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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外对克氏原螯虾养殖技术的研发和实践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综述了克氏原螯虾形态特性和生

态习性等生物学特性及稻田生态养殖技术，主要内容包括以稻养虾和以虾促稻，充分发挥稻虾共生互利作用。首

先选择养虾田块，建设好进排水系统，进水排水口设置密眼铁丝防逃网，养殖过程不增氧。投喂饵料以植物性饵

料为主，动物性饵料为辅。阴雨闷热天气及时减料或停料，以防消化负担过重引起死亡。每天巡塘 3 次，观察记录

克氏原螯虾活力及摄食情况。若克氏原螯虾养殖密度过高，可适当捕捞以降低密度。与传统克氏原螯虾养殖产量

进行比较，稻虾混养池克氏原螯虾产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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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氏原螯虾生物学特性

1.1 形态特性

克氏原螯虾（ ），俗称小龙

虾，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和十足目。克氏原螯虾体

长可分为头部 5 节、胸部 8 节和腹部 7 节，共约 20
节，以薄而坚韧的膜联结各体节，且都能自由活动。

克氏原螯虾共有附肢 19 对，其中头胸部附肢 13 对

和腹部附肢 6 对。体表外骨骼坚硬[1]。克氏原螯虾雌

雄差异显著，雌虾第 1 腹肢退化变得细小，第 2 至

第 5 对腹肢之间区别不大，第 3 对步足基部位于生

殖孔所在位置，雌虾腹部较雄虾宽，性成熟时腹部

膨大；雄虾第 1 和第 2 对腹肢呈现长管状，基部和

中段呈红色，末端呈现白色，形状以及颜色与另外 3
对腹肢的差别较明显，第 5 对步足基部是生殖孔所

在位置，雄虾腹部较雌虾窄，性成熟时腹部无明显

变化。克氏原螯虾外表的颜色随着水质、自身蜕皮

和年龄增长等影响因素呈现出不同体色，成虾多数

呈红褐色，幼虾多呈青色。克氏原螯虾内部结构可

分为呼吸、消化、循环、生殖、肌肉运动、内分泌及神

经系统等 7 个部分。

1.2 生态习性

克氏原螯虾营底栖生活，喜荫怕光，因而大多

昼伏夜出。在正常情况下，白天光照强烈时，会栖息

在水底深处，或躲藏在洞穴、树枝和水草丛等隐藏

物中，活动较少。当光线微弱或夜晚黑暗时常常爬

出洞穴聚集在浅水处做爬行觅食和寻偶等行为。克

氏原螯虾具有占地和领域行为，有研究发现，克氏

原螯虾表现的争斗行为是被动的防御行为，而不是

主动的进攻行为；在食物丰富且密度不高时，争斗

行为的发生率大幅度降低，而在食物缺乏且密度较

高时，其争斗和领域行为会明显加强，往往伴随残

食现象。克氏原螯虾游泳能力较弱，所以觅食能力

不强。克氏原螯虾多逆水流聚集在进水口，在大暴

雨时常逆水上岸作短暂停留，然后逃逸，原因是其

具有较强的趋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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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原螯虾杂食性，研究表明克氏原螯虾生长

