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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中华绒螯蟹亲体捕捞量现状及波动原因                           全文下载 

刘凯,段金荣,徐东坡,张敏莹,施炜纲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无锡 214081） 

摘要：对1997-2005年长江口亲蟹汛期渔获规格和捕捞量进行了研究，并对资源量和最大持续产量进行了估

算.亲蟹平均壳长、壳宽和体重分别为61mm、66mm和142g，雌雄个体比例为1∶2.16；同期亲蟹年均捕捞量为

2.03t，最大持续产量参考值为1.06t.研究期内亲蟹个体规格差异过大，捕捞量变动剧烈且时间分布有前移

趋势，捕捞量相关因子的年间变动没有显著规律.此外，插网作业方式应予以禁止或限制，九段沙附近水域

的捕捞强度也应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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