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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螺肉味鲜美，营养价值丰富。在互联网的

发展与推动下，以淡水螺为重要原料的产品———螺

蛳粉成了新一代的“网红”食品，这其中又以柳州的

螺蛳粉最具代表性。此外，淡水螺也是夏季的大排

档和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夜宵美食之一。由于市场

的大量需求，淡水螺在整条产业链中占据了举足轻

重的地位。然而由于其在食物链中的特殊地位，若是

采取直接捕捞野生淡水螺的方式，则会给环境带来

难以预估的危害。目前，当地政府严禁捕捞野生淡水

螺，鼓励发展人工养殖淡水螺。但从野生螺向人工养

殖螺的转型对于淡水螺产业而言既是良好的发展机

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笔者调查发现：季节性变

化、成本与收益的评估、螺种的来源等因素，已成为

淡水螺养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1 淡水螺

淡水螺为生活在淡水中腹足类的总称，其隶属

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笔者调查的淡水螺主要为

环棱螺、田螺、中国圆田螺等作为螺蛳粉原料的以

及大街小巷大排档使用的螺。淡水螺常栖息于湖

泊、池塘、水田和缓流的河溪中，采用滤食或刮食的

方式摄取食物。

淡水螺通常生活在底泥中，通过自身活动引起

底泥中营养物质向水体中释放，增加水体营养，实现

营养物质的有效循环利用；另外也可以通过摄食水体

中的藻类、有机碎屑、高等水生植物等进行水体净化。

环棱螺还具有抑制富营养化藻类水华、有效去除铵

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等的作用[1-2]。铜锈环棱螺还可以

作为水体中重金属铅和镉的指示生物，对于水体生态

系统风险评估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3-4]。此外，螺也可

作为其他鱼类的优质饵料[5]。

2 我国淡水螺产业现状

2.1 我国淡水螺产量情况

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4-2019年版）统计，

2013年，江苏省淡水螺产量最高。2014-2017年，江

西省淡水螺产量一直保持最高。2013-2017年，安徽

省分别以 20 177、21 177、19 821、23 872、22 19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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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淡水螺作为螺蛳粉最主要的原料，其产量直接影响着螺蛳粉产业的发展。笔者对淡水螺产业的发展进

行了调查，分析了包括养殖、餐饮、食品包装加工等相关产业的数据。结果发现，人工养殖和品牌推广方面存在较

多问题：山地和丘陵不利于大面积养殖；敌害生物危害严重；饲料营养水平低；螺苗供货不稳定；养殖户思想观念

落后；淡水螺及相关产品不利于长途运输；缺乏安全检测技术，难以追溯源头；预包装未实现自动化；品牌建设力

度不够。为此笔者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养殖技术；加强对产品预包装的支持力度；加

强淡水螺相关食品的安全检测；提高螺蛳粉品质，保障品牌知名度。以期能够促进淡水螺产业优质、高效、健康、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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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排在第三位，2018年安徽省产量以 23 490 t

