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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我国海南省东风螺的养殖历史、养殖产业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推进海南东风螺产业发展的一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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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螺( Babylonia spp． ) 俗称旺螺、花螺、凤螺，分布于热

带、亚热带，是肉食性浅海底栖经济贝类，目前已报道的全世

界东风螺属的种类有 13 种［1］。东风螺因其肉质鲜美、酥脆

爽口而成为仅次于鲍的名贵海洋经济腹足类动物，是国内外

市场近年十分畅销的优质海产贝类。由于野生东风螺被大

量捕捞造成近十年数量大幅度减少，捕捞量远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因此东风螺现已被开发成海水养殖新种类。目前，国

内养殖的品种主要有方斑东风螺、泥东风螺。我国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对东风螺的养殖研究，20 世纪初东风螺人工

育苗和养殖取得突破，实现规模化养殖［2 －4］。近年来，东风

螺养殖技术发展迅速，养殖产量不断提高。近年来，东风螺

产业受养殖病害的影响，养殖规模增长虽有些放缓。但是，

受市场强劲需求的影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1 海南省东风螺养殖产业的发展现状

2014 年，海南省东风螺养殖产量 4 080 t，占全国总产量

的 70%以上，产值 3 亿多元，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东风螺已成为海南贝类养殖的主导品种［5］。
从养殖品种来看，方斑东风螺是海南养殖主导品种，泥东风

螺养殖产量较少。方斑东风螺具有个体大、生长快、养殖周

期短、适应性广、抗病能力强、耐低氧便于活体运输、市场需

求大、养殖效益好等特点，深受养殖业者的欢迎。泥东风螺

由于生长相对较慢，市场较小，养殖规模受限。海南东风螺

的养殖得益于其拥有独特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包括适宜的水

温和良好的水质。海南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约 24． 5 ℃，近

岸海域表层水温年均值约 25． 5 ℃，为东风螺的繁殖和生长

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广东北部和福建东风螺养殖越冬

受水温的限制，生长缓慢，容易发生壳肉分离病。随着东风

螺养殖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东风螺器材产业、东风螺配合饲

料产业、运输业等快速发展，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东风螺产业

链。东风螺养殖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极大地促进了海南沿

海渔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对渔民

致富和社会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海南东风螺养殖产业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东风螺养殖产业在海南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海

南贝类养殖主导品种，但相配套的养殖规划、管理、技术支撑

和市场开拓等却没有跟上，导致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较多

问题。
2． 1 养殖规划滞后 近年来，东风螺市场需求较大，价格较

好，群众养殖热情高涨，带动能力很强。有些地区东风螺养

殖场过度集中，养殖布局混乱，养殖场之间间隔很小，区域养

殖密度过大，养殖污水排放比较集中，容易导致养殖病害

蔓延。
2． 2 养殖空间日趋紧张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深

入，临海土地越来越多用于发展港口、旅游、房地产等强势产

业，水产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养殖空间日益受到挤占，东风

螺适养空间越来越小，而东风螺自身的生物特点又使新的养

殖空间拓展比较困难。
2． 3 养殖病害日趋频发 随着东风螺养殖业的发展，养殖

户日趋追求高产量，养殖密度不断增大，养殖技术和条件跟

不上，引发养殖病害不断增多。2011 年许多养殖场暴发壳肉

分离病，死亡率为 30% ～ 50%，全省东风螺直接经济损失近

4 000 万元。目前已报道的东风螺病害的主要病原有有害寄

生动物、细菌及其他病原 3 类。病害严重威胁了东风螺养殖

业的发展。关于东风螺病害的防治，大多仍采用换水、广谱

性的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等措施［5 －8］，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是，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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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4 养殖过程缺乏专用配合饲料 目前，海南养殖东风螺

的饵料主要为鲜杂鱼，投喂鲜杂鱼容易污染水质，对环境造

成影响。此外，鲜杂鱼在夏季休渔期和冬季比较紧缺，价格

较高，导致养殖成本大幅上升，压缩东风螺养殖利润空间。
一些饲料厂家适时推出东风螺配合饲料给部分养殖户试用，

但存在适口性较差、生长速度较慢、成本较高等问题，未被广

大养殖户接受。
2． 5 种业体系尚未建立 东风螺养殖已形成规模产业，但

亲本主要来源于自然海区捕捞、泰国引进或养殖户自培的子

二代，目前尚没有经过选育的亲本。东风螺遗传育种体系尚

未建立起来，还没有优良新品种推出。东风螺苗种生产厂家

较多，生产的苗种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东风螺养殖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
2． 6 市场开拓力度不够 目前，海南东风螺商品螺主要通

