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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虾蟹类增养殖业作为水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在世界许多沿海国家发展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我国的虾、蟹增养殖业也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从鸭绿江。
到北伦河畔的18000km沿海线上，虾、蟹养殖场已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我国养殖对虾的产量已跃居
世界前茅，虾蟹类的放流增殖工作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增殖放流工作。
为了配合这一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内水产院校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相继开设了虾蟹类增养殖课，经
过十几年的不断改进和充实，
日臻完善，为培养虾蟹类增养殖技术人才及促进虾蟹类增养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水产学科组决定正式出版《虾蟹类增养殖学》，并指派青岛海
洋大学、湛江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大学等单位共同编著，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力求在
原教材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联系买际，找出规律，升华为理论，写出一
本适合于新形势下的教科书。
期望它能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既有理论，又具有实践技能的水产养殖技术人才，为我国虾蟹类增养
业的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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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他虾蟹类生活史的各发育阶段已在繁殖一节中叙述。
淡水生的种类有些全部生活史在淡水中完成，某些种类则在其繁殖阶段必须到河口或浅海水域中完成
，如罗氏沼虾、河蟹等。
海生种类在其生活史各阶段中通常生活方式及栖息地也有变更。
常见的类型为浮游生活的幼体向浅水中移动，底栖的幼虾、幼蟹向深水中移动，繁殖可在浅海水域或
深海中发生。
 二、栖息 经济虾蟹类及主要养殖种类大多栖息于海洋中，且多数分布于近岸浅海或河口地区以及红
树林地带，部分种类栖息于淡水环境中。
 对虾类多生活于海洋中，对虾属的种类全部为海生种类。
真虾类既有海生种类也有淡水种类，有些则适应河口、半咸水环境，有些种类则在繁殖时必须在海水
环境中进行，龙虾及海螯虾类均为海生种类，且多数为大洋性种类，螯虾类则属淡水种类。
蟹类多为海产种类，梭子蟹科的某些种类间或出现于远洋，多数则为近岸、潮间带生活类型。
 虾蟹类多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少数分布在温度较低的温带地区。
对虾类大都分布在25℃等温线以内，很少有15℃等温线以外的分布。
 虾蟹类多属底栖性种类，栖息底质各异，有岩礁、泥底、沙底以及各种中间类型的泥沙底质，有些种
类喜穴居，有些种类则喜栖居于红树林地区及有各种水草、藻类生长的地区。
 虾蟹类的运动方式有游泳、跳跃和爬行等形式。
浮游的幼体可以靠附肢的划动或身体的弹跳做短暂的游动。
对虾的无节幼体以附肢拍动做不连续的游动；溞状幼体可做向前的蝶泳式游动或腹面向上的仰游；糠
虾幼体则倒立于水中向后做游泳式弹跳。
对虾类、真虾类游泳足发达，游泳能力较强，中国对虾洄游时移动距离可达数百km。
龙虾类、螯虾类及蟹类腹肢退化，一般不善游泳或游泳能力极弱，少数蟹类步足特化呈桨片状，游动
迅捷，如梭子蟹科的种类。
跳跃主要是由收缩、弯曲腹部，拍动尾扇击水形成的，腹部发达的种类以此可以做连续的向后跃起，
距离可达10m以上。
爬行是由步足的活动完成的，身体两侧的步足交替在底质上移动使身体前进或后退。
腹部发达的种类向前爬行，蟹类的爬行则由于步足的位置及活动方式而大多向两侧横行。
螯足一般不参与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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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虾蟹类增养殖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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