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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织纹螺体内的毒素状况，利用生物法对采自我国东南沿海的织纹螺样品毒性进行了

测定 . 实验结果和相关资料表明：织纹螺的毒性与其种类关系密切 . 光织纹螺（Nassarius rutilans）、正织纹螺（Zeuxis
scalaris）和 节 织 纹 螺（Nassarius hepaticus）为 有 毒 织 纹 螺 ；纵 肋 织 纹 螺（Nassarius variciferus）、习 见 织 纹 螺（Nassarius
dealbatus）和胆形织纹螺（Nassarius thersites）为无毒织纹螺；方格织纹螺（Nassarius clathratus）、西 格 织 纹 螺（Nassarius
siquinjorensis）、半褶织纹螺（Nassarius semiplicatus）、红带织纹螺（Nassarius succinctus）、疣织纹螺（Nassarius papillosus）、
花织纹螺（Zeuxis castus）、素面织纹螺（Nassarius sufflayus）和橡子织纹螺（Nassarius glans）毒性不明，可能为季节性有

毒织纹螺 . 多种织纹螺的毒性变化规律目前尚不清楚，人们应尽量避免食用织纹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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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oxic Nassarius in the southeast coast in China, we detected snai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se areas by bioassa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xicity of Nassarius was relative to species. Nassarius
rutilans, Zeuxis scalaris , and Nassarius hepaticus were toxic gastropods, and Nassarius variciferus, Nassarius dealbatus , and
Nassarius thersites were nontoxic gastropods, while the toxicity of Nassarius clathratus, Nassarius siquinjorensis, Nassarius
semiplicatus, Nassarius succinctus, Nassarius papillosus, Zeuxis castus, Nassarius sufflayus , and Nassarius glans probably
changed with the season. The change regularity of Nassarius’s toxicity is still unknown. Therefore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humans from the harmful effects of Nassarius is to stop eat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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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织 纹 螺 属 腹 足 纲 （Gastropoda）， 织 纹 螺 科

（Nassariidae），俗 称 麦 螺、白 螺、割 香 螺、海 丝 螺 或

甲锥螺，属软体动物肉食性螺类，成熟个体的壳高

一般在 10~20mm，大型织纹螺壳高有时可以达到

30mm 以上 . 织纹螺贝壳呈长卵圆形或尖圆锥形，

螺层约 5~8 层，各螺层上常有纵肋条，在纵肋之间

具有细的螺肋 形成布纹状 . 壳面常具有 1~3 条紫

褐色或红黄色 螺带 ，壳 口 卵 圆 形 ，内 黄 白 色 ，也 常

可见螺带，外 唇有 厚 薄 ，内 缘 有 时 具 有 齿 状 突 起 ，

肉体为白色或淡黄色，具有角质厣 . 织纹螺主要生

活在沿海浅滩的沙质或泥质海底，在我国的山东、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东南沿海地

区都有分布 . 织纹螺因味道鲜美，价格适中 ，是我

国沿海居民喜爱的一种传统海产食品 .
早在 1985 年我国的浙江省宁海县就发生过食

用织纹螺的中毒事件，5 人出现头晕、呕吐、口唇及

手指麻木，四肢乏力等中毒症状，其中 1 人死亡

（秦 品 章 和 朱 夏 娣 ，1994）. 自 20 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由食用织纹螺引起的中毒事件及死亡人数呈

上升趋势（顾振国和于仁诚，2004；黄曙光，2003；刘

少娟等，2003；吕红星等，2002；金乐君等，2002）.
2004 年 7 月，深处内陆的银川市也发生了 55 人食

用 织 纹 螺 中 毒 事 件 ，其 中 1 人 死 亡 （林 祥 田 等 ，

2005a）. 上述事件引起了国家卫生部、各级地方政

府和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一些地方采取了全面禁

捕、禁销、禁食等临时性措施来防止织纹螺食物中

毒的发生. 各级政府部门开始加大对织纹螺毒素的

检测和监管，江苏（吴德林，1999；黄浦昌，1999）、浙

江（徐立江和胡正和，2004；吕红星等，2002；水黎明

等 ，2001；蒋 贤 根 等 ，2000）、广 东（邹 仁 林 ，1997）、
海 南（陈 人 强 等 ，1995）、福 建（张 农 等 ，2007；洪 冰

山等，2003） 等省的卫生防疫部门和科研院所陆续

对各自海区的织纹螺毒素进 行 过 调 查 研 究 . 本 研

究通过实验数据与有关文献资料相结合，将我国

沿海常见的织纹螺的毒性情况按种类进行了总结 .