过程中植物性饵料占了近 95%以上。但由于研究的

对象都是自然水域的克氏原螯虾，在自然水域中，

植物性饵料丰富且较易获取，并且克氏原螯虾觅食

能力弱，天然动物性饵料不容易捕获，因此克氏原

螯虾摄取更多的是植物性饵料。不过在池塘食物充

足条件下，克氏原螯虾对动物性饵料需求较高，因

而推测克氏原螯虾属于偏食动物性饵料的杂食性

动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克氏原螯虾摄食习

性会有所不同。刚从抱卵亲虾腹部孵化出来的幼体

就是以自身存留的卵黄为主要营养源，第 1 次脱壳

后便开始摄食浮游植物及轮虫和小型枝角类幼体

等；随着个体增大，逐渐摄食个体较大的浮游动植

物和底栖动物等；成虾兼食动物尸体、植物碎屑、摇

蚊幼虫和小型甲壳类等。克氏原螯虾的摄食活动具

有明显的节律性，早上和傍晚各有 1 个摄食高峰

期，且夜晚摄食欲望比白天强。克氏原螯虾还有较

强的耐饥饿能力，它的摄食强度与温度有关。在适

宜的温度范围内，随着水温的升高，克氏原螯虾摄

食强度增加，摄食最适温度为 22耀30 益，当水温低

于 15 益时，摄食减弱，低于 10 益或超过 35 益时，

摄食显著减少；水温 8 益以下摄食停止。当栖息地

环境及食物丰度发生变化时，克氏原螯虾的食物组

成也会随之改变。

2 克氏原螯虾人工养殖前景

克氏原螯虾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江河

湖泊中，体内蛋白质约占体重 16%耀20%，脂肪不足

0.2%，且虾肉内锌、碘和硒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所

以克氏原螯虾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食品，具有

很高的食用价值。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变化，

克氏原螯虾出口需求量与日俱增，国内市场供不应

求。克氏原螯虾具有适应性强、繁殖力高、病害少、

食性杂、生长快、耐高温和耐低氧等养殖优点，具有

可观的养殖前景，就目前来看已成为国内最具发展

潜力的养殖品种之一[2-3]。另外，克氏原螯虾工业市

场附加值高。近年来克氏原螯虾的药用以及工业等

价值不断被开发，从克氏原螯虾的甲壳中提取虾青

素、虾红素、甲壳素、几丁质及其衍生物等物质可用

于食品、医药、工业、印染、日用化工和农业等方面，

且加工甲壳的投资少、效率高，对企业盈利十分

有利。

3 克氏原螯虾稻田养殖技术

传统养殖方式每年 4 月中旬开始，很多池塘就

会出现克氏原螯虾上草、打怏和死亡等现象，死亡

量大。死亡的克氏原螯虾主要症状有头胸甲内积

水、空肠和内膜易脱落等，主要原因为克氏原螯虾

密度过大，新陈代谢废物堆积，水体污染严重，氧气

消耗量大，容易缺氧，造成克氏原螯虾发病率升高。

气温变化较大，环境因子不稳定，克氏原螯虾应激

反应过大，易发病。克氏原螯虾有相互残食的习性，

一旦出现死虾，就会相互残食。起捕克氏原螯虾时，

捕大剩小，严重影响克氏原螯虾体质，因而促生以

稻养虾和以虾促稻的生态混养模式[4]。
稻田养殖克氏原螯虾有许多优点，可以增产增

收。克氏原螯虾能吃掉稻田中的杂草和水生生物，

而不吃稻秧，还能消灭危害性幼虫，可起到除草除

害作用，大大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虾的游动和

觅食活动有助于给稻田松土和活水，增加稻田溶解

氧，同时克氏原螯虾新陈代谢排出的粪便，也可起

到增肥的效果。稻田养殖克氏原螯虾是一种低投入

和高收益的水产养殖技术，发展高产值的克氏原螯

虾生态养殖模式，变粗放型为集约型，使农业综合

效益成倍增长，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改善

农田生态环境，提高农田质量[5]。
3.1 养殖基地建设

1）养虾沟建设。选择田块应满足水源充足、排

灌方便、水质良好和保水性能良好等基本条件。沿

田埂四周开挖养虾沟，沟宽 2.5耀4.5 m，沟深 1.0 m
左右，坡比 1.0:2.5 左右，可适当在田块面积的基础

上按比例放大或缩小。田块内应建设完备的进水排

水系统，进排水口均设置密网眼铁丝防逃网。

2）田埂加固。因克氏原螯虾具有冬夏两季穴居

的习性，为避免田埂遇到大雨被淹没和冲塌，需对

原有田埂加固，利用挖环沟的泥土对田埂进行加

高、加宽和加固，田埂可适当高于田面 0.6耀0.8 m，

顶部宽度在 0.5耀1.0 m，田埂基部加宽到 1.0耀2.0 m，
坡比为 1:3，田埂与环形沟之间设置 1 个 2 m 左右

的投饵平台，便于观察克氏原螯虾存活和生长

状况。

3）防逃设施。克氏原螯虾有很强的趋水性，会

逆水流聚集在进水口，暴雨时会逆水上岸作短暂停

留，然后逃逸。鉴于此，田埂四周可用网片或石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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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防逃墙，防止克氏原螯虾打洞逃逸。

