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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淡水螺是螺蛳粉的重要原材料。柳州作为螺蛳粉的发源地，在螺蛳粉产业大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淡

水螺养殖产量不足的难题。本文对柳州淡水螺产业链的养殖、运输、餐饮等环节进行了分析，概括了柳州淡水螺养

殖存在的主要问题：供求关系矛盾、食品安全存疑、运输问题难解、天灾敌害难除、地理位置劣势、技术水平较低，

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加大对当地淡水螺养殖的推广、加大对质量检测技术的研

发、努力创建品牌效应、加大对螺蛳粉的宣传力度，以期促进柳州螺蛳粉产业能够发展得更稳、更快、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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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螺是螺蛳粉的重要原材料。螺蛳粉产业的

不断发展壮大及其主要原料淡水螺的独特性和不

可替代性，使柳州当地市场对淡水螺的需求量日益

增加。柳州当地淡水螺养殖也随之兴起。但是目前

柳州的淡水螺养殖还在初期阶段，尚未形成规模

化。其中，淡水养殖技术、饲料投喂技术、交通运输

等方面严重滞后，亟待解决。

1 柳州淡水螺及螺蛳粉

螺蛳粉是广西柳州的特色美食。2018 年，柳州

螺蛳粉生产企业达 58 家，网店超过 1.2 万家。螺蛳

粉日均销量超过 100 万袋。螺蛳粉产业帮助 5 万多

人实现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柳州的经济发

展[1]。螺蛳粉具有当地特有的口感，是在软韧的米粉

基础上，辅以酸笋、花生、油炸腐竹、黄花菜、萝卜

干、鲜嫩青菜等，有的还会再加上猪脊骨[2]等特殊配

料，用浓而不腻的酸辣味螺肉汤调和而成[3]。随着螺

蛳粉产业的不断壮大及淡水螺原料的独特性和不

可替代性，柳州当地对淡水螺的需求量也日益

增加。

长期以来，柳州淡水螺主要依靠天然水域、人

工捕捞和外省供应，其中又以外省，尤其是两湖地

区供应为主；但外省淡水螺的来源大多也是天然水

域捕捞。这种野生淡水螺的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同

时因此而造成的滥捕乱捞现象对生态环境也造成

了很大的威胁。这就决定了柳州螺蛳粉产业的根

基-—淡水螺养殖急需发展，在柳州当地发展淡水

螺养殖产业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2 柳州淡水螺产业现状

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

暖湿润，给水稻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这为广西

米粉的生产原料提供了保障，成就了广西米粉文化

的历史渊源[4]。柳州的地理位置优越，雨水充沛，柳江流

经多个县区，全长 272 km，集雨面积达 58 398 km2，
适合淡水螺等水产品的养殖。这也使得螺蛳粉在柳

州发展传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当地人不仅喜爱螺蛳粉，

而且还有浓厚的淡水螺情怀，嗦粉、嗦螺都是生活

日常必需。大多外地消费者，也是慕螺而来。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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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直接导致柳州当地对淡水螺的需求量很大。

