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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螺控制技术研究进展钉螺控制技术研究进展
官威 1，洪青标 2，吕山 1，许静 1，李石柱 1*

［［摘要摘要］］ 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控制钉螺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环节，本文就生态灭螺、生物灭螺、药物灭螺

及新型灭螺药研究等方面对钉螺控制技术研究进展作了综述，分析了其优点与不足，并对适宜钉螺控制技术进行了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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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ncomelania hupensis is the only intermediate host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The elimination of Oncomelania
snails is the key technique step for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the techniques of snail con⁃
trol，including the methods of ecology engineering，biology，molluscicides and the study on novel molluscicides，and reviews
their features. In addi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control the sn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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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控制钉螺是防治血

吸虫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我国在控

制钉螺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本

文从生态灭螺、生物灭螺、药物灭螺及新药开发等方面对钉螺

控制技术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1 生态灭螺生态灭螺

生态灭螺是结合钉螺生理学和生态学特点，通过农业、水

利及林业改造工程等综合治理方式以物理方法强制改变钉螺

生存、繁殖的孳生条件，从而达到控制或消灭钉螺的目的［1］。

1.1 农业工程灭螺 农业改造灭螺工程包括翻耕种植、水改

旱和作物轮作、蓄水养殖、开新填旧、土埋吹沙及沟渠硬化等。

1.1.1 翻耕种植 翻耕种植工程是在钉螺孳生区通过翻耕种

植、开沟沥水等方法，使环境干燥和藻类、蕨类、苔藓等钉螺食

物来源减少；同时通过翻耕将钉螺压埋于土内，使其缺氧窒

息，从而达到杀灭钉螺之目的［2］。饶敏等［3］对湘江洲滩翻耕种

植灭螺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单纯平整滩地翻耕种植的

洲滩活螺平均密度下降了 99.83%，降滩抬洲结合翻耕种植的

洲滩活螺平均密度下降了100%。陶恒业等［4］对长江中下游江

滩翻耕种植灭螺效果的评价结果表明，开展有螺滩地矮围垦

种不仅可取得灭螺防病效益，还可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

刘建兵等［5］对湖北省环境改造工程灭螺效果评估表明，翻耕种

植有螺面积下降率为75.62%，体现了可观的灭螺成效。

翻耕种植是一种经济而又环保的灭螺方法，可收到除害

增产的双重效益。这种方法尤其适合江湖洲滩的灭螺。实践

表明，有钉螺孳生的草滩、芦滩或荒滩，无论种植水稻、旱作物

或莲藕、菱角等，经过连续2至3年的种植，均可以消灭钉螺［2］。

1.1.2 水改旱与作物轮作 将水改旱血防项目与农田基本建

设相结合，因地制宜，改造有钉螺分布的低产水田，并在此基

础上，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达到改变钉螺孳生环境的目的［6］。

李庆［7］在垸内有螺地区实施水改旱模式，改种水稻为种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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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棉花等经济作物，发现钉螺面积、钉螺密度、活螺数明显下

