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菊黄蟹肥”，每年的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

在合肥，大闸蟹不仅成为许多合肥市民中秋餐桌的佳肴，也

成为新鲜的礼品。2012中秋已至，合肥市场已是一派螃蟹

未到香先闻的局面。 记者 邹传科

中秋蟹肥,还能hold住吗?
饮酒赏菊吃好蟹

“九月团脐十月尖，持蟹饮酒菊

花天”，这是描写历史上中秋节时人

们啖蟹饮酒赏菊的乐事。通常，十月

份吃蟹指的都是大闸蟹。

据专家讲，螃蟹大致可分为三

类，其一是产于长江流域的河蟹及

湖蟹，其中最出名的当数阳澄湖的

大闸蟹；其二是产于珠江口的半咸

淡水蟹，比如肉蟹、膏蟹；其三就是

海蟹了。吃海蟹大约是每年的4月

至 10月，吃淡水蟹大约于每年的 9

月至 11 月。蟹的种类有 600 种左

右，像梭子蟹、青蟹、蛙蟹、绵蟹、关

公蟹、馒头蟹、玉蟹、菱蟹、扇蟹、和

尚蟹等。尤其是淡水河蟹，包括毛

蟹、绒鳌蟹等，由于产量高，价格低，

在南方有吃“六月黄”的说法。但在

北京，要吃到好蟹，还是要在这秋风

起了的季节。

而在周谷堆市场水产品区，一位

经营户介绍：“现在母蟹比公蟹好

吃，因此母蟹价格略高。”随着季节

转换，到10月份公蟹口味会更好，价

格自然也会翻身。今年天气好于往

年，螃蟹上市提前10天左右，起步价

也比去年低不少，但无论产量和品质

都好于往年。

十月美食传统饮酒赏菊吃蟹

由于地域的关系，合肥人吃的河

蟹大多来自外地，许多合肥人分不清

什么是大闸蟹。市场上的商贩拎起

每一只河蟹，都称大闸蟹。但普通的

河蟹与大闸蟹的价格相差悬殊，有的

大闸蟹一公斤将近五六百元，有的蟹

却只卖三五十元，更有的只卖十元，

这就越发叫人犯糊涂了。据业内人

士讲，今年合肥的大闸蟹上市时间应

在９月底以后，吃大闸蟹的最好时机

是每年的10月至年底。近期的大闸

蟹只有八成熟，完全成熟的大闸蟹，

通常要到11月。

以“蟹”见长的蟹老宋香锅酒

楼的老板告诉记者，大闸蟹的学名

叫中华绒鳌蟹，真正的大闸蟹个头

应在三两以上。现在市场上有一

种个头不大，样子跟大闸蟹差不多

的蟹，其实不是大闸蟹，而是毛

蟹。这种毛蟹价格在２０元左右，

主要生长在江河湖塘里，一年四季

都有，很容易被误认为大闸蟹。“青

贝白板表明螃蟹质量好；如果水体

有污染，则螃蟹颜色是背黄肚黑；

挑选大闸蟹要抓住‘青背、白肚、金

爪、黄毛’四大特征，但实际经验是

最重要的。”

把握时间勿将毛蟹当大闸蟹

记者走访中也发现，江苏各地大

闸蟹合肥市场争夺战火热的同时，却

罕见皖产大闸蟹的身影。“安徽的安

庆、巢湖、滁州、蚌埠、马鞍山等地均有

大闸蟹，军团庞大，但上市期迟，一般

要从9月底到10月份。之所以迟是因

为养殖期间的强化培育不同，安徽主

要在后期，而江苏早期就会开始，气候

原因影响倒不是很大。”安徽省渔业局

工程师王永东表示，皖产大闸蟹上市

晚，在价格上也与江苏的大闸蟹尤其

是阳澄湖大闸蟹相差3~4倍。

“安徽大闸蟹品牌知名度不够，

其实都属于长江流域，江苏螃蟹与安

徽螃蟹品质相差无几，安徽的生态环

境、水域环境不错，采取的也是健康

养殖的方法，跟各地的养殖技术站在

同一个起跑线，虽不领先但绝不输于

别人。”王永东认为，苏版大闸蟹抢

占合肥市场也给皖产大闸蟹带来启

发，一方面企业要有抢占市场的意

识，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帮助企业创建

品牌、提升品牌蟹背后的文化价值，

让皖产螃蟹更值钱；而地方性组织、

行业协会则要做好宣传，像之前庐江

黄陂湖的螃蟹节等就是很好的宣传

活动。

安徽产蟹上市还要再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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