位居全国第一。2016年全国淡水螺的养殖产量为111 879 t，

其中江西的产量最高，接下来依次是江苏省、安徽

省、湖南省等，广西的淡水螺产量较低。2017年的全

国淡水螺的产量为 98 894 t，与前几年比明显降低；

其中江西的淡水螺的产量最高，接下来依次是江苏

省、安徽省等。2018年全国淡水螺养殖产量为 95

691 t，其中安徽省产量最高，接下来依次是江西省、

江苏省等（表 1）。整体上来看，自 2012年开始，全国

淡水螺养殖产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以后，

全国淡水螺产量明显下降（图 1）。

2.2 我国淡水螺养殖情况

1）养殖分布。目前人工养殖淡水螺没有普及，主

要集中在广西等少数几个省份，而广西尤以柳州最

具代表性。柳州地区人工养殖的淡水螺一半以上属

于面积小于 6.67 hm2的农户养殖，规模化的养殖点

为数不多。柳州市人工养殖淡水螺推广示范基地分

布见图 2。广西淡水螺养殖基地在各个市县都有分

布。目前收集到的养殖户数据中，以融水县和柳南区

的田螺和石螺养殖面积最大，融水县约 533.33 hm2，

柳南区达 133.33 hm2以上。

2）饲料选择与投喂。野生淡水螺主要以藻类、

表 1 2013-2018年各省淡水螺养殖产量分布

管理前沿

省份
产量/t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河北 5
江苏 28 157 25 356 26 571 26 260 23 645 18 959
浙江 7 357 6 186 6 955 3 582 3 918 6 282
安徽 20 177 21 177 19 821 23 872 22 193 23 490
福建 3 611 3 284 3 669 3 217 3 121 3 182
江西 26 935 27 577 27 869 27 974 25 050 23 303
山东 1 149 906 799 749 602 275
河南 47 44 47 58 43 133
湖北 5 358 5 458 5 687 5 539 1 648 1 572
湖南 7 555 9 573 10 065 10 341 8 804 6 613
广东 3 622 4 003 3 613 3 755 3 975 4 227
广西 3 115 3 271 3 063 2 795 2 217 4 423
海南 140 99 96 105
重庆 65 63 86 75 78 80
四川 2 664 2 697 2 728 2 882 2 785 2 265
贵州 138 124 123 76 114 153
云南 447 528 585 552 636 706
陕西 2 2
新疆 45 45 45 47 65 28
合计 110 589 110 393 111 822 111 879 98 894 95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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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碎屑等为食。段晓姣等[2]对生态沟渠采集的 126

只梨形环棱螺中随机选取的 55只样本的肠道存留

物进行分析，发现藻类以 92.39%、52.42%，有机碎屑

以 6.95%、46.43%的数量百分比和除去泥沙后的重

量百分比占据主要地位。

人工养殖淡水螺的养殖户往往仅从投入成本

考虑，选择玉米粉、米糠、花生麸、麦麸、豆腐渣等成

本较低且易得的原料配制饲料，也有使用成本更低

的牛粪、鸽子粪等作为饲料，上述饲料在发酵后使

用效果会更好；目前很少有使用专用配合饲料的。

在投喂时，饲料撒布不均匀会导致淡水螺由于

采食量不同引起的生长差异，不利于集中捕捞。而

颗粒料与机械化的投喂方式相结合会大大提高养

殖效率。

3）螺种与螺苗投放。在选择投放螺种还是螺苗

时，以柳州为例，虽然螺苗投喂容易控制螺类规格

一体化，但绝大多数养殖户选择投放螺种，其中以

政府发放、自养、外地进货为主。少数投放螺苗的养

殖户，其所用螺苗几乎全部来自于当地。

4）养殖模式。淡水螺常栖息于冬暖夏凉、底土柔

软、饵料丰富的湖泊、池塘、水田和缓流的河溪中。比

如，田螺在水温 20～28 ℃左右生长最好，15 ℃以下

则停止摄食活动，8 ℃以下即进入冬眠状态，开春

温度回升时，田螺出穴活动且恢复摄食，30 ℃以上

活动减弱，40 ℃则会造成死亡[6]。目前人工养殖的

主要模式有池塘主养模式、鱼虾混养模式、稻田套

养模式和莲田套养模式等。

①池塘主养模式。对池塘进行清理、消毒、施放

基肥、放置栖息物与拦网，选用完整无损伤无寄生

虫的田螺放养，每 666.67 m2放养规格为 10 g左右

的螺 100～200 kg，也可适当配养规格为 20～50 g

的鲢鳙，采用米糠、麦麸等植物性饲料或者动物下

脚料喂养。平时注意追肥、保持溶氧量、防治敌害

等。每 666.67 m2产量可达 800～1 500 kg[7]。

②鱼虾混养模式。经过清塘、设置附着物及隐

蔽物、注水、放置养殖设施的流程之后，5月中旬，每

666.67 m2投放规格在 0.8～1.0 cm 之间的虾苗 3.0

万尾，10 d后投放 180 颗 /kg的环棱螺 25 kg，同时

投放规格为 100 g的鳙鱼种 30 尾、鲢鱼种 10 尾。

虾苗放养时投喂黄豆和花生麸浆，6月之后投放相应

的商品饲料，7-9月份饲料则以鱼粉、虾料、酵母粉等

做成粉团。试验池年均产量为 504.3 kg/666.67 m2，环

棱螺每 666.67 m2收获 233.5 kg[8]。

③稻田套养模式。选择水源丰富、水质良好、保

水性能好的稻田，加高加固田埂使得高度和宽度达

图 2 柳州市人工养殖淡水螺示范推广基地分布情况

图 1 全国淡水螺养殖产量趋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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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m，蓄水深 30 cm，进、出水口安装好栅栏以防止

