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技术规程》(征求意见

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1.必要性

（1）现有的河蟹养殖模式单一，经济效益不高

江苏是河蟹养殖大省，2022年全省河蟹养殖总面积突破 400 万亩，养殖产

量达 37.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45.9%。目前绝大部分河蟹养殖为一龄蟹种（扣

蟹）培育或二龄成蟹养殖，这两种模式均存在成本高、风险大以及效益低（河蟹

集中上市影响销售价格）等问题。因此，如何创新养殖模式和技术，探索新的经

济增长点，是河蟹产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六月黄”需求量增加，养殖模式落后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河蟹消费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六月

黄”独特的消费体验等，我国“六月黄”需求量日益增加。“六月黄”河蟹，又

称“童子蟹”，是指每年 6月（农历）上市的中华绒螯蟹，此时河蟹性腺没有发育

成熟，但肝胰腺清晰可见，体质量在 75-130g，具有外壳脆、内壳软、肉质丰满、

味道鲜美等特点。目前“六月黄”多采用雌雄混养模式，由于雌雄河蟹生殖蜕壳

不同步且营养需求不同，导致“六月黄”捕捞损伤大、育肥困难，进而降低了“六

月黄”的上市规格和经济效益。因此，实现大规格“六月黄”提早上市，并进一

步提升“六月黄”上市后养殖水面的再利用，成为提高河蟹养殖效益的新路径。

“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该养殖模式实现“一年双养，一塘两蟹”，提高

河蟹养殖经济效益，丰富河蟹养殖模式，延长产业链供应，缓解成蟹市场的压力，

有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综上所述，研发“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技术，并制

定易于技术推广应用的操作标准，对于河蟹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可行性

标准编制单位在河蟹高效养殖方面已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围绕洪泽湖、骆

马湖河蟹，相继开展了河蟹养殖模式、河蟹越冬暂养、大规格苗种培育、病害防

治及饲料营养等一系列技术研究。建成“宿迁市经济鱼类繁殖公共服务平台”、“宿



迁市特色水产生物技术工程重点实验室”。先后承担《宿迁地区大规格“六月黄”

河蟹培育关键技术创新》、《“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关键技术研究》以及《一

年两茬河蟹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研究》等国家、省市级项目 52项；制定《中华绒

螯蟹大规格苗种培育技术规程》、《河蟹成蟹养殖池塘水草种养技术规程》等市

级操作规程 26项；在《aquaculture research》《动物营养学报》《水生生物学报》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50余篇；授权专利 54项；获得江苏省农业

丰收二等奖 1项、省农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国家主推技术 1项、“十大科

技进展”2项及江苏省农学会科技奖三等奖 1项；在湖滨新区马桥村实施亚夫项

目，为当地河蟹养殖户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撑；为本地区水产技术指导站及相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技术培训，现场技术指导养殖户 800余人次。

“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模式，即 2、3月投放扣蟹，6月中旬至 7 月初

捕捞“六月黄”，接着立刻清塘、补种水草、投放豆蟹（400-600只/斤），培育

至第二年 1、2月，捕捞扣蟹用于售卖或第二年“六月黄”培育。整个模式充分

利用“六月黄”捕捞和豆蟹投放时间的茬口衔接，提升河蟹池塘的使用效率，在

模式结构上具有可行性。目前“六月黄”养殖多采用雌雄混养模式，“六月黄”

捕捞也是留雄去雌，由于雌雄河蟹生殖蜕壳不同步，在这种捕捞模式下雌蟹伤亡

率较大。同时，雌雄河蟹育肥期营养需求不同，雌蟹的蟹膏发育需要较多的脂类，

雄蟹的蟹膏发育需要较多的蛋白质，而在现有混养模式下，难以从饲料营养方面

对“六月黄”的育肥程度进行有效调控。“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技术创新“六

月黄”全雄模式，提高“六月黄”成活率。同时考虑到茬口衔接的问题，开展池

塘水生植物群落营造，保证扣蟹培育（第二茬）的优质环境，提高扣蟹的规格和

品质，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3.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河蟹食用有“九雌十雄”的民间谚语，其含义为雌蟹和雄蟹的最佳食用季节分