2.1 淡水螺养殖概况

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网络交流等形式，我

们获悉了柳州当地淡水螺养殖户的大概情况。在调

查的养殖户中，以养殖合作社、有限公司或者个体

养殖户为主要的组织养殖模式，仅有为数不多的几

个养殖户采用的是集中连片化养殖。在调查养殖面

积的 41 户中，养殖面积小于 0.066 km2 的占比超过

一半。

就养殖基地的分布而言，目前在柳州市的柳南

区、柳江区、柳北区、柳城县、三江县、鹿寨县、融水

县、融安县等都有淡水螺养殖基地。位于柳南区的

太阳村镇，被称为螺蛳粉特色小镇，太阳村镇是全

国首个以螺蛳粉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螺蛳粉预包装

生产是该镇的主导产业。其核心区有占地面积

0.086 7 km2 的柳州高新区螺蛳粉产业集聚区，已

建成标准厂房面积 0.045 km2，入驻企业 11 家，日

产预包装螺蛳粉 10 万袋。据文献报道，小镇产业计

划投资 50 亿元，预计到 2022 年主导产业及相关产

业的总产值将提升到 200 亿元，可提升至原先的

4 倍[5]。目前有 0.070 7 km2 养殖规模，主要目标是

突破年产量 1伊105 kg；养殖基地目标是亩产突破

1 000 kg。到 2021 年养殖规模预计将达到 3.33 km2。
根据柳州市螺蛳（淡水螺）养殖产业初步计划，到

2020 年，螺蛳（淡水螺）养殖产量将达 3伊107 kg 以

上；到 2025 年，全市培育螺蛳（淡水螺）养殖龙头企

业将超过 20 家；到 2030 年，螺蛳（淡水螺）养殖总

产量将达 5伊107 kg 以上，未来螺蛳粉产业需求可由

柳州自产螺蛳（淡水螺）来基本满足[6]。
1）养殖模式。目前当地采用的养殖模式主要有

稻螺混养、池塘主养、鱼螺混养、荷螺混养等，其中

稻螺混养模式占比最大。

淤 稻螺混养：第一，稻田选择与整理。稻田养

螺要求土质肥沃、水源优质、水量充足、排灌方便、

水溶氧量在 5 mg /L 以上[7]，当地稻田养殖一般选

择水源附近且远离污染源的田块。同时还要了解所

选稻田的铁、硫含量[8]，因为富含铁的土质养出来的

田螺，外壳会有锈状痕迹，且螺肉的口感也会受到

影响。而富含硫的土质会使养殖出来的螺带有难闻

的硫磺的气味[9]。为了便于管理、提高产量，养殖稻

田一般集中连片[7]，且一般不小于 667 m2 [9]。为方便

行动，田埂一般宽 50 cm，深度达 50 cm[10]。为避免

漏水，需要夯实田基。有条件的农户可采用水泥抹

面，保水性较强，且可以避免杂草丛生。考虑到投喂

饲料和晒田管理时田螺进入，在距离田基内侧处，

沿四周挖 50 cm 宽、30 cm 深的回形环沟，田面上

每隔 300 cm 留出一条宽 60 cm、深 30 cm两头与

环沟相连的纵沟[10]。每块田都建有完备的进出水设

备，其中进出水口用网过滤，可防止福寿螺、罗非鱼

等敌害生物的进入及螺的外逃。排水口一般使用弯

头 制 作 ，方 便 扭 转 弯 头 来 调 节 水

体深度[10]。
第二，水稻种植。当地日照时间较长，水稻通常

1 年 2 种。为避免第 2 次种植对螺造成影响，通常选

择再生稻，可选用抗病虫害性能强、高产的优良品

种[10]。种植密度合理规划，保持沿田基边留出 1 m
宽不种植水稻[11]。

第三，螺种选择。种螺一般选择螺壳完整、外表

干净、体格健壮的螺，大小规格约 50 只/kg[10]。在清

明前后池水温度达 15 益以上时，按 8 万耀10 万个/
667 m2 标准进行投放[9]，保证投入池中的螺种完整、

均匀。

第四，日常管理。首先，饲料投喂。饵料通常是

粉碎发酵处理后的花生麸、玉米粉、豆饼、麦麸、米

糠等。根据螺生长状况、天气、水温等原因来确定饲

料的投喂量。不同螺的投喂方式不同，以田螺为例，

根据水温情况或其他外界因素确定投喂量和投喂

频率[10]。其次，巡塘。养殖地要有专人管理，时常查

看，以便及时清除福寿螺和水源污染物等有害

物质[8]。再次，注意温度。夏季当地以 6-8 月份气温

最高，所以 5 月份种植水稻最为合适，这样可保证

水稻在高温季节长得最茂盛[11]，确保为螺提供阴凉；

冬天可在池塘中 2/3 的位置铺一层薄草保温，确保

螺可安全过冬[9]。
于池塘主养：一般在池塘建设、肥水种草之后

进行苗种投放，按 0.01 kg/m2（规格 1.1耀1.2 cm）[12]的
密度投放螺种，其中雌雄比例为 1颐3[13]。饲料投喂要

根据水温和时间及时做出调整。

盂鱼螺混养：在池塘建设、肥水种草之后进行

苗种投放，按 1耀3 kg/m2 的密度投放螺种，同时按

100耀200 尾/667 m2 的密度投放鲫鱼[14]。
榆鱼虾螺混养：按 3 万尾/667 m2 的密度投放

虾苗（规格 0.8耀1.0 cm），10 d 后按 25 kg/667 m2 的
密度投放环棱螺 (规格 180 颗/kg)，同时投放规格

管理前沿 137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20 年第 05 期

100 g 鲢鱼种 30 尾、鳙鱼种 10 尾[15]。
