一大优势种, 但所占比重

已下降为 3417%, 其他经济蟹类所占比重很小,

最高的光掌蟳也仅占蟹类总重量的 314% ; 11月

份,经济蟹类种类较多, 其中以三疣梭子蟹为主,

占 2616% ,其次是日本蟳、锈斑蟳、红星梭子蟹和

武士蟳,都有相当数量, 但细点圆趾蟹很少, 仅占

017%; 2月份,经济蟹类又以细点圆趾蟹为主, 占

5511%, 其次是武士蟳和锈斑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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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海蟹类优势种渔获量的季节变化

T ab1 1 Seasonal catch variation of dom inant crab species in the E ast Ch ina Sea

种  类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渔获量 资源密度 渔获量 资源密度 渔获量 资源密度 渔获量 资源密度

卷折馒头蟹 Ca lappa lophos 18157 11 55 18192 1161 141 68 11 11 6101 01 47

艾氏牛角蟹 L ep tom ithrax edwardsi 16164 11 39 32161 2177 101 32 01 78 4175 01 37

细点圆趾蟹 Ovalip es puncta tus 775138 641 71 358123 30144 41 37 01 33 313133 241 44

红星梭子蟹 P ortunus sanguino lentu s 2145 01 20 1168 0114 201 52 11 55 2112 01 17

三疣梭子蟹 P ortunus trituberculatus 12136 11 03 17167 1150 1701 99 121 94 3143 01 27

银光梭子蟹 P ortunus argentatus 19183 11 65 106156 9105 301 37 21 30 33172 21 63

纤手梭子蟹 P ortunus gracilim anus 0148 01 04 5145 0146 201 02 11 51 10170 01 83

日本蟳 Charybd is jap onica 16146 11 37 26171 2127 951 50 71 22 7198 01 62

锈斑蟳 Charybd is f eriatus 17146 11 46 5168 0148 371 19 21 81 30105 21 34

光掌蟳 Charybd is riversander soni 23185 11 99 34187 2196 61 77 01 51 6150 01 51

武士蟳 Charybd is m iles 14195 11 25 15114 1129 241 63 11 86 34102 21 65

双斑蟳 Charybd is bimaculata 35111 21 93 300172 25155 941 52 71 15 72147 51 65

长手隆背蟹 Carcinop lax longimana 44142 31 71 40149 3144 221 62 11 71 11159 01 90

  注: 渔获量单位为 kg;资源密度单位为 kg /km2

表 2 东海经济蟹类占蟹类渔获物组成的季节变化

T ab12 Seasona l var iation of catch com position o f econom ic crabs in the East Ch ina Sea

蟹  类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个体数 重量 个体数 重量 个体数 重量 个体数 重量

经济蟹类 26363 862191 6989 459198 8233 3591 97 8823 3971 43

全部蟹类 46981 1092135 99805 1032174 65047 6251 28 43980 5641 52

经济蟹类占全部蟹类百分比 (% ) 5611 7910 71 0 4415 121 7 571 6 2011 701 4

  注: 个体数单位为个;重量单位为 kg

表 3 东海不同经济蟹类渔获重量百分比组成的季节变化 (% )

T ab1 3 Seasonal var iation o f we ight composition of econom ic crabs in the East China Sea (% )

种类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合计

细点圆趾蟹 7418 3417 01 7 5511 441 2

红星梭子蟹 012 012 31 2 014 01 8

三疣梭子蟹 112 117 261 6 016 61 2

日本蟳 116 216 141 8 114 41 5

锈斑蟳 117 016 51 8 513 21 8

光掌蟳 213 314 11 1 111 21 2

武士蟳 114 115 31 8 610 21 7

212 东海经济蟹类渔获量的平面分布
见图 1。春季: 经济蟹类的出现频率为

9014%, 渔获量为 862191kg, 占该月蟹类总渔获

量的 8313%, 经济蟹类渔获资源密度最高为

3377153kg /km
2
, 最低 为 2141kg /km

2
, 平 均为

71193kg /km
2
。在长江口以南是外侧高于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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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以北是内侧明显高于外侧。渔获资源密

