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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浦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主要分布在广西沿海，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养殖潜力，尚未见合浦
绒螯蟹可食率和营养组成的报道。本研究以长江水系野生中华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为对照，测定和比较
了野生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成蟹的可食率、色度值、总类胡萝卜素含量、常规营养成分和脂肪酸组成。结

果显示：合浦绒螯蟹雄体总可食率显著低于中华绒螯蟹雄体，但肝胰腺指数、性腺指数和出肉率无显著性差

异；无论雌雄，合浦绒螯蟹蟹壳湿样的ａ值和ｂ值均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合浦绒螯蟹雄体肝胰腺的总类胡
萝卜素含量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雄体；合浦绒螯蟹雌体性腺中水分含量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雌体，而合浦绒

螯蟹雌体肌肉中脂肪含量显著低于中华绒螯蟹雌体，合浦绒螯蟹雄体肌肉中水分含量、蛋白质含量显著低于

中华绒螯蟹雄体；合浦绒螯蟹雌体肝胰腺中 ΣＳＦＡ、肌肉中 Ｃ１８∶１ｎ、ΣＭＵＦＡ、ＤＨＡ／ＥＰＡ和卵巢中 Ｃ１８∶０、
Ｃ２０∶１ｎ９含量均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雌体；合浦绒螯蟹雄体肝胰腺中Ｃ２２∶１６ｎ３、ΣＰＵＦＡ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
雄体。综上，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具有相似的组织系数，但常规营养成分、类胡萝卜素含量和脂肪酸组成

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其遗传和生长环境有关。

关键词：合浦绒螯蟹；中华绒螯蟹；常规生化成分；类胡萝卜素；脂肪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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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又名河蟹或大
闸蟹，是全国产量最高的经济蟹类，从北至南主

要分布于辽河、黄河、长江和闽江等四大水

系［１２］，其中，长江水系河蟹由于规格大、分布广、

抗逆性强等特点，逐步成为国内河蟹主要养殖区

的主要养殖群体，其养殖产量占全国河蟹养殖总

产量的９０％以上［３］。近年来，我国中华绒螯蟹池

塘养殖面积达４７万 ｈｍ２左右，年度养殖总产量
通常维持在８０万 ｔ左右［４］。为了满足消费者对

经济绒螯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降低单一养殖

品种带来的风险，开发和推广新的绒螯蟹养殖种

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合浦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属于弓蟹科（Ｖａｒｕｎｉｄａｅ）绒螯蟹属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相比于中华绒螯蟹，合浦绒螯蟹的额

齿较钝，第四步足短而粗且绒毛少而疏［５］，主要

分布在广西南流江、钦江以及北仑河流域等

地［６７］。研究［８９］表明，该物种具有一定的食用价

值、经济价值和养殖潜力。相比于中华绒螯蟹，

人类对合浦绒螯蟹的研究甚少，尚未见合浦绒螯

蟹可食率和营养价值评价的研究报道，这不利于

合浦绒螯蟹的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和营养价值评

价等。

可食率、色泽参数和营养组成通常是评估蟹

类营养品质的 ３类主要指标［１０１２］。研究［１３１４］表

明，蟹类的可食率主要为躯壳、大螯及附肢中全

部肌肉的百分含量与性腺和肝胰腺百分含量之

和。河蟹色泽参数评估主要包括蟹壳、卵巢和肝

胰腺的色泽，通常蟹壳和可食组织的红度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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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越容易得到消费者青睐，市场售价越高［１５］。

已有研究［１６］表明可食组织的色泽参数通常和其

类胡萝卜素含量和组成有关。对人体而言，水产

品可食组织中的类胡萝卜素具有抗氧化［１７］、免疫

调节［１８］、抗癌［１９］和降低心血管疾病［２０］等功能，

因此水产品种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是消费者关心

的重要问题之一［１６，２１］。此外，肌肉、肝胰腺和性

腺中的脂肪酸组成和含量也往往作为评估蟹类

营养成分的重要参考依据［２２］，一般认为食物中含

有较多的 ｎ３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健康有
利［２３２４］。目前，野生合浦绒螯蟹虽有一定数量的

商业捕捞和市场销售，但缺乏有关其食用价值和

营养组成的基本信息。鉴于此，本研究比较野生

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成蟹的可食组织系数

和总可食率，分析可食组织中常规营养成分、色

泽和类胡萝卜素等参数，以期为合浦绒螯蟹的种

质资源评估和商业化推广提供基础信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来源
实验用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

成蟹均采集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野生合浦绒螯蟹采
集于广西合浦的南流江下游党江镇沿江岸边

（２１．６４°Ｎ，１０９．１２°Ｅ），由当地渔民采用地笼捕
捞获得；野生中华绒螯蟹采自长江江苏镇江江段

（３２．１９°Ｎ，１１９．５５°Ｅ），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淡水渔业中心采用拖网捕捞而得。两种群野生

绒螯蟹均挑选附肢齐全、活力较好以及已经完成

生殖蜕壳的成体和体质量接近该群体平均体质

量的个体用于后续实验，具体样品信息见表１。

表１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的样品信息
Ｔａｂ．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项目

Ｉｔｅｍ
样品数

Ｎ
体质量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ｇ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１８ ９４．４８±１２．３０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８ １０２．２８±１７．４０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１６ ７８．８１±９．８９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６ ８３．９３±１３．１７

１．２　样品解剖
用干毛巾擦干蟹体表面水分后称量蟹体质

量，随后用镊子将每个蟹体内肝胰腺和性腺全部

挑出并称量，剩余躯体放在－４０℃冰箱中冷冻过
夜。次日用剪刀和镊子刮出腹部、大螯和附肢中

的所有肌肉，装入样品袋中称重。根据样品质量

分别计算肝胰腺指数（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ｄｅｘ，
ＨＳＩ）、性腺指数（Ｇｏｎａｄ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ＧＳＩ）、出肉
率（Ｍ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ＭＹ）和总可食率（Ｔｏｔａｌｅｄｉ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ＴＥＹ）。所有蟹壳和组织样品均于 －４０℃
冰箱中保存，用于后续色泽和营养成分分析。

ＨＳＩ、ＧＳＩ、ＭＹ和ＴＥＹ依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ＷＨＳＩ＝ＭＨ／Ｍ×１００ （１）
ＷＧＳＩ＝ＭＧ／Ｍ×１００ （２）
ＷＭＹ＝ＭＭ／Ｍ×１００ （３）

ＷＴＥＹ＝（ＭＧ＋ＭＨ＋ＭＭ）／Ｍ×１００ （４）
式中：ＷＨＳＩ为 ＨＳＩ，％；ＭＨ为肝胰腺质量，ｇ；Ｍ为
体质量，ｇ；ＷＧＳＩ为 ＧＳＩ，％；ＭＧ为性腺质量，ｇ；ＷＭＹ
为ＭＹ，％；ＭＭ为肌肉质量，ｇ；ＷＴＥＹ为ＴＥＹ，％。
１．３　色泽参数测定