别为农历九月和十月，但在这段时间内河蟹大量上市，其销售价格一直不高。近

年来，“六月黄”市场的消费量日益增加，销售价格比较可观。此外，养殖户对

大规格扣蟹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导致优质蟹苗价格较高。“六月黄”—扣蟹高效

轮养，可培育大规格、优质的“六月黄”和扣蟹，提高河蟹的市场效益，同时该

模式降低河蟹养殖成本和养殖风险，为河蟹产业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河蟹



产业发展。2023年的河蟹市场行情显示，“六月黄”（规格为 100-125g/只）的

销售价格为 37-46元/斤，“六月黄”亩产可达 200斤/亩，第一茬“六月黄”产

值为 0.8万元/亩左右；大规格扣蟹（40-60只/斤）的销售价格为 35-45元/斤，亩

产扣蟹 400斤/亩，“老头蟹”占比 20%左右，其销售价格为 20元/斤，第二茬扣蟹

产值为 1.4万元/亩，综上所述，“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模式下河蟹产值可达

2.2万元/亩，效益十分可观。

此外，夏季通常为保护鱼类产卵孵化的禁渔期，水产品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

“六月黄”正好在这个季节上市，赶上市场窗口期，具有较高的售价和消费市场。

培育优质“六月黄”，不但填补市场窗口期，延长河蟹上市期，调节供需矛盾，

还满足河蟹消费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和独特的消费体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因此，本研究成果将具有很好地产业化前景。

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5年 2月 19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5年江苏省农学

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项目的通知（苏农学字[2025]2 号）》，标准牵头单

位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

三、编制过程（需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的进展不断补充，直

到标准报批稿为止）

（一）资料收集

成立标准制定小组，保证人员稳定，明确分工，分清责任。起草小组全面收

集了现有河蟹池塘建设、水草栽种、蟹苗投放、水质调控、饲料投喂、池塘管理

以及捕捞技术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经过对现有资料的全面分析，了解国内外

相关研究和技术现状，初步搭起标准体系框架。

（二）实地调研

起草小组对江苏省多个河蟹养殖主产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全面了解目前“六

月黄”和扣蟹养殖中所运用的技术和模式，分析各地区“六月黄”和扣蟹的经济

效益、区域特点以及技术创新点等，并与一线河蟹养殖户就本标准的实践可行性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

（三）试验验证

起草小组进一步开展试验验证，主要内容包括：蟹苗投放模式、水草栽种密



度、“六月黄”和扣蟹饵料选择及投喂量等技术参数的优化。

（四）技术论证

起草小组进一步遴选示范基地，开展本标准技术示范，实时监测养殖池塘的

各项指标，根据反馈的信息形成统计分析报告，并对本标准实施效果评价，评估

技术实施后的养殖效益（经济、生态、社会）。

（五）草拟文本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小组起草了本标准文本，并对其不断完善。

（六）征求意见

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邀请领域专家进行标准的技术审查。根据社会和专

家意见，修改、完善本标准文本。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一）主要内容技术指标

本标准确定的原则是切合实际、措施具体、操作简便、科学规范、技术先进、

逻辑严谨和文字简明。主要技术指标来源于标准起草人员工作积累以及国内外文

献，并经提炼论证，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指导性。同时，对本标准中涉及的关

键技术进行了试验验证，明确了蟹苗投放模式、水草栽种密度、饵料选择及投喂

量等技术参数。

全雄养殖模式。目前“六月黄”养殖多采用雌雄混养模式，捕捞也是留雄去

雌，由于雌雄河蟹生殖蜕壳不同步，在这种捕捞模式下雌蟹伤亡率较大。同时，

雌雄河蟹育肥期营养需求不同，雌蟹的蟹膏发育需要较多的脂类，雄蟹的蟹膏发

育需要较多的蛋白质，而在现有混养模式下，难以从饲料营养方面对“六月黄”