降，活螺和血吸虫感染阳性螺数均降至0。卿上田等［8］在洞庭

湖区有螺区域实行水田改种油菜、棉花等旱地作物。调查显

示，安乡县水改旱2年后，未发现活螺；3年后澧县外洲活螺密

度、钉螺阳性率均明显下降。王文梁等［9］通过调整农业结构，

开展水旱轮作、间作套种的高效种植模式，活螺框出现率、活

螺平均密度、感染螺框出现率、感染螺平均密度和钉螺感染率

10年间环比下降率分别为65.71%、78.35%、90.48%、93.33% 和

69.68%，有螺面积减少了72.59%。

通过实施农业水改旱及作物轮作治理项目建设，改造了

钉螺孳生环境，压缩了垸内钉螺面积，同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

济发展。

1.1.3 蓄水养殖 蓄水养殖是以提高水位淹没钉螺，结合养

殖达到灭螺效果。长时间水淹可影响钉螺交配、产卵，抑止螺

卵胚胎发育，引起成螺性腺受损及螺体代谢障碍［2］。雷家全

等［10］在平原湖区开挖精养鱼池，发现试验组水田、坑塘和沟渠

钉螺面积及活螺框出现率、感染螺框出现率均下降明显，而对

照组村感染螺框出现率反而有所上升。卿上田等［8］在洞庭湖

区把垸内低洼有螺地带建成商品鱼基地，垸外矮埂高网蓄水

养鱼，改鱼池后2年未查获活螺。李水明等［11］评价丘陵山区环

境改造灭螺费用⁃效果调查发现，修筑水库蓄水灭螺工程钉螺

面积和钉螺密度下降率均达到 100%。蓄水养殖既改变了钉

螺孳生环境，又获得了经济效益。

1.1.4 开新填旧 沟渠开新填旧工程是将有螺沟渠废除，然

后将新开沟渠的无螺土填入旧沟渠中，使旧沟渠中的钉螺深

埋土中，从而达到灭螺的目的。黄轶昕等［12］评价该方法实施

前后螺情的变化，内陆和山丘有螺面积下降率分别为 99.81%
和 93.52%。李水明等［11］评价了丘陵环境改造灭螺费用及效

果，开新填旧工程钉螺面积和钉螺密度下降率均达到 100%，

并且开新填旧灭螺的费用显著低于修筑水库蓄水灭螺。徐明

星等［13］评价武汉市垸内综合治理消灭钉螺的效果，在实施开

新填旧工程 1年后，有螺环境数和有螺面积下降率分别为

60.00%和80.99%，2年后未发现钉螺。

1.1.5 土埋吹沙 土埋吹沙是指在钉螺孳生地盖上一层无螺

土，打紧夯实后再盖上沙子以杀灭钉螺。王金国等［14］对湖北

省7市（县）实施土埋吹沙环境改造后，钉螺面积、易感地带面

积、钉螺密度和感染性钉螺密度等4个指标与环改前相比均有

大幅下降。徐明星等［13］评价垸内综合治理消灭钉螺的效果，

在实施土埋工程1年后，有螺环境数和有螺面积下降率分别为

82.61%和 65.32%，而治理 2年后有螺环境数和有螺面积下降

率均达100%。

1.2 水利工程灭螺 水利血防工程主要是通过实施江河治

理、堤防工程、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措施，

改变钉螺生存环境，防止钉螺孳生扩散，其灭螺工程主要包括

灌渠硬化护坡、沉螺池等［15］。

1.2.1 沟渠硬化 沟渠硬化工程指用水泥沟渠代替土质沟

渠，改变钉螺孽生环境，从而控制或消灭钉螺。沟渠硬化一次

性投入较少，易于组织实施，还可与国土整治、农业节水灌溉

等项目灵活结合，是目前水利血防措施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工

程措施之一。王金国等［14］实施沟渠硬化后螺情监测的调查结

