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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控制茭白田福寿螺种群的方法，本文在调查不同茭白品种上福寿螺卵块分布差异基础上，开展不同

规格（３、６、９ｃｍ宽）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试验。结果显示，不同茭白品种上福寿螺卵块分布数量差异大，单季茭白

品种以‘杭州一点红’上卵块最多（１１．６个／丛），远高于其他９个品种，最少的是‘八月茭’‘金茭１号’（分别为１．７、

２．３个／丛）。双季茭白品种间的差异不显著，每个茭白品种上的卵块数在５．１～７．４个之间。不同规格竹片对福寿

螺的产卵诱集效果差异大，引诱效果最好的为９ｃｍ规格的竹片效果最差的是３ｃｍ规格竹片。竹片凸面诱集到的

卵块较多，凹面诱集到的卵块很少，竹片凸面朝田埂方向插入诱集产卵效果更好。福寿螺的产卵高度呈正态分布，

主要集中在２０～４０ｃｍ之间，未发现有靠近水面或在水下的卵块，卵块大小与数量呈线性正相关。研究结果为利用

竹片诱集茭白田福寿螺产卵提供了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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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寿螺也被称为金苹果螺、大瓶螺，是两栖淡水

软体动物。福寿螺由于食性广、繁殖力强、适应性

强、天敌少，在田间泛滥成灾，对水稻、茭白、莲藕等

水生作物造成严重危害，被国家环境保护部列为“危

害极大的外来物种之一”。迄今为止，入侵浙江省的

福寿螺主要有小管福寿螺犘狅犿犪犮犲犪犮犪狀犪犾犻犮狌犾犪狋犪、斑点

福寿螺犘．犿犪犮狌犾犪狋犪和新发现入侵种犘狅犿犪犮犲犪ｓｐ．等３

种［１］，本文未对试验区的福寿螺种类进行鉴定。

目前，福寿螺的防治方法有农业防治、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２４］，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农

田套养甲鱼（鸭）、搁田、减少田水串灌漫灌、使用茶

籽饼、杀螺剂等［５７］。除上述防治措施外，国外有研

究表明，菠萝蜜皮和受损的柚子以及木瓜作为诱饵

可吸引更多的福寿螺［８］，在生物防治方面，张国月等

在对武汉园博园进行鸟类调查时，发现了福寿螺的

一种新天敌黑水鸡犌犪犾犾犻狀狌犾犪犮犺犾狅狉狅狆狌狊
［９］。有报道

在睡莲水域和水稻田中插一些竹竿对福寿螺产卵有

引诱效果。如，楼晓明等［１０］的研究表明，在睡莲池

露出水面的各种附着物中，福寿螺产卵最喜欢的是

竹竿、竹片（宽为３～４ｃｍ），其次是独角莲（野芋）和

树木枯枝。进一步发现在离岸１０～６０ｃｍ水域内，

竹片诱集到总卵量的９０％以上，说明在睡莲水域岸

边插竹竿（片）能有效吸引福寿螺产卵。储少媛

等［１１］报道稻田插竹竿（宽为１～３ｃｍ）能诱集福寿螺

产卵，且距离田埂１ｍ的竹竿诱集效率最高，距离越

远诱集效率越低，田间合理插竹竿可有效减少福寿

螺卵块。但未见国外有关竹竿（片）诱集福寿螺产卵

的试验报道。

近年来，作者在茭白田边发现，较宽木条或竹片

上有大量福寿螺卵块，而其他物体上卵块较少，为此

我们在调查不同茭白品种福寿螺卵块分布差异的基

础上，进一步开展不同规格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试

验，探索利用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达到减少福寿螺

种群繁殖基数的可行性，为控制福寿螺扩散提供一

种环保型防治技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竹片：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毛竹交易市场，竹

片长度１２０ｃｍ，宽度为３、６、９ｃｍ３种规格，每种规

格６０个，竹片表面均不做任何处理。

供试茭白品种：单季茭白有‘金茭１号’‘八月

茭’‘丽茭１号’‘浙农７号’‘鄂茭１号’‘余茭１号Ｂ’

