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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绒螯蟹主要有新绒螯蟹属(Neoeriocheir)和绒螯蟹属(Eriocheir)两个有效属，新绒螯蟹属仅有狭颚绒螯

蟹(Ⅳ．1eptognatha)一个有效种，绒螯蟹属有直额绒螯蟹(E．recta)和日本绒螯蟹(E．japonica)两个有效种，日

本绒螯蟹有日本绒螫蟹指名亚种，日本绒螯蟹中华亚种和日本绒螯蟹合浦亚种3个不同的地理亚种。分布在

我国大陆的是日本绒螯蟹中华亚种和Et本绒螯蟹合浦亚种。中华绒螯蟹在我国大陆被按水系分成南方组与

北方组，组内水系间为同种不同地理种群。利用RAPD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鉴别出中华绒螯蟹的中华亚

种和合浦亚种，各种群间的鉴别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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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test research reveals that mitten crabs include tWO valid genera：Neoeriocheir and

Platyeriochei．N．1eptognatha is the only valid species of Neoeriocheir，and both E．recta and E．

japonica are valid species of genus Erichocheir．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geographic subspecies：

E．J．japonica．E．J．sinensis and E．J．hepuensis in E．japonica．E．J．sinensis is divided into south

and north group by different rivers across Chinese Mainland，and different rivers among groups

represent different geographic population．Molecular marker of RAPD can stably distinguish E．

J．sinensis and E．J．hepuensis．But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geographic populations is needed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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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螯蟹隶属于短尾下目(Brachyura)，方蟹科

(Grapsiodea)，弓蟹亚科(Varunidae)，主要分布于我

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等地。长期以来，人们对绒螯蟹

的分类学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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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绒螯蟹中华亚种(Eriocheir japonica

sinensis)，即中华绒螯蟹又名河蟹、大闸蟹，是我国传

统的水产珍品。中华绒螯蟹养殖已经成为我国水产

养殖业中一个大的新兴产业。不同水系中华绒螯蟹

的蟹苗生产效果及成年蟹的品质存在很大差别。其

中，生活在长江水系的中华绒螯蟹以其品质好、商业

价值高而成为我国淡水水产品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中华绒螯餐是首选的养殖优良种源。目前各水系中

华绒螯蟹的盲目放流和养殖，已造成不同水系中华

绒螯蟹间的严重混杂口’2]。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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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中华绒螯蟹的遗传特征和种质差异，为中华绒