果显示，钉螺面积、易感地带面积、钉螺密度和感染性钉螺密

度等4个指标降幅均达到100%。朱朝峰等［16⁃17］沟渠硬化工程

片区钉螺监测显示，活螺密度明显降低，沟渠硬化工程防螺效

果显著。杨美霞等［18］对洞庭湖区有螺沟渠硬化消灭钉螺效果

观察显示，沟渠硬化后有3条查到钉螺，原因可能在于沟渠崩

塌、裂缝、有泥苔或长草。

钉螺复现的主要原因为上游螺区扩散、硬化沟渠破损、工

程前未药物灭螺和施工带入钉螺等，提示单纯硬化有螺沟渠

并不能彻底消灭钉螺，而科学规划沟渠硬化工程、工程前药物

灭螺和加强工程后期维护是提高灭螺效果的关键。

1.2.2 沉螺池 修建沉螺池是水利血防的重要工程措施之

一，它是沉集和拦截水流中钉螺的建筑物。朱朝峰等［16⁃17］定量

评价水利工程的血防效果，螺情跟踪监测认为沉螺池对阻止

钉螺扩散有一定效果，但配合下游灭螺、沟渠硬化和沉螺池清

淤等措施更佳。刘世奇等［19］全面评价洞庭湖区水利血防工程

的血防效果，然而发现沉螺池法改造涵闸后，尽管不断灭螺，

但垸内仍有钉螺分布。分析主要原因为沉螺池内泥沙未能及

时清淤而失去沉螺功能，另外，涵闸每次引水后未进行药物灭

螺，导致了沉螺池内的钉螺扩散。

沉螺池拦截钉螺的效果受钉螺扩散和迁移趋势、水流特

征及现场水域环境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不同地区特点

加以设计利用，必要时可增加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20⁃21］。

1.2.3 中层取水 根据钉螺在水体中呈表、底两层分布的特

点，在涵闸进水口采用罩形拦渣喇叭口进水，汲水通道密闭的

进水管道，使灌溉闸汲取中间层水，避免附着钉螺的漂浮物进

入管道［22］。朱朝峰等［23］在抽水泵站取水口修建中层取水防螺

池，有效地减少了灌溉水中的钉螺，该措施投资小，后期钉螺

防治费用也大幅度减少。王志坚等［24］观察发现经防螺改造

后，电灌站水泵出水口及其灌区连续5年未发现钉螺。

沉螺池拦网和中层取水工程措施，可起到一定的拦螺效果。

但幼螺体积较小，常规拦网无法有效拦截，且拦网有被堵塞的

可能。沉螺池中层取水工程，充分利用钉螺的生理活动特性

和水流的特性，能有效拦截钉螺，解决防螺和取水之间的矛

盾［22］。

1.3 林业抑螺工程 林业生态工程作用机理可分为直接干扰

钉螺孳生，改变生境以控制钉螺孳生，包括微地形、土壤湿度、

地表温度和光照的变化等，以及减少食物以控制钉螺密度

等［25⁃26］。彭镇华、江泽慧［27⁃29］提出了“以林为主，灭螺防病，综合

治理，开发三滩”的科学理念，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实施并取得

了巨大成效。胡兴宜等［30］在长江外滩建设了江滩地抑螺防病

林试验示范区，钉螺平均密度和钉螺面积数逐年减少。刘广

福等［31］评价了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抑螺防病林的抑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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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态经济效益，工程实施后，稻田、秧田、灌溉沟和菜园沟的

