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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条华蜗牛 ［Ｃａｔｈａｉｃａ　ｆａｓｃｉ－
ｏｌａ　（Ｄｒａｐａｒｎａｕｄ，１８０１）］为害频繁，发生面积、危害

程度有持续扩大、加重的趋势。据调查，条华蜗牛在

北京地区园林、果园、保护地等发生普遍，并有灰巴蜗

牛混合发生。由于其食性杂，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设

施栽培面积不断扩大，给设施栽培带来较大损失［１］。

条华蜗牛常与农林常见的同型巴蜗牛［Ｂｒａｄｙ－
ｂａｅｎ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ｓ（Ｆｅｒｕｓｓａｃ，１８２１）］相混淆。最近几

年我国出版了一些图文并茂、影响 较 大 的 农 林 病 虫

害图谱或手册等图书，对于昆虫知 识 的 普 及 和 病 虫

害的防治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２－３］。但 在 介 绍 同 型 巴

蜗牛时，所选 用 的 图 片 常 常 属 于 条 华 蜗 牛，或 与 它

相混。一些专著 有 种 类 或 属 的 形 态 描 述［４］，但 没 有

彩色图片，对于非专业的 人 士 来 说，显 得 不 够 直 观。

本文介绍 它 们 之 间 的 区 别，并 提 供 彩 色 图 片 以 便

识别。

条华蜗 牛 的 形 态 特 征（图１ａ～ｄ）：贝 壳 中 等 大

小，壳质稍 厚，坚 实，呈 低 圆 锥 形。有５～５．５个 螺

层，前几个螺层缓慢增长，各螺层膨胀，螺旋部低矮，

略呈圆盘状。壳 顶 尖，缝 合 线 明 显。壳 面 黄 褐 色 或

黄色，有明显的生长线和螺纹。体螺层极膨大，底部

平坦，其周缘具有一条淡红褐色色带环绕，并在各螺

层下部靠近缝合线处延伸形成颜色较浅的色带。壳

口呈椭圆形或方形，口缘完整，其内有１条白色瓷状

的环肋。轴 缘 外 折，略 遮 盖 脐 孔。脐 孔 呈 洞 穴 状。

高１０ｍｍ，宽１６ｍｍ。

同型巴蜗牛形态特征（图１ｅ，ｆ）：贝壳中等大小，

壳质厚，坚硬，呈扁球形。有５～６个螺层，前几个螺

层缓慢增长，略 膨 胀，螺 旋 部 低 矮，呈 矮 圆 锥 形。体

螺层增长迅速，膨大。壳顶钝，缝合线深。壳面呈黄

褐色、红褐色或梨色，有稠 密 细 致 的 生 长 线，在 体 螺

层周缘或缝合线上常有１条红 褐 色 色 带，但 有 些 个

体无此色带。壳口呈马蹄形，口缘锋利，轴缘上部和

下部略 外 折，稍 遮 盖 脐 孔。脐 孔 小 而 深。壳 高１２
ｍｍ，宽１６ｍｍ。本种在个体形态大小、颜色等方面

有较大变异。

条华蜗牛与同 型 巴 蜗 牛 属 于 不 同 的 属，很 容 易

区分：１．相对来说，同型巴蜗牛的螺旋部稍高，壳高

与壳宽之比为０．７５左 右，条 华 蜗 牛 螺 旋 部 稍 低，壳

高与壳宽之比为０．６３左右。２．条华蜗牛口缘内侧

有１条白瓷状的环肋，同型巴蜗牛则无。３．条华蜗

牛壳口虽无齿，但在其口缘下方有一小瘤，同型巴蜗

牛则无小瘤。此外，同型巴蜗牛是广布性的，条华蜗

牛分布于北方，因此只在北方容易混淆。

目前对条华蜗 牛 的 研 究 较 少，这 里 介 绍 同 型 巴

蜗牛的生 物 学。同 型 巴 蜗 牛 一 年 发 生１～２代，１２
月～翌年２月，以 成、幼 螺 在 蔬 菜 根 部、草 堆、土 缝、

瓦砾 堆 下、地 面 枯 枝 层 或 地 表 土 层 内 越 冬。３月 中

下旬开始活动，一般情况下，土壤温度达到８～１０℃
时开始活动，并群栖为害，蜗牛厌光、忌干燥，在阴天

雨多的季节，便可整天 取 食 为 害。晴 天 则 在 傍 晚 和

夜间活动为害。每年的４－５月、９－１０月为繁殖高

峰期。蜗牛雌 雄 同 体，异 体 受 精，每 个 成 贝 均 能 产

卵，成堆产于一处，一次可产１７～２１粒，一生可产卵

１５０～２７０粒左右，５～２０ｄ卵即孵化为幼螺，３～４个

月达到性成熟［５］。遇不良环境，如酷暑、严寒，躲在土

缝里，不食 不 动，分 泌 黏 液，形 成 白 色 黏 液 膜 封 闭 壳

口，进入休眠状态。螺体以休眠的方式度夏、越冬。

在蜗牛的防治上，应保护天敌，常见的有萤火虫

和步甲等；另外也可饲 放 鸭 子 和 人 工 捕 捉。由 于 蜗

牛属于软体动物，杀虫剂对其防治效果极差。目前，

用于防治福寿螺、非洲大蜗牛、同型巴蜗牛等软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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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优良杀蜗剂有灭达、四聚乙醛等药剂［６］，但对条

华蜗牛的化学防治则无研究报道，需 要 通 过 试 验 确

证其防治效果后才能实 际 应 用。一 般 来 说，可 采 用

物理的防治方法有：１．适时在大棚或菜地易进入的

部位撒１０ｃｍ宽 的 石 灰 隔 离 带，可 阻 止 蜗 牛 进 入；

２．人工捕杀：利用杂草、菜叶等做成诱集堆，洒水保

湿，引诱蜗牛聚集，天亮后集中加以 处 理（如 用 作 动

物饲料）。

图１　条华蜗牛与同型巴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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