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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典型地区福寿螺越冬后的种群密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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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寿螺作为一种入侵生物，已对广东地区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为了了解广东省不同地区

福寿螺种群的越冬及其恢复状况，在2010年3月底以前调查了广东省6个典型地区（汕头、韶关、肇庆、

增城、茂名、湛江）3种不同生境（水田、旱地、水渠）下的福寿螺种群密度，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不同

地区福寿螺密度差异情况。结果表明：3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福寿螺的密度差异显著，水渠最多，水田

次之，旱地最少；不同地区之间水田和水渠中福寿螺密度存在一定差异，有些地区之间达显著水平；总体

而言，汕头、肇庆、湛江、茂名、韶关、增城地区的单位面积福寿螺的种群数量依次增加；土地利用与管理

方式可能是造成福寿螺在不同地区总体密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利用福寿螺作为饲料，发展养殖业，能实

现变废为宝；实施水旱轮作，能减少福寿螺的暴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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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lien invasive species, golden apple snail has caused great harm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density of snails was investigated after winter time for three habitats (paddy field, dry
land,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channel) in six regions including Shantou City, Shaoguan City, Zhaoqing City,
Zengcheng City, Maoming City and Zhanjia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o se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nsities of apple snail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ree kinds of habitats with a change order: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channels>paddy fields>dry
lands. Densities of apple snails had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paddy fields and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channels of different regions, Overall, the density of apple snails changed with a trend of Shantou
snails changed with an order of Shantou <Zhaoqing <Zhanjiang <Maoming <Shaoguan <Zengcheng.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might be one of key factors which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densities of apple snail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would be a good farming practice to develop aquaculture with using apple snails as
feeds; and rice field-upland field rotation could also reduce the outbreaks of apple sn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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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tata Lamarck），原产南

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因其富含蛋白质，于 1981年首次

引入广东养殖，并于 1984年开始在省内各地推广 [1]。

后因过度养殖、管理不善及食味不佳等多方面的原因，

福寿螺逐渐失去市场，结果大多数生产者停止养殖并

将其丢弃于田间。在广东稻区，由于缺乏天敌的制约，

对环境具有极强适应能力的福寿螺数量急剧增加，对

农业生产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此外，由

于 福 寿 螺 是 广 州 管 圆 线 虫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的中间寄主，生食福寿螺后有可能引起嗜

酸性脑膜炎，严重威胁到人体健康[2]。2000年，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外来入侵物种专家委员会将福寿

螺列为世界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3-4]。2003年

3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也将福寿螺列入了首批入侵

中国的 16种外来物种的“黑名单”[4,5]。广东地区适宜

福寿螺生长，因而对该地区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带来了

严重威胁。为了了解在广东省不同地区福寿螺种群的

越冬及其恢复状况，通过对全省6个典型地区3种不同

土地利用生境下福寿螺的种群密度进行了调查研究，

旨在为探讨随着季节的更替、气温逐渐回升后福寿螺

种群的动态变化及其灾害预测预报提供基础数据。

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全境介于北纬20°

13’~25°31’和东经 109°39’~117°19’之间。全省年平

均气温约为 19℃~24℃。全省平均日照时数为 1745.8

小时、年平均气温 22.3℃。1 月平均气温约为 16℃~

19℃，7月平均气温约为28℃~29℃[6]。2008年全省水稻

播种面积为194.69万hm2，总产量达到1003.30万吨，其

中早稻 93.35 万 hm2，475.40 万 t，晚稻 101.34 万 hm2，

527.90万 t[7]。由于广东省水面和水稻种植面积大，因

而是福寿螺广泛分布且危害十分严重的地区。

2 调查方法

2.1 调查点的选定

此次调查分别选取粤东地区（汕头市）、粤北地区

（韶关市）、珠三角地区（广州市）、粤西地区（茂名市、湛

江市）1~2个代表城市。调查点分布详见图1。

2.2 调查方法与调查内容

调查时间为2010年3月底以前。调查6个典型地

区水田、旱地、水渠等3种不同土地利用生境下福寿螺

种群密度。每个地区调查 3个乡镇，每个乡镇每种生

境类型各选择 5个采样点，每个城市每种生境类型 15

个采样点，共计45个采样点。

每个采样点为1 m长、1 m宽、15 cm土深（或根据

当地螺的密度和作物种植等实际情况，采取10 m×10 m

的样方），统计取样区中活的和死的福寿螺数目以及是

否有卵块，并按照成螺、中螺、仔螺、苗螺等4个螺级分

级记录。统计结果使用EXCEL和SPSS17.0进行数据

分析。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不同土地利用生境中福寿螺的种群密度差异

调查结果表明，在水田、旱地、水渠 3种土地利用

生境中，水渠中单位面积的福寿螺数量最多，水田次之，

而旱地最少。其中，旱地的福寿螺密度为0.64只/ m2，

水田密度为6.44只/m2，水渠达到23.38只/ m2，3种生境

类型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见图2）。

福寿螺是一种两栖型动物，水域是其主要生境，虽

然能依靠肺呼吸空气离开水体生存一段时间，但其活

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因此，水渠和水田中福寿螺的

数量大大超过其在旱地的数量。在旱地中甚少发现福

寿螺的踪迹，只能偶尔发现福寿螺的尸体，基本上没发

现活螺的存在。水田中福寿螺数量相对水渠较少可能

是由2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水田受农药、人工拾

图1 广东省不同地区福寿螺种群密度调查的地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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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柱状图上的不同字母表示在P<0.05下达到显著差异，以下同