螺类逃跑。投放种螺前要进行消毒、消灭敌害，用生石

灰泼洒处理。提前施放足量的有机肥，培育丰富的螺

类饵料。螺类要外壳完整、外表干净、无病虫害等，每

667 m2投放 100 kg田螺螺种。对于选育的优良品种

水稻，可以适当进行密植。在同样的水稻养殖技术下，

稻螺养殖中的干谷收获量会略微增高[9]。养殖过程中，

日常的巡塘、疾病防治很有必要。发现福寿螺、蚂蟥、

野杂鱼、其他敌害生物、虫卵等要及时消灭[10]。

④莲田套养模式。选择水质良好、清新无污染

的莲田，在 3月份左右每 666.67 m2使用 75 kg生

石灰兑水全田泼洒，可增加矿物质钙的含量，每

666.67 m2使用 300 kg有机肥进行撒施作为基肥为

田螺提供充足饵料。将 10～20 g/粒的完整无伤病

的田螺投入田中，每 666.67 m2种螺密度在 75 kg

左右。以粉碎的豆粕、米糠、鲤鱼夏花料等为主进行

投喂，若养殖过程中螺的密度过大需要增施有机肥，

同时注意溶氧、水位、pH等的调节，防治青苔[11]。

简言之，淡水螺有专养和套养 2种模式。其中

淡水螺的套养模式中，动物中与禾花鱼、大闸蟹、

鲤、泥鳅、小龙虾套养占大多数，植物中多选择荷、

藕、稻、莲等。稻螺套养是当下较经济的养殖模式，

普及率较高。在广西柳州里高镇淡水螺养殖示范基

地，近年来的稻螺养殖可达到 1 300 kg/666.67 m2

的产量，是荷螺套养的 3倍多。此外，江苏省滨海县

坎南镇还有泥鳅、甲鱼、田螺、水稻的养殖模式，此

类模式拥有可观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12]。

5）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人工养殖淡水螺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螺有净化水质的作用，可

对富营养化的水体进行生态修复。虾螺池塘混养模

式每 666.67 m2均产值可达 12 851 元，均纯利润

3 786元，投入产出比高达 1:1.42，投资收益率可达

41.77%。相较于主养鱼类的单一模式或是套养鱼类的

每 666.67 m2利润提高 130%以上，达 2 000多元[8]。

“稻＋鱼＋螺”的套养模式使得水体空间得到更充

分的利用，食物链得以延伸，降低了污染、减轻了水

质负担。复合模式要比单一的套养模式收效更高，

在一水多用的前提下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

收益，顺应了健康发展的模式，也满足了人们追求

绿色生活的本质和保护生态的初心[13]。

柳州的淡水螺养殖可以满足当地相关加工企

业日渐增长的螺蛳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打造和完善一个集螺蛳粉原

产品供应、加工、流通、销售、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

产业链，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地方产业振兴，有利于

柳州旅游城市名片的打造和特色产业建设。

6）政策支持。柳州市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关

于“发展特色优质、安全高效现代农业以及开展‘互

联网 +现代农业’行动，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项目全覆盖”的计划，都将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促进农业生产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