2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取样方法

实验用织纹螺采自福建省沿海海区以及东南沿

海各省市的水产批发市场和生鲜市场 . 2004 年 3 月

至 2006 年 11 月每月采集 1 次，所有采集到的样品

冰鲜运抵实验室后在-30℃的冰柜中冷冻. 分析时将

织纹螺样品按种类分选出来，并分别进行检测分析.

1.2 实验方法

织纹螺毒素毒力的测定采用生物法进行检 测

（日本食品卫生协会，2005）. 实验动物为昆明种小

白鼠（厦门大学抗癌中心提供）. 采集织纹螺的软组

织，包括肌肉和内脏，加入等量的 0.1%醋酸溶液捣

碎，沸水浴中抽提 5min，抽提液 5000×g 离心 20min
后，取上清液 1mL 对体重 20g 左右的小白鼠进行腹

腔注射，并测定其死亡时间，根据小白鼠死亡时间

推算织纹螺毒素的毒力 . 将致体重为 20g 的小白鼠

在 30min 内 死 亡 的 毒 素 毒 力 定 义 为 1 个 鼠 单 位

（Mouse Unit，MU）. 毒力结果以每克织纹螺软组织

能杀死上述条件的小白鼠数量来表示 （MU·g -1）.
人类安全食用限量标准为 10MU·g-1；本方法毒素

检出限为 2MU·g-1（日本食品卫生协会，2005）.
受实验条件所限，存在于东南沿海的部分织纹

螺样品未能采集到，对于此部分织纹螺样品，本研

究采用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
对于某种织纹螺而言，如果本研究中采集的样

本均检测出毒性，且文献报道显示该螺有毒，则判

定为有毒织纹螺；如果本研究中采集的样本均未

检测出毒性，且相关文献也无有毒或中毒事件的

报道，则判定为无毒织纹螺；如果本研究和文献

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毒，只在某些季节呈现毒性

或发生中毒事件，则判定为季节性有毒织纹螺 .

3 结果与分析（Results and analysis）

据《中国动物图谱》记载，我国沿海常见的织纹

螺有 1 个属 12 个种；《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
记载的织纹螺有 2 个属 30 个种；我国台湾省有关

分类资料显示，织纹螺科有 11 个属 50 个种 . 据不

完全统计，全球共有织纹螺 286 种 . 现代分类学出

现了 将所 有 的 织 纹 螺 归 为 一 个 属（Nassarius）的 趋

势 . 本研究 调查发现我国东 南 沿 海 常 见 的 织 纹 螺

种 类 不 超 过 20 种 ，其 中 最 常 见 的 是 半 褶 织 纹 螺

（Nassarius semiplicatus），从 南 到 北 均 有 分 布 ；长 江

以 北 沿 海 地 区 常 见 到 纵 肋 织 纹 螺（Nassarius
variciferus）和红带织纹螺（Nassarius succinctus），福

建 以 南 沿 海 地 区 常 见 到 节 织 纹 螺（Nassarius
hepaticus）、 西 格 织 纹 螺 （Nassarius （Zeuxis）
siquinjorensis） 和 方 格 织 纹 螺 （Nassarius clath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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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thrata））等 大 型 织 纹 螺 ；其 它 种 类 的 织 纹 螺 如

光 织 纹 螺 （Nassarius rutilans）、 习 见 织 纹 螺

（Nassarius dealbatus） 和 胆 形 织 纹 螺（Nassarius
thersites）等虽然不是罕见品种，但绝对量比前几种

要少得多；橡子织纹螺（Nassarius glans）、正织纹螺

（Zeuxis scalaris 或 Niotha livescens）、 疣 织 纹 螺

（Nassarius papillosus）、花 织 纹 螺（Zeuxis castus）和

素 面 织 纹 螺（Nassarius（Zeuxis） sufflayus）较 少 见 ，

资料主要来自于我国台湾省的文献 .