4）进排水系统。在稻田养殖克氏原螯虾需修建

排灌设施，进水口修在稻田相对较高的土埂上，排

水口选在稻田最低处。稻田进排水口处用 2耀3 道密

钢丝网或铁栅栏围住，防止克氏原螯虾外逃，同时

阻止敌害生物进入[6]。为了让克氏原螯虾在相对稳

定的水体中生存，降低外来生物对克氏原螯虾生存

和繁殖的影响，稻田养虾需从进水口单独进水和排

水口单独排水，避免克氏原螯虾产生应激反应，出

现较大损失。

3.2 虾苗虾种放养

1）准备工作。清沟消毒，放养前 15 d 左右将稻

田沟中的浮土清除，用 80耀100 kg/667 m2 生石灰对

养虾沟和田沟进行彻底消毒。待消毒药物毒性消失

后，方可注水。注水时通过筛网过滤进水，防止敌害

生物进入混养池。虾沟水深 0.6耀0.8 m，合理施肥，

一般稻田以施基肥和腐熟的农家肥为主，基肥要

足，在插秧前一次性施入耕作层内，促进水稻稳定

生长，保持中期有力，后期不泄气，达到长期肥效。

培育饵料生物，农家肥用量为 500耀800 kg/667 m2，
农家肥肥效较慢，肥效较长，需一次性施足；如脱肥

时可补充尿素，用量为 5 kg/667 m2，或用对克氏原

螯虾无影响的人、畜粪便堆制的有机肥。不可使用

碳酸氧铵和氨水类化肥，这些肥料对克氏原螯虾有

害。追肥时，先尽量排掉稻田中的水，但不排空，使

克氏原螯虾集中于田间沟，然后施肥，化肥快速沉

积，并被底泥和水稻吸收，接着加水至正常深度。

2）苗种放养。克氏原螯虾在稻田中养殖需根据

市场行情来选择苗种和亲虾投放模式。亲虾放养，

在当地幼虾供应不足时，可于 8-9月份将抱卵亲虾投

放在稻田沟内令其自然繁殖，亲虾规格 20耀30只/kg，
放养密度为 25耀45 kg/667 m2。繁殖出的幼苗可直

接摄食水体中的浮游动植物。等到孵出幼虾后，可

用地笼将亲虾起捕干净[7]。幼苗也可选用当地水质

无污染的池塘中自然繁殖发育的克氏原螯虾幼苗

进行放养，一般放养规格为 200耀300 只/kg，最好等

到 5 月份插秧后再投放幼苗[8]。无论是亲虾还是幼

苗，其放养时间都要尽早。放养时注意亲虾和幼苗

质量，一块稻田内一次放足量同一规格的亲虾或虾

苗。克氏原螯虾放养苗种前要试水，再投苗种。虾苗

较脆弱，要提前让其适应水环境的变化，提高存活

率。放养前用浓度为 3%左右的食盐水对亲虾和幼

苗进行 3耀5 min 浸洗消毒。当天然饵料生物不丰富

时，可以适当投喂一些食品加工厂和动物屠宰场的

下脚料，或捞取桡足类和枝角类投喂。

3.3 饲料投喂

稻田养殖克氏原螯虾要坚持“四定”投饵原则，

即定时、定位、定质和定量[9]。克氏原螯虾属杂食性，

在幼虾时期以精饲料为主，比如容易摄食的饼粕和

动物血液等；在中后期，则用野杂鱼或虾、螺蛳肉、

河蚌肉和畜禽动物内脏等动物性饵料，同时搭配投

喂玉米、小麦、豆类蔬菜和瓜果等植物性饲料，确保

水中植物不被啃光。根据生长状况的不同，夏季每

天投喂量为虾体重的 6%耀8%。克氏原螯虾昼伏夜

出，夜晚觅食较多，一般将日投喂饵料量的 30豫放

在每天早上 6：00-7：00 时进行投喂，其余的 70豫放

在每天下午 5：00-6：00 时进行投喂。冬季气温低，

摄食少，可 3耀5 d 投喂 1 次，投喂量为虾体重 1%耀
2%。每天检查克氏原螯虾摄食情况，如果克氏原螯

虾在 2耀3 h 就把饵料吃完，表明投饵量不足，需要

增加投饵量；如果第 2 天还有剩余饵料，则日投饵

量适量减少。同时需要根据天气、水温、水质和克氏

原螯虾的生长状态及时调整日投饵量[10-11]。
3.4 敌害防治

在稻田养虾过程中加强对克氏原螯虾敌害生

物的防治工作。在放虾初期，水稻秧矮小，茎叶不够

茂盛，田间水面空隙较大，而此时的虾个体较小，逃

避敌害的本领有限，很容易遭到敌害生物攻击。在

克氏原螯虾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要

