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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海水蟹类育苗技术与养殖规模的

不断发展, 海水蟹的疾病也因其广泛流行性和集中

暴发性而日益受到业界关注。“黄水病”、“红水病”、

“乳化病”和“肝胰腺白化病”等是中国海水养殖

品种——拟穴青蟹(Scylla paramamosain)、锯缘青蟹

(Scylla serrata)和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

culatus)的常见流行性疾病, 不仅每年对中国海水蟹

养殖业造成重大年经济损失, 而且严重威胁中国海

水蟹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安全。海水蟹类流行

性疾病的致病因子主要包括寄生虫和病毒、细菌、

真菌等微生物病原。由于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命名

常常源自某一临床表征, 与病原缺乏良好的对应性, 

因此 , 为了更好地诊断和防治海水蟹流行性疾病 , 

作者对常见的海水蟹流行性疾病及其相关病原作一

简要分析。 

1  病毒性疾病 

海水蟹病毒性疾病研究早期以美国蓝蟹

(Callinectes sapidus)居多。Johnson[1]和 Bowers 等[2]

在蓝蟹中发现了几种病毒, 如寄生在血细胞核中及

游离在血液中的疱疹状病毒、寄生在肝细胞中的弹

状病毒样病毒和细小核糖核酸病毒状病毒等。21 世

纪初, 宋振荣等[3]自中国发生“肌肉浊白”现象的锯

缘青蟹肌肉中检测到一种 20面体、大小约为 150 nm

的球形病毒粒子, 该病毒粒子可致发病青蟹肌纤维

断裂、肌细胞坏死溶解、细胞核萎缩和空泡变性。

但是, 迄今在中国流行面广、危害严重的海水蟹病毒

主要为呼肠孤病毒和白斑综合征病毒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Weng等[4]发现锯缘青蟹呼

肠孤病毒可致青蟹“睡眠病”, 发病青蟹体色变灰、

行动迟缓、没有食欲、肝胰腺萎缩、鳃丝松散, 死亡

率高达 70%, 经济损失异常严重。Chen 等[5]从暴发

“清水病”的野生锯缘青蟹中发现大量呼肠孤病毒

样病毒, 命名为锯缘青蟹呼肠孤病毒(Scylla serrata 

reovirus, SsRV)。青蟹感染该病毒后表现为衰弱、附

肢无力、腹腔积水、甲壳发白、鳃丝干燥, 断肢处流

出无色水样血淋巴 , 血凝能力明显减弱 , 发病锯缘

青蟹死亡率很高。由于 SsRV发病症状与呼肠孤病毒

所致“睡眠病”的症状非常相似, 因此, 研究人员推

测 SsRV可能也是浙江、福建等地青蟹暴发“睡眠病”

的病原。除了相同发病症状可能由不同病原引起外, 

同一病原还可导致蟹类不同发病症状, 如: Zhang 等[6]

发现, 呼肠孤病毒不仅导致青蟹“睡眠病”, 还可导

致淡水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的“颤抖病”。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虾、蟹混养模式的迅速普及, 

一些以甲壳类动物为易感宿主的病毒开始在虾、蟹

之间跨种传播, 如 WSSV。WSSV以其对宿主的泛嗜

性、高致病性以及高致死率而位居对虾病毒之首。

对虾一般感染 48 h后即可出现红体和甲壳白斑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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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症状, 3~10 d 内死亡率可高达 100%[7], 塘口暴发

时, 可在 3 d内导致塘口绝收。大量调查研究表明锯

缘青蟹、拟穴青蟹和天津厚蟹 (Helice tridens 

tientsinensis)等均存在WSSV感染甚至发生大规模死

亡的情况[8-11]。本实验室的跟踪调查亦表明[10], 野生

拟穴青蟹的WSSV感染率可以高达 8%以上, 感染蟹

血细胞显著减少, 血淋巴无色浑浊、血凝特性减弱, 

甚至不凝固, 部分发病蟹外观甲壳内部和关节连接

处呈粉红色, 显示“红水”症状。其后的研究证实[10], 

WSSV 可以在拟穴青蟹体内快速繁殖, 感染蟹失去

食欲、静伏、断肢, 以致死亡。雷质文等[11]借助斑点

杂交技术也发现野生天津厚蟹和日本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japonicus)体内 WSSV 的感染率与