过广州黄沙水产批发市场转售到国内沿海城市和港澳地区，

内陆市场几乎没有，产品收购控制在少数几个商贩手里，销

售渠道比较窄。加上现在东风螺还没有开展加工，主要销售

鲜活产品，商品螺价格容易受到冲击，不利于产业发展。
3 推进海南东风螺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3． 1 加强养殖规划 东风螺养殖主要模式为工厂化流水养

殖，是一种设施化、集约化的养殖模式，有利于水产养殖产业

的升级。在养殖功能区内，政府部门应鼓励其产业发展。目

前，东风螺各主养区内养殖场比较集中，养殖密度普遍较大，

建议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东风螺养殖

区进行科学规划，优化养殖布局，减少养殖病害的交叉感染，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3． 2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目前，东风螺养殖产业结构相

对简单，养殖企业基本上分为育苗场、养殖场( 户) 和育苗场

兼养殖场 3 种类型，养殖产业链短，生产风险较大。东风螺

育苗和养殖可以明确地划分为几个阶段，有必要按这几个阶

段对产业进行细化分工，形成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有序的产业

结构新格局。东风螺育苗和养殖就是将原有的 2 段式( 育

苗、养殖) 改为 5 段式，即形成亲螺培育、卵囊生产、落地苗

( 螺稚) 培育、规格苗培育、商品螺养殖等 5 类专业化企业。
产业的细化分工与专业化有以下优点: 有力促进育苗和养殖

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相对延长产业链，降低生产风

险，壮大产业规模; 各环节生产周期缩短，提高资金周转率。
3． 3 改进养殖技术 由于东风螺产业发展较快，导致技术

进步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必须改进养殖模式。目前海南

东风螺养殖模式以工厂化流水养殖为主，养殖业者片面追求

高产量，产量达 15 ～20 kg /hm3，管理跟不上，导致病害频发。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必须做到以下方面:①要发展生态养殖。
东风螺与沙蚕、文蛤等混养，降低养殖密度，构建生态养殖模

式。②要发展循环水养殖。减少养殖污水排放，尽量避免养

殖病害交叉感染。③加紧解决东风螺的饲料问题。配合饲

料研发需要攻关，同时配合饲料使用要与养殖方式改革相配

套，降低饵料成本。④发展东风螺的底播养殖。借鉴泰国的

成功经验，发展底播增殖技术，拓展养螺空间，选择合适的地

点和种类，投放大规格螺苗，清除敌害和定期补充饵料等。
⑤加强病害研究与防控。深入研究东风螺病病原生物的生

物学、致病机理及病害流行规律，寻求病害防控方法。
3． 4 完善种业工程建设 按照目前的养殖产量估算，海南

省东风螺苗年需求量约 1 亿粒，2014 年产苗量已达到 1． 1
亿粒［9］，供求基本平衡，以后主要在提高苗种质量，重新制订

东风螺育苗技术标准和东风螺苗质量标准。其次，要加强东

风螺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力度，重点培育生长快、抗病力强的

新品种。进一步加快东风螺种业工程建设，在东风螺养殖集

中区应尽快建成东风螺遗传育种中心、良种场和育苗场三级

种业体系，并将种螺培育专业化，促进东风螺养殖实现良

种化。
3． 5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加大内陆市场的开拓，在内陆大

城市水产批发市场设立批发点，拓宽销售网络。加快东风螺

产品加工研发，生产即食产品，开发功能食品。此外，东风螺

壳工艺品也有很好的开发前景，可适度开发。
4 展望

市场决定产业的发展。从近几年东风螺的市场价格波

动情况来看，随着产量的上升，价格还相对稳定，说明东风螺

市场还有一定的容量，通过拓展内陆省份的东风螺消费市

场，相信东风螺养殖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受到

养殖空间和市场容量等的限制，未来几年东风螺养殖将可能

由快速发展进入数量调整、质量提高的新阶段。在养殖模式

与技术方面，陆基工厂化养殖大体保持稳定，生态混合养殖

将兴起。东风螺配合饲料研发将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技术的

进一步提高使饵料系数降低，将逐步增大在养殖中的应用比

例［8］。受到其他海洋产业的挤压，陆地养殖规模萎缩，为拓

展东风螺养殖空间，将积极发展海域底播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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