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寿螺多点“开花”，入侵长沙公园水域
园方：繁殖速度惊人，清剿伤脑筋 释疑：其含大量寄生虫，对生态系统和人有一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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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作为食材引进
的福寿螺入侵城市公园
水体，会不会对人体造成
危害呢？

研究发现，一只福寿
螺可藏寄生虫高达6000
条以上，曾多次引起感染
案例， 最终退出餐饮市
场。食品专家表示，食用
了没有充分加热的福寿
螺，可直接引起广州管圆
线虫等寄生虫在人体内
感染。主要症状表现为发
热、颈部僵硬、头痛等，严
重的可致痴呆甚至死亡。
不过，皮肤接触福寿螺不
会引起感染，正常煮熟的

福寿螺也不会致感染。所
以，只要不吃生的或未熟
的螺肉，并不会有危险。

田螺肉是长沙人喜
欢的一道菜，如何避免误
食福寿螺， 教你4招轻松
辨识：福寿螺的外壳颜色
比较浅，呈黄色，普通田
螺大多为青褐色；田螺的
尾长较尖，福寿螺尾平而
短；福寿螺的肉颜色比较
浅，呈黄白色，而普通田
螺的肉多为青褐色；福寿
螺的卵呈粉红色，如果吃
田螺时发现粉红色的东
西，很有可能是福寿螺。

远远看去，你可能会以为它们是生长在河岸边的美丽粉
色小花。其实，它们是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福寿螺产下的卵。

“远看以为是花，走近一看全身脓包，看着就让人恶心。”
近日，长沙不少市民向三湘都市报反映，在桃子湖、月湖公园
等水域都发现了福寿螺及其卵块。记者走访发现，福寿螺不
仅影响观感，也让公园方伤透脑筋。

此前常有食用福寿螺感染寄生虫的事情发生，因此不少
市民担心不慎接触存在危险。对此，专家表示，皮肤接触不会
引起感染，不过要注意不吃生或未熟的螺肉。

■记者 李成辉 见习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冯可

日前，长沙网友“6X爱两胖
子” 发微博称：“月湖公园里的是
不是福寿螺的卵啊， 怎么没有清
理？这都成灾了。”该网友同时发
了几张自己拍摄的照片， 照片显
示，在芦苇以及桥墩上，粉红色的
卵几个连成一块， 有的虫卵已经
脱落。

9月11日下午， 记者由月湖
公园北门入园，还没走多远，便看
到湖里芦苇及荷叶杆上红色螺卵
密集存在。特别是在湖心拱桥处，
几乎所有的桥墩和隔水墙都已沦
陷，浅红、粉红、玫红的斑点成片
出现。在水面上，也漂浮着不少脱
落的残卵。 甚至在公园一些地方

的木制扶手、石凳上，也留下了道
道红色身影。

市民刘女士反映， 不仅月湖
公园， 在河西的桃子湖也有福寿
螺的踪迹。她介绍，自己前不久到
桃子湖边散步， 却意外发现很多
这种粉红色的卵，“看着很瘆人”。

记者来到河西桃子湖边看
到， 许多正在生长的福寿螺集聚
在湖周边的低洼处， 个头大小不
一，有的福寿螺甚至爬到了岸边。
在湖里生长的荷叶杆和水边的树
干上， 也不时可见一团团粉红色
的物体，远看像红花一般，很是显
眼，凑近仔细看，密密麻麻的螺卵
球看上去像极了粉红色的桑葚。

记者了解到， 福寿螺从上世纪作
为高蛋白食物引入广东后， 被广为养
殖。由于过度养殖，加之口味不佳，很
快便被养殖户丢弃，或释放到野外。被
弃养的福寿螺进入自然界后， 由于缺
乏天敌， 气候适宜， 加上繁殖能力惊
人，泛滥成灾，祸害湖南、广东、福建、
浙江等地。

