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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来物种入侵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福寿螺作为世界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造

成了严重的危害，对农业安全与生态环境形成了威胁与打击。福寿螺在我国南方及中部地区大面积入侵，

并有向北方地区扩散的趋势，这一局面引起了高度重视，研究福寿螺的生物学特性以及有效的福寿螺防

治对策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学者已针对福寿螺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本文综述了生态入侵物种福寿螺的

生物学特性及防治对策研究进展，对福寿螺的进一步研究及防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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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ien species inva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destroying biodiversity. As a worldwide 
invasive species, Pomacea canaliculata has caused serious harm to biodiversity, agricultural secu-
r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macea canaliculata has invaded a large area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and has a tendency to spread to the north. This situation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t is urgent to study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macea canaliculata and ef-
fective control measures of Pomacea canaliculata. At present,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research on Pomacea canaliculat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bi-
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the ecological invasive species Pomacea canali-
culata,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control of Pomacea canalic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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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福寿螺作为一大外来入侵物种，在短时间内由发源地南美亚马逊河流域迅速扩散至北美、亚洲、非

洲等全球各地区，凭借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大力挤压了本地物种生存空间，占据广泛的生态位，对本地物

种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给水稻种植等农业产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成为世界性的外来入侵物种。 
我国也未能幸免于福寿螺的生态入侵。自 1979 年我国台湾地区首度以“致富”的名号引入福寿螺作

为食用产品之后，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将其引入养殖业。后因福寿螺食用口感不佳，且作为广州管圆

线虫、卷棘口吸虫的中间寄主易传播传染病，逐渐淡出市场。由于相关人员缺乏生态安全意识，管控不

力，福寿螺被大量丢弃至野外。此后，福寿螺以其旺盛的繁殖生存能力快速扩张地盘，由南及北地入侵

了我国多个省份，从农村到城市，从农田到湿地，一夜之间福寿螺遍地开花，对各地的农业及生态安全

构成了极大威胁。 
自福寿螺入侵至今不过近 50 年时间，其繁殖的速度、造成危害的程度和需要被管控的力度都已大大

超出意料。2000 年，国际政府间和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福寿螺列为世界范围内 100 种

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2003 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科院经研究决定将福寿螺列入《中国第一

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1]，2008 年，福寿螺被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列为重大危险性农业外来入侵生物之一

[2]。福寿螺大面积入侵造成的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威胁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研究有效的福寿螺防治

对策迫在眉睫。 
福寿螺作为世界性的入侵物种，在北美、亚洲、非洲多个地区均有发生，遍布农田、湿地、浅滩和

湖泊。目前，福寿螺防治的主要问题是发生范围广且分散，多发于农村地区，难以集中、彻底地进行防

治，亟待在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的同时，建立成体系的分散防治对策。 
因此，研究生态入侵物种福寿螺的生物学特性及有效的防治对策，对控制其威胁生态环境、维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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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和生态价值。 

2. 福寿螺的生物学特性 

2.1. 外形结构特征 

截至 2022 年研究表明，我国的福寿螺外来种类主要有五类，分别为小管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
lata)、斑点福寿螺(Pomacea occulta)、隐秘福寿螺、神秘福寿螺和梯状福寿螺。其中，小管福寿螺是入侵

我国地域最广的种类，且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恶劣，国内外研究福寿螺入侵皆以此为主；除此之外，国

内研究少量涉及斑点福寿螺，其分布地区主要为四川、浙江、香港等地；隐秘福寿螺为发现的新种，和

斑点福寿螺的入侵地区几乎重叠；神秘福寿螺作为宠物螺引进我国，目前尚未发现野外分布；梯状福寿

螺仅在我国台湾南部地区发现[3]。 
从外表上观察，福寿螺与田螺极为相似，但通过细节差异仍然能够辨别。 
成年的福寿螺个头比田螺大得多，且其螺口也比田螺更大；两种螺在厣的形状上也有区别，福寿螺