2）养殖产量。在全国淡水螺总产量降低的情况

下（2013耀2018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广西省的淡水

螺产量却在提高。2019 年由于广西主要养殖地区

柳州市 7 月份遭受大雨引发了洪水，对许多淡水

螺养殖地造成了影响，柳城县、柳南区、鹿寨县等

都出现了严重的影响，其中柳城县受洪水影响最

为显著。因此，2019 年广西淡水螺的产量有所

下降。

2.2 产业链其他环节概况

1）安全质量检测。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规模较

大的批发市场，大多都有自己的安全检测部门，但

均没有完善的淡水螺质量检测技术，无法检测螺肉

的各种指标含量，只能做到对水质和新鲜度的检

测，并且许多螺的产地来源是难以追溯的。因此，淡

水螺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急需加强。

2）行情。第一，实地行情。广西各区大都有规模

较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其进售货来源与价格几无

太大差别。以规模最大的海吉星水产品批发市场为

例，该市场共有 8 个售螺摊位，2 户批发，6 户零售。

每天进货量为 1 000耀1 500 kg，进货来源主要是湖

南、湖北地区，少数来自本地。其销售流通有 2 条主

要的途径，一部分直接进入到各区的农贸市场，另

一部分则直接销往本区的小型门店、夜宵摊、店铺

等。销售价格一般以螺类不同而异，该市场所售螺

一般分大、中、小 3 个规格，2 个规格每斤相差 1 元

左右。

走访所见的主要是石螺和田螺，石螺大都会剪

尾售卖，小规格的 10.0 耀12.0 元/kg，大规格的

14.0耀16.0 元/kg；进价小规格的为 5.0耀8.0 元/kg，大
规格的为 7.6耀10.0 元/kg；田螺售价为 8.0耀16.0 元/kg，
进价为 6.0耀8.0 元/kg。

第二，线上行情。我们统计了商品名为“螺蛳”、

石螺、中国圆田螺、野生田螺从 2019 年 6 月底至 12
月底在惠农网官网上的柳州产地行情，总体价格在

5.0耀9.0 元/kg 之间波动。其中柳江区和柳南区一直

有数据更新，而融水苗族自治区、城中区、鹿寨县都

是前期阶段性地出现了数据。商品名为“螺蛳”的数

据在 10 月初停止更新，石螺从 7 月中旬开始进行

数据更新，而另外 2 种数据从 6 月底到 12 月份一

直在更新。商品名为“螺蛳”的价格在柳江区主要在

5.4耀7.96 元/kg 浮动。野生田螺价格在柳江区主要

在 6.8耀9.0 元/kg 浮动，在柳南区主要在 5.4耀7.0 元/kg
浮 动 。 中 国 圆 田 螺 价 格 在 柳 江 区 主 要 在

7.0耀9.0 元/kg 浮动，在柳南区主要在 5.6耀7.6 元/kg
浮动。石螺价格在柳江区主要在 7.8耀9.0 元/kg 浮

动，在柳南区主要在 5.2耀6.0 元/kg 浮动。各区不同

种螺在 6 月底到 11 月中旬之间都处于一个较高的

价格，从总体来看价格曲线无明显变化。总体来说，

柳江区价格略高于柳南区，这可能是柳南区淡水螺

养殖业相对发达、柳江区相对繁荣等因素导致的。

3）销售情况。随着螺蛳粉速食方便装的兴起和

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共享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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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

设的网店达 8 600 余家。袋装螺蛳粉 2016 年的产

值达到了 20 亿元 [16]，2017 年升至 30 亿元，2018 年

产值突破了 40 亿元，日均销量突破 100 万袋，在国

内外开设的柳州螺蛳粉实体店超过 8 000 家。

3 柳州淡水螺产业存在的问题

3.1 供求关系矛盾

柳州市年淡水螺消耗量占全国总消耗量的

70%耀80%，且螺蛳粉制作需要的又是有一定规格的

优质螺肉，而本地的淡水螺来源主要是两湖地区为

主的外省。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柳州当地的大型水

产批发市场、周边区域螺蛳粉店、夜宵摊、个人买家

等都表示对于本地养殖的淡水螺鲜有耳闻。

3.2 食品安全存疑

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目前市场上还缺少成熟完

善的螺蛳质量检测技术。同时追溯螺蛳的源头，也

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柳州市场的螺蛳大多来自

江湖捕捞，其生长环境很难得到保障，导致其质量

安全存在隐患。2018 年螺蛳粉在全国已有近 5 000
家分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有螺蛳粉门店[17]。若