3.1 我国东南沿海织纹螺种类及带毒情况

我 国 东 南 沿 海 织 纹 螺 种 类 及 带 毒 情 况 如 表 1
所 示 . 由 表 1 可 见 ，织 纹 螺 按 是 否 带 毒 可 分 为 3
类：第一类为有毒织纹螺，第二类为无毒织纹螺，第

三类为季节性有毒织纹螺 . 第 一 类 主 要 有 光 织 纹

螺、正织纹螺和节织纹螺 . 光织纹螺和正织纹螺常

年有毒且毒素含量高；节织纹螺虽然有毒但大多数

情况毒素含量较低 . 第二 类较 常 见 的 有 纵 肋 织 纹

螺、习见织纹螺和胆形织纹螺等，它们一般生活在

潮间带至数米深的泥沙质海底，目前为止尚未检测

出毒性，也无有毒或中毒的报道 . 第三类主要有方

格织纹螺、西格织纹螺、半褶织纹螺、红带织纹螺、
疣织纹螺、花织纹螺、素面织纹螺和橡子织纹螺

等，此类织纹螺在潮间带和潮下带均有分布，虽然

大多数情况下无毒，但因季节和栖息地不同有时

会有毒，国内也有因食用这些织纹螺中毒的报道 .

3.2 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织纹螺带毒情况

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织纹螺带毒情况分述如下 .
1）光织纹螺 . 贝 壳 呈 卵 圆 形 ，壳 质 稍 薄 ，成 熟

个体高约 20~30mm . 螺旋部较细小，体螺层宽大，

壳面淡黄白色，主要生活在潮下带至数十米深的

泥沙质 海底 . 主要特征是在壳顶 部 数 层 的 壳 面 上

具有纵肋，其他螺层除体螺层基部有数条细螺旋

沟纹外，其余部分均很光滑 . 本研究采集到 的 15

份光织纹螺样品均检测出毒性，而且毒力较强，最

低的也有 54.7MU·g-1，最高的甚至达到 885.4MU·
g-1，一般人少量误食光织纹螺就会产生明显的中

毒症状 . 本研究跟踪调查结果显示，2004 年 6 月和

2005 年 7 月福建省发生的两起织纹螺中毒事件就

是由于误食光织纹螺引起的 .
2）正织纹螺 ，又 称 尖 螺、细 肋 织 纹 螺 . 贝 壳 呈

卵圆 锥形，壳高 20~30mm，螺层约 8 层，壳表 灰 褐

色，纵肋和螺旋 纹均很明显，肋间有褐色斑 . 文献

资料显示，正织纹螺样品具有较高毒力，毒力通常

在每螺 2~140MU 之 间 （Hwang et al . , 1992a）. 宁

波地区每年 6、7 月份的检测结果显示，正织纹螺

大多可检测出毒性且毒性较强 （徐景野等，2005）.
1994 年引起台湾南部食物中毒的织纹螺除苦瓜织

纹螺外，还有正织纹螺，其平均毒力为 136MU·g -1

（Hwang et al . , 1995）.
3）节织纹螺，又称粗肋织纹螺，为大型织纹螺 .

贝壳呈长卵圆形，壳质坚硬，高约 30mm，体螺层基

部有数条细螺旋沟纹 . 壳表灰橄榄色，在螺层中部

有一条灰白色色带 . 主要特征 是 壳 面 具 有 光 滑 而

发达的纵肋，纵肋粗大，生活在潮下带至百余米深

的泥沙质海底，本研究采集到的 17 份节织纹螺样

品均检测出毒性 . 毒力最高可达 110MU·g -1，但多

数样品毒力不高，每克软组织只有几个鼠单位或

几十个鼠单位，到目前为止无食用中毒报道 .
4） 纵肋织纹螺 . 贝壳呈长尖锥形，壳高 20~

30mm，宽 度 较 窄 ，常 常 只 有 10mm 左 右 ，螺 层 约 8
层，缝合线较深，各螺层的高、宽度增长均匀，壳表

淡黄色或黄白色，有 2~3 条褐色色带 . 主要特征是

壳面除有均匀的纵肋纹外，通常在每一螺层上还

生有 1~2 条粗大的纵肿脉，大纵肿脉常在螺层不

同部位出现 . 生 活在潮间带及 潮 下 带 的 泥 沙 质 海

底，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较为常见 . 本研究采集到

的纵肋织纹螺样品均未检测出毒性，文献中纵肋

织纹螺样品也未检测出毒性（林祥田等，2005a）.
5）习见织纹 螺 ，又 称 秀 丽 织 纹 螺 . 贝 壳 较 小 ，

呈长 尖锥形，高约 15~20mm，壳质较坚硬，壳面黄

色或黄褐色 ，具有褐 色 色 带 ，螺 层 表 面 粗 糙 ，上 面

生有发达 而斜行的纵肋 . 主要 特 征 是 壳 面 布 有 螺

旋纹，螺旋纹和纵肋交叉点处有明显的粒状突起 .
生活在潮间带的泥沙质海底，本研究采集到的习

见织纹螺均未检测出毒性，文献中也无有毒和中

毒事件的报道 .