的厣较扁而田螺的厣偏圆；福寿螺的椎尾平而短促，成圆盘形，田螺的椎尾则显得长而尖，成锥形；福

寿螺外壳颜色偏黄偏脆，田螺壳则偏青黑色较硬。 

2.2. 牧食特性 

福寿螺喜阴避光，常在暗环境下进食。福寿螺消化能力强，因此其食量很大。敖鑫如[4] (1990)研究

表明福寿螺属于杂食性生物，食性很广，以鲜绿多汁的植物为主，尤喜食幼嫩、带甜味的食物以及植物

性蛋白含量高的食物。安登[5] (1989)发现幼螺食物以细萍、腐殖质、青饲料为主，成螺主要取食植物性

食物，也爱吃水中的动物腐肉。据刘巧[6]等(2016)不完全统计，福寿螺可摄食多达 43 种农作物和植物。

此外，俞晓平[7]等(2001)通过实验得知福寿螺对有污染、有刺激性的以及茎、叶长有芒刺的食物回避。 
任和[8]等(2020)研究得出福寿螺取食水稻、莲藕、菱角、茭白等农作物，对农业安全构成了巨大威

胁，对农民经济创收造成了较大打击。此外，福寿螺还摄食满江红、浮萍、凤眼莲等水生植物，麦麸、

鱼粉、蛋壳甚至小虾等也能够作为其摄食对象。杨诚[9]等(2021)等研究福寿螺牧食偏好发现，轮叶黑藻

最受福寿螺牧食喜爱，其次是穗花狐尾藻叶片，但福寿螺不牧食穗花狐尾藻的茎。 
综上可见，福寿螺对水生植物的摄食范围广泛，除了威胁农业安全之外，还易造成生物链断裂从而

使生态系统失衡，对生态环境影响恶劣。 

2.3. 生活习性 

福寿螺抗逆性强，对水质的要求非常低，原因在于它有着独特的鳃肺呼吸系统。当水环境质量较好、

溶氧量大时，福寿螺用鳃呼吸，当水质较差、溶氧量较少时，福寿螺可以用肺吸管呼吸，因此，福寿螺

对水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强大。此外，福寿螺蛰伏及冬眠的生活习性也使其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更加强

大。经张国良[3]等(2008)研究发现，在有泥土无水的条件下，福寿螺可休眠度过 6~8 个月，等到水源充

足又能重新复苏。 
福寿螺对环境因子的变化有一定的调节机制和极强的适应性。水温是福寿螺生存的重要环境因子。

敖鑫如[4]在 1990 年的福寿螺养殖试验研究表明，福寿螺生存的水温范围为 5℃~45℃，其中最适宜福寿

螺生长的水温是 25℃~32℃，超过 35℃时生长速度则会下降。水的深度也是影响福寿螺存活率的重要因

子，水深 50 cm 以下的浅水区域是福寿螺主要的适宜生存区域，但是这一数值会随着地区的改变及其他

环境因子的协同作用而有所改变。例如：安登[5] (1989)在其研究中表示，在日本——水位高于 50 cm，

福寿螺种群数量快速减少，夏威夷——福寿螺适应低于 30 cm 的水深，当水深超过 30 cm，福寿螺少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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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光周期是影响福寿螺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高黑暗度会严重抑制福寿螺的生长发育及繁殖能力。环

境酸碱性对福寿螺也有一定影响。王婵娟[10]等(2021)研究表明，环境呈现强酸性或强碱性都会影响福寿

螺的生长、繁殖，且食物缺乏会加剧酸碱性对福寿螺生长繁殖的抑制效果。此外，在盐胁迫环境下，福

寿螺的耗氧率降低，排氨率升高。 

2.4. 繁殖特性 

不同于田螺的卵胎生特征，福寿螺为卵生动物，一次受精可多次产卵。王俊[11]等(2020)通过田间试

验统计得出福寿螺年产卵量最高可达 9000 粒。为了避免水生动物采食卵，福寿螺将卵产在水面以上的植

物茎秆或者岸边。杨宗英[12]等(2021)发现福寿螺卵需要连续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至少 15 天才能够顺利

