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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自治区均有很多，不胜枚举。螺区的钉螺 

似乎受某种无形因素的限制，长期只能囿限于 

固定的范围之内。苏德隆 (1986)称“这种在宏 

观的流行区里存在的或大或小的无螺区是一块 

净 土、一 片绿洲”，并指出“这 种严格的地方性是 

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病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极 

其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钉螺分布的地方性 

主要与水有关，与环境的温度、湿度、土壤、食 

物 、植被等因素有关。 5O年代末，肖荣炜曾提 

到： “我国的主要钉螺分布区都属新生代第四 

纪”，但其后再未见进一步的研究报道o 

(二)钉螺只分布于第四系地层，地层分布 

的稳定性决定了钉螺分布的区域性 笔者在分 

析安徽省原徽州地区(现已改为黄山市、辖区范 

围也有所变动)7个县市钉螺分布与出露 地层 

分布关系、发现钉螺分布范围与新生界第四系日 

地 罢分布一致的基础上，进而对我国大陆的钉 

螺分布与有关地质资料逐片逐块对比分析 ，结 

果发现全国所有钉螺分布区的地层均为新生界 

第四系，新生界第三系以前直到太古界的所有 

非第四系出露地层范围上均无钉螺分布。 (台 

湾亦是如此)占全国钉螺分布面积 95％以上的 

长江中下游 7省市的螺区范围与第四系分布范 

围完全吻合，其余隔离分散的4片螺区也都正 

是各该省区的第四系区域，有螺区与无螺区的 

分界线恰是第四系与其它非第四系出露地层的 

分界线。如长江以宜昌附近为界，宜昌以下沿 

岸开始进入第四系之处正好是螺区的开始，宜 

昌以上沿岸属非第四系，也恰恰是无螺区的起 

点。巢湖周围大部为非第四系，唯有 3个有螺 

乡的螺区是属第四系。无螺之谜的贵州省，虽 

与云南同处云贵高原，但剥蚀地貌更为广泛，是 

全国唯一的一个第四系极不发育、连小片零星 

分布的第四系也几乎没有的一个省。正是由于 

第四纪沉积物的发育与不发育，才决定了钉螺 

地理分布的有与没有。 

(三)只有第四系基底环境才能适应 钉螺 

生态习性的需要 国内对钉螺生态研究相当充 

分。钉螺属东洋区动物区系，其最适温度 13℃ 

左右，33。N以北或高于 35~C即不能生存；食 

物以硅藻为主；最适土壤含水量 4O％，在干燥 

的地面上不能活动和产卵；喜荫、畏强光，最适 

照度 3600Lux；需钻孔穴居，土表上下均有分 

布，钻孔深度江湖滩可达 15～2Ocm、山丘地区 

8cm，在不能钻孔的板结土壤上不能生存；成螺 

产卵于水边湿润泥土内，幼螺需营一段水生生 

活；最大爬行距离一年 5—6米；平均寿命一年 

左右；孳生环境为潮湿、疏松、富含腐植质、有植 

被的近水地带等。 系生态幅狭窄的窄温 、窄湿、 

窄光、窄食、窄盐分的两栖淡水贝类。这样的生 

态习 ，只有在 33。N以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范围闪、且为第四纪沉积物上才能适应生存。 

我国钉螺生长区域是属未祥动物区，适宜 

钉螺生存的温幅、同属东洋动物区、同为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最冷月气温 O℃ 以上、年降水量 

1 0OOmm左右、干燥度 < 1．0)的，只有南方地区 

中的东南丘陵区和西南山地区，这两个区包括 

了全部有螺范围。两个区沉积类型组合基本一 

致，长江中下游平原为湖河相堆积，江湖洲滩为 

近代河流冲积物泥沙沉积 、湖积和生物堆积，山 

地 丘陵和 山间盆谷为残积、坡积和洪积 ，河流两 

岸河漫滩夏阶地沉积物具明显的二元结构，下 

部为砾石、粗砂，上部为粉砂、粘土、亚粘土；即使 

是川滇的高山螺区，凡是有钉螺分布的环境受 

地表径流影响的山坡和山腰、山脚的梯田梯地 

等为残、坡积物堆积的第四系。第四纪沉积物覆 

盖的地层土层较厚、质地疏松、含水丰富、透水 

透气、富含腐植质，且临近水源 、潜水位高、草本 

植物盖度大、照度偏荫、环境湿润、荫生的硅藻 

繁盛。显然，在适宜的纬带幅内，只有这样的基 

底环境才能适应钉螺的生态习性，而其它各类 

非第四系出露地层的表面物质结构都与第四系 

有显著差异，因而都不能适应钉螺的生态习性 ， 

所以钉螺只能在第四系范围内生存繁衍和有效 

扩散 ，而别的出露地层上无钉螺分布，即使被动 

扩散进去也因环境不适而不 可能形成 新的 螺 

1)地质年代新生代第四纪时期所形成的地层称新生界第 

四系，代号 Q”。 代”、 纪”为地质历史时期， 界 、 系 

为相应地史时期所形成的地层名称。 新生代第四纪为 

地质历史的最后一个纪，约从距今 250万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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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在有螺的省、市、自治区中也还有少数未发 