使用 色 差 仪 （ＣＥ４００， ＫｏｎｉｃａＭｉｎｏｌｔａ，
Ｍａｒｕｎｏｕｃｈｉ，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在 Ｄ６５模式下测定肝
胰腺的表面色度值 （Ｌ：亮度值；ａ：红度值；ｂ：
黄度值）［２５］；使用冷冻干燥法将卵巢冻干，粉碎后

用色差仪测定卵巢的色度值；将蟹壳冻干后剪成

等大的两半，一半用来测定色度值，另一半蟹壳

去掉内膜后粉碎保存于－４０℃冰箱中，待后续测
定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１．４　总类胡萝卜素含量测定
雌体样品测定肝胰腺湿样、蟹壳冻干样和卵

巢冻干样中总类胡萝卜素含量，雄体仅测定肝胰

腺湿样和蟹壳冻干样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参考ＬＯＮＧ等［１５］用８０％丙酮和纯丙酮结合来提
取类胡萝卜素，具体步骤：取０．２～０．４ｇ样品，加
入４ｍＬ８０％丙酮振荡混匀后超声波水浴 １５
ｍｉｎ，使色素充分溶解于丙酮中。随后 ６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８ｍｉｎ，将上清液收集于１５ｍＬ棕色离心
管密闭暂存。残余物继续用纯丙酮提取３次，每
次添加量依次为４、３和２ｍＬ，至离心后上清液为
透明无色时即完成提取。将所有提取液用纯丙

酮定容至１５ｍＬ并取２ｍＬ测量 ４７８ｎｍ处吸光
值。用商业化虾青素标准品在丙酮中的不同浓

度值绘制标准曲线计算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１．５　常规营养成分及脂肪酸测定
所有组织中水分的测定参考真空冷冻干燥

法［２１］；蛋白质的测定参考 ＡＯＡＣ［２６］推荐的凯氏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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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氮法；总脂肪的测定参考ＦＯＬＣＨ等［２７］的方法；

脂肪酸的测定首先采用三氟化硼甲酯化，随后根

据 ＷＵ等［２８］的方法利用气相色谱进行测定和分

析其组成和含量。根据脂肪酸商业标准品出峰

时间鉴定脂肪酸种类，采用面积百分比法计算脂

肪酸含量。

１．６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差异显著

性分析。数据采用平均值 ±标准差（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采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ｖｅｒｓｉｏｎ８．０制图，
表格均为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制作。方差的齐性检验利用
Ｌｅｖｅｎｅ方法检验数据是否满足齐性方差，当数据
不满足齐性方差时对百分比数据进行反正弦或

平方根处理，采用 ＡＮＯＶＡ及 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方
差分析与多重比较。进一步，采用双因素方差分

析（Ｔｗｏ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比较种类和性别对绒螯蟹
的组织系数和生化成分等参数的影响，当Ｐ＜０．０５
时为差异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组织系数和可食率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的 ＧＳＩ、ＨＳＩ、

ＭＹ和ＴＥＹ见图１。除了 ＭＹ外，两种绒螯蟹雌
体ＨＳＩ、ＧＳＩ、ＴＥＹ都高于雄体。就雄体而言，中华
绒螯蟹雄体ＴＥＹ显著高于合浦绒螯蟹雄体（Ｐ＜
０．０５），２种绒螯蟹其余组织系数（ＨＳＩ、ＧＳＩ、ＭＹ）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雌体方面，相比于合浦
绒螯蟹，中华绒螯蟹雌体除ＭＹ较低外，其余指标
（ＨＳＩ、ＧＳＩ、和 ＴＥＹ）均略高，但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２．２　色泽参数及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的色泽参数见表

２。就雌体而言，合浦绒螯蟹蟹壳湿样的 Ｌ、ａ、
ｂ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 （Ｐ＜０．０５），干样中 Ｌ、
ａ、ｂ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合浦绒螯蟹
卵巢干样中 ａ 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 （Ｐ＜
０．０５），且肝胰腺湿样中 ａ也显著高于中华绒螯
蟹（Ｐ＜０．０５）；就雄体而言，合浦绒螯蟹蟹壳湿样
中Ｌ、ａ、ｂ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 （Ｐ＜０．０５），
肝胰腺湿样中 ａ也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Ｐ＜
０．０５），但蟹壳干样中两种绒螯蟹的色泽参数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绒螯蟹种类对蟹壳湿样
的色泽参数影响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性别

虽然对绒螯蟹各部位色泽有影响，但大部分均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图１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
中华绒螯蟹的可食率比较

Ｆｉｇ．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ｎ＝１６）

　　由表３可知：就蟹壳而言，无论雌雄，合浦绒
螯蟹总类胡萝卜素（ＴＣ）含量均显著低于中华绒
螯蟹（Ｐ＜０．０５）；而在肝胰腺中却呈现相反趋势，
合浦绒螯蟹雌体中 ＴＣ虽略高于中华绒螯蟹
（Ｐ＞０．０５），但雄体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卵巢
中，合浦绒螯蟹雌体ＴＣ也高于中华绒螯蟹，但是
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部位的ＴＣ含量受到绒螯蟹种类和性别及他
们相互作用的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２．３　常规营养成分

就肝胰腺而言，不论雌雄，两种绒螯蟹水分、

蛋白、脂肪含量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就性腺
而言，除合浦绒螯蟹雌体水分含量显著高于中华

绒螯蟹（Ｐ＜０．０５），雌体脂肪含量显著低于中华
绒螯蟹外（Ｐ＜０．０５），同性别间其余常规营养成
分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就肌肉而言，合浦
绒螯蟹雄体水分含量显著低于中华绒螯蟹（Ｐ＜
０．０５），合浦绒螯蟹雄体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中
华绒螯蟹（Ｐ＜０．０５）。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性
别对性腺、肌肉的常规营养成分影响显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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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但对肝胰腺的常规营养成分影响不大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２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的色泽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９

项目

Ｉｔｅｍ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ＯＶＡＰ
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性别

