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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蜗牛产品是一种健康安全高档的保健食品，它的养殖过程没有环境污染，在我国是一项值得推广的

新兴产业，也是调整养殖结构，落实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好项目。本文阐述了蜗牛的品种、养殖方法、饲养土的配制

与使用、常见病的防治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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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种类繁多，有 25 000多种。在全世界所有

的食用蜗牛品种中，白玉蜗牛属首屈一指的优良品

种，具有风味独特、肉质肥厚、营养丰富、食用加工

价值高等特点。其养殖投资小、见效快、效益高；易

饲养、好管理、无污染；城乡两地均适合饲养，市场

发展前景广阔。现将养殖白玉蜗牛技术要点介绍如

下。

1 养殖方法

1）农田养殖法。在气候湿润温暖的地方，利用

农田或菜园地进行养殖，这种养殖方式的优点是地

域开阔，通风效果好，温、湿度条件比较适宜，蜗牛

生长发育快、疾病少。养殖方法是选择周围具有遮

阴树木的农田地或菜园地，进行翻耕整平耙细，用

网丝围栏将四周围住，防止蜗牛逃离养殖地，在日

常管理中注意保持养殖土湿润，当天气干旱时要及

时洒水保持合理湿度，下雨量多时要及时做好排水

除湿工作。

2）舍饲养殖。这种方法就是指专门建成或利用

废旧厂房进行蜗牛养殖，养殖舍内墙壁和顶棚采用

5 cm以上塑料泡沫板进行保温处理，并在墙壁和顶

棚上贴上塑料薄膜，防止蜗牛爬行逃离。养殖方法

分为地面养殖和多层立体养殖。地面养殖是用砖砌

成便于操作的墙高为 30 cm、长宽为 2 m×3 m的

养殖单元格；多层立体养殖是用砖混结构砌（或三

角铁焊制）成多层架子，每层架子间距 30 cm左右，

高度以饲喂人员操作方便为宜，养殖箱用木材或水

泥做成 100 cm×40 cm×17 cm 大小的木箱或水

泥预制箱，要求箱体合缝严密，没有间隙，防止蜗牛

钻入；制作好的养殖箱固定在多层养殖架上，每个

养殖箱中垫上 7 cm以上的养殖土，然后将蜗牛放

入养殖箱中饲养，舍饲养殖在管理上要注意经常通

风换气，保持养殖环境温度与湿度，做好养殖箱内

及舍内环境卫生。无论采用地面养殖还是多层养

殖，为防止蜗牛爬出养殖单元格，都需要在养殖箱

上面或多层养殖架之间覆盖沙网。

3）棚式养殖法。先将农田地进行翻耕曝晒消毒，

然后在其上面建成宽 6～8 m，长 40 m左右的弓形

塑料大棚，两端分别开一个 1.8 m×2.0 m的大门，

便于通风和拉运物品，气候温暖潮湿的地区也可建

成敞篷式养殖棚，在遮阳遮雨的环境中养殖蜗牛，

棚内建设如同舍饲地面养殖法，用砖砌成多个养殖

单元格进行养殖。塑料大棚养殖需要特别注意养殖

环境温、湿度控制，经常保持棚内通风换气，空气新

鲜流畅。

2 饲养土的配制及使用

用没有污染，腐殖质量高，土质疏松的农田土

（或菜园土）与沙土按照 1∶1 的比例混合，在太阳

下进行 4 d左右曝晒消毒后，压细过筛，再加清水

使其湿度达到 40%左右；湿度大小的掌握，经验方

法是将土用手一捏成团状，放手抖动能自动散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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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养殖单元格中填入饲养土的厚度因蜗牛体格大