的育肥程度进行有效调控。因此本标准规定了“六月黄”的养殖模式为全雄模式。

水草栽种。江苏地区传统的成蟹养殖，多在池塘中围网设置蟹岛，种植复合

水草，包括耐寒草（伊乐藻）和耐高温草（轮叶黑藻、苦草）。扣蟹培育主要栽

种水花生和黄花水龙。本标准采用了复合水草水草种植方式，“六月黄”养殖阶

段栽种伊乐藻，将数量为 10株/束～15株/束的伊乐藻切成 10cm～20cm节段，

插入土壤中 3cm～5cm；栽草部位放 200g左右伊乐藻后用泥土压上。株距和行

距为 40cm～60cm，待水中伊乐藻成活后再逐渐加水，浸没草的顶端 10cm即可；

水草覆盖面积以占池塘水面的 60%～70%为宜。该方法不但可以避免围网蟹岛、



降低人工投入，还可以满足“六月黄”河蟹生长需求（7月上旬捕捞上市，减少

高温期烂草）。扣蟹培育阶段栽种黄花水龙，将有活力的黄花水龙茎蔓以 10~20

根挽成一束，绑扎在绳子上，再用竹竿将草束插于泥土中，每束之间距离 1 m ~2m，

水草覆盖率为 10%~15%，后期随着水草生长，其覆盖率维持在 50%~60%。

饲料投喂。“六月黄”主要采用全程配合饲料养殖模式，蟹苗放养初期投喂

高蛋白含量（40%～42%）的全价配合颗粒饲料，投喂量为 3%～5%；中期投喂

蛋白含量为 30%～35%的颗粒饲料，投喂量为 4%～6%；育肥期以蛋白质含量

40%～42%的颗粒饲料为主，投喂量为 6%～8%。观察河蟹吃食情况，以投喂后

3h～4h吃完为标准，确保河蟹充分饱食，分别于 09：00～10：00和 17：00～18：

00各投喂 1次（傍晚投喂量为 1d量的 80%），根据河蟹吃食情况及时调整投喂

量。

扣蟹培育采用配合饲料投喂模式，放苗前期1个月投喂蛋白浓度为42%～

45%的配合饲料，1个月后投喂蛋白浓度为38%～42%的配合饲料，12月初开始投

喂蛋白浓度为42%～45%的配合饲料。采用点式投喂法，即沿纵向每两个围格中

间空挡位置投喂饵料，并按照池塘大小设置6‑ 10个饵料检查平台，定期检查饵

料摄食情况，做到精准投喂。本标准根据河蟹不同生长阶段所需营养不同的特点，

优化“六月黄”和扣蟹各生长阶段饲料蛋白浓度和投喂量，构建精准营养投饲策

略。

（二）确立依据

1.“六月黄”河蟹雌雄混养和雄蟹单养模式对比试验

以一龄蟹种（扣蟹）为研究对象，准备 6个室外河蟹池塘（每个池塘 400m
2
），

将河蟹分为 2 组，A组为雌雄混养组，B组为雄蟹单养组，每组 3个重复，每个

池塘的扣蟹放养密度为 2000 只/亩，A组的雌雄蟹比例为 1:1。养殖 120d 左右，

测定各试验组“六月黄”的成活率和经济效益，结果表明如表 1（以 2023 年河

蟹价格为例，计算亩效益）。

表 1 “六月黄”河蟹雌雄混养和雄蟹单养模式对比

组别 模式 密度 雌雄比 成活率（%） 亩效益（元）

A 雌雄混养 2000 只/亩 1:1 75.7 3000

B 雄蟹单养 2000 只/亩 全雄 86.4 5500



结果显示，雄蟹单养组“六月黄”的成活率和亩效益分别为 86.4%和 5500

元，均高于雌雄混养组。

2.水草种植方式对中华绒螯蟹生长、成活率及亩效益的影响

设置 3个处理，分别为单种植伊乐藻组（A）、伊乐藻+苦草组（B）、伊乐

藻+轮叶黑藻组（C），每组设 3 个重复，共 9 组，准备 9个室外河蟹池塘（每

个池塘 400m
2
）用于上述试验，每个池塘投放 1200 只雄蟹苗。试验期间，各组水

草总面积控制在 60％，各试验组的饲养管理一致，共养殖 120d。养殖结束，测

定各试验组“六月黄”河蟹的生长性状、成活率和亩效益，试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不同水草种植方式对中华绒螯蟹生长性能的影响

生长

指标

雄蟹

A B C

体重（g） 111.14±11.35a 108.44±13.27 a 114.82±9.68a

成活率（%） 87.1 85.6 86.6

亩效益（元） 6000 4200 4500

同一行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结果显示，单种植伊乐藻组与复合种植组无显著性差异，单种植伊乐藻组的

成活率和亩效益均高于伊乐藻+苦草组、伊乐藻+轮叶黑藻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本项目开展大规格“六月黄”

河蟹生态培育技术研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存在安全性和市场排斥等

社会性和生态学风险。养殖过程中营造适宜于河蟹养殖的优质环境并实施精准营

养投饲策略，科学管理，水体各理化因子达到良性平衡，亦无废气、废渣产生，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如果有河蟹死亡的情况发生，将严格按标准采取深埋

等无害化处理，亦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水产健康养

殖标准和生物实验规格，不投喂和使用有毒、有害药物，确保河蟹的质量安全。

因此，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都不冲突。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河蟹养殖，其他生态条件相似地区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建议地方政府及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组织宣贯，强化政

策引导，从而提升标准化意识，扩大社会影响。

1.广泛开展社会性宣传

深入开展宣传，充分发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杂志等媒体的作用，普

及河蟹池塘水草种养技术标准化知识及具体方面规范。

2.抓好河蟹养殖人员学习培训工作

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和讲座等方式，对河蟹养殖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组

织河蟹养殖人员认真学习标准，深刻领会标准实质，准确理解规范内容，增强六

月黄”—扣蟹轮养的规范意识及水平。

3.组织人员下乡宣贯实施

通过组织专业人员到宿迁地区河蟹养殖片区、大户进行标准培训及宣贯。在

河蟹养殖大户基地积极开展标准应用与实施。

八、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团体标准不涉及专利。

《“六月黄”—扣蟹高效轮养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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