Ｓｅｘ
种类×性别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ｅｘ

蟹壳湿样Ｗｅｔｃａｒａｐａｃｅ
Ｌ ３４．５３±２．２５ａ ２９．６５±１．２８ｃ ３３．７７±２．９３ｂ ３０．０９±１．７２ｃ 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０
ａ １．９７±０．９７ａ ０．３０±０．１６ｂ １．６７±０．７７ａ ０．２９±０．０７ｂ ０ ０．９８３ ０．９４９
ｂ ８．９６±２．０５ａ ２．７５±０．５６ｂ ８．５９±２．２５ａ ２．４０±０．４９ｂ ０ ０．３７２ ０．６３２
蟹壳干样Ｄｒｙｃａｒａｐａｃｅ
Ｌ ５６．９０±１．８９ ５９．００±１．０１ ５５．８８±１．９３ ５９．３４±２．３０ ０．０３６ ０．５４９ ０．３７８
ａ ２１．５６±２．２６ １９．２９±２．４０ ２１．３２±３．４１ １９．２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 ０．９５２ ０．９０８
ｂ ３４．４９±２．７０ ３３．２５±１．５５ ３５．１０±３．２６ ３４．４１±３．３２ ０．８０５ ０．４９２ ０．１３４
卵巢干样Ｄｒｙｏｖａｒｙ
Ｌ ６４．５０±５．０２ｂ ７５．１６±１．３３ａ － － － － －
ａ ２６．３０±２．４４ａ １９．９６±２．２８ｂ － － － － －
ｂ ３４．１４±６．８９ｂ ４５．２７±２．２０ａ － － － － －
肝胰腺湿样Ｗｅｔ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Ｌ ５８．７７±３．８０ ６３．３６±４．８６ ５７．９７±６．１２ ５６．８６±７．００ ０．９８０ ０．４１８ ０．３４４
ａ ９．４６±２．０２ａ ３．７４±１．１１ｂ １０．３９±２．０８ａ ３．７３±１．７３ｂ ０ ０．４６１ ０．３５６
ｂ ２７．５１±２．４４ｂ ４０．８６±２．３５ａ ２６．６５±２．４８ａｂ ３０．３２±５．２０ｂ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５

注：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表３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的类胡萝卜素质量分数
Ｔａｂ．３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５，ｍｇ／ｋｇ

项目

Ｉｔｅｍ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ＯＶＡＰ
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性别

Ｓｅｘ
种类×性别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ｅｘ

蟹壳干样 Ｄｒｙｃａｒａｐａｃｅ ２０８．０３±６４．７２ｃ ８７５．８８±７６．０７ａ ２７１．３４±４６．９５ｃ ５５６．０２±１０６．２３ｂ 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肝胰腺湿样

Ｗｅｔ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１５４．４０±４０．０２ｂ １２５．７７±５．４５ｂ ２５６．７８±２１．８３ａ １３４．９４±３．４０ｂ ０ ０．０１４ ０

卵巢干样 Ｄｒｙｏｖａｒｙ ２８３３．３０±９．４７ １７４７．８４±２７６．５４ － － － － －
注：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示未检测。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ｍｅａｎｓｎｏｔ
ｔｅｓｔｅｄ．

２．４　脂肪酸组成
由表 ５可知：合浦绒螯蟹雌体肝胰腺中

Ｃ１６∶０、Ｃ１８∶０和总饱和脂肪酸（ΣＳＦＡ）显著高于
中华绒螯蟹（Ｐ＜０．０５）；合浦绒螯蟹雄体肝胰腺
中Ｃ２２∶６ｎ３、ｎ３多不饱和脂肪酸（Σｎ３ＰＵＦＡ）和
ΣＰＵＦＡ含量均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Ｐ＜０．０５），
其余脂肪酸含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双因素
方差分析显示绒螯蟹种类显著影响绒螯蟹性腺

中大部分脂肪酸（Ｐ＜０．０５），而性别只对 Ｃ１５∶０、
Ｃ１７∶０等少数脂肪酸的影响较大（Ｐ＜０．０５）。
　　由表６可知：合浦绒螯蟹雌体肌肉中Ｃ１６∶０、
ΣＳＦＡ、Ｃ１８∶ｌｎ、ΣＭＵＦＡ和 ＤＨＡ／ＥＰＡ显著高于中

华绒螯蟹（Ｐ＜０．０５），其余脂肪酸含量无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合浦绒螯蟹雄体肌肉中 Ｃ１８∶０
和Ｃ２０∶５ｎ３显著低于中华绒螯蟹（Ｐ＜０．０５）。双
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绒螯蟹种类和性别均对绒螯

蟹肌肉中的脂肪酸含量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由表７可知：就雌体而言，合浦绒螯蟹性腺
中Ｃ１８∶０、Ｃ２０∶１ｎ９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Ｐ＜
０．０５）；就雄体而言，合浦绒螯蟹性腺中 Ｃ１７∶０、
Ｃ２２∶６ｎ３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Ｐ＜０．０５），其余脂
肪酸含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整体上，两绒
螯蟹性腺中脂肪酸含量差异较大（Ｐ＜０．０５），脂
肪酸含量主要受到性别的影响（Ｐ＜０．０５），绒螯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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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影响较大（Ｐ＜０．０５）。

表４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可食组织的常规营养成分
Ｔａｂ．４　Ｐ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９，％
常规营养成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ＯＶＡＰ
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性别

Ｓｅｘ
种类×性别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ｅｘ

肝胰腺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水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５６．０４±２．４７ ５０．８８±４．２８ ５７．３５±５．０８ ５４．４４±６．７４ ０．２６５ ０．７２２ ０．２５３
蛋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０．８７±０．６０ ９．５４±０．２６ ９．８９±０．４３ ９．６７±０．４５ ０．８３４ ０．９３４ ０．０３６
脂肪Ｌｉｐｉｄ ２９．３５±４．１９ ３２．７３±４．６１ ２６．１７±６．１８ ２７．０４±７．００ ０．４０４ ０．１７０ ０．２４５
性腺Ｇｏｎａｄ
水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５４．９０±０．６５ｂ ５１．１０±０．３７ｃ ７４．２１±０．０７ａ ７４．７０±１．３４ａ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８
蛋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０．５１±０．５２ａ ３０．９０±１．４４ａ １５．３９±０．１６ｂ １５．８８±０．１８ｂ ０．１６４ ０ ０．５６４
脂肪Ｌｉｐｉｄ １３．０５±０．２２ｂ １４．３０±０．１３ａ ０．９８±０．１４ｃ １．０６±０．０５ｃ ０ ０ ０
肌肉Ｍｕｓｃｌｅ
水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７６．６０±１．４７ｂ ７６．９９±０．４９ｂ ７７．３４±０．６８ｂ ８０．７３±１．２２ａ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蛋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０．１９±０．４２ａ １８．８０±０．６６ａ １８．６０±０．５４ａ １６．２５±１．１７ｂ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７
脂肪Ｌｉｐｉｄ ０．９８±０．０５ｂ １．１５±０．０２ａ ０．９２±０．０２ｂ １．０２±０．０６ａｂ ０ ０．００７ ０．４３４
注：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表５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肝胰腺中脂肪酸组成
Ｔａｂ．５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９

项目

Ｉｔｅｍ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ＯＶＡＰ
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性别