钉螺面积、活螺框出现率和活螺平均密度均大幅下降，且农户

经济收入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张春华等［32⁃33］评价高

原山区农林复合模式的综合效果，抑螺防病林实施后，林下间

作苜蓿和核桃，林中活螺框出现率和活螺密度均有所下降。

林农复合工程的实施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粮油等产

品，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地方经济

的发展；同时，林业生态工程灭螺方法避免了药物灭螺所引起

的化学污染，保护了水生动植物的生长和滩地的生物多样

性［27］。

1.4 地膜覆盖生态灭螺技术 塑料薄膜覆盖法是利用日光源

的物理灭螺方法，经薄膜覆盖后局部环境密闭吸收光热、蓄积

地热，使膜内土表和土层温度逐步升高，可起到杀灭钉螺的作

用。祝红庆等［34⁃35］对农用地膜覆盖灭螺对土内钉螺和螺卵的

影响进行了观察，发现地膜覆盖对土内钉螺有很好的杀灭作

用，并且可抑制钉螺第2代的繁殖和孳生。唐书贵等［36］对有螺

排灌沟黑色塑料地膜近期灭螺效果调查显示，地膜覆盖组钉

螺死亡率和活螺平均密度下降率均高于未覆盖组，适合多种

有螺环境灭螺。周云等［37］比较无色和黑色塑料地膜覆盖法在

丘陵山区的灭螺效果，发现无色地膜内土表温度上升速度、幅

度及持续时间均高于黑色地膜。

塑膜覆盖法操作要求做到全面覆盖有螺地带、缩小膜下

空间、保持相对封闭、维持覆膜一定时间；另需要投入较大的

人力、物力和资金实行清障除草、覆膜维护等。因此，该方法

宜在丘陵亚型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作试点后逐步推广使用，并

在水网地区依据灭螺环境条件合理选用；而其技术要求、操作

成本及使用规模的局限性与湖沼水网地区常规螺情控制工作

要求不相适应，在这类地区不宜全面推广。

22 生物灭螺生物灭螺

生物灭螺是利用自然界中部分生物种群或其他生物学方

法，造成对钉螺生存不利的环境，打破原有的种群平衡，达到

控制或消灭钉螺的目的［1］。一是利用植物对钉螺的化感作用

杀灭钉螺；二是利用动物捕食钉螺；三是培养微生物，以其代

谢产物对钉螺产生毒害作用；四是利用其他螺类的竞争性作

用可控制钉螺。

2.1 植物他感作用 植物的他感作用是指植物的快速生长造

成钉螺缺乏氧气，同时其次生代谢物质对钉螺化学感受机制

产生生理抑制甚至毒害作用［38］。杨毅等［39］用新鲜樟树的根

皮、茎皮及不同浓度梯度的叶的水浸液处理钉螺，结果表明，

樟树各部分的水浸液均有很好的灭螺效果，0.5%~1.0%以上的

樟树根皮、茎皮和叶水浸液均可达到100%的杀螺效果。蒋俊

明等［40］探索了山丘不同芳香性植物的抑螺作用及效果，发现

其挥发气味与释放物质对钉螺具有毒性，并在一般条件下对

人体健康有益。唐博儒等［41］研究结果表明，益母草不仅能杀

灭所在地的钉螺，还对钉螺具有很强的驱逐作用，可使随水流

而来的钉螺从益母草群落逃离，具有明显的化感作用。

目前利用植物他感作用灭螺的工作正在逐步探索，一些

地区在钉螺孳生地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或

人工培植新的植物群落，以恶化钉螺的生态环境，但利用植物

他感作用灭螺尚未达到实用阶段。

2.2 捕食灭螺 利用一些水生或陆生动物对钉螺捕食或破坏

钉螺孳生环境达到灭螺之目的。卿上田等［8］采取开挖精养鱼

池、矮埂高网蓄水养鱼、发展水禽等灭螺措施，取得显著的灭

螺和经济效益，观察区阳性螺率下降 93.5%以上，流行区年均

增收节支 8 060万元。徐永冬等［42］养殖鱼、鸭生物采食灭螺，

观察发现，钉螺感染率和感染钉螺密度分别下降 71.84%和

80.00%，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明显。

另有研究发现，螃蟹、蚊幼虫、黄鳝、克氏原鳌虾等水生生

物亦有捕食或咬碎钉螺的现象［43］。捕食灭螺为生物灭螺提供

了一种新途径。

2.3 微生物灭螺 指利用微生物的毒素或寄生来杀灭钉螺，

包括细菌灭螺和寄生灭螺。

细菌灭螺是通过人工培养对钉螺敏感的菌种及代谢产物

感染和毒杀钉螺。肖瑞芬等［44］从钉螺孳生的土壤中分离得到

自养黄色杆菌进行杀螺实验。结果表明，钉螺的死亡率与浸

泡时间及菌液浓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崔国艳等［45］筛选

出4株灭螺活性较强的菌株，灭螺试验结果表明，各菌株的发

酵上清液效果最好。用其浸泡钉螺 72 h，死亡率高达 90%以

上，说明灭螺的有效成分主要存在于发酵上清液中。寄生灭

螺是利用非正常寄生的吸虫或线虫寄生于钉螺体内达到杀灭

钉螺的目的。杨建明等［46］综述了寄生虫灭螺研究现状，认为

寄生虫灭螺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携带病菌进入螺体所致。

目前微生物灭螺研究多为实验室内进行，现场应用还未实行。

2.4 种类竞争 竞争灭螺是利用生物的优胜劣汰理论，在某

一区域引入一种螺使其成为优势种群，而原始螺类被淘汰甚

至消失的灭螺方法［1］。目前，国内尚无钉螺竞争螺类的文献报

道，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3 药物灭螺药物灭螺

3.1 化学合成药物 有效化学灭螺药物有氯硝柳胺、四聚乙

醛、石灰氮、生石灰和杀虫丁等，但目前生态保护型、环境友好

型药物并不多，其后又研制出了4%杀螟丹颗粒剂和50%杀螟

丹可溶性粉剂、荣宝（50%氰胺化钙粉剂）与荣芽、O⁃磷酰化酚

基化合物、密达利等新型化学灭螺药。

3.1.1 氯硝柳胺 氯硝柳胺由德国拜耳药厂最先生产，其对

成螺、幼螺和螺卵均有较高杀灭效果，并且药效持久。为改善

其水溶性，现已研制出氯硝柳胺的氨基乙醇盐——贝螺

杀［47］。在我国，氯硝柳胺可湿性粉剂、悬浮剂及纳米剂也已用

于大面积杀灭钉螺。田学根等［48］评价了50%氯硝柳胺可湿性

粉剂不同方法现场灭螺效果，现场喷粉、拌沙15 d及30 d后校

正钉螺死亡率分别是 71.9%、74.34%和81.08%、73.74%。戴建

荣等［49］发现25%氯硝柳胺乙醇胺盐悬浮剂（SCNE）实验室和现

场杀螺效果均较好，可作为新型高效的灭螺药物剂型投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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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姜柳等［50］将氯硝柳胺乙醇胺盐和高分子稳定剂聚乙烯吡