图2 3种土地利用生境类型中福寿螺的种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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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放养鸭子等人为活动干扰较多，对福寿螺的生长和

繁殖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水田经常落干，水分

不能和水渠一样得到充分保证，冬季稻田田面缺乏水

层，保温性差，因而不利于福寿螺越冬。而水渠通常长

期积水，有利于福寿螺安全越冬。从调查结果可以看

出，周边的水沟、水渠中存在的高密度的福寿螺种群可

能成为次年稻田福寿螺的主要来源，即福寿螺可随着

水流从水沟、水渠进入水田，因此，水沟和水渠应作为

冬季防控福寿螺的重要场所之一。

3.2 不同地区水田中福寿螺的种群密度差异

此次调查表明，广东各地福寿螺的种群密度分别是

为：汕头1.66只/m2、茂名4.60只/m2、肇庆5.38只/m2、湛

江8.64只/m2、增城9.60只/m2、韶关13.89只/m2。其中，

韶关地区福寿螺密度最高，其与增城地区之间无显著差

异，但与湛江、茂名、肇庆、汕头四个地区之间均达到显著

差异水平；增城、湛江、茂名、肇庆四个地区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但均与汕头地区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见图3）。

从调查中发现韶关稻田福寿螺的密度相对较多，

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的稻田在冬季一般处于抛荒状态，

无任何冬种处理，有些稻田甚至在冬季还保存有淹水

情况，结果造成了大量的福寿螺在田里过冬，从而使得

来年开春后福寿螺的种群数量较多。在粤西地区，如

茂名、湛江等地，多在冬季实施水旱轮作，种植蔬菜等

旱地作物，因而，破坏了福寿螺的越冬生境，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福寿螺的种群数量。在汕头地区，冬种也

较为普遍，加之当地农民在水稻生产季节有捡螺喂鸭

的习惯，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福寿螺种群的基

数及其过多蔓延。

3.3 不同地区水渠生境中福寿螺的种群密度差异

此次调查表明，广东各地福寿螺的密度分别为：汕

头 4.14只/m2、肇庆 20.11只/m2、湛江 25.60只/m2、茂名

34.28 只/m2、增城 43.00 只/m2、韶关 51.11 只/m2。其中

韶关与增城 2地区之间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茂名、湛

江、肇庆3地区之间也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汕头地区水

渠福寿螺密度最小，与上述 2地区组之间均存在显著

差异。但从总体来看，除汕头地区外，水渠生境中的福

寿螺平均密度都很高，且远高于稻田中福寿螺的密度

（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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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东省不同地区稻田福寿螺的种群密度 图4 广东省不同地区水渠生境中福寿螺的种群密度

3.4 不同地区福寿螺种群的总体密度差异

这里用某个调查地区 3种生境下（旱地、稻田、水

渠）所有样点获取的福寿螺密度的平均值来表明该地

区福寿螺种群的总体密度。此次调查表明，广东各地

区福寿螺总体密度分别是：汕头 2.19 只/m2、肇庆

7.13 只/m2、湛江 12.88 只/m2、茂名 16.82 只/ m2、韶关

25.21只/ m2、增城 25.50只/m2。其中韶关与增城两地

区之间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茂名、湛江、肇庆 3地区之

间也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汕头地区水渠福寿螺密度最

小，与上述两地区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但与肇庆地

区之间未达到显著差异。其变化趋势与水渠生境中趋

势大致相似（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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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地区福寿螺种群的总体密度