表 1 织纹螺种类及带毒情况

Table 1 Toxicitie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Nassariidae
种类 栖息地 毒力 毒性判定

光织纹螺、正织纹螺 潮下带 强 有毒织纹螺

节织纹螺 潮下带 弱 有毒织纹螺

纵肋织纹螺、习见织纹螺、胆形织

纹螺
潮间带 无 无毒织纹螺

方格织纹螺、西格织纹螺、半褶织

纹螺、红带织纹螺、疣织纹螺、花织

纹螺、素面织纹螺和橡子织纹螺

潮 间 带

和 潮 下

带

不明
季节性有毒

织纹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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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胆形织纹螺 . 贝壳粗短，呈胆囊状，螺层约 7
层，壳 质坚厚，高约 20mm，螺旋部短小，体螺层膨

大，壳面刻有明显的纵肋 . 壳口较小，梨形 . 主要特

征是内唇很发达，贴在体螺层上扩张线呈淡黄色

滑唇，其上缘达次体螺层 . 生活在潮间带的泥沙质

海底，我国的东海和南海均有分布，本研究采集到

的胆形织纹螺均未检测出毒性，文献中也无有毒

和中毒事件的报道 .
7）方 格 织 纹 螺 ，又 称 苦 瓜 织 纹 螺、球 织 纹 螺 ，

为大型织纹螺 . 贝壳呈球形，壳质坚硬，高约 30~
35mm，宽约 25~30mm，螺 层约 8 层，缝合线深 . 螺

旋部较低，体螺层特别膨 大 . 壳表灰白色，杂有黄

褐色色斑 . 壳口卵圆形，内黄白色，外唇发达，边缘

有 10 个小的尖齿，内面具有 10 条强壮的肋 . 主要

特征是壳面刻有纵横交错的纵肋和螺旋纹，形成

许多发达的近似正方形的结状突起，纵肋略强，在

体螺层通常有 10 横列 . 我国的福建、台湾、广东和

广西等省区较为常见，主要栖息在潮下带至数十

米深的泥沙质海底 . 1983 年夏天于日本静冈县清

水港湾采集的方格织纹螺没有检测出毒性，但同

年 10 月在 Enshunada 地区采集的 20 个样品中 8 个

样 品 有 毒 性 ， 毒 力 在 4MU·g -1 ~35MU·g -1 之 间

（Jeon et al . , 1984）. 在 台 湾 地 区 ，1989 年 8 月 ，在

高雄采集的 20 个样品中有 12 个检测出毒性，毒力

最高达 71MU·g-1；屏东采集的 10 个样品中 6 个检

测出毒性，毒力最高达 43MU·g -1 （Hwang et al . ,
1992b）. 在随后的 1989 年 8 月至 1990 年 7 月一年

时间里，该地区的 297 个方格织纹螺样品中有 183
个检测出毒性，毒力最高的是 1990 年 5 月在屏东

县 采 集 的 样 品 ， 为 每 螺 298MU （Hwang et al . ,
1992c）. 1993 年 4 月 采 集 了 165 个 方 格 织 纹 螺 样

品，其平均毒力为每螺 9.21MU，11 月份采集的200
个 样 品 的 平 均 毒 力 为 每 螺 9.7MU （Hwang et al . ,
1994）. 1994 年，引起台湾南部 26 人中毒的方格织