蜕一次壳，在蜕壳中或刚蜕壳后，容易遭到敌害生

物攻击。到了捕捞上市时期，田水较浅，克氏原螯虾

会到处爬行，容易被敌害生物捕食。因此要坚持每

天巡田 3 次，检查进水口、排水口的筛网是否牢固，

防逃设施破损情况，防止汛期漫田，导致虾大量出

逃。进水用 0.18~0.28 mm 筛绢网过滤，以防敌害生

物进入稻田，并预防泥鳅和黄鳝等天然敌害攻击。

加大田间管理的力度，及时驱捕和诱杀敌害生物。

晒田的时候不能将水完全排干，宜轻晒，水位降低

至田面露出即可，而且时间要短。若克氏原螯虾出

现异常反应，立即注水观察。定期在饵料中添加维

生素 C 和钙等营养元素，增强虾体抗病能力[12]。
3.5 水质调控

对田沟水质的调控十分重要，克氏原螯虾放养

到水深 20耀30 cm 的稻田之后，随着克氏原螯虾的

行业论坛 3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20 年第 06 期

不断长大以及水稻的生长都需要大量水，逐渐将水

深提高到 50 cm 左右，以确保克氏原螯虾和水稻的

需水量。同时注意观察稻田中的水质变化，最好 10 d
左右加注新水 1 次，改善水质。高温季节应每天放

去部分老水，再灌入新水到原来水位。

3.6 巡 塘

每天坚持巡塘，观察克氏原螯虾摄食活动情

况，如果发现克氏原螯虾侧卧或抱住稻秧时，就说

明水体呈缺氧状态。如果克氏原螯虾大批上岸，说

明水体缺氧严重，需要立即加注新水。巡塘过程中

要检查防逃设施，损坏及时修补，特别注意天气情

况，如若遇到大暴雨，要及时做好防洪排涝，提高安

全指数，降低虾出逃的概率。

3.7 水稻施药

稻田养虾尽量不使用农药，不得不使用时，须

选择无公害农药或生物制剂，不能用菊酯类杀虫

剂，并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标准操作。最好分区

用药，把稻田划分为若干小区域，每天只对一个小

区域进行施药。施药时尽量喷洒于稻叶上，避免严

重污染养殖水体。施药宜在下午进行，午后稻叶较

干燥，大部分药液可以吸附在叶子上，施药前可将

田间水增深 20 cm 左右，并且换水要及时，以免对

克氏原螯虾造成伤害。

3.8 捕捞上市

克氏原螯虾生长速度快，3耀4 个月就可达到上

市规格，在水稻即将成熟时即可进行捕捞，也可以

在收割水稻之后，再精养 1耀2 个月后捕捞，最好根

据市场行情灵活捕捞，捕大留小和轮捕轮放，确保

常年供应市场。捕捞方法很多，可采用手抄网、网

片、拉网和地笼等捕捞工具。由于在捕捞季节气温

较高，将捕捞时间放在早上或晚上气温较低时进

行，可有效避免克氏原螯虾受到伤害，减少损失。在

捕捞克氏原螯虾前，要准备好克氏原螯虾的暂养容

器，以便运输。

4 小 结

总之，克氏原螯虾稻田生态养殖能有效提高克

氏原螯虾产量，白天水稻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水中溶解氧增加，无需人工增氧，克氏原螯虾就有

充足的氧气，能有效减少克氏原螯虾的发病率。水

稻生长期周围会有许多昆虫和杂草等，这些都是克

氏原螯虾的主要食物来源。以不影响水体循环流动

为基准定期清除水草，科学投喂，少量多次，阴雨天

气及时减少饵料投喂或停喂，减轻螯虾消化负担。

为了避免克氏原螯虾密度过高，与水稻和平相处，

互惠互利，可以适当捕捞。在夜间水稻进行呼吸呼

出二氧化碳，有效提高水温，在昼夜温差较大的情

况下，维持克氏原螯虾生长所需适宜温度。“以稻养

虾，以虾促稻”，水稻在为克氏原螯虾生长繁殖做出

贡献的同时，螯虾能有效促进水稻生长。与传统养

殖技术相比较，产量更高，利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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