政府还支持螺蛳粉店面的线下比拼，线上则由

阿里巴巴支持，企业只要入驻阿里巴巴，政府将补助

一半的保证金，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3 淡水螺产业分布

2019年 7月份起的线上数据显示，安徽、重庆、

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黑龙江、河北、河南、湖北、

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四川、云南、浙江等省都有

淡水螺类的供应，以中国圆田螺、野生田螺、石螺等

类别为主。安徽、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浙江等地

供应种类和数目较多，其中广东省尤其多，包括钉

螺、山坑螺、脆螺、山螺等种类。2019年 11月份山

西、海南、辽宁等地也出现了线上的淡水螺供应，相

比而言，其他省供应较稳定（图 3）。

1）收购情况。收购时螺分大、中、小 3种规格。

螺的品质可按照《出口活贝类检验规程》（SN/T

0375-1995）的标准进行鉴别：在淡水中静置 5～10

min活田螺会进行开厣活动。死田螺在水中会浮上

来，甚至出现厣盖脱落的情况[14]。一般可通过壳厚度

和表面光滑度进行品质的鉴定，新鲜的螺具有厣平

滑，无凹陷的特征。

供应量最大的湖北省，以野生螺为主，一般有

人工捕捞和机器捕捞 2 种方式，冬天温度低，淡水

螺较少，价格上涨。夏季大规格田螺 6.4元 /kg，仔螺

6.6元 /kg左右；石螺 6元 /kg左右，自取的，价格在

3.4～5.0元 /kg。潜江市浩口镇一年中田螺最高收购

价达 13元 /kg，石螺达 5.6元 /kg；最高价一般出现

在春节前 1个月；最低价出现在 8月份。除潜江市

外，洪湖市的沙口镇、螺口镇、龙口镇、汉河等地也

有规模化的收购。大规模的收螺一般日进货量以

10 t为单位，售货量一般是 0.5 t，甚至是 5 t发往

全国各地，专车运输的可达 20 t。

2）安全检测。规模较大的批发市场中，几乎都

拥有自己的安全检测部门，但仅能涉及蔬果类、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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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淡水螺供应地（较稳定）分布