Ｓｅｘ
种类×性别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ｅｘ

Ｃ１４∶０ １．９７±０．１５ １．９０±０．０８ ２．３９±０．６３ １．８８±０．１２ ０．２５６ ０．４２５ ０．３８７
Ｃ１５∶０ ０．７５±０．０８ｃ １．２６±０．０３ａｂ １．０６±０．０５ｂ １．３５±０．０６ａ 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８
Ｃ１６∶０ １９．１９±０．３５ａ １４．６４±０．１８ｂ １７．４９±１．００ａ １６．７９±０．５９ａｂ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１ ０．００８
Ｃ１７∶０ １．４８±０．１８ｂ １．４６±０．０３ｂ ２．０８±０．１２ａ １．８７±０．０９ａｂ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６
Ｃ１８∶０ ６．７０±０．２７ａ ３．５５±０．０２ｃ ５．６８±０．５９ａｂ ４．８３±０．３９ｂｃ ０ ０．７３７ ０．０１０
Ｃ２２∶０ ０．４９±０．１０ ０．３６±０．０９ ０．６２±０．１２ ０．５０±０．３８ ０．３７５ ０．４８６ ０．６６１
ΣＳＦＡ ３０．５７±０．３８ａ ２３．３７±０．３６ｃ ２８．７３±１．０８ａｂ ２６．９６±１．１６ｂ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
Ｃ１６∶１ｎ７ １０．１６±０．６８ａ ９．６５±０．６０ａｂ ８．８７±０．８７ａｂ ６．９１±０．７８ｂ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８ ０．３４７
Ｃ１８∶１ｎ １８．２４±１．７９ １６．４２±１．１４ １７．３２±０．６５ １７．３６±１．３０ ０．５０３ ０．９９３ ０．４８３
Ｃ２０∶１ｎ９ ３．９７±０．７７ ５．９９±０．１８ ３．６６±０．７３ ５．９８±０．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７８０ ０．７７０
ΣＭＵＦＡ ３２．３７±１．６５ ３２．０６±１．４２ ２９．８４±０．３２ ３０．２４±１．０６ ０．８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６１９
Ｃ１８∶２ｎ６ ６．５４±１．８４ ４．６４±０．８２ ４．２６±１．０４ ３．５４±１．１１ ０．３２０ ０．２０５ ０．６４９
Ｃ１８∶３ｎ３ ２．５３±０．３３ ２．００±０．０９ ２．０２±０．２６ １．５９±０．１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４ ０．８１８
Ｃ２０∶２ｎ６ １．６２±０．２６ １．２２±０．１８ １．３６±０．３０ １．３５±０．２１ ０．３９７ ０．７８７ ０．４３０
Ｃ２０∶４ｎ６ ３．０６±０．２６ ３．２１±０．１４ ４．０８±０．５９ ２．９０±０．６０ ０．２６７ ０．４４７ ０．１６１
Ｃ２０∶５ｎ３ ３．４６±０．４５ ３．２６±０．１２ ３．９８±０．８９ ２．７０±０．４５ ０．２０６ ０．９７２ ０．３４９
Ｃ２２∶５ｎ３ １．０７±０．４６ ０．５９±０．１０ １．７２±０．３７ ０．５４±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３３６ ０．２７３
Ｃ２２∶６ｎ３ ２．６３±０．３４ａｂ １．４９±０．０７ｂ ３．６４±０．３８ａ ２．０５±０．３１ｂ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４６９
ΣＰＵＦＡ ２０．９１±１．３８ａ １６．４０±０．８８ａｂ ２１．０５±１．０７ａ １４．６６±１．４４ｂ ０．００１ ０．５２２ ０．４５４
Σｎ３ＰＵＦＡ ９．６９±０．９９ａｂ ７．３４±０．１３ｂ １１．３６±１．２１ａ ６．８９±０．６７ｂ ０．００２ ０．４８７ ０．２３８
Σｎ６ＰＵＦＡ １１．２３±２．０３ ９．０７±０．８２ ９．７０±１．８３ ７．７８±１．０９ ０．２０７ ０．３７４ ０．９３８
ＤＨＡ／ＥＰＡ ０．７７±０．０９ａｂ ０．４６±０．０３ｂ １．０１±０．１６ａ ０．８１±０．１６ａｂ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４ ０．６６０
ｎ３／ｎ６ １．００±０．２５ ０．８３±０．０８ １．４５±０．５３ ０．９５±０．１６ ０．２９３ ０．３７２ ０．５９８

注：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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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肌肉中脂肪酸组成
Ｔａｂ．６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ｍｕｓｃｌｅ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９

项目

Ｉｔｅｍ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ＯＶＡＰ
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性别

Ｓｅｘ
种类×性别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ｅｘ

Ｃ１４∶０ ０．２５±０．０８ ０．２４±０．０８ ０．３０±０．１１ ０．１９±０．０１ ０．２２６ ０．６１８ ０．７７５
Ｃ１５∶０ ０．３０±０．０４ ０．３９±０．０２ ０．３５±０．０３ ０．３９±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３７２ ０．５２０
Ｃ１６∶０ １０．８０±０．４２ａ ８．１７±０．２３ｂ ８．４８±０．４９ｂ ８．７７±０．７３ｂ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８
Ｃ１７∶０ １．１７±０．０８ １．２９±０．０９ １．３３±０．１０ １．５３±０．１３ ０．２１１ ０．１００ ０．４１７
Ｃ１８∶０ ７．８６±０．２８ ７．３０±０．２４ ７．２２±０．３６ｂ ８．５０±０．４４ａ ０．２４４ ０．３４３ ０．０２４
Ｃ２２∶０ ０．７３±０．１０ａ ０．４９±０．１９ａｂ ０．５７±０．２３ａｂ ０．３２±０．０２ｂ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８ ０．８０３
ΣＳＦＡ ２０．８４±１．０１ａ １８．５７±０．４２ｂ １８．８４±０．８９ｂ ２０．３８±０．７６ａｂ ０．２６１ ０．５２１ ０．００７
Ｃ１６∶１ｎ７ ４．２４±０．２５ａ ３．８４±０．０９ａ ２．３６±０．４１ｂ ２．２５±０．２０ｂ ０．３０１ ０ ０．５４８
Ｃ１８∶１ｎ １９．１２±１．２５ａ １４．７４±０．５４ｂ １４．４６±１．０２ｂ １５．８７±０．７２ｂ ０．０７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６
Ｃ２０∶１ｎ９ ２．６２±１．１２ ３．４８±０．３５ ２．５９±０．５５ ２．３３±０．３４ ０．８８７ ０．１０６ ０．７５７
ΣＭＵＦＡ ２５．９８±０．３３ａ ２２．０６±０．７３ｂ １９．４１±０．９２ｂ ２０．４５±１．１１ｂ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６
Ｃ１８∶２ｎ６ ５．２９±１．２０ ３．６８±０．６３ ３．１７±０．７９ ２．８６±０．３５ ０．３８３ ０．１４５ ０．６２５
Ｃ１８∶３ｎ３ １．３８±０．１１ａｂ １．８６±０．２６ａ ０．９９±０．０６ｂ １．２８±０．２１ａｂ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３ ０．８４０
Ｃ２０∶２ｎ６ ２．１２±０．２６ １．５１±０．３３ ２．４７±０．４５ １．７５±０．２６ ０．０５７ ０．４１４ ０．９２０
Ｃ２０∶４ｎ６ ８．８５±０．４８ ８．４７±０．９６ ９．１４±０．４７ ９．４３±０．３２ ０．９５８ ０．３４１ ０．６２４
Ｃ２０∶５ｎ３ １３．５０±０．４８ａｂ １４．４２±０．５２ａｂ １３．２７±１．６１ｂ １６．４８±０．７３ａ ０．０２３ ０．２６１ ０．１９０
Ｃ２２∶５ｎ３ １．０８±０．１８ ０．７０±０．１０ １．３７±０．４１ ０．８７±０．１７ ０．０３７ ０．３５５ ０．９２３
Ｃ２２∶６ｎ３ １１．１８±０．６７ ８．６８±０．４１ ９．３６±１．９６ １１．１４±０．６５ ０．７８６ ０．６４４ ０．０４６
ΣＰＵＦＡ ４３．４１±０．６５ ３９．３２±２．５５ ３９．７７±２．７４ ４３．８０±０．６５ ０．８７９ ０．６９０ ０．０５７
Σｎ３ＰＵＦＡ ２７．１４±１．０３ ２５．６６±１．０５ ２４．９９±３．６２ ２９．７７±０．６９ ０．３１３ ０．５３７ ０．０８２
Σｎ６ＰＵＦＡ １６．２７±１．１７ １３．６６±１．７０ １４．７８±１．５３ １４．０４±０．７５ ０．２８３ ０．８１６ ０．６０２
ＤＨＡ／ＥＰＡ ０．８３±０．０２ａ ０．６０±０．０２ｂ ０．７０±０．１１ａｂ ０．６８±０．０６ａｂ ０．０６４ ０．７３１ ０．０９５
ｎ３／ｎ６ １．７１±０．１９ １．９６±０．２１ １．７３±０．３７ ２．１４±０．１４ ０．１９９ ０．７２９ ０．６２８