度在 250kg /km
2
以上的高生物量区主要分布在

三个区域,第一是长江口东北 ( 31b30c) 32b30cN、
122b30c) 124b00cE )海域, 主要经济蟹类是细点

圆趾蟹; 第二是在 26b00c) 27b00cN、122b00c)
123b00cE的海域, 主要经济蟹类也是细点圆趾

蟹;第三是在 30b00c) 30b30cN、125b00c) 126b30cE
的海域,主要经济蟹类还是细点圆趾蟹。比较三

个分布区的资源密度, 第一分布区又要明显高于

第二、第三分布区, 特别是在 32b00c) 32b30cN、
122b30c) 123b00cE海域是该季节东海区经济蟹

类资源密度最高的海域。渔获资源密度在 50)
250kg /km

2
之间的中密集区主要分布在 32b00c)

33b00cN、122b30c) 124b00cE海域和 29b00c)
31b00cN、125b00cE以东的 100m水深区, 出现频

率为 216%。另外, 有 8010%的采样站位渔获资

源密度在 50kg /km
2
以下,有 915%的采样站位则

没有渔获到经济蟹类。

图 1 东海经济蟹类渔获资源密度的平面分布

F ig11 Surveyed resource density distr ibution o f econom ic c rabs in the East Ch ina Sea

a1春季; b1夏季; c1秋季; d1 冬季。密度单位: kg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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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 经济蟹类的出现频率为 8817% , 渔获

量为 459198kg,占该月蟹类总渔获量的 4415%,

经济蟹类渔获资源密度最高为 2474135kg /km
2
,

最低为 0129kg /km
2
, 平均为 36193kg /km

2
, 明显

少于 5月份。该月份,长江口以南经济蟹类数量

有所上升,位于 122b00c) 124b00cE海域,主要经

济蟹类由细点圆趾蟹、日本蟳和三疣梭子蟹组

成。而长江口以北, 数量明显下降, 渔获资源密

度在 250kg /km
2
以上的采样站位只剩一个, 主要

经济蟹类也是由日本蟳、细点圆趾蟹和三疣梭子

蟹组成。而在东海 27b00c) 31b30cN之间经济蟹

类主要分布在外海, 大部分水域的资源密度较

低。渔获资源密度在 50) 250kg /km
2
之间的中

密集站位出现频率为 413%。另外, 有 8019%的

采样站位渔获资源密度在 50kg /km
2
以下, 有

1211%的采样站位则没有渔获到经济蟹类。

秋季:经济蟹类的出现频率为 9113% , 渔获

量为 359197kg,占该月蟹类总渔获量的 5519%,

经济蟹类渔获资源密度最高为 380138kg /km
2
, 平

均为 30147kg /km
2
。主要分布在近海水深 60m

以浅海区,其中长江口东北以 20) 40m水深海区

较高, 主要经济蟹类由三疣梭子蟹和日本蟳组成,

其次是红星梭子蟹。资源密度较低的水域主要分

布在 126b00cE以东的外侧调查海域及 28b00cN以
南海域。渔获资源密度在 50) 250kg /km

2
之间的

中密集区主要分布在 30b00c) 33b00cN、125b00cE
以西及中南部内侧海域, 出现频率为 1212%。

另外, 有 7615% 的采样站位渔获资源密度在

50kg /km
2
以下, 有 817%的采样站位则没有渔

获到经济蟹类。

冬季: 经济蟹类的出现频率为 8512% , 渔获

量为 397143kg,占该月蟹类总渔获量的 6919%,

经济蟹类渔获资源密度最高为 2122103kg /km
2
,

平均为 33165kg /km
2
。渔获资源密度在 250kg /km

2

以上的采样站位只有 2个, 分布在 32b00c)

32b30cN、122b30c) 123b00cE和 31b30c) 32b00cN、

124b30c) 125b00cE海域; 渔获资源密度在 50)
250kg /km

2
之间的中密集区主要分布在 40) 60m

水深区,出现频率为 413%。另外, 有 7911%的采

样站位渔获资源密度在 50kg /km
2
以下, 有

1418%的采样站位则没有渔获到经济蟹类。总

之, 2月份,东海调查海域除极少数采样站位经济

蟹类较多外, 多数采样站位渔获产量极低, 是生

产的淡季。

213 东海经济蟹类渔获量与水温的关系
参考陈希孺等 ( 1987),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4。冬、春季东海经济蟹类的渔获量与

水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而夏、秋季呈负相

关关系,且根据显著性检验结果得知, 其相关关

系显著。

表 4 东海经济蟹类渔获量与温度的相关性分析

T ab14 R eg ressive analysis on the interrelationsh ip betw een crab catch and temperature

