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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管圆线虫病中间宿主福寿螺的研究进展 

方  潇, 陈潇潇, 柳建发* 
（宁波大学 医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广州管圆线虫, 又称广州住血线虫, 寄生于鼠类的肺部血管. 其第 3期幼虫可寄生于人体, 
导致广州管圆线虫病, 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或急性脑膜脑炎. 人体病例是由
Nomura 于 1944 年在我国台湾首次发现的, 迄今全世界已有 3000 多病例报道. 该病的感染和传
播主要是由于人生吃或半生吃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福寿螺引起. 文章对福寿螺的生态、习
性、天敌以及防治措施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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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螺, 又名大瓶螺、苹果螺, 原产南美洲亚
马逊河流域, 为一种淡水食用螺, 属软体动物门、
腹足纲、中腹足目、瓶螺科、瓶螺属生物. 1981年
作为食用螺种引入我国. 2003年福寿螺在南方地区
扩散蔓延, 对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被国
家环保总局列为 16 种“危害最大的外来物种”之
一[1]. 福寿螺系“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元凶”, 如
果生吃或者食用未煮熟的螺肉, 会引起人类嗜酸
粒细胞性脑膜脑炎. 因此, 加强人们对福寿螺及其
引发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危害的认识十分必要.  

1 福寿螺的生物性研究 

1.1 形态特征 
福寿螺贝壳外观与田螺相似, 具一螺旋状的

螺壳, 颜色随环境及螺龄不同而异, 有光泽和若干
条细纵纹, 爬行时头部和腹足伸出. 头部具触角 2
对, 前触角短, 后触角长, 后触角的基部外侧各有
1 只眼睛. 螺体左边具 1 条粗大的肺吸管. 螺旋部
短圆锥形, 具 5~6 个增长迅速的螺层. 成贝壳厚, 
壳高 7 cm, 最大壳径可达 15 cm. 幼贝壳薄, 贝壳
的缝合线处下陷呈浅沟, 壳脐深而宽[2]. 
1.2 生物学特性 
福寿螺食性较杂, 取食植物主要有绿萍、水浮

莲、莲子草、水草、水稻、茭白、莲藕等, 最爱取
食绿萍、蔬菜叶片及作物幼嫩部分. 福寿螺一共发
生 2 代, 喜荫避光, 白天多沉于水底或聚集在水生
作物下面, 在傍晚、凌晨和阴天活动取食. 成螺交
配 1次可连续产卵 10多次, 产卵多在晚上至凌晨, 
产于离水面 10~30 cm 的杂草、作物植株、竹木墩
和沟渠石壁上, 每块卵 100~400 粒不等, 7~10 d孵
出. 据报道, 一代每只雌螺平均繁殖幼螺3050只, 孵
化率为 70.1％, 二代每只雌螺平均繁殖幼螺 1068  
只, 孵化率为 59.4％. 福寿螺有鳃和类似肺的器官, 
生存能力非常强, 能在有水和无水条件下存活, 可
抵御几个月的干旱[3].  

2 福寿螺的危害情况及传病作用 

2.1 危害情况 
福寿螺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危害水稻. 福寿螺是夜间食草动物, 当田

间有水时, 用层状牙咬断幼苗基部, 嚼食水稻嫩鞘. 
早、中、晚稻插后 1个月内和中晚稻秧苗期、直播
稻生长前期是福寿螺危害最严重时期. 福寿螺最
喜欢取食幼嫩秧苗, 造成死苗和影响分蘖, 致使秧
苗和本田苗不足, 最终导致减产. 据广西融水县福
寿螺大发生成灾时的调查统计, 发生危害面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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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达 21.02 万只, 占全县农田面积的 51.8%[4]. 
2006年5月调查江平镇稻田, 福寿螺卵块密度高的
达每公顷 12000块, 平均每公顷 300~450块, 东兴
镇稻田的卵块密度高的达每公顷 5200 块, 平均每
公顷为 210~250块[5-6].  

(2) 危害水生作物. 福寿螺除了危害水稻外, 
还危害其他水生植物, 可对入侵地水生植物造成
毁灭性的影响, 从而破坏当地食物链, 威胁淡水生
物物种多样性, 这种影响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
量的. 另外, 福寿螺可以改变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 
大幅度降低湿地生态系统的利用价值[7-8]. 

(3) 影响农田耕作. 成熟螺的螺壳较坚硬, 边
沿锋利, 一旦手脚不慎踩到或接触到锋利部位, 就
可能割伤皮肤而引起感染. 尤其是残留死螺数量
较多时, 会严重影响农田耕作[3]. 