现钉螺的第四系区域，但大都是面积小而分散、 

与螺区距离较远、周围为非第四系区域所包围， 

如四Jll的汉源、云南的滇池等。包围在第四系 

周围的非第四系出露地层象一道无形 的屏 障， 

既阻隔着外界钉螺不使进入、也阻隔着有螺第 

四系的钉螺不使向外主动扩散。至于一些与有 

螺区相连的第四系无螺区，乃是环境中其它因 

素限制的结果，如 33。N以北的第四系无螺主 

要是受气候条件的限制，苏沪滨海地带包括崇 

明岛无螺主要是受潮汐、水体成交、土表含沙量 

等影响，一些城市周围无螺则因人工改造了环 

境和“三废”污染等；个别原因不明的如江西清 

江，当不能排除有螺而尚未发现的可能，如广西 
一 个第四系孤独块桂平，就是到 1985年才查到 

钉螺的。此外，钉螺尚未占踞适应其生存的全 

部第四系区域也有可能。 

讨 论 

为什么只有第四系与钉螺的生态习性相适 

应?各个生物的一个种或一个属只能出现在一 

定的地质年代的岩层中，并按其进化过程先后 

出现。根据生物层序律和生物演化的不可逆性 

及阶段性原理，根据钉螺只分布于第四系的事 

实，笔者推测钉螺是在第四纪开始由水生贝类 

演化、到近代渐趋繁盛的一种新生贝类。由于 

演化历史不长，还没有获得对其它出露地层的 

环境适应能力，因而还不能摆脱对产生它的原 

生环境即第四系的依赖。可能的理由是：1．第 

三纪以前不少老地层中贝类化石相当丰富，唯 

独没有钉螺化石发现。 1930年 Odhner在广 

西宾阳盆地发现一只残缺的形似钉螺的化 石， 

而宾阳盆地属第四系。2．钉螺的 主要食 物硅 

藻，是白垩纪出现、新生代开始空前繁盛的。3． 

钉螺不能离开水，早期发育重演现象明显，提示 

从水生贝类演化不久。4．世界上有钉螺分布的 

仅我国(包括台湾)和 日本、菲律宾、印尼。对异 

域居群的分类，刘月英等进行过深入研究，结果 

不同区域的居群除个体形态有所变 、对不 同 

地域日本血吸虫毛蚴感染率有高低之别外，相 

互间尽管被高山大海阻隔但并 无生殖 隔 离现 

象，因而认为只是一个多型种。据古地理资料， 

在第四纪早更新世之后的新构造运动中，亚洲 

东部发生海退，使大陆与台湾、日本、菲律宾、印 

尼连成一体，直到中更新世后期的海进，方为海 

水分离。从钉螺分布范围看，我国大陆当为中 

心螺区。大陆东南地貌包括长江和各大湖泊在 

白垩纪燕山运动中即已形成，鄱阳冰期后，气候 

转暖、第四纪堆积广泛，钉螺便从水生演化而来， 

并在现今的两湖平原(古云梦大泽)形成原始中 

心螺区，而后沿长江流域向上下蔓延，并在漫长 

的海退中经陆上通道逐渐迁移到东南低纬度地 

区的台湾、日本、菲律宾、印尼，当是可能的。 

小 结 

本文通过对我国钉螺分布和地质资料的对 

比分析，发现钉螺地理分布与第四系地层分布 

密切相关，即所有钉螺分布区均属第四系，非第 

四系各类出露地层均无钉螺分布。第四纪地层 

发育的地方，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决定了钉螺分 

布严格的区域性。钉螺只分布于第四系的原因 

在于：在一定的纬带幅内，只有第四系的基底 

环境才能适应其生态习性，并推测钉螺是在第 

四纪开始由水生贝类演化、到近代渐趋繁盛的， 

由于演化历史不长，因而还不能摆脱对原生环 

境即第四系地层的依赖。指出钉螺即使被动扩 

散到非第四系地层范围，也因生态环境不能适 

应而不会形成新的螺区。 

钉螺的地理分布及其生物学特性，与地质 

环境关系密切。笔者认为，进一步探索其分布 

规律及起源 ，对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和钉螺分类 

学研究、对指导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都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血吸虫病流行区在调 

查分析螺情、制订防制对策、开展螺情监测、巩 

固及评价血防成果等工作中，如能参考有关地 

质资料，以第四系区域为重点，或可收到事#功 

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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