‘新昌回山茭’‘大洋茭’‘余茭３号’‘杭州一点红’等

１０个品种，采收期在９月－１０月。双季茭白有‘夏

至茭’‘余茭２号’‘余茭４号’‘浙茭２号’‘浙茭３

号’‘浙茭６号’‘浙茭７号’‘河早２号’‘龙茭２号’

‘浙农４号’等１０个品种，夏茭采收期在５月下旬至

６月，秋茭采收期在１０月－１２月。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不同茭白品种上福寿螺卵块分布调查

试验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海宁杨渡科研创新示

范基地进行，每个品种的种植面积为１６０～１７０ｍ２，

种植１０行，每行种植２５～３０丛，不设重复。在６月

中下旬分别调查越冬代福寿螺在单双季茭白每个品

种上的卵块数量，并测量卵块离水面高度。每个品

种调查１５～２０丛所有植株上的卵块数，每丛单季茭

白有１２～１５株，每丛双季茭白有２０～２５株。

１．２．２　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试验

试验在杭州市临平区泰山村姚氏家庭农场茭白

基地（１２０．９２°Ｅ；２９．８０°Ｎ）中进行。不同规格竹片

沿茭白田田埂垂直插入两丛茭白之间，且距离田埂

４０ｃｍ，竹片顶部高出水面９０ｃｍ（图１）。每４～５ｄ

调查不同规格竹片凸面（外光滑面）和凹面（内粗糙

面）上的卵块数量、卵块离水面高度。每次统计后将

竹片上的卵块清除干净，并插回原处，其中取一定数

量完整卵块带回实验室，测量每个卵块的长、宽、高，

统计每个卵块的卵粒数。

图１　不同规格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试验的田间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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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Ｅｘｃｅｌ２０２１、ＤＰＳ数据处理系

统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单样本ＫＳ检验、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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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以及卡方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茭白品种福寿螺卵块数量

图２显示，单季茭白不同茭白品种上福寿螺卵

块分布数量差异大，卵块数量以‘杭州一点红’上最

多，每丛茭白卵块数达１１．９个，远高于其他９个品

种；‘本地八月茭’‘金茭１号’上的卵块数最少，仅为

１．７个和２．３个；‘丽茭１号’‘鄂茭１号’为４．１～

４．４４个，‘浙农７号’‘余茭３号’为６．３～６．６个，‘余

茭１号’‘新昌回山茭’‘大洋茭’为７．１～７．５个。通

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单季茭白各品种之间福寿

螺卵块数量有显著差异（犉＝４．４２２，犱犳＝９，犘＝

０．０００＜０．０５）；而双季茭白（图３）各品种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犉＝０．６５０，犱犳＝９，犘＝０．７５３＞０．０５），

每丛茭白上的卵块数在５．１～７．４个之间。

图２　单季茭白上卵块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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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双季茭白上卵块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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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茭白田福寿螺产卵高度分布结果

对茭白田福寿螺产卵高度分布结果统计（图４）

和对数据进行单样本ＫＳ检验结果可知，其渐进显

著性（双尾）结果为犘＝０．７０１＞０．０５，表明福寿螺产

卵高度（离水面距离）呈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２０～

４０ｃｍ之间，未发现有靠近水面或在水下的卵块。

图４　茭白田福寿螺产卵高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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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规格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效果

图５显示，不同规格竹片的诱螺产卵效果差异显

著。用３、６ｃｍ宽的竹片诱集卵块数为０．２～０．３个，

用９ｃｍ宽的竹片诱集的卵块数为０．６个。单因素方

差分析可知，竹片规格会显著影响福寿螺在竹片上的

产卵量（犉＝１６．１８５，犱犳＝２，犘＝０．０００＜０．０５），福寿

螺卵块在９ｃｍ宽竹片上最多，在３ｃｍ宽竹片上最

少，诱集效果最好的为９ｃｍ规格的竹片。

图５　不同规格的竹片收集到的福寿螺卵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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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竹片凹凸面朝向诱集福寿螺产卵效果