注：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组织系数和可食率比较
肝胰腺、性腺和肌肉是蟹类的三大可食用组

织，其中，三者之和往往被认为是该蟹的总可食

率［２８］。本研究结果表明，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

蟹雄体肝胰腺指数、性腺指数和出肉率之间差异

不显著。说明，虽然两品种蟹所在地理位置相隔

较远，但是雄体肝胰腺和性腺发育速度接近。而

雌体方面，合浦绒螯蟹性腺指数显著低于中华绒

螯蟹，这可能因为中华绒螯蟹水域同期水温较合

浦绒螯蟹水域水温低，性腺发育比同时期合浦绒

螯蟹快导致［２９］。先前研究［３０］结果表明，高纬度

（平均水温较低）地区的野生中华绒螯蟹性腺发

育速度快于低纬度地区的群体。就性别而言，无

论合浦绒螯蟹还是中华绒螯蟹，雌雄体之间完成

生殖蜕壳后，雌体肝胰腺和性腺指数均要略高于

雄体，这主要是因为雌蟹承担产卵和抱卵的任

务，雌体需要在肝胰腺存储较多的营养物质供越

冬和抱卵期间的能量消耗，卵巢中的营养发育主

要供应胚胎发育阶段的营养需求［１３，３０３２］。

３．２　色度值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比较
色泽作为甲壳动物的一个特征表型，不仅对

生长性能、成活率以及繁殖性能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３３３５］，还往往影响着消费者购买欲望和产品的

市场价格［３６３８］。本研究结果表明：合浦绒螯蟹雌

体蟹壳湿样的 Ｌ、ａ和 ｂ显著高于中华绒螯
蟹，其卵巢干样中 ａ也显著较高。此外，合浦绒
螯蟹雄体蟹壳湿样中ａ和ｂ显著高于中华绒螯
蟹，肝胰腺湿样中 ａ同样显著高于中华绒螯蟹，
这说明合浦绒螯蟹蟹壳、肝胰腺和卵巢与中华绒

螯蟹相比红度更好，可能会使其在市场销售中更

容易受到消费者睐，具体颜色的差异可能与其不

同品种生活环境和饵料差异有关。蟹壳、卵巢和

肝胰腺中类胡萝卜素的组成和含量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蟹对应组织的色泽［３９４０］，此外，饵料因

素对甲壳动物体内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和组成也

会产生较大影响［２７，３４］。合浦绒螯蟹肝胰腺和性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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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中总类胡萝卜素含量要高于中华绒螯蟹，这表

明与中华绒螯蟹相比，合浦绒螯蟹可食组织中的

类胡萝卜素营养价值可能有一定优势。

表７　野生合浦绒螯蟹和野生中华绒螯蟹性腺中脂肪酸组成
Ｔａｂ．７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ｎａｄ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９

项目

Ｉｔｅｍ

雌体Ｆｅ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雄体Ｍａｌｅ
合浦绒螯蟹

Ｅ．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中华绒螯蟹

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ＯＶＡＰ
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性别