季节 回归方程 n r F p

春季 ) 115 01 062 01 43 01 5103

夏季 Y= 43511 96- 1292100t 115 01 282 91 74 01 0023

秋季 Y= 4581 15- 181 49t 115 01 419 24106 01 0001

冬季 ) 115 01 061 01 43 01 5103

  注: ) 表示不相关

3 讨论
311 东海经济蟹类的分布与环境因子关系分析
细点圆趾蟹、三疣梭子蟹、红星梭子蟹、日本

蟳、武士蟳、光掌蟳和锈斑蟳是东海的经济蟹类,

这些种类分别属于不同的生态类群。细点圆趾

蟹分布广泛, 东海北部近海、东海外海和东海南

部近海资源数量较高, 属于广温广盐性种。但是

其数量出现最多的季节往往在冬春季水温较低

的东海北部近海,更具有温水性种类的特征。三

疣梭子蟹、红星梭子蟹、日本蟳主要分布在长江

口以北及附近, 即 30b00c) 33b00cN、122b00c)

125b00cE海域, 其中日本蟳分布在调查海域偏北

部,且在近海海域, 以长江冲淡水盛期 (夏秋季 )

资源数量较多, 属适应盐度较低的近岸性种类。

三疣梭子蟹和红星梭子蟹是秋冬季近岸种, 能够

适应较低的温度和较广的盐度范围, 具有温水种

的特征。武士蟳、光掌蟳和锈斑蟳则主要分布在

长江口以南, 其中武士蟳分布范围涉及整个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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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渔场以南的东海中南部海域,资源数量分布相对

较为均匀,但其数量高峰期出现在水温较低的冬春

季,属偏暖水性的广温广盐性种。光掌蟳较为稳定

地出现在东海南部外海的黑潮暖流海域,适应高温

高盐的海洋环境条件。而锈斑蟳相反,主要分布在

东海南部近海水域,属暖水性的近岸种。

东海经济蟹类群体与水温的关系反映出以

温水种为主的适温特征。这也是冬、春季东海经

济蟹类的渔获量与水温相关关系不显著的原因,

因为这些蟹类总体上显示出对低温有较强的适

应性, 较低的水温不是影响其数量变化的制约因

子。而夏秋季不同, 由于较高的水温, 对温水种

而言, 较高的水温对温水种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因此夏秋季东海经济蟹类的数量和水温为负相

关,其中水温最高的夏季, 受水温的影响最大, 表

4中夏季回归方程的斜率远高于秋季方程也印证

了这一点。

312 东海经济蟹类资源分布特征
东海经济蟹类资源分布与其种类的环境适

应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因而显示出不均匀的块状

分布。有三个明显的高生物量分布区域, 其一在

长江口以北的吕泗渔场、大沙渔场和长江口渔场

20) 40m水深海域,中心位置在 32b00cN、123b00cE

附近海域,该海域一年四季都是东海经济蟹类资

源数量分布最多的海域, 主要种类有细点圆趾

蟹、三疣梭子蟹、红星梭子蟹、日本蟳。其二在舟

外渔场 80m左右水深海域, 中心位置在 30b30cN、
125b30cE附近海域,春季主要种类有细点圆趾蟹

和日本蟳, 夏季有一定数量的武士蟳, 秋季在同

纬度区的 125b00cE以西的舟山渔场是三疣梭子

蟹、红星梭子蟹资源较为密集的海域。冬季该海

域由于资源密度较小, 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渔场。

其三是闽东渔场和温外渔场, 其中在闽东渔场

冬、春、夏三季是细点圆趾蟹的密集区,中心位置

在 26b30cN、123b00cE附近海域。温外渔场春、

夏季是光掌蟳的较高密集区, 中心位置在

30b30cN、125b30cE附近海域。除了上述三个蟹
类高生物量区域外, 浙江近海的鱼山渔场, 温台

渔场是锈斑蟳分布的主要海域, 但数量不大。由

此可见,东海北部近海是东海经济蟹类资源分布

的主要海域,这同东海经济蟹类资源以温水适应

性的细点圆趾蟹、三疣梭子蟹和日本蟳为主要优

势种有关,表 3显示,这 3种经济蟹类占东海蟹类

总渔获量的 5410%, 而其余 4种仅占 813%。

由于本次调查范围主要在 20m以深海域, 因

此,一些近岸河口性蟹类,如锯缘青蟹 (S cylla ser-

rata )、中华绒螯蟹 (E riochier sinensis)等, 在渔获

物组成中没有反映出来,其实这些蟹类也是东海

区的重要经济蟹类。此外, 日本蟳、红星梭子蟹和

三疣梭子蟹主要分布范围在沿岸浅海区,故在本次

调查所获的经济蟹类中,它们所占的比重要明显低

于它们在东海蟹类资源数量中所占的实际比例。

313 东海经济蟹类资源量的季节变化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东海经济蟹类渔获量主