孵化。 

2.5. 自我保护能力 

福寿螺较厚的螺壳可助其躲避敌害的物理攻击；成螺遇天敌会躲避捕食，隐于水底或泥土中；而且

福寿螺具有强大的快速修复能力，早在 2008 年张国良等[3]就发现可通过血液循环修复受广州管圆线虫等

病菌侵染的细胞。 
值得一提的是，福寿螺的卵具有一系列自我保护的特点。首先，为了保证卵能够在干燥的空气中暴

露 15 天从而顺利孵化，福寿螺的卵最外层包裹有不透明的钙质卵壳，起到了疏水、防光照的作用；其次，

KA. Hayes [13]等(2015)发现福寿螺卵中含有三种蛋白，分别为 Ovorubin (Ovo，也可称作 PV1)、Perivitellin-2 
(PV2)和 Perivitellin-3 (PV3)，Ovo 占总蛋白含量的 60%，使得刚产出的卵呈鲜红色，张国月[14]等(2021)
研究表明 Ovo 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警戒色，令许多动物接收到信号而放弃取食；PV2 是一种神经毒素，占

总蛋白含量的 20%，它与 PV1 协同作用起到警戒的目的；PV3 作为一种蛋白酶抑制剂，使得卵难以消化，

从而降低了其对动物的取食价值，大大降低了动物对福寿螺卵的取食概率。 

3. 福寿螺的防治对策研究 

3.1. 化学防治 

针对福寿螺，最传统的防治方式就是化学防治。截至 2020 年，应用较为广泛的化学杀灭药剂有杀螺

胺、氯硝柳胺等[15]。虽然化学药剂对福寿螺的防治效果很突出，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化学

药剂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另外，若不控制使用频率和剂量，还会

使福寿螺形成抗药性，增大杀灭难度[6]。 

3.2. 生物防治 

福寿螺的生物防治主要是指运用食物链规则在福寿螺入侵区域放养其天敌。福寿螺之所以在其原产

地南美没有失控的原因就在于当地有福寿螺的天敌—食蜗鸢。经郭靖[16]等(2020)研究发现，除了食蜗鸢

以外，水蛭、螃蟹、鲤鱼、青鱼、尼罗罗非鱼、鲫鱼、乌龟、野鸭、沟鼠、青蛙等皆可取食福寿螺。但

目前仅发现四种生物取食福寿螺卵，它们分别是同型巴蜗牛(Bradybaena similaris)、发光陆螺(Quantula 
striata)、热带火蚁(Solenopsis geminata)和螽斯(Conocephalous longipennis)，且这四种生物对福寿螺卵的取

食量都不大，例如：在实验条件下观察同型巴蜗牛，一周取食福寿螺卵仅 100 粒左右。因此运用以上四

种生物来控制福寿螺生物量的作用较微小。 
生物防治法虽然有效，但需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其生态系统的平衡，严格控制天敌数量。由

于缺乏生物防控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福寿螺作为广州管圆线虫的宿主，是否会通过食物链等途径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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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传播到其他动物体内尚不明确，因此生物防治的风险系数较高。 

3.3. 物理防治 

目前采用的人工采集螺卵、捕捞螺体再集中销毁等物理防治手段，看似“笨拙”，实际上是应用最

为广泛的办法。目前，物理灭螺的操作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在福寿螺重度发生区的灌溉渠或者稻田进、

出水口放置铁丝网等阻隔设施，防止福寿螺进入田间；二是在稻田中插适宜高度的竹片等长条状物，引

诱福寿螺爬上竹片并集中产卵，定期摘除卵块并处理即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物理防治的缺点是人工成本高且效率低，并且收集过程中福寿螺易逃逸随水流扩散。 

3.4. 植物及植物源杀灭剂防治 

由于化学、生物和物理防治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近年来，福寿螺防治研究热点逐渐向植物及植

物源杀灭剂防治转移，利用植物的药用功能或毒性防治福寿螺。目前已有超过 1000 种植物如夹竹桃、木

荷、黄姜、博落回、剑麻、五爪金龙等被试验证明了其灭螺活性。 
董道青[17]等(2009)用夹竹桃鲜叶乙醇提取液及干叶乙醇提取液试验杀灭福寿螺。戴灵鹏[18]等(2011)