Ｓｅｘ
种类×性别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ｅｘ

Ｃ１４∶０ ０．８４±０．１５ ０．８７±０．１０ ０．８１±０．３８ ０．３１±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Ｃ１５∶０ ０．４７±０．１１ｂ １．０６±０．０２ａ ０．３９±０．０２ｂ ０．４１±０．０４ｂ ０ ０ ０
Ｃ１６∶０ １１．５９±０．４８ １１．３１±１．００ ８．５０±０．９７ １０．４６±２．８４ ０．２９４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５
Ｃ１７∶０ ０．９６±０．１７ｂ １．０６±０．０９ａｂ １．２８±０．１１ａ ０．９４±０．０６ｂ ０．１１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９
Ｃ１８∶０ ５．７６±０．７９ｂ ２．８２±０．２３ｃ ７．３２±０．１８ａ ６．８４±０．３９ａｂ ０．６５０ ０ ０．３７９
Ｃ２２∶０ ０．４３±０．０４ｂ ０．４２±０．１５ｂ １．０４±０．０８ａ １．１３±０．０５ａ ０．７０２ ０．２８０ ０．０６３
ΣＳＦＡ ２０．５５±１．３２ ２０．７０±１．０３ ２０．２６±１．４１ ２０．９８±２．５２ ０ ０ ０．００４
Ｃ１６∶１ｎ７ １０．４４±０．７２ｂ １２．８０±０．４９ａ ３．４４±０．３８ｃ ３．７４±１．６１ｃ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５１
Ｃ１８∶１ｎ １７．４０±１．０５ １９．３９±１．４８ １６．４７±０．６９ １９．８０±１．３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３ ０．４６８
Ｃ２０∶１ｎ９ ２．２２±０．２７ｂ １．１８±０．１４ｃ ３．０１±１．３６ａ ２．８２±０．４４ａｂ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６
ΣＭＵＦＡ ３０．０６±１．４２ａ ３３．３７±１．１７ａ ２２．８６±０．３０ｂ ２６．３５±０．１６ｂ ０．０３９ ０ ０．２０５
Ｃ１８∶２ｎ６ ５．６５±２．３９ ４．００±０．５９ ２．９６±０．１５ ４．４２±０．２５ ０．９８６ ０．１６５ ０．０５２
Ｃ１８∶３ｎ３ ２．４２±０．４２ａ ２．６１±０．１３ａ １．１２±０．０３ｂ １．２７±０．２２ｂ ０．３８７ ０ ０．８４１
Ｃ２０∶２ｎ６ １．４８±０．４２ｂ ０．９４±０．２８ｂ ２．４８±０．３５ａ １．９４±０．５１ａｂ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８４２
Ｃ２０∶４ｎ６ ５．６６±０．８２ｂ ６．９８±０．８２ｂ １４．６９±０．０３ａ １５．６８±０．３１ａ ０．０３３ ０ ０．７６９
Ｃ２０∶５ｎ３ ８．００±０．７４ｃ ８．９１±０．４１ｂｃ １０．０６±０．２０ａｂ １１．５１±１．１５ａ ０ ０．３８５ ０
Ｃ２２∶５ｎ３ １．３４±０．７５ １．４４±０．２６ １．６０±０．０３ ０．７０±０．０２ ０ ０ ０
Ｃ２２∶６ｎ３ ５．６０±０．４７ａｂ ６．０８±０．４９ａ ６．２５±０．１７ａ ４．７１±０．４８ｂ ０．５８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７
ΣＰＵＦＡ ３０．１５±０．５２ｂ ３０．９６±１．６９ｂ ３９．１３±０．０８ａ ４０．２１±１．４４ａ ０ ０ ０
Σｎ３ＰＵＦＡ １７．３６±１．５６ １９．０４±０．６０ １９．０２±０．０９ １８．１８±０．８７ ０ ０ ０
Σｎ６ＰＵＦＡ １２．７９±２．０９ｂ １１．９２±１．１９ｂ ２０．１２±０．１７ａ ２２．０３±０．５７ａ ０ ０．０４４ ０
ＤＨＡ／ＥＰＡ ０．７１±０．０９ ０．６９±０．０８ ０．６２±０．０３ ０．４２±０．０８ ０．５８６ ０ ０
ｎ３／ｎ６ １．４４±０．３８ａｂ １．６３±０．１１ａ ０．９５±０．０１ｂｃ ０．８２±０．０２ｃ ０．３４２ ０．００１ ０

注：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组指标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３．３　常规生化和脂肪酸组成的比较
可食用组织中常规营养成分和脂肪酸组成

是评价绒螯蟹营养品质的重要指标，其组成受到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遗传［４１］、养殖环境［４２］、饵

料［４３］、发育阶段［４４］等。肝胰腺、性腺和肌肉中水

分、粗蛋白、总脂肪含量可以直接反映蟹类的部

分营养价值。在本研究中，常规营养成分方面，

合浦绒螯蟹雌体肝胰腺和雄体肌肉中具有高蛋

白优势，但中华绒螯蟹雌体性腺中具有高脂肪特

点；脂肪酸组成方面，合浦绒螯蟹在雌雄肝胰腺、

雌体肌肉和雄体性腺中 ＤＨＡ比例均要高于中华
绒螯蟹，ＤＨＡ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及维持的重要
脂肪酸，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脂肪酸，尤

其对婴幼儿智力和视力具有重要作用［４５４６］，这暗

示合浦绒螯蟹可能具有更高的脂肪酸营养价值。

此外，这两种绒螯蟹在不同组织中营养积累存在

一定差异，作者推测可能主要原因有两个。其

一，长江和南流江的水环境及底栖饵料（底栖动

物和有机碎屑等）可能有较大差异，这可能导致

两种绒螯蟹体内常规生化成分和脂肪酸组成存

在一定差异，这种现象在北方三水系（绥芬河、辽

河和图们江）绒螯蟹中也有报道［２９，４２］。其二，中

华绒螯蟹和合浦绒螯蟹的遗传上存在一定差

异［６］，这可能也会导致两者生化组成上存在一定

差异。先前有研究［４７］表明，中华绒螯蟹和日本绒

螯蟹常规营养成分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虽然合

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同为绒螯蟹，但不同种，

这种常规营养成分差异很可能是物种遗传特性

导致，具体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具有相似的

组织系数，可食部位的营养组成虽然存在一定差

异，但各有优势。整体而言，合浦绒螯蟹比中华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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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螯蟹具有更好的色泽和更高的总类胡萝卜素

含量，这也表明合浦绒螯蟹具有较大开发利用价

值。今后可以考虑将合浦绒螯蟹野生扣蟹和中

华绒螯蟹野生扣蟹放在同一个池塘中养殖并比

较其营养品质，通过减少环境差异，深入探讨遗

传因素对其影响。

参考文献：

［１］　王成辉，李思发．中华绒螯蟹种质研究进展［Ｊ］．中国水

产科学，２００２，９（１）：８２８６．

ＷＡＮＧＣＨ，ＬＩＳ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２，９（１）：８２８６．

［２］　ＳＵＩＬＹ，ＺＨＡＮＧＦＭ，ＷＡＮＧＸＭ，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ｉｎｉｔｓｎａｔｉｖｅｒａｎｇｅ［Ｊ］．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５６

（８）：１５７３１５８３．

［３］　ＷＵＸＧ，ＺＨＡＯＨＬ，ＪＩＡＮＧＸＤ，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ｇｏｎａｄ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ｗｉｌｄｃａ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ｒｉｖ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８４

（６）：９２９９３７．

［４］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学会．２０２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Ｍ］．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２０：３４．

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３４．

［５］　ＮＡＳＥＲＭＤ，ＰＡＧＥＴＪ，ＮＧＮＫ，ｅｔ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Ｄａｉ，１９９１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 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

Ｇｒａｐｓｏｉｄｅａ： Ｖａｒｕｎｉｄａ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Ｒｅｃｏｒｄ，２０１２，１（１）．

［６］　ＧＵＯＪＹ，ＮＧＮＫ，ＤＡＩ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ｕｓ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Ｄｅ Ｈａａｎ， １８３５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 Ｄｅｃａｐｏｄａ：

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Ｇｒａｐｓｉｄａｅ）［Ｊ］．Ｒａｆｆｌ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４５（２）：４４５４７６．

［７］　李孟仙，曾辉．合浦绒螯蟹的繁殖生物学［Ｊ］．湛江海洋

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２）：１５２１５４．

ＬＩＭＸ，ＺＥＮＧ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２０（２）：１５２１５４．

［８］　张良尧．合浦绒螯蟹养殖技术［Ｊ］．内陆水产，２０００

（１２）：２８２９．

ＺＨＡＮＧＬＹ．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

［Ｊ］．Ｉｎｌ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０（１２）：２８２９．

［９］　陈康．合浦绒螯蟹人工养殖试验［Ｊ］．中国水产，２０００

（７）：３２．

ＣＨＥＮ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Ｊ］．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０（７）：３２．

