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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孵出的子代幼螺，各取 60只分盘饲养 

在铺有现场泥土的搪瓷盘 (20om × 6ocm)内 ， 

盘内保持足够水量，辅以垂盆草作饲料，瑚察成 

长后的成螺(壳高大于 5ram)数。 

3 结 果 

水淹 3 O，60、90、12．0及 15 O天后，钉螺死亡 、 

率依次为 1．25％ 9．30菇、1 9 23％ 36．05 和 

36．70弗。与对照相比，豫水淹 30天螺的死亡率 

无明显差异 (p> 0．05)外，水淹 60—150天 

组均有显著 (P< O．05)或非常显著差异(p< 

0．o1)(表 1)。 

水淹 30—9o天后存活钉螺 3—6月份平均 

产卵数为 48 71、23 47和 22 5 7只， 对照组 为 

53．OO只。对照组是水淹 6O、90天的 2，26和 2．35 

倍，差异非常显著 (P< 0．01)(表 2)o 

螺卵孵化率，水淹 5O天为 9I．00％、60天 为 

61 00％、90天为 54 00％，对照为 92．00％。对 

照与水淹 30天螺间无显著差异LP> O．os)，与 

水淹 60、9O天螺间差异非常显著 (P< 0．01) 

(表 3)。 

水淹 3O、60、90天及对照组的幼螺成活率 

分别为 78．33 、81．67％、90．00％及 8 3．33％，四 

者间无显著差异 (P> O．05)(表 3)。 

．  表 1 冬季水淹不周时间后钉螵的死亡率 (％) 

水淹天数 0 1蜘 I 50 

水俺 1．z5(1，B0) q-30(8／B6) 19．23(15／7B) 36．o5(3I，B6) 38．70(29／79、 

对罔 I．o0(1／93) 1·20(1／98) 3．o6(3／9B、 4．0 J(4／100) 6．3 2(6，95) 

值 5．091 I 2．368 31．0B； 24．7q5 

P值 0．999 < 0．05 <0．01 <0．01 < 0．01 

表 2 钉螺承淹 30—90天后平均产卵数 (卜一6月份) 

水淹天数 观察对敷 产卵数 ( ±sD)(50 P擅 

3O B 48．714土16．296(1) 

60 7 23．466土8．495 (2) < 0．01 

，0 6 22．571土 ．298 (3) (P； 12．0I 49) 

0(对 照) 10 53．000土 14-3B3 (4) 

(1)与 (4)q； 0．941 

(2)与(3)q葺 0-087 

亵 3 经水淹 30—90天钉螺所产卵的孵化牢及孵出幼螺的成活率 

螺卵(每组明寮 】00只) 幼螵(每组观察 6O只) 
水淹天数 

孵出数(只) 孵化率(％) l P值 长至成螺数(只) 成话率(％) P擅 

30 9l 9I-0O(1) l 47 78．33 

60 6I 61．000) 1 <0．01 4g 81．67 >0．05 

90 54 5 4．oo(3) f x 芑 62．136 54 q 0．00 3．264 

0(对照) 92 92．00(4) l 50 83 33 

· ‘ · 

(1)与( )x 0t0642 

(2)与(3) = I．003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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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陈祜鑫等(1951)提 出，湖沼地区洲滩钉螺 

冬季 厌水 ，若 淹在 水 中一周 以上 ，会 园水肿而 

逐渐死亡 。 而沈一平等于冬季将钉螺淹在约 

0．3 5cnl深的水缸中．一个 月后检查，见其死亡 

率并无 明显变化 。 我们将饲有钉螺的笼子 直 

接置江中水淹，现场观察为期 150天(包括一个 

冬季)。结果水淹 30天钉螺死亡率无明显变化， 

与沈氏的结果相一致 ；水淹 60—15 0天其死亡 

率增高，并随水淹时间增长而增加。我们在作 

现场观察的同时，还用酶组织化学方法和透射 

电镜，研究受淹螺软体组织 ，发现水淹 3O天螺 

体内已存在功能障碍和病理损伤；60—90天对 

螺的作用更尥显著(另文报告)。上述结果提示， 

冬季水淹对钉螺生存不利，其影响程度与受淹 

时间相关 ，受淹 3O天虽不会危及钉螺存活但已 

对螺体内构成损伤。 

洲滩钉螺产卵高峰期在 3—6月份，为观察 

经水淹后存活螺产卵量及所产卵的孵化率，本 

实验的室内繁殖力观察样本选用 3月份前经不 

同时间 (3O一9O天)水淹的活钉螺b结果与对照 

担相比，水淹 6O一9O天螺产卵量约减少 1／2以 

上 ，所产卵孵化率降低约 1／3。按公式推算出产 

卵季节后每对钉螺子代预_蜊数 ，水淹 60、90 

天分别为 l1．69和 l D，97只。对照组螺达 40 63 

只。水淹对钉螺的繁殖影响十分明显。如果水 

掩 持续到产卵高峰期 (90天以上)，钉螺势必要 

在 水下产卵，初产卵也要被淹在水中。据王培 

信(1956)研究，99．37％钉螺在陆上产卵 ；唐国 

柱等(1980)报告，土壤含水量影响钉螺产卵行 

为 ，当土壤充分含水(被水淹没)时，钉螺停止产 

卵 。可见水淹对钉螺产卵也十分不利。 张树 

抗(1980)和夏金斌(1983)分别经实验和现场观 

察证实，水淹还可抑制未成熟螺卵胚胎发育，使 

其解体 。 前人资料与本文观察结果均提示， 

水淹持续 9O天以上，对钉螺繁殖更为不利。 

众所周知，长江自然状态下的夏汛期水淹， 

对洲滩钉螺的子代繁殖极为有利，一方面可促 

进环境中成熟螺卵孵化，另一方面可为孵出的 

幼螺提供营水生生活条件。周晓农等(1 987)报 

告，夏汛期淹水滩的子代新螺数显著高于不淹 

水对照滩的 2．25倍 。虽然以往的调查资料已 

显示，自然状态下冬季被水淹没的洲滩无或少 

有钉螺孳生，但有关冬陆环境对洲滩钉螺生态 

影响的了解甚少。本文从现场观察角变对其进 

行探讨，证实冬季营陆地生活洲滩钉螺自然死 

亡率低 ．螺口数相对恒定，其繁殖力保持在一定 

水平上。改“冬陆 为“冬水”。一方面钉螺死亡率 

增高 ；另一方面受淹螺产卵量和螺卵孵化率降 

低 ，如果水淹超过 9O天持续到产 目期还将抑制 

产卵活动，影响初产卵胚发 育，最终导致钉螺数 

量的逐渐减少，趋于消灭。 因而提示 洲滩钉螺 

孳生地“冬陆与夏水”的环境均是维持钉螺繁衍 

的最基本环境条件。人为改变这种环境，如在 

地势低洼的有螺洲滩，冬季人工提水或讯期截 

流引水水淹 6O天以上，有可能大大降低钉螺螺 

口密度，对控制钉螺的生存和繁殖有着积极的 

意义。 

致谢 本项工作得到了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 

究所叶嘉馥教授、镇江市血吸虫病防治所张家 

楷主任医师的具体指导；丹徒县血吸蝙 防治 

站陆崇璋科长在工作中给予了热情 帮 助和 支 

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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