“福寿螺已经严重危害水稻种植
等农业生产，是近年来农业最大的敌害
生物。” 长沙市农委科教处长夏礼明介
绍，浏阳市达浒镇、沿溪镇、古港镇，长沙
县、望城区、宁乡市等地均出现过福寿
螺的身影。尤其是2009年夏天，福寿螺
在浏阳泛滥成灾，成千上万的福寿螺通
过浏阳河、南川河、捞刀河三大水系迅
速蔓延至浏阳全境， 螺灾面积超过10
万亩，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长沙市土肥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福寿螺会危害大部分的水生作物，
如水稻、莲藕、水仙花等。在没有天敌
的环境中，如果任由它们过度繁殖，也
存在破坏水域生态系统的危险。

“稻田里的水浅，福寿螺相对容易
处理。”该工作人员介绍，水田与稻田
里的福寿螺防治方法主要有人工捕
杀、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最主要的
还是农民自身要重视， 比如在稻田里
看到顺手就捡出来， 碰到虫卵马上进
行处理， 这样就不会大面积爆发，“除
此之外， 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防治
方法。”

“湖里的福寿螺夏天比较多
点，总体上看，今年的数量比往年
少了很多。”负责桃子湖管理工作
的岳麓区风景名胜管理局天马山
景区管理科工作人员吴女士说，
在桃子湖， 几乎每年都会发现福
寿螺及其卵块。而为了灭“螺”，大
家可没少花心思， 除努力对桃子
湖进行水环境综合治理外， 还会
人工捕捉福寿螺及螺卵， 然后统
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她介绍， 捕捉人员会乘坐皮
筏艇进行螺卵捕捉， 还会在湖里
插放木板和竹片， 引导福寿螺将
幼卵产到人工放置的木板和竹片
上。放置三到五天后，工作人员会

将其拿出一次性销毁。 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进行巡湖，发现问题立即
上报，景区会根据问题制定相关的
解决方案。她告诉记者，为了湖区
的动植物和水质着想，暂不会采用
药物处理，“如果大家有什么‘灭
螺’好办法，也欢迎给我们支招。”

月湖公园管理方也为灭“螺”
头疼。“福寿螺大概是近三年才发
现的，几乎是晚上活动，我们只能
清早安排工作人员除卵。” 公园管
理处张女士介绍， 相对去年而言，
今年的情况还算好，但福寿螺的繁
殖速度确实太快。对于如何去除福
寿螺，她坦言，暂时只能通过人工
刮取和打捞，有时会撒上漂白粉。

【现象】 长沙多个公园出现粉红色“桑葚”

【调查】公园为清除剿灭福寿螺伤透脑筋

【部门】
福寿螺过度繁殖
会破坏水域生态系统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
的迅速推进，外来入侵物
种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湖南位于热带与温带接
合部， 生态环境多样，交
通条件便利，很容易受到
外来物种侵袭。利用法律
手段抵御外来物种入侵，
迫在眉睫。

早在2011年，我省颁
布实施《湖南省外来物种
管理条例》， 对外来物种
引入、监测、防治和监督
管理以及法律责任方面
作了明确规定。

按照规定， 我省对外
来物种实行分类管理制
度，按照不同危害程度，将

其划分为三类， 一类是会
造成危害的外来物种，二
类是暂时不能确定是否会
造成危害的外来物种，三
类是不会造成危害的外来
物种。而福寿螺属于一类。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一
类外来物种。生产经营二
类外来物种的， 应当符合
引入许可的种类、数量、地
点和期限等，并建立档案。
对违法引入或生产经营
一、二类外来物种的，或向
野外扩散、放生，丢弃一、
二类外来物种等，可由相
关部门进行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责。

接触、食用福寿螺对人体有害吗

延伸

释疑

随意丢弃一、二类外来物种可能挨罚

▲桃子湖边，大量福寿螺出现。

▲福寿螺卵在荷叶杆上聚集成块。
见习记者 石芳宇 摄

2018.9.13��星期四 编辑 匡萍 图编 杨诚 美编 张元清 校对 汤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