禽类，对于淡水螺的安全检测仍旧是空白。

江苏苏州南环桥市场对于淡水螺的质量检测

主要是重金属、抗生素、环境污染、孔雀石绿等的检

测，来此售货的人必须持有相关证明，方便发现问

题时追溯源头。广西柳州海吉星市场目前的技术只能

达到对可能存在金属富集的水体水样进行检测，对于

螺本身的检测，则会抽样送去广东深圳等地进行。主

要的问题就是品种、寄生虫、福寿螺的利用率低等。

3）零售批发。作为广西规模最大的海吉星市场，

共有 8个售螺摊位，2户批发，6户零售；采集到信息

的有 6个摊位；整个市场日进货量 2 000～3 000 kg，

主要来自湖南、湖北，主要销往各大农贸市场，供餐

饮行业及市民自购。价格在冬天较高，商品名为“螺

蛳”的淡水螺 18～20 元 /kg，夏天一般为 8～10 元 /kg；

一般按大、中、小 3个规格出售，每个规格差价在

1 元左右。柳州市场上的石螺多是剪尾售卖，售价

10～16 元 /kg，大规格的进价可达 7.6～10 元 /kg；

田螺进价为 6～8 元 /kg，售价为 8～16 元 /kg。

湖南很多地方都有螺，但是出货的时候不一定

经过市场，而是直接向外地运货。湖南长沙市马王

堆海鲜市场石螺不剪尾 8～9 元 /kg；田螺进价

4～6 元 /kg，售价 8 元 /kg。湖南郴州刚出塘的田螺

售价 14～18 元 /kg，当地称为“螺蛳”的螺类售价

10～12 元 /kg，福寿螺售价 14 元 /kg左右。另外，长

沙还有螺肉售卖，田螺肉售价 18～20 元 /kg，石螺

肉售价 16～18 元 /kg。

江西南昌的淡水螺多来自鄱阳湖、湖北。石螺

售价多为 10～14 元 /kg，少数可达 16 元 /kg，田螺

售价 8 元 /kg左右。

江苏省的淡水螺主要自湖北和当地自产，大部

分为野生捕捞。售价：石螺 6～10 元 /kg，田螺 7～

8 元 /kg，石螺肉可达 16～20 元 /kg。苏州南环桥批

发市场高峰期流通量可达 105 kg。

安徽省售卖螺类的店铺较少，不少店铺从 2019

年开始减少甚至取消淡水螺的售卖，原因是螺类存

在吐泥现象，容易污染环境；仅存的店家从周围村

庄收螺，售价在每公斤 2元多，对于养殖户而言，几

乎没有利润。

湖北省白沙洲市场仅有一家专卖螺类的店面，

夏季商品名为“螺蛳”的淡水螺价格为 2.4 元 /kg，

去尾后达 5.6 元 /kg左右，田螺 3 元 /kg。潜江市虾

谷有限公司以虾为主要物流，顺带发货螺。

4）线上供应行情。广西、湖南、江西、江苏、安徽、

湖北 6省中，湖北省供应数据最丰富，尤以潜江市、

仙桃市、黄冈市供应较为稳定。其中供应量可达0.5 t

甚至 5 t，价格略有差异。不同种类淡水螺、不同省份

供应时，都会因品种、规格、地理位置等的差异而售

价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因品种不同、规格不同，

价格也有较大差别。多数淡水螺供应地商品名为“螺

蛳”的最高均价可达到 8～9 元 /kg，其中在湖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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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价格持续稳定；而在湖南、广西，商品名为“螺

蛳”的供应量少。从 7月中旬至 10月底，线上田螺

供应以野生为主，其均价在广西最高可到 9～10 元 /kg；

10月底，线上有人工养殖田螺的供应。石螺的线上供

应相对充足，最高均价与最低均价之间差距明显。几

种常见的淡水螺种类中，中国圆田螺供应地区较少，

可能存在供应地对中华圆田螺和中国圆田螺种类未

完全区分开的情况（供应行情参考惠农网数据）。

5）螺蛳粉加工、销售及品牌建设情况。2014年

出现的袋装螺蛳粉，采用巴氏杀菌的方式，通过“清

洗处理—油炸—煮—炒香—卤化—包装”的流程进

行生产，保质期半年。

“思柳螺蛳粉”采用“50 kg水 +15 kg螺”的配

方后加以 10倍浓缩，再使用香辛料杀菌，双氧水防

腐，高温杀菌的办法，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并销往江

浙沪两广等地区。

从 2014年到 2017年底，螺蛳粉预包装企业从

1家迅速发展到 79 家，300多个品牌；在天猫、淘

宝、京东等平台开设网店 8 600余家。2016年螺蛳

粉预包装企业产值达 15 亿元，日销量 60 万包；

2017年产值已经达到了 30亿元。同时，螺蛳粉在全

国开设门店也达 5 000多家，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澳大利亚各个国家都有实体店；2017年仅黄氏真味

螺蛳粉消耗有近 18 万 kg螺蛳，螺蛳肉近 33 万 kg。

2017年螺蛳粉实体店产值达 50 亿。

2018年，袋装螺蛳粉日均销量突破 100万袋，

产值突破 40亿元。国内外开设的柳州螺蛳粉实体

店超过 8 000家。2018年末调查显示，螺蛳粉年销

售 2 840万件，位于淘宝发布的“民间美食地图”首

位。2014年底至 2019年底，柳州螺蛳粉实体门店在

全国有近 10 000家，预包装螺蛳粉日销量已突破

150万袋。

关于螺蛳粉的 218份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螺蛳粉最吸引顾客的口味是鲜味；80%以上的人倾

