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常的印象里，大闸蟹“青壳白

肚金爪黄毛”。可你见过浑身洁白

的螃蟹吗？

在崇明河蟹科技小院，记者就

见到了这不一般的螃蟹。听上海海

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吴旭干

说，新品系暂定名叫“白玉蟹”，今年

秋风起时，食客们就有机会在餐桌

上见到它们了。

从塘里捞上一笼，白玉蟹颜值

奇特——甲壳通体白色，近乎半透

明。最让人惊奇的是，肉眼透过甲

壳，还能清楚看到蟹壳下的蟹黄和

蟹膏的充实度。

今年，“白玉蟹”开始在全国多

地规模化养殖。这个时节，蹿得快

的马上要迎来第一次蜕壳了。这与

传统大闸蟹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

要辛苦培育这样的螃蟹呢？

诞生 缘于偶然一瞥
说起来，吴旭干和“白玉蟹”，倒

还挺有缘。

故事得从2016年年初说起了，

在江苏兴化和上海崇明，他偶然间

发现河蟹养殖池塘里有一些蟹壳颜

色为白色或淡黄色的河蟹，便取样

带回实验室研究。

“白色外壳的螃蟹，自然界天生

就有，但数量极其稀少。”吴旭干说，

“大家有可能想当然，是不是得了白

化病。其实不然，这是自然进化和

适应。”

据介绍，控制外壳白色的基因

是隐性基因，带有这一隐性基因的

螃蟹本身就少，要生出白壳的蟹宝

宝，概率远低于万分之一。加上白

壳蟹在水中目标明显，容易被其他

螃蟹残杀，鸟类等天敌也更容易发

现并捕食，因此能顺利长大的白壳

螃蟹更是少之又少。

那年开始，团队成永旭教授、吴

旭干教授带领研究生把这部分白壳

蟹挑选出来进行家系和群体繁殖。

经历四代纯化，形成了现在大家所

看到的“白玉蟹”新品系。

“这两年，我们都选体重大且壳

色纯白的成蟹来做下一代亲本，留

种率只有5%左右，非常严格。”吴旭

干表示。

口感 似乎更加鲜甜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关心的问

题无非有二：好吃吗？贵吗？

即便煮熟后，“白玉蟹”仍然能

保持独特的白壳外形，不会像普通

大闸蟹一样变色。

吴旭干解释，这是“白玉蟹”的

蟹壳缺乏虾青素和β-胡萝卜素。

众所周知，经济虾蟹类通常富含虾

青素、β-胡萝卜素和玉米黄素等类

胡萝卜素，是人类获得天然类胡萝

卜素的重要来源之一。“检测发现，

‘白玉蟹’蟹黄和蟹膏中的虾青素、

β-胡萝卜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和寻

常青壳蟹没有差别。”吴旭干透露。

至于可食率和营养价值，两个

品系的蟹肉、蟹黄和蟹膏比例接近，

且蛋白质、脂肪、必需氨基酸和必需

脂肪酸含量接近。

研究团队还发现，“白玉蟹”和

青壳蟹有着相似的生殖性能和胚胎

质量，但白壳品系交配后的抱卵速

度显著高于后者。并且，“白玉蟹”

长起来更快，“大块头”的比例也要

高出一些。

吴旭干介绍，长得快的同时，

“白玉蟹”的“抗性”要相对差些，这

是团队已经着手要解决的问题。有

些“先尝为快”的食客在品尝后称，

“白玉蟹”肌肉的口感更加鲜甜，至

于更甜的机理，团队也将通过研究

找出答案。

“透明”能窥蟹膏蟹黄
记者了解到，“白玉蟹”今年已

经在浙江湖州、江苏盐城、江苏扬

州、山东东营等地养殖近400亩，安

徽亦有少量养殖——虽然今年养殖

面积不大，但已经在我国河蟹养殖

的主战场“首秀”了。

吴旭干表示，从国内养殖面积

来看，大闸蟹产量的提升空间不大

了。现有的河蟹良种都是以生长性

状为指标获得的新品种，以色泽为

卖点的河蟹有望成为河蟹产业的新

推力。

在他看来，生活是五彩斑斓的，

消费者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如同蔬

菜和水果一样，当不同色泽品系的

营养价值相同，消费者也愿意尝试

视觉效果不一样的食物。“金毛玉

爪，有着不输青壳蟹的健硕规格。”

吴旭干说，“‘白玉蟹’还很‘友好’，

消费者可以通过外壳直接看到蟹膏

蟹黄的丰满度。”

据悉，“白玉蟹”已经取得发明

专利，相关技术也顺利走上了产业

转化道路。

吴旭干透露，“白玉蟹”未来的定

位是“高端玉蟹”，有望形成特色的小

众市场，满足人们对河蟹多样化的需

求。记者了解到，“白玉蟹”已在多地

的农业博览会上成为“显眼包”。有

蟹企以1只白玉蟹配7只青壳蟹的礼

盒形式出售，预订火热。

“今年，会有千余只‘六月黄’

