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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开发利用弧边招潮蟹的资源提供资料。 着个体增大体重也相应增加；2．5cm至 3．5cm 

1 材料与方法 之间，主要是体重增加。 

研究用材料，分别于 l992年 3月至 6月和 

1994年 4月至 5月，采 自普陀平阳浦和宁海胡 

陈港滩涂，计采集样本 l 326只，其中用于食性 

分 析 195只 。 称 量 工 作 在 室 内 进 行 ，用 

TN一100型托盘扭力天平称重，精确到 0．Olg， 

用圆规和刻度尺测量，精确到 0．1cm 测量指 

标有 体重 (w)、食物团重 甲壳长 (L)、甲壳宽 

(d)、大螯重 (g) 大螯长 (1)。 

弧边招潮蟹的生活习性在现场进行观察 

摄食强度 (以胃饱满度系数表示)的昼夜变化 ， 

采用昼夜连续取样并在现场进行称量。栖息密 

度随机设点并随机取 lm 滩涂记录栖息个体 

数和重量。群体组成的样本为 1994年 5月一 

次性采集的材料。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部形态及蟹体各维数之间关系 

2．1．1 弧边招潮蟹的外部形态，其头胸甲背面 
一

般呈黑褐色，有灰 白色花级 ，腹面浅灰色，雄 

性个体的颜色比雌体个体鲜艳。头胸甲前宽后 

窄，似菱形，各区分界明显。额小呈圆形，眼窝 

宽而深，背缘中部凸出，侧部凹人。眼柄细长。 

侧缘具 l隆线，自外眼窝向后延伸，不久即斜向 

内后方。雄蟹螯 足大小相差悬殊，有大小螯之 

分，大螯重能占体重的 35 89％，其大螯可动指 

约为宽长的 1．3倍；而雌蟹的螯足小而对称，与 

雄蟹的小螯相似 雄性腹部一般为狭长形，第 

6节基部的宽部约为长度的 2．3倍，而雌性腹 

部呈圆形。 

2．1．2 将蟹体的各维数之间进行一元回归 

(表 1)，由此可见，蟹体的各维数之问关系比较密 

切，其中甲壳长与甲壳宽、大螯长与甲壳长、大螯 

重与体重之问呈直线相关，大螯重与大螯长、体 

重与甲壳宽、体重与甲壳长等呈益线相关 

剖析弧边招潮蟹甲壳宽与体重相关曲线 

(图 1)，可将它的生长分为三个阶段，即 1．5cm 

以前主要是个体增大；1．5cm至 2．5cm 之间，随 

表 1 弧边招潮蟹各维数之间关系 

I4 

l2 

l0 

一  

誊 

斟 8 

群 

毛 6 

2 

1 2 8 4 5 6 7 B 9 10 U 12 

体重 曾) 

图 1 弧边招潮蟹 甲壳宽与体重相关 曲线 

甲壳竟如 

围 2 弧边招潮蟹的群体组成 

2．2 群体组成与栖息密度 

2．2．1 弧边招潮蟹群体中最小个体为 1．1ena， 

最大个体为 3．3cm，图 2群体组成 中出现 3个 

波峰：第一个波峰出现在 1．5O—1．80e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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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率为 3．73％；第二个波峰出现在 1．80— 