咯烷酮（PVP）溶于二甲亚砜中，制成氯硝柳胺乙醇胺盐纳米剂

并观察其杀螺效果。结果显示，PVP K17与药物的质量比在1
∶2～1∶3范围内时，稳定剂能起到较好的结晶阻拒作用，纳米

溶胶体系稳定。

氯硝柳胺对人、畜低毒，但对鱼类等水生动物毒性极强，

在有效灭螺浓度下，可引起鱼类大量死亡［51］。

3.1.2 荣宝、荣芽 荣宝和荣芽为两种不同剂型的灭螺药物，

前者为固体，主要成分是氰氨化钙，后者为液体，主要成分是

单氰胺。祝红庆等［52］评价荣宝在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的灭

螺效果显示，荣宝灭螺适合在免耕田里施用。李广平等［53］对

两者的杀螺效果及其对鱼类的毒性进行了评价，发现两者对

钉螺均有很好的杀灭作用，而且在有效剂量范围内对鱼类安

全。

荣宝和荣芽对鱼类毒性较小，在以水产养殖业为主的地

区，荣宝可作为良好的补充灭螺药物。但荣宝用量和成本较

大，会给运输和现场施药带来不便，且在喷洒施药时有堵塞喷

头的现象，如能适当地改变其剂型，减少其用药量，降低成本，

将更有利于扩大其应用范围。

3.1.3 密达利 密达利（META⁃Li）是一种四聚乙醛基质含量

为40%的新型密达水剂产品，降解后终产物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污染环境。朱丹等［54］用实验室和现场试验评价了密达利杀