小而定，一般为幼龄蜗牛 3 cm以上，成年蜗牛 8

cm以上。饲养土每 1～2月更换 1次。

3 饲养管理

1）日常投喂。1月龄内的幼蜗牛，以新鲜幼嫩的

蔬菜、豆秧、瓜类等为主，配制好的精饲料少量均匀

撒在青饲料上，每天投喂 1次，以傍晚 18:00为宜。

成年蜗牛，除给足青饲料外，还要适量多加点精饲

料，投喂量掌握在蜗牛体重的 5%～7%，投喂量控制

以既能保证蜗牛正常的采食需要，又不出现剩余浪

费为宜，蜗牛精料的配制一般为米糠或小麦麸

40%，玉米面粉 30%，豆粕 14%，鱼粉 4%，石粉或贝

壳粉 10%，酵母粉、矿物质添加剂 2%。按比例混匀

粉碎后饲喂。

2）越冬管理。

①温度控制。室内温度必须控制在 20～30 ℃，

舍内温、湿度尽量维持稳定均匀。否则会对蜗牛正

常生长造成不良影响。当外界温度太低，室内温度

不足时，可采取安装自动控温设备加热，没有条件

的可以采取火墙或火炉加热，火墙加热供热面较

大，温度比较稳定，缺点是修建圈舍前要一次性盘

好火墙，一般炉膛设在圈舍外面进行加热，炉膛所

产生的热量和煤烟通过火墙在蜗牛舍内循环散热

后排出，火墙加热取暖除供热均衡外，蜗牛舍内没

有煤烟等异味，蜗牛生长环境比较安全；采用火炉

加热舍内温差较大，晚上管理不方便，也可以将 180

kg的废旧汽油桶，改装成密闭的加热炉，以锯末等

燃烧缓慢的材料作为燃料，进行稳定均衡供热，保

证蜗牛舍内合理的养殖温度。

②湿度控制。冬季舍内饲养土容易干燥，每天

应在养殖箱周围和地面上洒水 2～3次。饲养土洒

水 1次以上。洒水温度应与室温相同，洒水时尽量

减少水珠直接喷在蜗牛上，减少蜗牛温差刺激；如

果采取洒水的办法蜗牛舍内湿度仍然达不到要求，

可采取在火炉上放置水盆加热蒸发水蒸汽的方法

提高舍内湿度。

③通风控制。为保证冬季蜗牛舍内温度和湿

度，蜗牛舍内的通风量就会减少，这样容易造成因

舍内空间小，养殖密度大，形成舍内通风不良空气

污浊的现象，对蜗牛养殖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因此

要注意经常通风换气，在通风换气的同时还要适当

提高舍内湿度和温度，缓解因通风换气造成舍内温

湿度下降。

④注意观察。在日常管理中要多观察蜗牛采

食、活动等状况，如果发现蜗牛采食、活动不正常，

要及时检查蜗牛是否患病或有天敌侵害现象发生，

并及时采取治疗和控制措施。

3）其他要求。放养密度随个体体格、质量增加，养

殖密度由密逐渐变稀，成年蜗牛为 400～200只 /m2。

饲养 5～6个月后，壳高 4 cm、体重 40 g以上时即

可采收。

4 繁殖技术

白玉蜗牛为雌雄同体，异体交配。人工养殖只

要控制好温湿度，一年四季都可繁殖。蜗牛 6月龄

性成熟，交配受精后 10～15 d产卵，大部分情况将

卵产在养殖土内，或菜叶上，所产卵为乳白色绿豆

大小，呈椭圆型，多数卵聚集在一起形成团块状。白

玉蜗牛每次产卵大多在 200粒左右，1年可产 6窝

左右。人工养殖的蜗牛产卵后应及时收集在养殖盆

内或养殖箱内孵化。具体方法是把蜗牛卵均匀排放

在饲养土上，并在土上覆盖湿棉布或湿海绵，然后用

塑料薄膜封住盆口，在温度 20～30 ℃、湿度 80%～

90%的条件下，经 8～15 d可孵出幼蜗。

5 病害防治

蜗牛发病较少，主要以预防为主，经常做好养

殖舍清洁卫生，及时清理蜗牛粪便和残余饲料，定

期对养殖舍地面和饲养土进行消毒，特别是幼蜗牛

养殖阶段每 3 d对饲养土采用 5%的百毒杀或强力

消毒灵进行消毒 1次，养殖场地每半月消毒 1次。

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如下。

1）结核病。此病由于饲养土过湿甚至腐烂所致。

症状是蜗牛采食少、呆滞不动，逐渐死去。需要保持

蜗牛舍内通风换气，控制湿度不要太大，也可用雷米

封 2片化成 500 mL水喷洒，或在每千克饲料中加入

雷米封 2 mg进行治疗，连续饲喂 5 d效果较好。

2）脱壳病。此病是蜗牛缺钙所形成，症状为蜗

牛外壳脱落，体表及内脏器官外露时间过长，由于

水分蒸发和细菌感染而死亡。为预防该病可以增加

