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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闸蟹幼蟹洄游至南京
他们共护这条“生命通道”

扫码看视频

“今年 2月底，我看到不少小
螃蟹聚集在河闸下的堤岸边，奋力
向上爬。”三汊河河口闸管理处的
保安孙师傅说，小螃蟹爬满了河道
的侧壁，“都是夜里爬上来，有时从
半夜12点断断续续爬到早晨五六
点，成群结队的，有的还爬到了路
上。”

成群的螃蟹引来周边市民关
注，这些天，不时有人拎着桶来捡
拾。“这里靠近闸口，水流湍急，人
万一落水后果不堪设想。”孙师傅
说。

这一现象引起了南京市农业
农村局、水务局等部门的注意，相
关部门召开会议，组织专家学者和
工作人员研究保护措施，并决定联
合开展生态保护行动。

江苏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南
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孙
红英介绍，大闸蟹又叫河蟹，中文
学名叫作中华绒螯蟹。“可能有的
人以为大闸蟹是一直生活在淡水
里的，但其实它们来自海里。洄游
是它们获得食物延续、扩散和生长
的行为特性。”

中华绒螯蟹在整个生长周期
有两次洄游，分别是蟹苗时期的溯
河洄游，以及成熟后的降河洄游。

“三汊河河口闸的大闸蟹幼蟹，就
是蟹苗时期的溯河洄游。”孙红英
告诉记者，每年12月至第二年的3
月上旬，是中华绒螯蟹交配产卵的
盛期。经历过寒冬后，水温变暖将
加速蟹卵孵化，蟹苗进入长江继续
发育形成第一期幼蟹，随后溯河而
上，寻找合适的地方生长育肥，游
得近的幼蟹可以到上海、镇江、南
京，游得远的可以到达重庆的内

河、湿地。
中华绒螯蟹有昼伏夜出的习

性，一般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往上
游，形成壮观的“幼蟹潮”。它们爬
越坝、堤等多种障碍物，不断蜕壳、
成长。

“到秋天霜降前后，在淡水中
成熟的河蟹会顺游而下，回到江海
交汇的半咸水处繁殖，完成周而复
始的生活史循环。”孙红英说，一般
河蟹的寿命是两年多，大家最近看
到的大闸蟹幼蟹，都是去年孵化出
来的。

为了让幼蟹顺利翻越闸口，到
达秦淮河，南京各部门采取了一系
列守护措施。

现代快报记者看到，三汊河河
口闸两侧的堤坝上已经竖起了一
排高大的临时隔离护栏。“根据专
家的意见，3月17日下午，我们在
三汊河河口闸的两侧重点区域增

建了几百米的临时隔离护栏，防止
有人翻越栏杆，捡拾螃蟹。”南京市
三汊河河口闸管理处工程管理科
科长杨明强说，目前从秦淮河流向
长江的水流比较湍急，设置护栏也
是提醒市民不要过度靠近，要安全
游览。

不仅如此，南京市水产科学研

究所联合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
协会，组织了相关技术人员，在河
闸两旁布设了两条临时“蟹梯”。

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
秘书长姜盟介绍，幼蟹的“生命通
道”是用麻布制成的，便于幼蟹有
抓手，能爬行到闸口另一侧的秦淮
河。目前，“蟹梯”初步发挥功效，

17日夜里，“蟹梯”上已经布满了
蟹苗。此外，他们还组织了志愿者
在现场普及蟹类洄游知识和长江
大保护成果，劝导捕捞拾蟹等不当
行为。

孙红英说，野生幼蟹洄游预计
持续到清明前后，呼吁大家文明游
赏，勿拾勿捕。

中华绒螯蟹洄游是天然习性，
今年到达南京的“幼蟹潮”队伍为
何如此庞大？

孙红英分析说，由于过度捕捞
和水质污染等因素，自上世纪 80
年代到 21世纪初，长江口的中华

绒螯蟹野生蟹苗资源急剧衰退。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
年禁渔政策的开展，特别是长江口
禁捕蟹苗后，下游大量的蟹苗能够
顺着长江干流，按照自然生物学习
性溯河洄游至长江上游，“这是长

江十年禁渔效果显现的一个缩
影”。

“此外，作为水生态环境指示
物种，中华绒螯蟹本身对于水质条
件是比较挑剔的，稍微差一点的环
境就无法停留生存。”孙红英说，野

生幼蟹能够大量聚集，并选择到秦
淮河“安家落户”，说明秦淮河的水
质不断改善，水环境的健康状况不
断提升。中华绒螯蟹将在此发挥
净化水质、清洁河道、维护河流生
态系统功能完整性的作用。

昼伏夜出，这群幼蟹为何聚集在此？

生境恢复、水质改善，它们来南京“安家”

多部门联手，为幼蟹搭建“蟹梯”

近日，大量中华绒螯蟹幼
蟹洄游至长江南京段的秦淮
河入江处，一波又一波的“幼
蟹潮”引发社会关注。3月18
日，现代快报记者在位于秦淮
河入江口的三汊河河口闸下
看到，两侧堤坝上竖起了一排
高大的临时隔离护栏，闸口两
旁布设了两条临时“蟹梯”，
帮助蟹苗从长江抵达秦淮河，
附近有不少身穿红色马甲的
志愿者正引导市民文明游览。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文/摄（除署名外）

爬上堤岸的幼蟹 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供图

市民观看宣传海报

用麻布制作“蟹梯” 幼蟹爬上“蟹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