向于进店消费；选择实体店的顾客主要判断标准是

螺蛳粉的口味，选择网店的则以好评、商铺知名度

和价格为参考；90%以上的消费者可接受 15 元 /碗

的单价；对于螺蛳粉中的原料，40%以上的人表示都

喜欢；对于螺蛳粉消费占生活支出比例，近 80%的

人表示不到 5%；对于未来的发展，70%以上的人希

望质量提高，营养增加。

在柳州本地，在桂之味和味之坊等龙头品牌的

带领下，螺蛳粉产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以林螺轩

等为代表的老柳州风味和以知其味等为代表的新柳

州风味使得螺蛳粉这一独特的美味更加风靡。柳州

螺蛳粉美食节、螺蛳粉小镇文化节等具有代表性的

特色节日吸引着各个品牌前来推广，几十种不同风

味的螺蛳粉以及其他淡水螺美食组成的美食宴、创

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上最长的螺蛳粉都是美食

节最大的亮点。“互联网＋”的模式将淡水螺产业发

展与电商平台进一步融合，提升了产业影响力[15]。

炒螺、螺蛳鸭脚煲、螺蛳鸡、干捞螺蛳粉等其他

螺蛳相关食品随之流行起来，虽然不像经典螺蛳粉

可作为柳州城市发展的一张名片，但却是淡水螺产

业链多方位发展不可或缺的角色。

3 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山地和丘陵不利于大面积养殖

广西大部分地区的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土

地小而分散，多低洼地带。柳州湖泊、沟渠等可以用

来养殖螺的面积太小。而且有的农户仅把其当作净

化水体的生物，只关注与其套养的作物产量，对于

螺类本身则任其发展；也有一部分农户会把螺类作

为主要养殖重点，稻只是用于遮阴。

3.2 敌害生物危害严重

20世纪 80年代初引入我国的福寿螺，可适应

温度范围广，繁殖速度快。福寿螺体内的纤维素酶

和淀粉酶等消化酶都是中国圆田螺的 2倍左右，且

具有独特的“鳃肺”呼吸系统[16]。它们与田螺、石螺竞

争食物。水稻是福寿螺的危害作物，一旦管理不当

会造成 10%～90%的减产[16]。农户不选择经济效益

较高的稻螺套养也多是因为稻会给福寿螺提供生

长场所。此外，福寿螺是广州管圆线虫、卷棘口吸虫

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可以直接威胁人类健康[17-18]。

罗非鱼、鲤等鱼类进入养殖水体，会以螺类为

食，直接影响人工养殖淡水螺的产量。此外，尽管淡

水螺在底泥中生活，却仍旧可能会被冲向流动水

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3.3 饲料营养水平低

现用的饲料大多是用农户家里触手可得的材

料进行初步加工成的，成本低、风险小，但营养水平

却难以保证，对于水质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类似

于鸽子粪等的饲料虽然不需要耗费太多资源，但可

能会携带寄生虫，导致养殖螺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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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区存在规模化、机械化的养殖模式，能

