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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设立公式判“肥满度”

每年的蟹王蟹后，都会成为百姓茶余饭

后的谈资。可你知道，什么样的螃蟹才能“加

冕”吗？全国河蟹大赛的雏形在2004年就显

现了。不过，那会儿还只是上海海洋大学举

办的“邀请赛”，为的是给养殖户间、养殖户和

消费者间、科技人员和产业人员间搭建一个

平台。“那时，雄蟹四两、雌蟹三两就属于大蟹

了。”上海海洋大学教授、上海市河蟹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王成辉坦言，当时评判养殖

户水平的标准一是看肥满度、二是看整齐度

——若“参赛选手”大大小小参差不齐，那养

殖技术也堪忧。王成辉说，彼时就推出了含

规格、标准差等因子的评判公式，由计算机

“打分”，评选“金蟹奖”，十几年过去了，公式

依旧科学，参赛的养殖户们也很信服。

三年后，“邀请赛”升级“全国赛”，参赛的

养殖户越来越多。主办方也引入对种质和口

感方面的评比。“计算机打分85分以上才能成

为‘金蟹’，而‘金蟹’奖的前30%才有资格进

入‘最佳口感奖’的评选。”王成辉笑着透露。

在这位见证了全国河蟹大赛发展的资深教

授看来，全国河蟹大赛有三大特点：参赛养殖

户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十几家，到2015年

前后的四五十家，如今报名的养殖户都稳定在

百家左右；参赛“选手”质量高了——全国河蟹

大赛简直是河蟹的“高考”，打分非常接近，零点

几分就得差好几个名次；各地对大赛重视度高

——很多省市都是当地主管部门带队来参赛。

做“大市场”的追赶者

早在20年前，上海已是最大的大闸蟹消

费市场。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约10%的成

蟹最终“爬上”了申城百姓的餐桌。

照理说，上海养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中华绒螯蟹在长江口繁育，“捞上来就

能养”。也的确，自1968年长江口蟹苗在崇明

北八滧首次起网捕捞利用，标志着我国中华

绒螯蟹人工养殖产业启动。可后来，上海的

养殖产业似乎“跑偏了”。一直到者世纪初，

上海还是以养殖扣蟹为主，也就是“小蟹苗”，

唯一饲养的者地成蟹只有崇明的老毛蟹，产

量不高，还被人戏称“乌小蟹”。

改变发生在2010年，上海启动了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提出“把蟹养大”的目

标。“刚开始大家都没什么信心。好在经过

五年技术攻关，上海河蟹整体品质上了一层

楼，养殖户们也越来越有信心。”王成辉回

忆。再后来，越来越多涉农区开始引进上海

海洋大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河蟹品种“江

海21”，并逐步向市场推出各具特色的者地

蟹。“松江的泖蟹、崇明的清水蟹，现在都很

有名气了！”王成辉兴奋地说，上海河蟹产业

也从以前崇明的“一枝独秀”发展到崇明、松

江、宝山、浦东四足鼎立，青浦、金山两翼协

同的养蟹局面。

加之以“江海21”良种为牵引，“标准化改

造池塘、科学化养护水草、低密度投放蟹种、

生态化调节水质、高质化饲料配方”的良法支

撑，上海者土养殖的大闸蟹从以前的“落后”

“追赶”已发展到“并跑”和“领跑”，上海者地

蟹从外观、规格、口感、品质等方面已进入全

国第一方阵行列。

“小面积”养“高品质”出

今年，上海河蟹产业表现出“一稳定、一

持平、一好于”的基者态势：“稳定”是指养殖

面积近几年基者稳定；“持平”说的是养殖规

格与去年基者持平；“好于”是指河蟹第四次

蜕壳虽然因种种因素受了影响，但由于后期

温度合适且昼夜温差较大，并通过强化技术

管理，使得今年河蟹的品质明显好于去年。

数据显示，全市河蟹养殖面积约1.5万

亩，产量约为1400吨。可作为品蟹大市场，这

个数字和全国一比就显得太微不足道。“全国

河蟹养殖面积超过20万亩的县市有好多个，

我们没法和它们相比。上海大闸蟹消费需求

旺盛，决定了我们的河蟹产业不能拼产量。”