2．80era之间，出现频率为86．48％：第三个波峰 

出现在 2 8—3．3cm 之间，出现频率为 9．79％。 

这种规律是否与年龄有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 

研究。 

弧边招潮蟹的雌雄性 比，5月中旬以前为 

1：2 76，5月中旬至 6月初为 1：2，6月份以后 

为 I：1 

2．2．2 弧边招潮蟹喜欢穴居在沿海潮间带土 

质较硬的高中潮线区域，且潮水能够浸湿，但也 

有个别能穴居在海堤和海边的道路上 ，低潮区 

无招潮蟹栖息。栖息密度调查结果为：最低 

I】只 ／m ，最高 21只 ／m ，平均栖息密度为 

1 3只 ／m ，平 均体重 8．3978g／m 、生物量为 

109 161g／m 、丰满度为 0．097g／mm ，为滩栖 

蟹类中最高。而 f=j本大眼蟹、伍氏原蟹、长足长 

方蟹栖息密度分别只有 11只 ／m 、5只 ／m 、 

12只 ／m ，生物 量 分 别 只有 66．88g／m 、 

27．905g／m 、45 504g／m ，丰满度分 别 只有 

0．0648／mm 、0．069g／mm 、0．035g／mm 。 

2．3 凿穴行为、洞穴结构与活动规律 

2 3．1 弧边招潮蟹凿穴前，先是爬来爬去，寻 

找凿穴的适宜场所，然后用一侧的步足固定在 

泥土上，用另一侧步足迅速扒土，待土扒散后， 

头胸 甲一边将土横推过去，然后步足插人并弯 

曲，把泥土裹在步足与头胸甲之间，用另一边步 

足退后运动，把土运走。凿穴速度相当快，如果 

不受外界影响，不到 2h，凿穴深度可达 10cm 

以上。若洞穴遭到破坏，常常弃洞而逃，在他处 

重新凿穴，若遇到无蟹穴居的现成洞穴，钻进 

去，将原来的洞穴加工以后，才定居下来 

2．3．2 弧边招潮蟹的洞穴一般与滩涂平面垂 

直，为单口型洞穴(图3)，一个洞口二个穴道或 

二个洞口一个穴道极少见，而 日本大眼蟹为多 

洞 口型，且通道复杂 弧边招潮蟹洞穴穴道呈 

直线形，很少弯曲。洞穴的深度与大小，随蟹的 

个体大小不同而有不同，深 的可达 60--70cm， 
一 般为 4O一50cm，洞穴的最大直径为 3cm，一 

般为 2cm 左右。洞 口为圆形，有些洞 口可看到 

形似蚯蚓粪便的堆积物，这是凿穴时由穴遭运 

至洞 口的泥土。穴内越深泥土越湿，运至洞口 

并堆积起来泥土易压成塔形，致使洞口缢缩，故 

可见小洞 口、大穴道的情 况。洞穴底部有少量 

积水，洞穴四周圆滑。 

图 3 弧边招潮蟹洞穴结构剖面国 

2．3．3 弧边招潮蟹冬季穴居洞内不出外活动， 

待天气转暖后，一般在 4月中下旬，气温 13℃， 

泥温 11℃左右时，开始出洞穴进行觅食等括 

动 随着气、水温升高，滩涂上爬行的数量逐渐 

增多，活动增强，并随天气、潮汐、昼夜变化而有 

变化，即天气晴朗时，出洞的数量要比天气阴沉 

和雨天时多；温度高时要 比温度低时出洞数量 

多、活动强；白天出洞活动，晚上穴居洞内；潮水 

淹役时穴居洞内，退潮后才出洞活动。冬季来 

临，随水气温下降，又人洞内穴居，渡过寒冷的 

冬 季 

弧边招潮蟹略向前方横向行进，因为每个 

步足的关节，只能向下弯，爬行时，常用一边步 

足的指尖抓住地面，再 由另一边的步足在地面 

上直伸起来，推送身体向横向前进。如在横向 

行进 中碰到阻碍或遇到敌害，也可 以改变两边 

步足的运动方式而改变行动的方向。 

弧边招潮蟹有一对发达的复眼，具眼柄，可 

直立和横卧于眼眶内，感觉灵敏，加之发达的步 

足和螫足，动作灵活，能以极快的速度避开敌害 

钻入洞穴，或进行觅食和决斗等活动。每只蟹 

的洞穴周围各有一定领地，若有其他蟹侵入，则 

举起太螫驱赶或予以决斗。 

2．4 摄食行为、食物组成及摄食强度昼夜变化 

2．4．1 孤边招潮蟹摄食时，一边向左或向右横 

行，一边用左右螫足略叉开时间刮取留在濉涂 

上食物，然后由左右螯足分别把它送入口边，再 

用第二对步足的指尖捧住食物，递交给第三对 

颚足，第三对颚足把食物传递到太颚，大颚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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