纹螺的毒力高达 493MU·g -1（Hwang et al. , 1995）.
另外，方格织纹螺在 2001 年 4 月还导致台湾北部

的 4 人中毒（Hwang et al . , 2002）. 综上所述，方格

织纹螺毒性尚不明确，可能具有季节性带毒特征 .
8） 西格织纹螺 . 贝壳呈长卵圆形的大型织纹

螺，壳质较坚硬，壳高约 30~40mm，宽约 15mm . 螺

层约 8 层，缝合线较 深，螺层呈阶梯状 . 壳表黄白

色，有 2~3 条褐色色带 . 外唇弧形，边缘具 10 余个

齿尖状突起，位于下端 者较发达 . 内唇较薄，贴于

壳轴上 . 主要特征是壳面的每 个 螺 层 上 均 匀 地 分

布着比较发达的纵肋和细弱的螺旋纹，台湾地区

又称之为细雕织纹螺 . 主要生 活 在 潮 下 带 至 数 十

米深的泥沙质海底 . 本研究采 集 到 的 西 格 织 纹 螺

均未检测出毒性，部分文献中的西格织纹螺样品也

未检测出毒性（林祥田等，2005a；徐景野等，2005）.
然而 Narita 等（1984）于 1981 年夏天在日本静冈县

清水港湾检测出西格织纹螺的可食部分带有毒性，

但 毒 力 只 有 3.4MU·g -1，而 Jeon 等（1984）于 1983
年 5 月在同一地区采集到 5 个样品未能检测出毒

性 . 2003 年 5 月在 浙江六横岛采集的西格织纹螺

的毒力为 3.7MU·g-1 （胡颢琰等，2006）. 到目前为

止暂无食用西格织纹螺中毒的报道 . 综上所述，西

格织纹螺毒性尚不明确，可能具有季节性带毒特征.
9）半褶织纹螺 . 贝壳呈圆锥形，高约 20mm，宽

约 15mm . 螺层约 6 层，缝合线明显 . 体螺层较大，

向外扩张，基部收 缩 . 壳面颜色较深，主要是褐色

或深绿色，具有 2~3 条黄白色螺带 . 壳口卵圆形，

外唇内缘具齿状突起 . 主要特征是体螺层较光滑，

纵肋纹不明显，仅在壳底部有几条细微的螺旋纹，

其余螺 层上均有比较明显的纵 肋 . 它 是 我 国 沿 海

地区的习见种，在潮间带和潮下带均有分布 . 本研

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半褶织纹螺样品没有毒性，但

每年 6~9 月采集到的半褶织纹螺带毒，毒力最高

可以达到 168MU·g-1；连云港地区采集的半褶织纹

螺也在 6 月至 8 月的样品中检测到毒性（郑典元，

2006；林祥田等，2005a）. 显然半褶织纹螺具有季

节性带 毒特征 . 国内已有多起 食 用 半 褶 织 纹 螺 的

中毒报道（林国建等，2006；林祥田等，2005b；蒋幼

民等，2004；顾振国 和于仁诚 ，2004；吴 德 林 ，1999；

黄浦昌 ，1999）. 2004 年 6 月 初 福 建 仙 游 发 生 食 用

织纹螺中毒事件，本研究跟踪调查发现，造成中毒

的织纹螺品种主要以半褶织纹螺为主，参杂少许

红带织纹螺，毒力为 65.5MU·g-1，而引起 2001 年 7
月浙江温州 30 余人食物中毒的半褶织纹螺的平均

毒力高达 336MU·g-1（Sui et al . , 2002）.
10） 红 带 织 纹 螺 . 贝 壳 略 呈 纺 锤 形 ， 高 约

15mm，宽约 8mm，壳质 结实 . 螺层约 6 层，缝合线

明显 . 壳顶 2~3 层具有纵肋，其余螺层的壳面较光

滑，主要特征是壳面黄白色，体螺层有 3 条红褐色

色带，其余各螺层有 2 条 . 壳口为卵圆形，内淡黄

褐色，3 条螺带清晰可见 . 红带织纹螺在我国沿海

地 区的潮间带和 潮下带均有分 布 .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292



张农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织纹螺科的种类与毒性第 2 期

示，6 月和 4 月的红带织纹螺样品检测到带毒，毒力

分别为 10.7MU·g-1 和 6.8MU·g-1，其他季节样品未

检测出毒性，红带织纹螺具有季节性带毒特征 . 食

用红带织纹螺中毒事件在我国屡有发生（林祥田等，

2005b；邱刚，1990；刘少娟等，2003），例如 2002 年福

建莆田导致 24 人食物中毒事件的织纹螺，经鉴定为

红带织纹螺（敖志雄等，2003；金乐君等，2002）.
11）疣织纹螺 . 大型织纹螺，贝壳呈尖塔形，壳

高 40~60mm，壳质坚厚，壳表黄白色，杂有褐色斑 .
主要特征是横列发达，与纵肋形成果粒似疣状突

起 . 疣织纹螺在潮间带和潮下带均有分布 . 本研究

采集到的疣织纹螺均未检测出毒性，但台湾贝类

资 料 库 记 载 了 3 起 疣 织 纹 螺 中 毒 事 件 ：2003 年 5
月 16 日，高雄市一对夫妇食用该螺（毒力 320MU·
g-1）中毒并导致 1 人死亡；2004 年澎湖县发生 5 渔