要出现在春夏季,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东海主要经

济蟹类优势种的生态适应性决定的。细点圆趾

蟹是东海调查海域群体重量最大的一种蟹类资

源,该种具有温水种的特征, 它主要出现在水温

较低的东海北部近海。再由表 3可以看出, 该种

在春季占蟹类总渔获量的比重高达 7412% ,夏季

所占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季节。由于春夏季蟹

类资源量较大,因而春夏季主要由细点圆趾蟹构

成的经济蟹类群体资源量远高于其他季节。此

外,从表 3还可看出, 秋季是三疣梭子蟹、日本

蟳、锈斑蟳、武士蟳和红星梭子蟹资源量较高的

季节。冬季则是细点圆趾蟹、锈斑蟳和武士蟳资

源密度较高的季节。适应高温高盐的光掌蟳春

夏季较多。也就是说优势种的季节分布差异, 与

他们各自的生态适应性有较大的关系。

314 东海主要经济蟹类渔场和渔期分析
根据对东海主要经济蟹类资源分布和季节

变化分析, 进一步可以大致分析出各经济蟹类的

渔场和渔期。东海经济蟹类主要由二大渔汛组

成,即春夏汛和秋冬汛。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和实

际生产实践可以归纳如下:

春夏汛:以捕捞细点圆趾蟹生殖产卵群体为

主,渔期为 3) 8月。主要有三大作业渔场, 一是

在东海北部近海东北方向的吕泗渔场、大沙渔场

和长江口渔场, 这是细点圆趾蟹最大的生产渔

场,同时兼捕少量的红星梭子蟹、日本蟳。该渔

场细点圆趾蟹群体数量大, 分布范围广, 中心渔

场明显。二是在闽东渔场外侧 80) 120m水深海

域,该渔场的细点圆趾蟹资源至今还没有很好地

被开发利用, 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细点圆趾蟹渔

场,该渔场东北向外侧还是光掌蟳渔场, 以 8月

份生产最好。第三是在舟外渔场 80m水深以深

海域, 也是以细点圆趾蟹为主, 外侧兼捕光掌蟳、

内侧兼捕武士蟳等。其中光掌蟳渔场主要分布



1期 俞存根等: 东海大陆架海域经济蟹类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 59   

在 30bN以南的外侧 80m水深以深海域, 中心区

在温台、闽东渔场外侧 80m水深以深海域。武士

蟳渔场主要分布在 31bN以南 60) 100m水深海

域,没有明显的密集中心区。

秋冬汛: 以捕捞三疣梭子蟹索饵、交配群体

为主, 兼捕红星梭子蟹、日本蟳等, 渔期为 9) 12

月,三疣梭子蟹渔场主要分布在大沙渔场、长江

口渔场和舟山渔场 20) 50m水深海域, 中心区分

布在 31b30c) 32b30cN、123b00c) 124b00cE海域,

红星梭子蟹与三疣梭子蟹混栖, 渔场稍偏内侧,

日本蟳渔场主要分布在 31bN以北 20) 60m水深

海域及东海中、南部 10) 20m水深沿岸岛礁周

围。在 10月份以后, 随着海区水温逐渐下降, 三

疣梭子蟹自北向南进行越冬洄游, 从而在鱼山、

温台渔场继续形成三疣梭子蟹的重要生产渔场,

主要捕捞作业为流刺网及大围缯, 底拖网, 同时

该渔场也是日本蟳的渔场。生产渔期,在大沙渔

场和舟山渔场为 9) 11月, 在鱼山、温台渔场为

10) 翌年 2月, 旺汛为 12) 翌年 2月, 该季节三

疣梭子蟹性腺发达, 个体肥壮, 具有较高的经济

价值, 是最佳利用时期。但是随着过度捕捞, 三

疣梭子蟹资源逐渐衰退,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

后,在鱼山、温台的梭子蟹渔场和渔汛已不明显,

取而代之的是锈斑蟳、武士蟳、红星梭子蟹等, 产

量迅速提高,这些蟹类渔期为 11) 翌年 2月, 渔

场主要分布在近海内侧 20) 60m水深海域。

综上所述,春、夏季, 东海经济蟹类的渔场主

体是东海北部近海, 渔场范围较小, 蟹群集中, 是

捕捞条件较好的渔场; 秋、冬季, 三疣梭子蟹和日

本蟳的渔场主要位于东海北部近海,渔场范围不

大,蟹群集中,是蟹类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渔场,

而在东海中南部, 蟹类渔场范围较大, 但蟹群分

散,经济蟹类往往是其他作业的兼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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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 IC CRAB

SPECIES IN THE EAST CH INA SEA

YU Cun-G en, SONG H a-iT ang

, YAO G uang-Zhan


, LôH ua-Q ing



(F ishery C ollege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4)

(Marine F isheries R esearch Institute of Zhejiang P rovince, Zhoushan, 316100)


(Mar ine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Zhejiang Ocean Un iversity, Zhou shan, 316004)

Abstract  B ased on shrim p and crab survey resu lts carried ou t in M ay, Aug. , and Nov. 1998 and Feb.

1999 in the East China Sea, using crab w eight resource density as a quantitative ind icator, the spec ies com po-

sition, quant ity distribution, seasonal change tendency and relationsh ip betw een the quant ity and env ironm en t