饲养土中的腐殖质；也可以在饲养土中补充钙，将

石灰石磨碎，撒在饲养土上让其摄食。

3）烂足病。此病由于饲养设施表面粗糙，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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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物，蜗牛腹足受伤所致。症状为蜗牛外表颜色苍

白、呆滞不动，随着时间延续逐渐死亡。治疗方法：

对病蜗牛腹足部位用 0.05%高锰酸钾洗涤消毒，1～

2次 /d，连续治疗 4 d左右即可。

摘要 利用 2块 666.67 m2的水稻田块进行台湾泥鳅的饲养试验。放养平均体长 3 cm的台湾泥鳅共计 10 000

尾，并且通过将试验田加宽、加深开挖环沟改善台湾泥鳅产量、规格、效益，通过 2年的试验结果表明，稻田生态养

殖台湾泥鳅方式可促使农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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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泥鳅，又名大鳞副鳅，属鲤形目，鳅科，副

泥鳅属。口下位，马蹄形，下唇中央有一小缺口；鼻

孔靠近眼；鳃孔小；头部无鳞，体鳞较本地泥鳅大；

侧线完全；有须 5对；眼被皮膜覆盖；尾柄处皮褶棱

发达，与尾鳍相连，尾柄长与高约相等，尾鳍圆形；

肛门近臀鳍起点；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灰褐色，腹

面白色；体侧具有许多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当夏季

水温超过 30 ℃、冬季水温低于 5 ℃时，泥鳅会呈

休眠状态。为杂食性小型鱼类，肉质鲜嫩爽滑，生长

性能和较好的营养价值能够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

的市场需求，备受养殖户喜爱[1]，因台湾泥鳅生长快，

不钻泥，容易捕捞，日常管理方便，养殖工程投入少，

所以台湾泥鳅在北方地区养殖产量逐年上升。

1 材料与方法

1）试验时间、地点和条件。试验于 2014年 6月

3日 -9月 30日和 2015年 6月 2日 -9月 30日在

盘山县胡家乡进行。

每年各选择 2 个田块，每一田块面积 666.67

m2。2015年加宽加深环沟，增加水体，改善高温期环

境条件，沿田块四周距田埂 0.6 m开挖环沟，沟宽

0.6～0.8 m，深 0.5～0.6 m；田埂加高加宽，压实夯

牢，埂高 50 cm以上，宽 50 cm以上。进排水口设置

防逃网。

试验田上方铺设防鸟网。水稻种植采用大垄双

行，环沟两侧加密弥补工程占地的栽培方式。在旋

耕前一次性施入测土配制的生态肥，以防常规种植

地表施肥造成水体氨氮含量过高，抑制泥鳅摄食和

生长。

2）鳅苗放养。选择体质健壮，规格整齐，规格为

3 cm/尾的鳅苗。每块试验田放养台湾泥鳅夏花苗

种 5 000尾。

3）饲养管理。试验饲料为泥鳅商品膨化饲料，

粗蛋白含量为 38%，粗脂肪含量 4%。每天投喂 2

次，早晚各 1次，日投饵率 3%～5%。

4）田间管理。稻田养殖台湾泥鳅，要经常巡田，

最少早晚各 1次。检查田埂是否有漏洞，防止台湾

泥鳅逃跑，防鸟网是否有缺损；雨水天气检查稻田

排水情况，防止水漫田埂，造成不必要损失；检查台

湾泥鳅活动、摄食情况，防止因缺氧浮头发生死鱼。

5）起捕。台湾泥鳅在水温低于 10 ℃不摄食，在

水温降低之前起捕。

2 结 果

利润计算，环沟按 0.8元 /m、每年挖 1次计算，

每年增加成本为 80元 /666.67 m2；泥鳅苗按 0.1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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