民误食疣织纹螺中毒，其中 2 人死亡；2007 年澎湖

县再次发生 3 人疣织纹螺食物中毒事件 .
12）花织 纹 螺 . 壳 表 黄 褐 色 ，螺 层 高 ，体 修 长 ，

纵肋明 显，螺旋纹 较 淡 ，缝 合 沟 较 深 ，下 方 有 一 明

显的粒状突起，内唇有一齿但不明显，外唇缘有一

细 小 短 棘 . 1989 年 至 1990 年 台 湾 南 部 的 25 个 花

织纹螺样品未检测出毒性，但另外 29 个疑似花织

纹螺样 品中有 12 个检测出毒性，毒力在每螺 2~
13MU 之间（Hwang et al . , 1992a）.

13）素面织纹螺，又称虎斑织纹螺，贝壳呈卵圆

锥形，壳高 20~30mm，螺层约 8 层，缝合线深，壳表

灰褐色，较为平滑，常带有褐色斑纹，外唇发达，下

缘具齿状突起，内唇的滑层为白色，尽轴唇处有齿状

隆起，主要栖息在潮间带到浅海的泥沙质海底 . 一

般情况下毒性较方格织纹螺和正织纹螺弱 . 该织纹

螺是 2001 年 4 月导致台湾北部 4 人中毒的主要品

种，平均毒力达到 709MU·g-1（Hwang et al., 2002）.
14）橡子织纹螺 . 贝壳呈长卵圆形，壳质较薄，

高约 20~30mm，螺层约 9 层 . 壳顶紫红色，其余壳

面淡黄色，具褐色斑 . 主要特征是壳顶两层光滑，

其余各螺层刻有纵肋和螺旋形的沟纹，纵肋和沟纹

在上部各螺层相当粗壮，越向基部螺层则越弱，在

体螺层和次体螺层上纵肋不明显 . 据台湾贝类资料

库记载，2002 年 4 月 14 日，台湾 6 名渔民在东沙岛海

域捕获和食用橡子织纹螺后中毒，其中两人死亡 .
本研究未能采集到花织纹螺、素面织纹螺和橡

子织纹螺，这些织纹螺的毒性目前尚不明确，参考

相关文献将它们暂归为季节性有毒织纹螺 .

3.3 建议

理论上，杜绝食用第一类织纹螺，选择经毒素

检测合格的第二和第三类织纹螺是可以保证织纹

螺的食用安全 . 但上述各种织纹螺外观比较接近，

非专业人士较难准确区分织纹螺种类，广大群众

在辨别上有困难，而且目前织纹螺毒素研究尚处

于初期阶段，第三类织纹螺毒素变化规律尚不明

了，因此应尽量避免食用织纹螺，以免引起严重后

果 . 毒性较强的织纹螺，每克螺肉的毒力可以达到

上百个鼠单位，也就是说，成年人约食用 10g 这样

的螺肉就会出现一般的中毒症状，约食用 50g 至

100g 就能引 起死亡 . 织纹螺毒素的主要成分主要

是河豚类毒素（张农等，2007；刘海新等，2006），它

是一种神经性毒 素 ，易 溶 于 水 ，耐 热 ，易 被 胃 肠 道

吸收，人类口服致死量在 1~2mg 左右 . 该毒素到目

前为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主要以预防为主 . 一

旦发生中毒，只有采用普通中毒的一些急救方法，

包括催吐、洗胃、导泻、利尿等来促进毒素的排出，

防止发生呼吸肌、心肌麻痹而引起死亡 . 如果食用

织纹螺后，短时间内出现恶心腹痛，唇、牙龈、舌头

周围刺痛、麻木等中毒初期症状，应立即前往医院

说明情况接受救治 .

通讯作者简介：张农（1968—），男，博士，副研究员. 福建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候选人. 现任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加工研

究室副主任. 主要从事水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海洋毒素、海
洋活性物质、养殖鱼的肉质改善、水产饲料等方面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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