采用夹竹桃皂苷(皂甙) 50 mg/L 处理福寿螺 48 小时，致死率可达 100%，且在幼螺期施用效果更好。麻程

军[19]等(2021)经过田间药性实验确定，茶皂素对福寿螺 2d 和 4d 的田间防效均在 90%以上。 
绝大多数植物源杀灭剂为环境友好型，绿色无公害，对福寿螺有明显的针对性，对其他生物影响较

小，有利于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持。但需要注意，植物源杀灭剂需要满足一定的浓度和浸杀时长才能有理

想的致死率，不同的杀灭剂对其他动物、植物的影响有待综合考察。目前，植物源杀灭剂研究方向逐渐

由植物浸取转为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以及研究有效成分的制备工艺及安全利用技术。 

3.5. 诱捕剂防治 

诱捕剂通常是与物理防治联合使用的一种防治手段。一般的软体动物诱饵是由食物和有毒物质组合

而成的，这种“即时杀灭”软体动物剂，可能会对环境，非目标物种和人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利用诱

捕剂则可以规避“即时杀灭”剂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 
Prabhakaran [20]等(2019)针对福寿螺牧食偏好发明了由不同类型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水解物组合

而成的引诱剂饲料配方。结果证明，添加 5%糖、15%小麦粉和 0.5%鱼粉的饲料(1.48 g/3 h)对福寿螺的吸

引力和有效消耗量均高于其他供试饲料。通过引诱剂吸引福寿螺并用物理手段统一捕获，可以避免杀灭

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也有学者通过研究福寿螺的繁衍机理，希望通过模拟其性激素来制备相应

的引诱剂进行诱捕。 

3.6. 农田防治现状 

福寿螺喜栖息在稻田、湿地等生态系统，对水稻、莲藕、茭白等农作物有较强的牧食偏好，因此，

自引进以来始终对我国农业安全存在巨大威胁。 
自开展福寿螺农田防治工作以来，常见的防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① 麦田旱作与稻田水作轮换。

只要连续旱作 5 个月以上就能对福寿螺有很好的杀灭效果；② 物理拦截。在农田沟渠进水口设拦截网，

同时加强清理渠道和水沟低洼积水、清除淤泥和杂草等孳生场所；③ 引诱灭螺。利用食饵诱杀剂，在农

田间投放以引诱成螺，收集后统一铲毁。需要注意的是，查国贤[21]等(2022)研究发现有的食饵诱杀剂生

物毒性低，遇水失活如 6%四聚乙醛 GR 食饵诱杀剂等；④ 人工灭螺：在田间插入木片或竹片等长条状

物，引诱福寿螺集中产卵并灭杀。政府可以出台收购政策，集中粉碎作为饲料、肥料。⑤ 农药杀灭。这

一方法在防治早期使用较多，但由于农药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截至 2016 年已逐步禁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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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寿螺的经济价值研究 

福寿螺经捕获或灭杀后如何处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若能将其加以利用，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则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社会、个人层面，都能够对福寿螺防治更加以重视。在一定条件下，福寿螺能

够提升水稻产量，还可以经加工用作土壤改良剂、重金属吸附剂、净水剂及食品添加剂等，此外还可批

量用于鱼类、鸭类的养殖饲料，具有非常大的经济价值。目前，国内外已对福寿螺的经济价值开展了部

分研究，但尚未有文章综述。 

4.1. 提升水稻产量 

福寿螺能够提升水稻产量。这并非与福寿螺喜食水稻的特性有所矛盾，而是基于一定的条件下得出

的结论。南金勇[23]等(2022)经过田间实验研究表明，在平整、健康的稻田中，每公顷 50 公斤福寿螺的

密度范围内，其可在减少除草剂、化肥的情况下提高水稻产量。福寿螺能够提升水稻产量的原因主要有

四：一是相较于水稻而言，福寿螺喜食杂草，因此能够清除杂草，减少水稻的种间竞争；二是福寿螺牧

食时进行水平和垂直运动，对土壤质地的形成有有利的影响；三是福寿螺壳中含有大量的钙质，分解产

生的钙离子能够增强土壤的吸附能力，对土壤改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四是福寿螺的排泄物增加了土壤