野生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近似 , 而本

实验室的研究表明 , 野生和养殖凡纳滨对虾的

WSSV 感染率可高达 40%~60%[12]。以上分析表明, 

呼肠孤病毒和 WSSV 是中国海水蟹主要养殖品种的

重要病毒性病原, WSSV应当成为中国海水蟹病毒性

病原研究与防治的重点对象。 

2  细菌性疾病 

2.1  弧菌性疾病 

弧菌作为嗜盐性细菌, 广泛分布于海水养殖环

境和动物体内外。目前弧菌属(Vibrio)细菌共有 37种, 

其中 15种已被证明可引起人、动物尤其是水产动物

疾病, 尤以副溶血弧菌(V. parahaemolyticus)、哈维氏

弧菌(V. harveyi)、创伤弧菌(V. vulnificus)和溶藻弧菌

(V. alginolyticus)为常见。Raissy 等[13]分析了 132 个

龙虾和海水蟹样品 , 发现创伤弧菌分离率居首 , 紧

接其后为哈维氏弧菌和副溶血弧菌等, 此类人畜共

患性弧菌的高频发生必然对水产食品安全和人类健

康构成潜在威胁。 

一般认为 , 弧菌属于条件致病菌 , 弧菌病的发

生与环境因子如水质、水温、pH和底质状况等密切

相关, 并受海水蟹自身机能的影响。在中国海水养殖

品种——拟穴青蟹、锯缘青蟹和三疣梭子蟹, 以及国

外的蓝蟹等多种海水蟹类的不同生长阶段均有弧菌

感染甚或暴发疾病的报道[8, 10, 13-15]。吴友吕等[15]在舟

山地区暴发死亡的野生三疣梭子蟹的肝脏和肌肉组

织超薄切片中观察到大量弧菌感染, 图片显示被感

染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根据本实验室对养殖对虾弧

菌病的研究[16], 推测这种梭子蟹由于肌肉坏死严重, 

外观表现应为“白浊病”症状。彭慧婧等[17]从患病

蟹苗分离到副溶血弧菌和溶藻弧菌, 并通过浸浴和

溞口服两种途径分别感染拟穴青蟹 状幼体, 发现副

溶血弧菌和溶藻弧菌菌浴 24 h 的 LD50 分别为 105

和 106数量级, 显示出对青蟹幼体的强致病性。毛芝

娟等[18]从发病锯缘青蟹体内分离到副溶血弧菌、溶

藻弧菌和辛辛那提弧菌(V. cincinnatiensis), 分别(约

1.0×106 CFU/只)感染健康锯缘青蟹(200~250 g/只), 10 d

内青蟹死亡率在 60%~80%, 表现出极强的致病性。

病蟹表现为体色灰暗、腔内积水, 折断的胸足基部流

出多量浑浊液体, 呈现出与自然发病个体相似的败

血症状。研究不仅证明弧菌也是海水蟹流行性疾病

的原发性病原, 而且表明弧菌对海水养殖蟹具有极

强的致病性, 当地养殖户根据发病表征也称这种病

为锯缘青蟹“黄水病”。徐海圣等[19]研究发现, 溶藻

弧菌、鳗弧菌(V. anguillarum)和副溶血弧菌等感染海

水蟹后还会破坏甲壳几丁质, 导致发病海水蟹腹面

出现褐色斑点和褐红色凹陷区域 , 并逐渐扩大 , 形

成中央深、周围浅的褐色溃疡区, 因此, 根据外观特

征这类疾病被称为“甲壳溃疡病”、“褐斑病”或“黑

斑病”。该病严重时溃疡侵入甲壳下组织, 可导致附

肢坏死。除此之外, 海水蟹“黑鳃病”的常见病原也

是弧菌[19]。 

综上分析 , 一方面 , 弧菌广泛分布于海水蟹的

体内外及其养殖环境, 另一方面, 高密度、集约化的

养殖模式和环境生态的不断恶化, 将驱使多种常见

弧菌成为海水蟹暴发性疾病的原发病原 , 因此 , 海

水蟹弧菌病的防治除了针对特定病原引入“弧菌疫

苗”[20]等特异抗菌产品外, 主要应通过调节水质和保

护环境生态等方法有效控制海水蟹养殖环境中的弧

菌, 尤其是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和哈维氏弧菌等高

致病性弧菌的密度。 

2.2  其他细菌性病原与疾病 

由于海水养殖环境中细菌组成非常复杂, 因此, 

从单一发病蟹的体内外往往能分离到多种细菌。例

如, 海水蟹“甲壳溃疡病”的病原除了弧菌以外, 常

见的还包括具有分解几丁质特性的气单胞菌属

(Aeromonas)、黄质菌属(Flavobacterium)等多种细菌[21], 

因此, 从单一甲壳溃疡处可分离到以上一种或几种

细菌的共同感染。而郑天伦等[22]借助全自动细菌鉴

定仪, 从发病锯缘青蟹体内同时分离到鲁氏不动杆

菌(Acinetobacter lwoffii)、巴斯德菌(Pasteurella)、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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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icularis)、美人鱼发光杆