w ere quantitative ly stud ied. W hen analyzing, w e took the species w hose resource density w as over

1150kg /km
2

in at least one season as predom inant one. A s an econom ic species, it shou ld m eet requ irem ent o f

large quantity w ith comm erc ial values.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re w ere 12 predom inan t spec ies in the surveyed

areas am ong w hich sm a l-l sizedCharybd is bimaculata, Portunus argen ta tus, P ortunus gracilimanu w ere lack o f

ed ib le and comm erc ial va lue. A lthough they took certain w e ight percentage for 15. 0% and 5. 7% respective-

ly, be long ing to the second and th ird predom inan t speci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y w ere no t econom ic spe-

cies and d isregarded. Som e of large-sized crabs likeCarcinop lax long imana, Calappa lophos, Lep tom ithrax ed-

wardsi w ere no t econom ic spec ies too, because they have less edible parts. The m ain econom ic spec ies w ere

Ovalipes punctatu, P ortunus trituberculatus, Charybdis japonica, Charybdis feriatus, Charybdism iles, Charyb-

d is riversand ersoni andPortunus sanguinolentus, etc. They contributed 62. 8% of the tota l catch. The catch

var ied seasonally. In M ay, they took account of 83. 3% , w ith the m ax im um fishing resource density at

3377153kg /km
2
, the m in imum density 2141kg /km

2
, and averaged at 71193kg /km

2
. In Aug. , they w ere

4415%, 2474135kg /km
2
, 0. 29kg /km

2
, and 36193kg /km

2
respectively. In Nov. , they w ere 5519%,

380138kg /km
2
, and 30147kg /km

2
, respectively. In Feb. , they w ere 6919%, 2122103kg /km

2
, and

33165kg /km
2
, respectively. Tw o fishing seasons w ere presented. One w as in spring-summ er, the m ain f ishing

target w asOvalipes punctatus, together w ithCharybdis riversand ersoni andCharybdis japon ica. The fish ing are-

asm ain ly lay in the offshore areas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 ast Ch ina Sea, be ing an ideal fishing area and

resource cen ter. The o ther w as in fal-lw in ter, the m ain fish ing target w as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com bined

w ith Charybd is m iles, Charybd is japonica, Charybdis feriatusand and Portunus sanguino len tus. The h igh b io-

m ass areasw ere Y angtze R iver mouth, Dasha, Zhoushan f ishing areas in 20) 60m w ater depth. The f ishing

conditions w ere idea.l In addition, there w ere o ther re lative ly-h igh b iom ass areas in southern part of the E ast

China Sea and south ofY angtze river m outh, w ith the target atCharybd ism ile andCharybdis feria tus, in large

but scattered fish ing spots, so that the f ish ing targets w ere generally by-products.

Key words  E conom ic crab species, Species com posit ion, Quan tity distribution, F ish ing area, The E ast

China S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