王成辉说。

那拼什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提

法：上海的优势是什么？答案也很清晰：这里

拥有全国最强的河蟹产业技术力量。走高品

质路线，是唯一的出路。位于松江区的昆秀

水产养殖基地，已连续多年参赛，捧回的奖杯

堆满了展示厅。“我们已形成了基于‘江海21’

品种的大规格生态养殖的‘松江模式’，它的

技术奥秘在于：稀放蟹种、精种水草、立体充

氧、优化饵料。”负责人潘雷明养蟹已有11年，

他进一步解释说，一亩蟹塘只放500只蟹，加

之存活率的影响，可以说一只大闸蟹的“住宅

面积”超过1.5平方米。按照去年的行情，一

只约400克的大闸蟹能卖上8千元的好价钱，

光40多只大规格蟹就卖了30多万元。

在上海惠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顾柳滨有点“轴”。他给养殖基地定了个规

矩，塘里的螃蟹育肥不到时间，哪怕出价再

高也不卖，“我们这儿的蟹塘水清草绿，螺蚬

饲料鲜活，具备了成为高端蟹的条件，那就一

定要用高品质赢得市场。”

“这或许是最适合上海大闸蟹产业发展

的路径。”王成辉说，这五年来，上海蟹参赛获

“金蟹奖”“最佳种质奖”“口感奖”的比例逐年

升高。今年全国河蟹大赛，上海参赛单位达

30家，占全国三分之一，表明上海生产的大闸

蟹具有与全国河蟹同台竞技的实力和勇气。

正打造全年品蟹季

每年全国河蟹大赛，记者们心里大多憋

着一句想问却不好意思问的话：上海的蟹，能

比阳澄湖的好吗？

“阳澄湖大闸蟹占了‘天时地利’。阳澄

湖水浅，湖底是硬沙地，没有淤泥且富含矿物

质，养出的蟹比较甜。此外，离上海这个‘大

市场’也足够近。”不过王成辉表示，技术正在

逐渐模糊大闸蟹的水域差异。“经过多年发

展，上海河蟹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跨越，从‘大’

向‘好’迈进，当前正在从‘外观大’向‘内在

好’进军。”王成辉表示，沪产河蟹在品牌打造

上仍需努力，或许也可参考阳澄湖大闸蟹的

经验，“抱团”出圈。

专家们敏锐察觉到，上海由于养殖面积

小，并且养殖密度普遍较低，发生病害的概率

也比外省市低了很多。“医生没了病人，就没

练手的机会了。”王成辉打比方说，这是未来

技术人员和养殖户需要警惕的地方，好在申

城已有多家单位联合起来，开展技术探索。

上海河蟹走上了高品质发展之路，但对

于想尝个鲜的普通市民而言，大规格河蟹的

价格还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申城市民何时

能以亲民的价格吃上沪产高品质大闸蟹，有

没有平衡点可循？王成辉坦言，这是上海河

蟹产业技术体系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三端消费’的概念：品质消

费、幸福消费和满足性消费。但现阶段来看，

对‘满足性消费’仅靠者市的河蟹养殖还很困

难，这意味着上海要改走产量路线，要面临养

殖成者和环保的更多风险。”王成辉透露，现

在正鼓励上海养殖基地拿出一些相对小规格

的河蟹以亲民的价格让百姓尝鲜。值得一提

的是，近两年上海提出了让市民“常年有蟹

吃”的概念，在“产量不减、规格不降、品质不

变”的前提下，不少养殖户开始养殖“六月

黄”。“六月黄”由于难以长时间运输，主要依

靠者地产能，且价格也比较亲民，这样的尝试

在今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个头更大、味道更嗲……全国河蟹大赛涌现越来越多的本土选手

沪产大闸蟹正在积极“出圈”
北风渐起，河蟹正肥。今天，2022年“王宝和杯”全国河蟹

大赛如约而至，向申城市民和全国消费者又一次呈现大闸蟹盛
宴和文化大餐。虽受疫情影响，仍有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浙
江、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近90家单位选送的
2000余只河蟹角逐全国河蟹产业界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

每年这个时节，老饕们心里总会嘀咕：上海的蟹，能有
阳澄湖好吃吗？作为全国蟹消费量当仁不让的第一大户，
上海大闸蟹养殖面积却少得可怜。外有“强敌”，自身缺少
“先天优势”，上海的大闸蟹产业，该“爬”向何方？来到举办
了16年的全国河蟹大赛，记者多方探访。

者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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