［１０］　葛永春，常国亮，邓登，等．三种育肥饲料对中华绒螯蟹

雄体成活率、性腺发育和色泽的影响［Ｊ］．水产科技情报，

２０１８，４５（３）：１４４１４８，１５４．

ＧＥＹＣ，ＣＨＡＮＧＧＬ，ＤＥＮＧ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

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ｅｔｓｏ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４５

（３）：１４４１４８，１５４．

［１１］　ＬＩＫ，ＣＡＩＣＦ，ＹＥＹＴ，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

ｃｒａｂｓ（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ａｒｅｄｉｎｌａｋｅｓａｎｄｐｏｎｄ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２，

３６４３６５：９６１０２．

［１２］　ＫＡＵＳＥＡ，ＲＩＴＯＬＡＯ，ＰＡＡＮＡＮＥＮＴ，ｅｔ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ｒａｉｎｂｏｗｔｒｏｕｔ［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２１１（１／

４）：６５７９．

［１３］　赵恒亮，吴旭干，姜晓东，等．池塘养殖条件下长江、黄

河和辽河种群中华绒螯蟹雌体卵巢发育和营养组成的比

较研究［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７，４１（１）：１０９１２２．

ＺＨＡＯＨＬ，ＷＵＸＧ，ＪＩＡＮＧＸＤ，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ｇｏｎａｄ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ａｏＲｉｖ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ｆｅｍａｌｅ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ｎｅａｒｔｈｐｏｎ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４１（１）：１０９１２２．

［１４］　吴旭干，龙晓文，刘乃更，等．中华绒螯蟹、日本绒螯蟹

及其杂交种性腺发育和生化组成的比较［Ｊ］．淡水渔业，

２０１５，４５（３）：３８．

ＷＵＸＧ，ＬＯＮＧＸＷ，ＬＩＵ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ｇｏｎａｄ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Ｅ．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ｙｂｒｉｄｓ［Ｊ］．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５，４５（３）：３８．

［１５］　ＬＯＮＧＸＷ，ＷＵＸＧ，ＺＨＡＯ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ｃｅｌｌｐｏｗｄｅｒｏｎ

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

ａｄｕｌｔｆｅｍａ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４７３：５４５５５３．

［１６］　ＬＩＱＱ，ＺＵＬ，ＣＨＥＮＧＹＸ，ｅｔａｌ．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ｃｏｌ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ｉｅ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ＬＷＴ，２０２０，１２６：

０１９２８６．

［１７］　ＴＵＭＥＲＫ，ＳＩＫＥＳＡＬ，ＴＡＢＲＥＴＴ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ｌｏｕｒ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ａｘａｎｔｈｉｎｉｎｂｌａｃｋ

ｔｉｇｅｒｐｒａｗｎ（Ｐｅｎａｅｕｓｍｏｎｏｄ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ｏｋｅｄｃｏｌｏｕｒ［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２９６

（１／２）：１２９１３５．

［１８］　ＨＵＧＨＥＳＤＡ．Ｄｉｅｔａｒｙ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７（１０）：８２３８２７．

［１９］　ＳＨＡＲＥＣＫＭ，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Ｍ Ｃ，ＫＯＵＳＨＩＫＡ，ｅｔ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７：２３．

６３３



２期 魏茂磊，等：野生合浦绒螯蟹和中华绒螯蟹的可食率和营养组成比较

［２０］　ＲＩＣＣＩＯＮＩＧ．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９，１１（６）：４３４４３９．

［２１］　ＳＵＮＱＦ，ＪＩＡＮＧＸＤ，ＨＯＵＷ Ｊ，ｅｔ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ｌｌｎｅｓ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ｃｒａｂ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ｔｒ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２１，１０６：１０４２７１．

［２２］　赵恒亮．池塘养殖条件下中华绒螯蟹长江、黄河和辽河３

个地理种群成蟹形态学、养殖性能和营养品质的比较研

究［Ｄ］．上海：上海海洋大学，２０１６：４２５０．

ＺＨＡＯＨ 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Ｙａｎｇｔｚｅ，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ａｏＲｉｖ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ａｒｅｄｉｎｐｏｎｄｓ［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４２５０．

［２３］　王光慈．食品营养学［Ｍ］．２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９２４．

ＷＡＮＧＧＣ．Ｆｏｏ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Ｍ］．２ｎｄ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１９２４．

［２４］　ＤＵＮＢＡＲＢＳ，ＢＯＳＩＲＥＲＶ，ＤＥＣＫＥＬＢＡＵＭＲＪ．Ｏｍｅｇａ３

ａｎｄｏｍｅｇａ６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９８（１／２）：６９７７．

［２５］　ＬＩＱＱ，ＬＩＵＱ，Ｚ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ｏｌ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ｉｔｓｉ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９，５１２：７３４３５５．

［２６］　ＡＯＡＣ．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１６ｔｈｅ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１９９５：１２９８．

［２７］　ＦＯＬＣＨＪ，ＬＥＥＳ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ＧＨＳ．Ａ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ｔｈ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ｌｉｐｉｄｅｓｆｒｏｍ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５７，２２６

（１）：４９７５０９．

［２８］　ＷＵＸＧ，ＣＨＥＮＧＹＸ，ＴＡＮＧＢＰ，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ｌｉｐｉｄ

ａｎ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Ｏｎｃｈｉｄｉｕｍｓｔｒｕｍａ［Ｊ］．Ａｃｔａ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５３

（６）：１０８９１１００．

［２９］　祖露，于强，姜晓东，等．中国北方野生雄绒螯蟹成蟹可

食率和生化成分分析［Ｊ］．水产科学，２０２１，４０（１）：２０２８．

ＺＵＬ，ＹＵＱ，ＪＩＡＮＧＸＤ，ｅｔａｌ．Ｅｄｉ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ｉｌｄ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ｓｐ．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０（１）：

２０２８．

［３０］　顾志敏，何林岗．中华绒螯蟹卵巢发育周期的组织学细

胞学观察［Ｊ］．海洋与湖沼，１９９７，２８（２）：１３８１４５．

ＧＵＺＭ，ＨＥＬＧ．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ｙｃｌｅｏｆ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ｖａｒｙ［Ｊ］．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ａｅｔ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７，２８（２）：１３８１４５．

［３１］　周永昌，王世会，成永旭，等．辽河、长江水系及其杂交

种中华绒螯蟹成蟹阶段养殖性能比较［Ｊ］．上海海洋大学

学报，２０２０，２９（６）：８２０８２８．

ＺＨＯＵＹＣ，ＷＡＮＧＳＨ，ＣＨＥＮＧＹＸ，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ｉｎｂｒｅ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ｈｙｂｒｉ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ａｏｈ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２９（６）：８２０８２８．