灭钉螺的效果，结果表明，密达利的灭螺效果比同类密达产品

有明显的提高。据黄轶昕等［55］对密达灭螺效果的研究可知，

密达利的灭螺效果与泥土湿度有关，在用药量相同时，其灭螺

效果随泥土湿度增加而增强；并且提高温度可明显提高灭螺

效果，在现场使用时，选择灭螺季节十分重要。

密达利具有降解快、低毒性等优点，且对哺乳动物、鱼、

蚌、蚕及植物均较安全，可弥补氯硝柳胺对水生物毒性大的不

足。此外，密达利为水溶剂型，用普通喷雾器即可喷洒，易于

在现场应用中推广。

其他化学灭螺药物有烟酰苯胺、石灰氮（氰胺化钙）、生石

灰、敌百虫、六六六、硫酸铜、尿素和萘等，其曾被大规模使用，

但最终均因对非靶生物的毒性、生产工艺复杂、价格昂贵、环

境污染以及储存和使用的不方便等因素而未能被推广使用。

3.2 植物成分药物 植物灭螺药系指对于某些含有灭螺活性

成分的植物资源，利用一定分离手段提取其根、茎、叶、花、果、

籽中的有效成分，用于杀灭钉螺。

3.2.1 植物灭螺药 植物灭螺药按其化学结构类型分类，主

要有皂苷类、生物碱类、（异）黄酮类、萜类化合物、鞣质、烯基

酚、萘醌、呋喃香豆素等。胡兴宜等［56］对益母草的根、茎、叶水

浸液及益母草水苏碱水溶液的杀灭钉螺作用进行了初步研

究，结果表明，各处理均有较好的灭螺效果，其对钉螺酯酶同

工酶的影响，酶带的变化与正常的病理反应完全一致。另有

研究发现，盾叶薯、绞股蓝、油茶、黄果茄、血水草、腰果、银杏

和喜旱莲子草等植物提取成分均展现出一定的杀螺效果［57⁃64］。

植物灭螺药物可就地取材，易生物降解，对于许多血吸虫病流

行区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植物药物简便实用、低毒

高效，其有效单体的结构确证，可为更进一步研究新型的化学

合成灭螺药物提供线索。

3.2.2 新型植物灭螺药“螺威” 以茶粕为原料，经过碱解和

酶处理，干燥制成了植物杀螺剂，并将其制成商品——4%“螺

威”（Tea⁃seed distilled saponins，TDS）。螺威可溶于水、甲醇、

乙醇、乙腈等极性大的溶剂，其4%粉剂外观为黄色粉末，在通

常贮存条件下稳定。目前，4%螺威粉剂（TDS）已广泛应用于

实验研究与现场灭螺效果评估。唐文坚等［65］采用室内和现场

试验评价植物灭螺剂“螺威”杀灭湖北钉螺药效，结果表明，4%
螺威粉剂（TDS）室内浸杀、喷洒试验和现场浸杀、喷洒试验对

湖北钉螺药效均达到合格指标。“螺威”植物杀螺剂现场灭螺

效果研究与示范 I⁃IV评价显示，“螺威”在湖沼和山丘地区均

展示出良好的现场灭螺效果［66⁃69］。

植物性杀螺药具有高效、低毒、易降解等优点。但我国目

前对植物性杀螺药的研究仍停留在实验室筛选阶段，相关毒

性研究较少，对植物灭螺机理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今后应加强

生态灭螺机理研究工作，找出关键灭螺化学成分，为研制仿生

植物灭螺剂打下理论基础。

3.3 新型灭螺药物研发 近年来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等生

物学技术也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钉螺杀灭药物的筛选。

Guo等［70］以钉螺血蓝蛋白为作用靶点，研究4⁃氯乙酰邻苯二酚

对钉螺毒性的影响。其作用24 h和72 h的LC50分别为6.5 mg/
L和3.1 mg/L，24 h和72 h的LC90分别为16.4 mg/L 和4.9 mg/L，
且毒性较低。Han和CHEN等的研究发现［71⁃72］，醉鱼草活性成

分及白头翁可明显降低钉螺组织内酶活性，毒性较低。WANG
等［73］评价水杨酰苯胺的生物活性及毒性影响显示，其尾蚴杀

灭浓度仅为0.43 μl，对钉螺LC50为0.206 g/m2；对淡水鱼类和人

类肾脏细胞HEK293的毒性明显降低。并且，水杨酰苯胺可下

调血吸虫尾蚴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提示水杨酰苯胺可作为

潜在的药物用于血吸虫病的防治。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钉螺组织、细胞、酶或蛋白质分子

及基因靶序列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可专一性地筛选出适宜的

药物作用靶点，为高效、低毒灭螺药物的研发及新型仿生药物

的合成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44 讨论讨论

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惟一中间寄主，因此，钉螺控制是血

吸虫病防治的关键，也是我国血防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举措之

一。综合 3种钉螺控制方法，生态改造灭螺工程一次性投资

大，灭螺效果缓慢，但长效持久，节省资源，亦可改善当地环

境，与林、农、水利等相结合的复合生态建设工程可获得一定

的经济效益，值得进一步推广。生物灭螺则是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和效益型灭螺方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钉螺

控制和实现血吸虫病根本性防治的有效措施。但有关捕食灭

螺、微生物灭螺和竞争灭螺等生物灭螺的机制研究及现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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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应用尚且不多，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而药物灭螺中的

化学灭螺依然是目前主要采用的灭螺方法，其见效快，但价格

高，对环境污染严重，对人、动物等都有一定毒害，而且需反复

灭螺方能巩固其效果，新型化学药物或剂型有待进一步开

发。植物灭螺剂高效、低毒、易降解，现已作为药物灭螺的重

点研究方向。目前，新型植物提取灭螺药“螺威”已广泛应用

于血吸虫病不同流行区的灭螺现场［66⁃69］。基因工程等生物技

术的运用为灭螺药物的筛选提供了科学的方向，促进了新型

高效、低毒仿生药物的开发应用。

现今，我国仍有大面积钉螺分布，且孳生环境十分复杂，

单纯采取某种控制措施很难达到消灭钉螺的目的。因此，应

结合血吸虫病不同流行区钉螺所处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综合实施钉螺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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