螯蟹养殖业提供优良种源。另外，寻求一种快速区分

不同水系中华绒螯蟹的辨别方法是当务之急。

本文将近几年来有关绒螯蟹系统学与中华绒

螯蟹种质资源方面的研究报道进行简要概述，旨在

为绒螯蟹分类及中华绒螯蟹种质资源保护方面积累

基本资料。

1 绒螯蟹的分类研究

Sakai[3]根据形态学特征及生活习性的特点，将

狭颚绒螯蟹(Neoeriocheir leptognatha)从绒螯蟹属

(Eriocheir)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绒螯蟹属

(Neoeriocheir)。新绒螯蟹属得到线粒体C01基因序

列、16S rDNA基因序列和核ITS序列等分子系统

学研究的支持[4~6]。但是，也有研究对新绒螯蟹属的

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认为狭颚绒螯蟹是绒螯蟹属中

最原始的类群，应归属于绒螯蟹属口]。

直额绒螯蟹(Eriocheir rectus)是由StimpsonL83

根据采于澳门的模式标本定名，后来被更改为

Eriocheir recta[引，把其隶属于绒螯蟹属的一个有效

种；而Chan等口叩却认为直额绒螯蟹是El本绒螯蟹

(E．japonica)的同物异名E10]。有学者将分布于台湾

的一种绒螯蟹定名为台湾绒螯蟹(E．formosa)，以

台湾绒螯蟹为模式种建立平绒绒螯蟹属nli。近几年

的研究[5’6’”3表明，台湾绒螯蟹实际上是直额绒螯蟹

的同物异名。台湾绒螯蟹所在的平绒绒螯蟹属的有

效性受到质疑，而且后来的线粒体C01基因序列和

16S rDNA基因序列及核ITS序列等分子系统学研

究也都不支持平绒绒螯蟹属的有效性。

根据线粒体COI基因序列、Cyt b基因全序列

及核ITS序列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绒螯蟹属的日本

绒螯蟹(E．japonica)、中华绒螯蟹和合浦绒螯蟹

(E．hepuensis)同属于一个种即日本绒螯蟹，而中华

绒螯蟹和合浦绒螫蟹分别为其不同的地理亚种。因

此日本绒螯蟹包括日本绒螯蟹指名亚种(E．J．

japonica)、日本绒螯蟹中华亚种和日本绒螯蟹合浦

亚种(E．J．hepuensis)三个地理亚种[5’6’1 3|。

综上所述，绒螯蟹可以有新绒螯蟹属和绒螯蟹

属两个有效属。其中新绒螯蟹属只有一个有效种即

狭颚绒螯蟹，而绒螯蟹属包含有直额绒螯蟹和El本

绒螯蟹两个有效种，日本绒螯蟹存有3个不同的地

理亚种即Et本绒螯蟹指名亚种、日本绒螯蟹中华亚

种和日本绒螯蟹合浦亚种。

2 中华绒螯蟹种质资源研究

分布在我国大陆的绒螯蟹主要是日本绒螯蟹的

两个地理亚种，即Et本绒螯蟹中华亚种和日本绒螯

蟹合浦亚种。中华亚种主要分布于北纬26。以北，合

浦亚种主要分布于北纬26。以南[5““。

孙红英等[13,143通过mtDNA标记已检测到产于

长江不同江段的中华绒螯蟹中混杂有多个合浦绒螯

蟹。有学者提出为了保护中华绒螯蟹的野生种质资

源，国家应该在长江流域建立中华绒螯蟹原种场和

基因库[2]。近几年来，有关中华绒螯蟹种质资源研究

在形态学、生化、分子生物学(RAPD技术、ISSR技

术、12S rDNA基因、16S rDNA基因、Cyt b基因及

微卫星等)方面均有报道。

2．1分组研究

中华绒螯蟹在不同水系中的个体形态特征有差

异[15~18]。李晨虹等[17,18]根据形态特征将辽河、黄河、

长江和瓯江水系的中华绒螯蟹归为北方组，把珠江

和南流江水系的中华绒螯蟹归为南方组。根据

Mayr[1妇提出的75％规则，认定北方组与南方组之

间属亚种关系，而两组内部水系间则为地理种群关

系。张列士等Ezo]通过形态学认定辽河、长江、瓯江、

闽江、南流江水系的中华绒螯蟹为同种不同地理种

群。生化技术水平上也将中国大陆的中华绒螯蟹分

成北方组和南方组[18’21|。北方组的辽河种群和长江

种群在同工酶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22。。

2．2种群鉴别研究

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起初研究最多的是运用

RAPD技术及人源小卫星探针分析中华绒螯蟹种群

间的亲缘关系以找到稳定的分子鉴别标记[18,23～27]，

其中周开亚等瞳63用RAPD技术找到了可以稳定的

从辽河、长江和瓯江种群中鉴别长江种群的特异性

条带，并用于鉴别标记一些人工养殖的中华绒螯蟹，

结果发现有些中华绒螯蟹种苗场的蟹苗已经严重混

杂。

随着DNA测序技术的发展，利用线粒体或核

DNA序列分析中华绒螫蟹的种群遗传结构及分子

鉴别已经成为可能。张凤英等[283基于12S rDNA和

16S rDNA基因研究了长江、辽河和瓯江水系的中

华绒螯蟹种群遗传变异，提出辽河和瓯江两种群的

中华绒螯蟹资源遭到了破坏，只有长江水系的种质

资源可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胡鹏飞等酏钉通过长江

水系61只中华绒螯蟹的COI基因的RFLP分析得

出，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具有一定的群体内遗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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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孙红英等[13,14]利用线粒体16S rDNA序列变

异对中国大陆6个水系110只中华绒螯蟹进行

PCR—RFLP研究和线粒体Cyt b基因全序列分析，

结果显示，日本绒螯蟹合浦亚种和日本绒螯蟹中华

亚种之问在16S rDNA序列中存在3～4个固定的

碱基替代，日本绒螯蟹合浦亚种所有个体均表现为

一种单元型(C型)，而日本绒螯蟹中华亚种表现为

A、B两种单元型；两亚种的16S rDNA经限制性内

切酶Dra I酶切片存在的差异，为两亚种的鉴定提

供了一种准确、简便的PCR—RFLP分子标记。用

16S rDNA的PCR—RFLP技术对长江、辽河和瓯江

等水系绒螯蟹进行分子鉴定的结果[143显示，3个水

系均以中华亚种为主，但是已经混有合浦亚种的绒

螯蟹。随后通过对线粒体Cyt b基因全序列分析提

出了北方水系中存在有合浦亚种绒螯蟹三种可能性

解释[13]。

尽管现有的长江绒螫蟹种群中已混入合浦绒螯

蟹的支系，长江水系仍是中华绒螯蟹的天然种质资

源库，为了保护中华绒螯蟹的遗传多样性，应重点加

强对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的资源保护。

3 结束语

到目前为止，日本绒螯蟹中华亚种和合浦亚种

之间的鉴别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而对于中华绒螯

蟹各种群问鉴别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另外，有关种

群的遗传结构、进化历史，以及系统地理格局方面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显示，微卫

星DNA标记(Microsatellite DNA Marker)在种内的

遗传分析方面具有较mtDNA和其它现有的核

DNA标记更为优越的特性[30。。尽管利用线粒体

DNA研究蟹类种群遗传结构时，能够提供更多的遗

传变异信息，所需要的样本量也很低(仅相当于核

DNA研究所需样本量的1／4)，但是因为线粒体是

母系遗传，线粒体DNA标记揭示的仅是母系种群

的遗传结构，无法检测出由于父系原因导致的种群

遗传信息。微卫星是共显性的单位点遗传标记，每个

位点都有很多等位基因，同时也具备很高的杂合度，

易于自然选择[3。|。这些特点说明微卫星很适合于种

群遗传变异的研究。合并微卫星多态性数据与线粒

体DNA序列将能更加准确地揭示中华绒螯蟹类的

种群多样性和种群进化历史。目前初步确定(CGA)

5和(GACA)4作为微卫星单引物可用于中华绒螯

蟹种群遗传分析01|。H／infling等[323报道了12个中

华绒螯蟹多态性微卫星座位。Gopurenko等∞副报道

锯缘青蟹(Scylla serrata)的5对多态性微卫星引

物。这些研究为利用微卫星标记分析中华绒螯蟹的

种群遗传结构作了铺垫。

ISSR(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标记方法

是近年来在微卫星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分子

标记技术[34’。ISSR技术不仅可以快速、高效和灵敏

地检测出基因组DNA的多态性，而且操作简单、成

本较低，具有很好的重复性，适合大样本的检测F35]。

ISSR标记方法在种群遗传学、种质资源、分类学与

种系发生学等方面得到迅速应用[35~38]。所有这些工

作都为用微卫星和ISSR标记研究我国中华绒螯蟹·

的种群遗传结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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