‘白玉蟹’在夏天来‘探探路’；待到

秋风起时，期待‘白玉蟹’点缀百姓

餐桌。”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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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大闸蟹来了
你要试试吗？

金毛玉爪，颜值奇特，生长快速

桃花开了，品桃还远吗？今

天，记者从浦东新区获悉，最近，南

汇水蜜桃“重镇”大团镇、新场镇等

陆续启动老桃园更新改造。和过

去不同，新种植的桃树树形将从原

来较矮的三主枝自然开心形更换

为省力化“Y”树形。

老桃园“焕新”改造，对南汇水

蜜桃的产量、质量有何影响？为

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果园负

责人等。

老桃树陆续
“服役期满”
在浦东老港镇、大团镇、新场

镇等地，朵朵桃花带来了春天的气

息。在上海地区，桃树树龄一般在

15年左右，老龄桃树产量、品质都

将大幅下降。浦东新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桃研科技术人员熊帅告

诉记者，“随着不少老桃树陆续‘服

役期满’，我们正对浦东南汇水蜜

桃种植面积较大的镇开展老桃园

‘焕新’工程。”新植的桃树品种依

托上海市桃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筛选出的适宜上海地区栽培的桃

树新品种，进一步优化浦东南汇水

蜜桃品种结构布局，桃果成熟期覆

盖6—8月；新植桃树树形也将由

原来的三主枝自然开心形更换为

省力化“Y”树形，该树形具有通风

透光好、桃果品质高、桃园机械化

程度高等特点。

熊帅解释道，“Y”形树形的主

枝更为挺拔，有利于桃园机械设备

的通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比

如，原来桃树比较矮，田间割草机

械通行不便，采取背负式割草机一

天只能割2—3亩地，现在采用新

树形后，通过配置座驾式割草机，

一天能割40亩地。

采用新树形后，是否会影响

到南汇水蜜桃的数量和质量？“南

汇水蜜桃产量保持相对稳定即

可，更重要的是提升桃子的品质，

打造桃品牌。”记者了解到，与传

统的三主枝自然开心形相比，较

为挺拔的“Y”形树形通风透光性

更好，叶片光合产物更多，桃果口

感也更甜。“平时树冠上部的桃子

口味比中部的好，中部的比下部

的桃子口味好，正是因为越高处

受到的光照越多。桃树‘Y’形树

形的高度一般在2.6米到2.8米左

右，高处桃果的疏果、套袋、采摘

等工作均依靠升降平台操作。”熊

帅说。

滚动式更新

不影响产量
浦东新区“南汇水蜜桃”是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历史悠久，桃树

种植面积占上海桃总面积 45%左

右，是上海桃树种植面积最集中的

区域。目前，南汇水蜜桃以“新凤

蜜露”“大团蜜露”“湖景蜜露”3大

“当家花旦”为主，规模占浦东新区

桃树种植面积的85%以上。

此次老桃园焕新涉及面最大

的是大团镇，曾有“金大团”之称。

大团镇党委副书记缪锋告诉记者，

今年大团镇将启动一批高标准的

桃园更新改造及基地建设项目，包

括赵桥村、团西村等，涉及项目面

积近580亩，总投资约5200余万

元。“我们将对标浦东新区‘十四五’

期间建设3000亩桃园的目标，计划

在2025年底前，落地‘桃李都市’未

来农场项目、南汇水蜜桃品牌中心

等项目。抓住桃园更新改造机遇，

加快推进桃林流转，在实施一批的

基础上继续申报一批、储备一批，努

力打造成‘中国水蜜桃第一镇’。”

新场镇有4000多亩桃园，特

产“新凤蜜露桃”曾获农业部金

奖。记者注意到，在今年新场镇的

乡村振兴重大项目中，包含了新南

村等老桃园更新改造项目，涉及面

积145亩左右。

“桃树的种植周期较长，第一

年种下，3年后才能结出品质较好

的果子。”上海笋丰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胜华告诉记

者，新凤蜜露桃属于中熟品种桃，

为了拉长桃子上市的周期，现在也

在引进种植早桃、晚桃品种。“上海

梅雨季较长，目前早熟品种在上海

地区占有量和比例均比较低，占比

不足10%，远不能满足需求。为减

少成熟期梅雨季节对果实品质的影

响，现在正结合老树更新，开展基地

改造，通过现代化大棚种植等，提高

桃子品质，延长生长周期。同时，以

桃为‘媒’，还将打造桃花酥、桃花文

创、桃花主题文旅游等系列产品。”

据了解，目前整个浦东桃树种

植面积近2.2万亩，成片的新树形

改造主要分布在大团镇、临港新片

区、新场镇、老港镇等区域，一期近

600亩，二期预计达到近1000亩，未

来将达到3000亩。“通过滚动式更

新，桃子产量基本不受影响。2025

年将上市第一批‘新生代’南汇水蜜

桃。”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新树形通风透光好，利于机械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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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树形桃树成为高标准桃园更新主打品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