图６为竹片朝向示意图，对调查数据进行卡方

检验可知，竹片的凸面和凹面朝向不同，诱集到的福

寿螺卵块数量差异显著（χ
２＝５９．６５２，犱犳＝１，犘＜

０．００１）。当竹片凸面朝向田埂时，凹凸面诱集到的卵

块数量差异显著（χ
２＝３０１．７５２，犱犳＝１，犘＜０．００１），

且凸面诱集到的卵块数占总卵块数的９２．４％，凹面诱

集到的卵块数仅为７．６％；当竹片凸面朝向茭白田里

时，凹凸面诱集到的卵块数量差异显著（χ
２＝

２００．６４３，犱犳＝１，犘＜０．００１），凸面诱集的卵块数占总

卵块数的９７．３％，凹面诱集到的卵块数仅占总卵块数

的２．７％。这说明，无论竹片凸面朝向田埂还是朝向

茭白田里，凸面诱集到的福寿螺卵块最多，凹面诱集

到的卵块很少，福寿螺喜欢在凸面产卵，尤其是凸面

朝田埂时，诱集到卵块数量更多（图７）。

图６　竹片凸、凹面朝田埂时诱集福寿螺产卵结果

犉犻犵．６　犗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犪狆狆犾犲狊狀犪犻犾狑犺犲狀狋犺犲犫犪犿犫狅狅

犮犺犻狆狊犪狉犲犮狅狀狏犲狓犪狀犱犮狅狀犮犪狏犲狋狅狑犪狉犱狋犺犲狉犻犱犵犲

·４９２·



５０卷第２期 周平等：不同茭白品种福寿螺卵块分布及竹片诱螺产卵效果

图７　不同朝向竹片凹凸面诱集福寿螺卵块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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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福寿螺卵块大小与卵粒数量的关系

对卵粒数与卵块大小进行方程拟合，结果表明，

福寿螺卵粒数量与卵块大小呈线性正相关，线性方

程为狔＝２３．１２３８狓＋１０８．８８０１，相关系数犚 为

０．７７７１（图８）。

图８　福寿螺卵块大小与卵粒数方程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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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目前仅国内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竹竿诱集福寿螺

产卵试验，如楼晓明等［１０］报道了杭州西湖水域睡莲

池边插竹片诱集福寿螺产卵的试验，发现试验期间

插竹片（３～４ｃｍ宽）能诱集池塘中福寿螺产卵，卵

产在距离水面５～８０ｃｍ位置，尤其是偏好于３０～

５０ｃｍ。储少媛等
［１１］报道了不同插竿方式诱集稻田

福寿螺产卵的效应，明确稻田插竹竿能诱集福寿螺

产卵，圆形竹条（１ｃｍ宽）与扁竹竿（３ｃｍ宽）诱集的

卵块数无显著差异；也有研究表明，福寿螺的产卵高

度与距离水面高度有一定关系［１１１５］。本文结果表

明，茭白田边插不同规格毛竹片（３、６、９ｃｍ宽）引诱

福寿螺产卵效果差异较大，９ｃｍ宽竹片诱集效果最

好，而且卵集中产在离水面２０～４０ｃｍ的高度，呈正

态分布，卵粒数与卵块大小呈线性关系。我们的研

究结果与稻田、睡莲池的情况基本一致。这说明，无

论在稻田、茭白田和睡莲池，均能利用竹竿（片）诱集

福寿螺产卵，竹片越宽诱集效果越好。

基于上述结果，在防治茭白田福寿螺时，可以在

茭白田边插入９ｃｍ宽竹片，能显著减少茭白田福寿

螺卵块数量，从而降低福寿螺种群繁殖数量，达到控

制福寿螺为害的目的，这是一种操作简单、成本低、

效果显著的诱杀技术，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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