中腐殖质和养分的含量，提高了土壤肥力。综上，福寿螺在适宜的密度下能够提高水稻的产量。 

4.2. 土壤改良剂 

福寿螺可作土壤改良剂。王家欣[24]等(2020)提出福寿螺经磨碎加工后可以作为肥料和土壤改良剂，

对修复贫瘠和酸性土壤有良好的功能。 

4.3. 重金属吸附剂 

福寿螺提取物可作重金属吸附剂。Basigsig [25]等(2019)用福寿螺壳制备的螯合剂吸收水中重金属铅。

实验结果表明，浓度为 50 ppm 的螯合剂经过 18 小时的处理，能够使溶液中的铅被 100%吸收。 

4.4. 净水剂和养殖饲料 

福寿螺可作净水剂和养殖饲料。郭静[26]等(2018)验证了以福寿螺为食源和净水器进行泥鳅商业养殖

的可行性。一方面，福寿螺可以降低水的浊度[27]，改善泥鳅(M. anguillicaudatus)的生存环境，使其死亡

率降低，重量增加；另一方面，福寿螺含有高蛋白成分，作为泥鳅的食源，可以使泥鳅更加肥美，且降

低了养殖成本。同时，学者研究还表明了稻–鳅共生试验田中的健康水稻幼苗未因福寿螺的存在而减少。

Putri 等[27]研究发现在养殖饲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福寿螺肉粉，作为鱼类等养殖饲料，可以在降低养殖

成本得同时使鱼类生长得更好。 

4.5. 食品营养剂 

福寿螺可作食品营养剂。Marsyha [28]等(2018)研究表明福寿螺中富含锌、铁、ω-3 和 ω-6 脂肪酸，

可以通过加工提取福寿螺中的有效成分并添加到断奶食品等中作为营养剂，提高其中的营养成分含量。 

5. 结论与展望 

结论： 
1) 福寿螺对环境影响因子有着较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适应能力，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且缺少天

敌制约，繁殖速度较快，食性广且食量大。福寿螺的生物学特性使得福寿螺能够迅速在生态环境中扎根

繁殖并占据优势生态位。因此，要制约福寿螺的入侵，要依靠针对性的防治手段。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3.124044


朱攀 等 
 

 

DOI: 10.12677/ije.2023.124044 365 世界生态学 
 

2) 目前，对福寿螺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已较为完备，针对其特性所制定的主要防治对策有化学防治、

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但每种防治对策均有明显不足。针对福寿螺的化学防治对环境污染很大且会使

得福寿螺产生抗药性，不利于长期防治；生物防治效率十分低下并且易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物理浪费人

工成本且防治力度小、不彻底，效果不尽人意。此外，物理防治中使用的装置主要有纯物理结构类和电

能驱动类，纯物理结构类的防治装置专利结构复杂，制作难度大，不便于携带与回收；电能驱动类的防

治装置专利构造通常更加复杂且制作成本大，有的装置还需全程人工操作，费时费力，均不利于实施。 
3) 福寿螺防治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其多发于农村地区且较分散，无法开展成本较高的集中防治方案，

亟待在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的同时，建立体系化的分散防治对策。 
展望： 
1) 针对福寿螺的植物源防治是研究正兴的热点，但其应用不广泛，危害性也未经深入研究。同时，

物理防治法虽简单易行但耗时耗力，防治效果不彻底，发明低成本、高效率、方便易行的物理防治装置

大有前景。 
2) 福寿螺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经研究发现福寿螺可用于提升水稻产量、作土壤改良剂、重金属吸

附剂、净水剂、食品营养剂以及养殖饲料等。通过进一步探究福寿螺的经济价值与实际应用，有利于进

一步加强福寿螺防治，保护生物多样性。 
3) 建议形成“诱–捕–用”的福寿螺防治方案，即用引诱剂配合低成本物理捕捉装置分散布置以诱

捕福寿螺，将福寿螺回收统一处理可产生经济效益，装置可重复投放使用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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