(4) 污染水质. 福寿螺食量大, 排泄物多, 经
长期积累会引起水体变质. 一些鱼塘、水池、水沟
如果水流不畅, 容易造成水体变黑发臭, 影响水中
生物的生长. 变质的水通过地下渗透和暴雨冲涮, 
流入水库、溪流、水井和池塘, 会污染人和牲畜饮
用水, 威胁人畜健康. 
2.2 传病作用 
福寿螺是广州管圆线虫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的重要中间宿主, 随着福寿螺的不断
扩散, 加速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传播, 使中国的广
州管圆线虫病呈蔓延趋势. 2006年 6~8月, 在北京
出现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暴发疫情, 导致 111人发
病. 鉴于该病较为罕见, 临床症状与脑膜炎相似, 
病原的检出率极低, 极易造成误诊或漏诊. 近日, 
在对广州的福寿螺检测中, 竟然在一只福寿螺中
检测出多达 6000 条广州管圆线虫. 由于福寿螺的
危害日益严重, 目前各地正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加
以防控[9].  

3 福寿螺的防治措施 

福寿螺的防治必须采取“预防为主, 综合防
治”的措施, 策略上重点突出抓好越冬成螺和第 1
代成螺产卵盛期前的防治, 减少第 2 代的发生量, 
并及时抓好第 2代的防治.  
3.1 物理防治 

(1) 人工捕螺摘卵. 由于福寿螺螺体及其鲜红

色的卵块容易识别, 便于捡摘, 而且福寿螺的成、
幼螺一般在早晨和下午最活跃和最容易发现, 所
以此时是人工捕捉的最好时机. 平时结合农事操
作见螺及卵块随即消灭, 特别在春秋两季福寿螺
产卵高峰期, 组织人工摘卵捡螺. 拾取的成、幼螺
可喂鸡鸭等, 也可作沤肥处理. 这是控制螺害的好
方法, 简单易行见效快, 而且相当环保. 尤其是螺
害还未大面积扩散之前更易见效. 因此, 要把握在
福寿螺越冬或产卵盛期前, 对沟河和农田的成螺, 
进行人工捕捉[10].  

(2) 灌溉水口设置拦集网. 对水渠、重点田块、
主要灌溉水进出口处放置金属丝或毛竹编织的网, 
设网栏截, 防止福寿螺随水传播; 同时可将收集到
的大量福寿螺, 进行销毁. 另外, 加高田埂以防止
福寿螺灾情的蔓延. 网纱的使用效果在不同地方
有所不同, 有试验证实, 一个网纱一个季节可以有
效拦截 4000只福寿螺[11].  

(3) 引诱物诱杀(集)成螺. 春秋季是福寿螺产
卵的高峰期, 在稻田中插些竹片、木条等, 引诱福
寿螺在其上集中产卵, 每 2~3 d 摘除一次卵块进行
销毁. 利用福寿螺的产卵场所分布在茭白田中的
任何植被、田埂和物体上的特点, 在茭白田中可以
放一些如苦楝树叶、芋头、香蕉、木瓜、喇叭花和

旧报纸等引诱物来收集福寿螺[9].  
3.2 农业防治 

(1) 机械化耕作. 在螺害发生严重的乡镇, 当
春耕或双抢犁耙沤稻田时,利用高速转动的耙刀击
碎和碾压螺体, 降低福寿螺的基数, 可在较短的时
间内降低福寿螺的回升速度[4].  

(2) 水旱轮作. 由于福寿螺是一种水生动物,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提倡水旱轮作, 可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福寿螺的危害. 在一年内, 春夏季种
植水稻的地区, 秋冬季改种玉米、大豆等旱地作物, 
可以有效地控制福寿螺的发生[12].  

(3) 越冬场所整治. 福寿螺主要集中在溪河渠
道中和水沟低洼积水处越冬, 可以对越冬螺较集
中的沟渠和低洼积水处, 施药灭螺和采用人工捕
杀灭螺, 降低越冬螺的存活率, 减少冬后的残螺量[13].  

(4) 控灌晒田. 通过对稻田的灌溉控制来遏制
福寿螺的生长, 不需要大水漫灌的时候保持稻田
无水, 或者将水位排低到低于福寿螺的壳高,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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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遏制福寿螺的生长, 甚至干死一部分[14]. 据
李云明等[15]报道: 在早稻本田期进行放水搁田处
理, 排水前福寿螺的田间螺量平均为 7.07 只·m-2, 
排水后螺量平均为 0.45只·m-2, 田间螺量的减退率
高达 93.6%. 
3.3 生物防治 

(1) 养鸭控制福寿螺. 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养鸭
业, 通过养鸭控制福寿螺在较大范围内造成的危
害, 降低田间螺量. 鸭子要选择肉食性强, 体型较
小的品种, 绍兴麻鸭是首选的品种, 稻田适宜的养
殖密度为 15只·hm-2[16]. 据 2006年李玉顺等[17]的试

验表明, 在稻鸭共育区对成螺的防效达 98.9%, 对
卵块的防效达 92.4%, 具体的放鸭时间可选择在水
稻移栽后 7~10 d至水稻孕穗末期. 在冬季, 可以集
中放鸭于沟渠内, 减少越冬螺量.  