其基本原料螺蛳的质量得不到保障，螺蛳粉及其上

下游产业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

3.3 运输问题难解

螺蛳养殖地常位于山区，当地的多数养殖户需

要从山区运往市区，交通不便。另外，夏季的高温

增大了螺类的死亡率。运输成本和高死亡率带来

的亏损使很多农户缺少养殖的动力，只是任由其

生长，秋冬季节外省难以提供货源时再进行捕捞

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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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天灾敌害难除

1）天灾。对一些意外情况，尤其是异常天气缺

少预防措施。2019 年 7 月的大雨引发了洪水，给当

地一些螺蛳养殖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敌害。福寿螺是养殖螺蛳的主要敌害生物。

福寿螺野外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食量大且食

物种类繁多，对水生植物以及水域附近的旱生植物

都有较大危害，使本地水生生物物种的种类和数量

减少，甚至濒危或灭绝，其中与螺蛳养殖紧密相关

的水稻受害株率最高可达 64%[18]。被福寿螺入侵的

水域，其鱼类资源和贝类资源均会遭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同时，福寿螺还是广州管圆线虫（

）、卷棘口吸虫（

）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19]，如果人食用

生的或加热不充分的福寿螺，即可被感染，严重威

胁人类健康[18]。此外，罗非鱼等鱼类也是养殖螺蛳的

另一类危害较大的敌害生物。

3.5 地理位置劣势

广西总体是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土地小而分

散，多低洼地带，所以受洪水影响较大。当地螺蛳养

殖户中很多养殖面积在 0.066 km2 以下。这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柳州螺类养殖的发展。

3.6 技术水平较低

调查中发现，许多养殖户并没有一个系统化的

养殖模式。可能由于固有观念的存在，部分养殖户

还是按照最原始的养殖方法修建螺田、选择饲料，

使螺蛳的质量没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标准水平。

4 柳州淡水螺产业发展的对策

4.1 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

农业农村局、渔业技术推广站等淡水螺养殖相

关部门，可以定期针对各区较为棘手的问题进行集

中培训，从理论层面分析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以

及螺类养殖的长远发展前景。可以增加政府试验田

的数目，把每次的解决办法先经过实地检验，并专

人专户地对螺蛳养殖户进行养殖知识普及和技术

指导。

4.2 加大对当地淡水螺养殖的推广

调查发现当地淡水螺主要货源是外省，调查

中很多人表示当地没有什么淡水螺养殖。而实际上

本地的螺蛳养殖已经小有规模，可以满足一定量的

淡水螺需求。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先建立起与部

分当地养殖户和市场零售商、批发商的联系，再慢

慢地以点带面，逐渐形成一定的产业链。自产自销

的产业链，不仅可以降低淡水螺养殖的受损率，同

时还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4.3 加大对质量检测技术的研发

质量安全是一个食品能否长远发展的基础，目

前市场上缺少对淡水螺品质的质量检测技术。在探

索更成熟完善的方法的同时，应从养殖水质、运输

等环节着手，尽可能保证螺品质。

4.4 努力创建品牌效应

柳州当地螺蛳粉店铺随处可见，除一些知名品

牌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无名小店，质量缺少保障，

风味不佳，日销售量很低。政府应该统筹管理，比如

每个区域规定固定供货源并对其进行定期检查，使

每一家螺蛳粉店的质量都有保证，集中管理，统一

创建品牌，使每一家螺蛳粉店都能分享品牌效应[20]。
4.5 加大对螺蛳粉的宣传力度

虽然螺蛳粉已经是柳州市的一张名片，甚至远

销海外。但据调查结果显示，尚有很大一部分人并

不知其存在。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推广，

像《功夫螺蛳粉》休闲手游、动漫产品《螺蛳粉家族》

等[21]，践行硬实力先行、软实力后起，软实力助推硬

实力的良性循环，形成互动发展。地方政府应在螺

蛳粉产业上多下工夫[22]。

5 结 语

当前柳州螺蛳粉产业发展迅速，但其最重要的

原材料———淡水螺来源大多都是野生捕捞，安全质

量没有保障。作为螺蛳粉产地的柳州淡水螺需求量

大，早已经达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使得近

几年淡水螺养殖业兴起并迅速壮大。但目前仍有许

多养殖问题亟待解决，只有淡水螺养殖的基本问题

得以解决，养殖实现规模化、系统化，才能保证优质

螺类储备充足，为螺蛳粉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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