菌(Photobacterium damselae)、副溶血弧菌、嗜水气

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溶藻弧菌、腐败希瓦

氏菌(Shewanella putrefaciens)等, 所有培养基上均没

有出现占绝对优势的菌落生长, 说明锯缘青蟹的某

些疾病是多种海水细菌(不仅仅是弧菌)协同感染的

结果。冯振飞等[23]研究发现, 锯缘青蟹养殖水体和底

泥环境中菌群非常复杂, 其中以假单胞菌属(Pseudo-

monas)、弧菌属和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的细

菌为优势菌, 这些菌群的平衡和失衡与青蟹的健康

与发病节点相吻合, 进一步证实海水蟹流行性疾病

的暴发往往是多种细菌(包括弧菌和非弧菌)共同作

用的结果, 也再次说明海水蟹细菌性疾病(包括弧菌

性疾病)应以调节水质、保持生态平衡的综合防治方

式为主。 

3  寄生虫性疾病 

海水蟹寄生虫分为体内寄生虫和体外寄生虫 , 

常见的有体内寄生的血卵涡鞭虫 (Hematodinium 

sp.)、微孢子虫 (Microsporidia)、蟹栖拟阿脑虫

(Paranophryscarcini)等和体外寄生的蟹奴(Sacculina 

sp.)、藤壶(Balanus)、固着类纤毛虫(Sessilina)等。许

文军等[24]和施惠等[25]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和电镜等

技术确认血卵涡鞭虫是锯缘青蟹和三疣梭子蟹罹患

“黄水病”与“牛奶病”的重要病原。病蟹症状主

要为肌肉白浊, 体液呈土黄色(“黄水”)或浊白色牛奶

状。近几年, 随着海水蟹养殖区域和养殖密度的快速

发展, 该病呈现出流行面广、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特

点, 严重阻滞海水蟹的养殖与推广。与血卵涡鞭虫同

样影响较大的海水蟹寄生虫还有梭子蟹微孢子虫。

本实验室[26]近期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病理分析和

电镜技术, 在江苏某地暴发肌肉“白浊病”的养殖三

疣梭子蟹体内, 分离到大量肌细胞内寄生的微孢子

虫。被感染蟹肌肉坏死、腔内积水, 外观“白浊”、

不透明, 病理切片显示肌纤维断裂、液化。严重时肌

细胞消失, 被无数微孢子虫所取代。患病蟹虽然能正

常摄食 , 但是与同期健康蟹相比发育明显迟滞 , 个

体偏小, 外观“白浊”, 经济价值很低, 而且此类蟹

在气温降低后即出现大批死亡, 给养殖户造成严重

经济损失。体外寄生虫最为常见的是固着类纤毛虫, 

如聚缩虫(Zoothamnium)、累枝虫(Epistylis)和单缩虫

(Carchesium)。虫体常常附着于蟹体表面和鳃部, 大

量寄生时可致病蟹呼吸困难、身体消瘦、活动呆滞, 

以致窒息而死。 

本实验室研究调查表明 , 体内寄生虫的影响

一般比体外寄生虫危害更严重 , 并且 , 随着虾蟹

混养模式和高密度养殖模式的不断发展 , 新的海

水蟹寄生虫病还在发生 [27], 因此 , 寄生虫病的预

防与控制 , 尤其是体内寄生虫病的早期诊断与防

治技术研究是海水蟹健康养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

一个方面。  

4  真菌和其他微生物性疾病 

常见感染蟹类的真菌有霉菌中链壶菌属 (Lag-

enidium)、离壶菌属 (Siropidium)、海壶菌属 (Halip-

hthoros)和假丝酵母菌属(Candida)等的真菌, 其中最

常见的是链壶菌及离壶菌。真菌危害主要集中在蟹

卵和各期幼体期间, 蚤状幼体及大眼幼体期间最易

受链壶菌的感染。被真菌感染发病的锯缘青蟹受精

卵发育受阻, 不能被孵化; 幼体趋光性差, 活力减退, 

常常游离在水层的中下层, 严重感染时可在短期内

导致育苗池内幼体及卵的大批死亡[19]。许文军等[28]