bc

c

a

ab
bc

bc

·· 430



水田和水渠是福寿螺生活的 2个主要生境，因此

这2个生境类型福寿螺的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

地福寿螺的密度。由于各地区水田福寿螺密度和水渠

中福寿螺的种群密度存在着地区差异，结果也造成了

总体密度上的地区差异。以韶关、增城地区福寿螺的

密度最大，茂名、湛江、肇庆地区的密度次之，汕头地区

的密度最低。

4 讨论

4.1 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是造成冬季福寿螺在不同地

区总体密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调查发现，部分纬度较高的地区，尽管冬季温度较

低，但福寿螺的种群密度比部分低纬度地区大。因此，

管理方式可能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影响福寿螺种群数

量的主要因素，其重要性超过温度对福寿螺的影响。

冬季土地利用方式对福寿螺种群数量有重要影响。

通过调查得知，汕头地区近 5年来福寿螺的数量

锐减，人工捡螺出售作饲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由于

该地区位于沿海地带，咸水与淡水在此交汇，水产养殖

业比较发达，虾、蟹、鳖等饲养量较大。同时，自 2004

年起全市鸭的饲养量呈现显著增长趋势，鸭、虾、蟹等

饲料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人工捡螺活动越来越普

遍，并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条途径。据调查了解，福

寿螺的收购价大约是每斤 0.3~0.4元，在 7—8月福寿

螺暴发时价格下降至每斤0.2元。在福寿螺暴发的高

峰期，每人每天能捡 120~150斤螺左右。在经济利益

的驱动下，人工捡螺是汕头地区福寿螺处于低密度状

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粤西地区，如湛江、茂名等地，尽管当地的纬度

较低，全年温度较高，但福寿螺的密度仍处于中等水

平。主要是因为当地实施水旱轮作，在冬季轮作蔬菜

等旱地作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福寿螺的越冬环境，

减少其种群数量，对于来年福寿螺的暴发起到了一定

的抑制作用。

这次在韶关调查发现，当地的福寿螺密度较大，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地冬季对稻田抛荒，几乎没

有任何利用和管理措施，有的地方稻田中还保持淹水

且覆盖稻草的状态。在一个福寿螺分布特别集中的地

点，发现福寿螺的密度高达166只/m2或以上。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越冬后广东省不

同地区福寿螺的种群密度存在差异，但是随着气温的

不断回升，由于福寿螺的繁殖速度很快（据资料报

道，一只雌螺一年交配次数最多可达 44 次，产卵量

在 1131~3941 粒 [8-9]）。因此，在水稻生产季节，粤西地

区、粤东地区、珠三角地区稻田中福寿螺种群数量会迅

速增长，反而可能会超过粤北地区。

4.2 利用福寿螺作为饲料发展养殖业是“变废为宝”的

可行途径

福寿螺本来作为一种高蛋白食物引入国内，后因

食味不佳等原因而被停止养殖，并将其丢弃于田边，

农业生产也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但福寿螺营养成分

较高，据测定，每100 g螺肉中含蛋白质11 g、碳水化合

物3.6 g、钙 1.3 g，同时还含有核黄素、硫胺素、维生素

B1、维生素E及微量元素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

食物[10]。因此，福寿螺是一种良好的饲料，以福寿螺为

饲料养殖虾、蟹、鳖等，能充分变废为宝，产生良好的经

济效益。研究表明，以福寿螺为饲料，一只体重 250 g

左右的金钱龟，每月可增重50 g~100 g，增长率可高达

20%~40%[11]。此外，以福寿螺为主食的中华鳖，能吸

收福寿螺中丰富的营养物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12]，其

营养价值也随之提升。因此，利用福寿螺作为饲料发

展养殖业是“变废为宝”的可行途径。

广东省海岸线总长达3368 km，资源丰富，沿海部

分地区适宜发展水产养殖。至2008年，全省水产养殖

面积达 54.43 万 hm2，680.00 万 t[7]，饲料的需求量大。

与此同时，提取螺肉的工艺也有所发展，机械化操作取

代了手工作业，大大提高了效率，因此，可充分利用福

寿螺高营养的特性，将其加工成为动物饲料加以利

用。此外，福寿螺也是一种良好的鸭饲料，在稻田中放

养鸭子，一方面鸭子能取食稻田中的福寿螺，减少福寿

螺对稻田的危害，同时，也能补充鸭子的饲料，从而减

轻饲料上的成本投入。

4.3 水旱轮作是减少福寿螺的暴发危害的有效措施

在广东水稻主产区，大多形成了种植双季稻的习

惯，这给福寿螺的生长与扩散带来了便利条件。据调

查发现，水旱轮作制度对福寿螺的控制有显著的效

果。在惠州市惠东县调查时发现，当地稻田里的福寿

螺数量相对较少。其原因可能是，与实行水稻连作且

冬季休闲的地区不同，当地实行冬种马铃薯与双季稻

轮作制度。一般来说，水旱轮作或旱作轮作的环境不

利于福寿螺的发生，这是因为水分是福寿螺生长发育

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限制因子之一。福寿螺主要栖息于

各类流速缓慢或静止的淡水水体中，多集群栖息于浅

水区，或吸附在水生植物茎叶上，或浮于水面，偏爱水

草丰富、水质清新、通气良好的水域[13]。福寿螺其薄膜

状的肺囊，能直接呼吸空气中的氧，具有辅助呼吸的功

能，却只能短暂离开水面。通过控制稻田的灌溉量来

遏制福寿螺的生长，主要是尽量减少漫灌和串灌[14]，若

稻田不需要大水漫灌的时候仅保持稻田湿润无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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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地遏制福寿螺大量生长及繁殖[15]。再者，因水

和泥土的比热相对大，所以冬天水温、土温较空气的温

度高，福寿螺更倾向于选择生活在水里或泥土中越冬，

更好地维持其生命。因此，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在冬季

实行水旱轮作，并结合冬季水利设施建设，整治渠道，

清除淤泥和杂草，破坏福寿螺的越冬场所，以减少来年

福寿螺的暴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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