(2) 放养鱼类控制福寿螺. 福寿螺可作为肉食
和杂食性鱼类的饲料, 如池塘中饲养的青鱼、鲤
鱼、桂花鱼、淡水白鲳等, 其中鲤鱼可以捕食大量
的幼螺, 但不捕食福寿螺的卵[18]. 在茭白田中饲养
青鱼是目前比较成功的生物防治福寿螺的方法之

一, 但青鱼体型要比较大, 这样捕食福寿螺的效果
就比较好, 而且茭白田中的水层要有一定的深度, 
便于青鱼活动[11].  
3.4 药物防治 
在水稻插秧前后进行施药, 主要药剂有: 
(1) 茶籽饼, 每亩用 3~5 kg, 经粉碎后的茶籽

粉可直接撒于已耕好的田块或排灌沟上, 防治率
可达 90%左右.  

(2) 硫酸铜晶体, 播秧前每亩用 0.5 kg 兑水
75 kg 喷施田面(插秧后不能使用), 防效率可达
85%~90%. 

(3) 70%贝螺杀, 每亩用 50 g 兑水后喷施, 防
效率可达 90%以上. 但此药对鱼类等水生生物有
剧毒, 对人体粘膜有刺激作用, 需要小心使用. 

(4)  6%密达, 每亩用 0.5~0.7 kg, 于插植当天
或次日施药, 毒杀效果达 80%~90%[10].  

4 福寿螺的天敌 

福寿螺的天敌很多. 据日本研究, 有 46 种淡
水动物均可捕食福寿螺, 如鸭子、水龟、昆虫、甲
壳纲动物、蛇和水蛭等均能取食幼螺. 在菲律宾亦

发现螯蚁、螽能大量捕食福寿螺卵块 . 蚂蚁
(Formicoidae)、蜘蛛(Araneae)、蟑螂(Blattaria)等天
敌可取食孵化期间的卵和仔螺[19].  
在池塘中饲养的青鱼、鲤鱼、桂花鱼、淡水白

鲳等鱼类, 可控制福寿螺种群数量. 台湾埔里水基
地的实验表明, 本土的鲤鱼(Cyprinus capio)、鲫鱼
(Carassius auratus)、鲶鱼(Silurus asotus)、盖斑斗
鱼(Macropodus opercularis)等都会吃福寿螺, 而且
吃得很干净, 大多只剩下直径超过 2 cm 的大中螺, 
能否捕食大螺随鱼的大小而定[18].  

泥 鳅 (Misgurnus anguillicandatus) 、 鳝 鱼
(Monopteru)、青蛙 (Rana nigromaculata)、蟾蜍
(Bofobufogargarizans)等也能防治福寿螺, 1只青蛙
每天能捕食 3~5 只小螺 . 扁平虫(Temnocephala 
haswelli)可寄生于福寿螺的外套腔内致使螺体死
亡而控制螺害[20].  

林普禽、红蚂蚁及食蜗鸢也是福寿螺的重要天

敌. 但引进这些外来动物防治福寿螺仍需审慎, 以
免造成更严重的另一种生态灾害.  

5 结语 

由于福寿螺具有适应性强、食性杂、生长繁殖

快、产量高的特点, 经过 20 多年的不断繁衍扩散. 
目前在我国长江以南种群数量已十分庞大, 并成
为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中危害极大的生

物之一. 由于福寿螺繁殖快, 产量高, 价格低廉, 
这几年时兴吃生猛海鲜和怪味食品, 使得大量福
寿螺涌向了水产市场、超市、酒楼、饭店、大排档, 
造成了很多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 我国大陆近
年来发现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 绝大多数系食
用福寿螺而感染. 近年来广州管圆线虫病例有增
多的趋势, 而医务工作者及群众对此病均缺乏足
够的认识,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
的食品卫生意识, 不要吃生的和半生的螺类等淡
水产品, 做好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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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Intermidiate Host of Pomacea canaliculata of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Diseases 

FANG Xiao, CHEN Xiao-xiao, LIU Jian-fa* 
( School of Medicin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 

Abstract: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commenly known as Pulmonema cantonensis, inhabits in pulmonary 
arteries of mice. The third-stage larvae may parasitize in humans and cause eosinophilic meningoencephalitis or 
meningitis. The first human infection was reported in Taiwan of China by Nomura in 1944, so far more than 
3000 patients have been diagnosed worldwide, which are infected by the intermediate host named Pomacea 
canaliculata rising from non-thorough cooking and and being eaten by huma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summarized the eco-systems and, habits of the Pomacea canaliculata,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these 
species are also presented. 
Key words: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diseases; Pomacea canaliculat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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