对浙江舟山患“乳化病”的养殖三疣梭子蟹进行分

析诊断后 , 确认假丝酵母菌属酵母菌 (Candida 

oleophila)为该病病原。发病梭子蟹通常表现为食欲

减退、消瘦、肌肉萎缩, 揭开甲壳可见大量乳白色、

牛奶状液体, 因此, 该病又称“牛奶病”。然而, 2006

年王国良等[29]通过人工感染和电镜观察后发现, 溶

藻弧菌和葡萄牙假丝酵母菌(Candida lusitaniae)均可

导致三疣梭子蟹“乳化病”。 

蟹类原核生物样微生物中以类立克次氏体 

(Rickettsia-like organisms, RLOs)的研究最为深入。

RLOs是一类细胞内寄生的、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

间的原核生物。它们通过细胞内大量增殖导致被侵

染细胞崩解、死亡, 常常导致病蟹较高的死亡率。

Johnson[30]发现 RLOs 因寄生于蓝王蟹(Paralithodes 

platypus)雌性幼体的肝胰腺而导致幼体大量死亡。近

几年, 国内的 Gu等[31]在患“颤抖病”的淡水蟹体内

观察到 RLOs的大量存在。 

总之, 与前面的病毒、弧菌和寄生虫相比, 真菌

性疾病和其他原核生物样微生物疾病由于发生率与

病死率相对较轻 , 因此 , 相关的研究与防治工作不

是当前海水蟹疾病防治的首要之选 , 但是 , 从海水

蟹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和新病严格防范的角度, 它们

也应当在海水蟹类流行性疾病的研究与防治过程中

被给予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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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综上对国、内外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研究结果和

本实验室对海水蟹类疾病的长期跟踪调研, 作者认为, 

目前中国海水蟹类流行性疾病的研究与防治工作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今后应从以下 3个方面给予加强。 

5.1  虾、蟹混养模式弊端突显 

研究表明[10, 32], 同属十足甲壳类的海水养殖虾

和蟹具有许多共同的病原, 许多海水养殖虾类的重

要病原对海水蟹也具有很强的致病性。显而易见, 近

几年流行的虾、蟹混养模式为此类泛嗜性病毒、细

菌和寄生虫等病原的种间传播提供了便利, 使得原

来只在海水虾或海水蟹中流行或暴发的病原在另一

种属内迅速流行, 以致暴发。以 WSSV为例, 由于几

乎所有的十足甲壳类水生动物都对 WSSV 易感, 20

世纪在养殖对虾中暴发的 WSSV, 近几年频频在各种

养殖与野生的海水蟹中流行[33], 甚至导致摄食病虾的

海水蟹暴发性死亡[8, 10]。本实验室的最新研究结果也表

明[34], 微孢子虫可导致虾、蟹混养池塘中的脊尾白虾

(Exopalamon carincauda)和三疣梭子蟹同时罹患肌肉

“白浊病”。种种迹象表明, 随着虾蟹混养模式的不断

推广, 其弊端逐渐显现。混养为病原的跨种传播提供了

便利, 不利于海水动物健康养殖体系的建立与维持。 

5.2  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病原生物学研究

亟需规范 

病原生物学研究是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研究工作

的基础, 但是, 作者的分析显示, 目前仍有许多流行

性疾病的病因尚未明确, 存在“一因多症”的现象, 

而且还存在“一症多因” , 比如“黄水病”的病原

可以是病毒[3]、弧菌[18]和血卵涡鞭虫[24]等, “乳化病”

的病因可能是病毒[3]、微孢子虫[26]、血卵涡鞭虫[24]

和酵母菌[28]等, 而“白浊病”的病原也可以是弧菌
[15]、血卵涡鞭虫[24]和微孢子虫[26]等。在许多疾病的

命名和病原确认方面对研究人员缺乏规范统一、对

养殖从业人员缺乏正确引导。因此, 今后除了从病症

和病原两方面加强规范管理外, 还应在生产实践中

坚持在正确诊断病原后“对病原下药”, 避免单纯根

据疾病名称“对症下药”, 确保针对不同病因确定合

理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5.3  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防治 

首先 , 海水蟹缺乏特异的免疫系统 , 抵御病原

主要以体液免疫为主。海水蟹类一般以血淋巴细胞

及溶酶体酶、凝集素、外源凝集素和溶血素等多种

体液免疫为基础构建自身防御系统 , 因此 , 海水蟹

类的病害防治研究主要为免疫增强剂的研制和抗病

新品种的筛选方面, 通过增强海水蟹的自身免疫能

力, 达到抗病防病的目的。其次, 海水蟹流行性疾病

的跨种传播性和水产养殖环境的复杂性, 大大增加

了海水蟹疾病防治的难度。因此, 虾蟹直接混养的单

纯模式亟需改进, 环境友好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应当

成为海水蟹流行性疾病防治工作的首选。最后, 由于水

产养殖环境的特殊性, 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暴发常常

是病原、环境因子和海水蟹三者动态平衡被打破的结

果[23, 35], 因此, 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工作除了“对

病原下药”, 还应密切关注养殖环境因子的变化, 重点

改善养殖环境, 如减少环境胁迫对群体的影响等, 加

强探索海水蟹流行性疾病的综合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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