［３２］　何杰，吴旭干，龙晓文，等．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野生和

养殖群体选育子一代养殖性能和性腺发育的比较［Ｊ］．海

洋与湖沼，２０１５，４６（４）：８０８８１８．

ＨＥＪ，ＷＵＸＧ，ＬＯＮＧＸＷ，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ｇｏｎａｄ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ｒ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ｓｆｒｏｍｗｉｌｄ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ａｅｔ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４６（４）：８０８８１８．

［３３］　ＱＵＩＮＴＯＮＣＤ，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Ｉ，ＧＬＥＢＥＢ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ａ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ａｌｍｏｎ（Ｓａｌｍｏｓａ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ｃａｒｃａｓ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Ｊ］．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２４７（１／４）：２１１２１７．

［３４］　ＪＩＮＧ，ＸＩＥＰ，ＬＩＺＪ．Ｆｏｏｄｈａｂｉｔｓｏｆ２ｙｅａｒｏ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ｔｏｃｋｅｄｉｎｌａｋｅＢａｏ＇ａｎ［Ｊ］．

Ａｃｔａ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７（２）：１４０１４６．

［３５］　李清清．中华绒螯蟹色泽遗传参数评估及色泽形成机制

研究［Ｄ］．上海：上海海洋大学，２０１９：１１０．

ＬＩＱＱ．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ｏｌｏｕｒ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

ｃｏｌｏｕ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１１０．

［３６］　ＷＡＤＥＮＭ，ＢＵＤＤＡ，ＩＲＶＩＮ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ｏｎ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ＴｉｇｅｒＰｒａｗｎ，Ｐｅｎａｅｕｓｍｏｎｏｄｏｎ［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４４９：７８８６．

［３７］　ＷＡＤＥＮＭ，ＧＡＢＡＵＤＡＮＪ，ＧＬＥＮＣＲＯＳＳＢＤ．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９（２）：

１４１１５６．

［３８］　ＰＡＲＩＳＥＮＴＩＪ，ＢＥＩＲ?ＯＬＨ，ＴＲＡＭＯＮＴＥＶＬＣＧ，ｅｔ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ｒａｗａｎｄｃｏｏｋｅｄｓｈｒｉｍｐ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４６（１２）：２５５８２５６１．

［３９］　ＳＵＦ，ＹＵＷ Ｊ，ＬＩＵＪ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ｐｏｗｄｅｒ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ｓｔａｘａｎｔｈｉｎ ｏｎ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ａｓｔａｘａｎｔｈｉｎｉｓｏｍｅｒｓ

ｉｎｏｖａｒｉｅｓ，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ｏｆ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５２３：７３５１４６．

［４０］　ＨＡＮＴ，ＬＩＸＹ，ＷＡＮＧＪＴ，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ｓｔａｘａｎｔｈｉｎ （ＡＸ）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ｃｒａｂ，

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ｔｒ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４９０：１６９１７７．

［４１］　ＪＩＡＮＧＸＤ，ＷＡＮＧＨＮ，ＣＨＥＮＧＹＸ，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ｏｎａ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ｔｉｍｅ［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５２３：７３５１９４．

［４２］　ＺＨＡＮＧＤＤ，ＪＩＡＮＧＸＤ，ＺＵＬ，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ｗｉ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７３３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２卷

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ｓ（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ｅｎｓｕｓｔｒｉｃｔｏ）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ａ，２０２１，９４（３）：３０９３２４．

［４３］　ＷＵＸＧ，ＺＨＵＳＣ，ＺＨＡＮＧＨＣ，ｅｔａｌ．Ｆａｔｔｅｎ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ｇｏｎａｄ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ｔｔｅｎ ｃｒａｂ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５１８：７３４８６５．

［４４］　赵睴，吴娜，王锡昌，等．不同生长阶段下中华绒螯蟹滋

味成分差异研究［Ｊ］．现代食品科技，２０１６，３２（７）：２６１

２６９．

ＺＨＡＯＬ，ＷＵＮ，ＷＡＮＧＸ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

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Ｊ］．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２

（７）：２６１２６９．

［４５］　宋黎黎，高建操，邵乃麟，等．越冬暂养对雌性中华绒螯蟹

的营养品质及风味的影响［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３０（５）：８００８１１．

ＳＯＮＧＬＬ，ＧＡＯ ＪＣ，ＳＨＡＯ Ｎ 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ｒ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３０（５）：８００８１１．

［４６］　ＭＵＳＫＩＥＴＦＡＪ，ＶＡＮＧＯＯＲＳＡ，ＫＵＩＰＥＲＳＲＳ，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Ｌｅｕｋｏｔｒｉｅｎｅｓ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２００６，７５（３）：１３５１４４．

［４７］　ＷＡＮＧＺＹ，ＺＵＬ，ＬＩＱＱ，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Ｖａｒｕｎｉｄａｅ）［Ｊ］．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ａ，２０２０，

９３（６）：５６７５８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
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ＥＩＭａｏｌｅｉ１，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１，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ｕｎ１，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１，ＬＩＵＫａｉ２，ＦＡＮＧＷｅｉｐｉｎｇ３，
ＷＵＸｕｇａｎ１，４，５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Ｉｎｌ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ｘｉ　２１４０８１，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　３１３１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ｅｐｕ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Ｉｔ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ｕｓｅｄｗｉ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ａ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ｔａｌ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ＨＰａｎｄＣＪａｄｕｌｔｃｒａｂ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
ｅｄｉ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ＨＰｍａｌ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Ｊｍａｌ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ｇｏｎａｄａｌｉｎｄｅｘ，ｈｅｐａｔ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ｐｕｍｉｔｔｅｎｃｒａｂ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ｔｔｅｎ
ｃｒａｂ；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ｔｈｅａ ａｎｄｂ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ｔ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ｏｆＨＰｃｒａ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Ｊ，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ＨＰｍａｌｅ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Ｊｍａｌｅ；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ｆＨＰｆｅｍａｌｅｉｎｇｏｎａｄ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Ｊｆｅｍａｌｅ，ｂｕｔ
ｔｈｅｌｉｐｉｄｏｆｍｕｓｃｌｅｏｆＨＰｆｅｍａｌ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Ｊ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ＨＰｍａｌｅｉｎｍｕｓｃｌ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Ｊｍａｌｅ；ΣＳＦＡｉｎＨＰｆｅｍａｌｅ
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Ｃ１８∶ｌｎ，ΣＭＵＦＡ，ＤＨＡ／ＥＰＡｉｎｍｕｓｃｌｅａｎｄＣ１８∶０，Ｃ２０∶１ｎ９ｉｎｏｖａｒｉ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Ｊ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ＨＰｍａｌｅ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Ｃ２２∶６ｎ３ａｎｄΣＰＵＦＡｗｈｉｌｅ
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Ｃ２２∶６ｎ３，ΣＰＵＦＡｔｈａｎＣＪｍａｌｅ．Ｉ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ＰａｎｄＣＪ，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ｈｅｐｕｅｎｓｉｓ；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８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