够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螺类品种、饲料

等的选择，但不少地方因为水质等的缘故，一直处

于高成本、低收益的状态。

3.4 螺苗供货不稳定

大多数农户会选择螺种进行养殖，相比螺苗而

言，螺种大小规格不一，很难收获统一规格的螺，其

中一部分原因为无法寻找螺苗的货源。

3.5 养殖户思想观念落后

专业化的饲料在农户心目中成本相对较高，收

益不稳定，所以他们采用“触手可得”的米糠等材

料进行人工投喂，营养水平低，养殖的淡水螺品质

不高。另外，对于“稻螺套养”的绿色新养殖模式，很

多农户还未扭转思想观念，难以接受。或是只关注

套养模式中某一产品的产量，而不能达到更好的双

向，甚至多向的良好收益。

3.6 淡水螺及相关产品不利于长途运输

偏远地区的淡水螺养殖基地，从捕捞到运输，

再到售卖，其自身死亡率极高，增加成本。另外，壳

薄的螺在运输过程中容易破碎，造成资源的浪费。

将淡水螺制作成为熟食进行真空包装时，也很

容易将壳薄的淡水螺，尤其是个头大的田螺压碎，

降低熟食品质。

3.7 缺乏安全检测技术，难以追溯源头

环棱螺，尤其是铜锈环棱螺具有富集重金属的

能力[19]。重金属会随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通过膳

食影响人类健康，甚至会危害生命。而作为非选择

过滤性摄食的田螺，残留在体内的金属元素通过生

物放大作用会造成不可逆的慢性中毒现象[20]。

目前，规模的大型市场缺乏螺类的检测标准及

其配套技术。偶尔的随机抽样送去广东、深圳等其

他城市检测的方法成本过高。凌晨时期便有运输螺

的车辆进入市场，直接与摊主、店家联系，部分市场

可以掌握日常的交易量，但一旦相关产品出现问题

时，却难以追溯源头。部分规模较小的市场对于摊

位、店铺的数目也不知晓，不便于日常管理与监控。

3.8 预包装未实现自动化

预包装流程无法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对于螺类

规格的判断主要是靠人的感官，即使有专业的对螺

的体长体高等的换算，仍旧无法进行数据分析，实

现自动化。袋装时新鲜蔬菜无法脱水处理，营养成

分不足，配料配比首先考虑的是保证成本。活螺与

死螺的甄别较原始，即用水泡，浮起来的为死亡的，

而且难以判断死后多久，冰冻之后无法确认其死

活。此外，预包装过程也未实现全自动化（包装需要

人工）。

3.9 品牌建设力度不够

桂螺皇、味之坊、桂之味、黄氏真味等品牌已经

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开了连锁店，但是仍旧有很多

规模小的店铺缺少客源，如果能够提高周边小店的

口味、质量，也是对当地品牌建设的一种城市风味

的传承，这样才能提高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知名度。

除了螺蛳粉外，嗦螺、炒螺也是夜宵摊上广受

大众欢迎的美食，但却很难推广到更大的平台。虽

然已经有《螺蛳粉家族》动漫、罗罗思思的玩偶、茶

壶、笔架、国画等文创作品，但是还需要更多不同的

形式展现在大众眼前，为城市的“螺蛳精神”的传承

锦上添花。

4 发展建议

4.1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养殖技术

定期邀请科研院校专家、学者、渔业技术推广

站、水产技术推广站等相关人员对养殖户进行专业

培训。水产相关部门及其他食品安全检测部门，应

当提高定期组织讨论会交流会的频率，探讨当下每

个部门遇到的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法。不同的养

殖户之间建立联系，在对于所遇到问题有解决方法

之时，可以资源共享，减少养殖户因为技术方面的

缺陷造成的经济损失。

4.2 加强对产品预包装的支持力度

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等支持产业链的发展，

解决加工厂关于添加剂、新鲜蔬菜包装、机械化生

产等各方面的问题。

4.3 加强淡水螺相关食品的安全检测

市场的螺类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外地或者当

地野生捕捞，如果没有完善的检测技术支持，一旦

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无法追溯源头的话，很可能会

引起整个产业链的波动。政府可以引入广东等地的

检测设备，并增派相关人员对淡水螺捕捞地或者养

殖地的水质情况进行监测，并针对重金属、抗生素、

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加大打击力度。

4.4 提高螺蛳粉品质，保障品牌知名度

柳州当地螺蛳粉店铺随处可见，一些龙头企业

或者知名品牌品质保障到位，每天的客流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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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大一部分店铺经营情况较为惨淡，风味也不

太到位，很多小店铺日销售量堪忧，其安全监测等

也难有足够的保障。这样会给外地游客带来不佳的

城市印象，不利于螺蛳粉的后期推广和销售。只有

提高品质，例如由预包装厂家直接向小店铺提供包

装好的螺肉熬制的汤，或者精品螺肉，并且加强安

全监测，原料厂家随时对下游的小店铺进行安全评

估，对不合格的店铺进行通告，才能提高柳州本地

整体的螺蛳粉店铺营业水平。也可以发挥螺类熟食

的即食性，进行加工处理包装，例如冷冻食品的形

式[21]，在保证其产品质量的同时提升风味，将嗦螺的

文化传承到更大的舞台上。

5 结 语

淡水螺餐饮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其上游产

业淡水螺养殖和下游产业食品加工预包装及销售

行业的发展。淡水螺大多以野生为主，在河流、水沟

中都可以找到，其中以两湖地区供应最为充分，而

作为螺蛳粉的产地，柳州本地却出现供不应求的状

态，发展淡水螺养殖可以助力相关产业的发展。在

旱雨天气和外界生物的干扰下，淡水螺养殖面临着

技术提升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全国很多省市都供应

淡水螺，且种类比较丰富，但却没有形成完整的安

全检测的标准，难以保证后续餐饮行业的健康绿色

发展。只有进一步突破养殖技术大关，在现有基础

上提升品牌影响力，形成规模化养殖和“供应相当”

的“自产自销”和“互通有无”的模式，才能充分发挥

淡水螺本身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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