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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滩地植被与钉螺孳生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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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对由莎草、苔草 、狗牙根为优势种组成的杂草群落植被类型、由多种苔草、莸、为优势 

群落植被类型和由芦苇、菱笋、蒌蒿厦蓼类为优势种组成的芦苇群落植被类型3种长江中下游滩地主要群落 

植被类型进行了钉螺密度与植被高度、钉螺密度与植被盖度之间的关幕。结果表明：杂草群落植被类型t钉螺 

生存最适宜的植被高度为22．05cm、范日为15~47~m．钉螺生存最适宜 的植被盖度为65 28 、范围为35 ～ 

90％ 苔草、获群落植被类型，钉螺生存最连宜的植被高度为22 Sgcm、范围为20~33cm，钉螺 生存最适宜的 

植被盖度为67．3o％、范日为35 ～ {芦苇群落植被类型，钉螺生存最适宜的植被高度为54．82~m、范围 

为72～78cm，钉螺 生存最适宜植被盖度为63 95 、范围为1 ～tOO 。过一研究结果对通过生态工程措旋 

控制植被园子，实现抑螺防病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关量词 迫 耋玺，蕉 直庳，迫 重垦， 螺防病。 薯 、 ‘ 气、 

RELAT10NSHIPS BETW EEN 0NC0M ELANIA BREEDING 

AND BEACH VEGETAT10N IN THE M IDDLE AND 

L0W ER REACHES 0F THE YANGTZE RIVER 

W U Gang SU Rul—Ping ZHANG Xu—Dong 

(Departm~t s sgera$EcologytResearch Center加 Eco Environmental Soirees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 

Abstract W eed community with dominant species as Cyperus spp．，Carex spp，and Cy．一 

odco=dactylon，sedge silvergrass community with dominant species as Carex spp．and M is一 

∞ thus saccharlflorus and reed community with dominant species as Phragmites C07n．1cnu— 

his，Zizania caduciflora，Artemisia selengens~ and Potygonum spp．are three major beach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M 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sity of oneomelania and height and cover of these beach vegetation was stud— 

i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1)In weed community，the mean vegetation height suitable 

for oncomelania existence is 22。05 cm ，and the range of vegetation height is 1 5～ 47 cm。 

The most suitable vegetation eover is 65．28 ，and the range is 35 ～ 90 ．(2)In sedge 

silvergrass community，the mean vegetation height suitable for oncomelania existence is 

22。69cm．and the range is 20～33cm。The most suitable vegetation cover is 67。80 0A，and 

the range is 35 ～ 93 。(3)In reed community，the mean vegetation height suit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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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melania existence is 64．82cm ，and the range is 72~ 78cm ．The most suitable vegetation 

cover is 63．95 ，and the range is 1 ～ 100 ．The results provided scientific basis{or re 

alizing oncomelania and schistosomiasis prevention hy controlling vegetation factors 

through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pproach． 

Key words vegetation，oncomelania，schistosomiais prevention，The Yangtze River． 

血吸虫 (Schistosoma spp )病是所有寄生虫病中分布范 围最广的一种戎病 ，其感染率 居水传播疾病的 

首位．在热带 、亚热带地 区，其传播产 生的影响仅次于疟疾 。发病范围遍及世界卫 生组织六大区76个国家 ， 

其发病率和受害程度在中国、埃及、苏丹和 巴西尤为严重 。钉螺(Oncomelania hupensis．)是分布较广 ．对 

动物危害最严重的 日本血 吸虫( ．japo~ticum)的唯一中间宿主，雌雄异体、卵生 ，属水陆两栖泼水螺。其分 

布在亚洲 的东部和东南部，北至北纬36 ，南至赤道 多 见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口q]。长 

江中下游湖区5省的江滩地和洲滩 地是钉螺主要栖 息地 。滩地 的阶段性积水 、植被状况及特殊 的环境因子 

为钉螺的生存、繁殖提供 了良好的生镜，本文重点研究钉螺 的孽生与植被因子 的关 系，目的在于通过生态 

学措墙改变钉螺生存薄弱环节的植被因子，从而达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高区域综合效益和抑螺防病的 

敛果 。 

1 试验地点殛研究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安徽怀宁红星江滩 、江苏镇江世业 多江心洲滩(吴橙口)、江西九江县国营新洲垦殖场洲 

滩 、湖北公安县河滩 、湖南洞庭湖君山农场潮滩 ．试验地均属长江 中下游。对每种植被类 型调查面积为20m 

×20m．400个lm×lm 的样方 ，测定各个样方 内植被的平均高度，用10cm×10cm的小样方法测定400个样 

方的植被盖度和活钉螺数量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 ]。 

2 研究结果 

2．1 植被群落类型与钉螺孳生的关系 

长{I中下旖江滩和洲滩的植被类型较多 ，其 中杂草群落类型中 由莎草 (主要 以多脉莎草 Cyperus dif- 

fusuS、高杆莎草 C． 础a 榔 和异型莎草 C．difformcs 3个种为主)、苔草(主要以苔草Carex rtlo tana、灰脉 

苔草 C．appendiculata和毛果苫草 C．tasiocarpa3个种为主)、拘牙根(Cynodondactyton)为优势种组成的3种 

杂草群落中钉螺分布最多 ，通过野外观察 ．植被群落因子(植被高度和植被盖度 )是影响钉螺分布的王要因 

子。本文重点研 究该3种杂草群落类型植物群落因子与钉螺蕈 生的关系。在3种杂草群落类型中，活螺密度 

最大为157只／m ；由多种苔草、获(Mrcanthus sacchar orus)为优势种组成的苔草、获群落植被类型，活螺 

密度为63其／m ；由芦苇、菱笋(Zizania cadudi)~ora)、萎蒿(Artemisia selengensis)及蓼类(Potygonum spp．) 

为优势种组成的芦苇群落植被类型，活螺密度为29其／m 。 

2．2 植被高度与钉螺孳生的关系 

重 点研究钉螺分布较多的3种植被群落 类型 (杂草群落 ，苔草 、获群落，芦苇群落 )的植被高度(调查样 

方植被平均高度)(／L，cm)与钉螺密度(n，只／m )之间的关系 调查结果经统计分析为 ： 

杂草群落植被类型 

D．一一 0．0492H}+ 2-1698Hl一 1．9787(R 一 0．681 6．n一 38，3< 日l< 40) (1) 

从方程(1)可以看出，植被高度为22 05cm时，活螺密度最大为21．94只／m ，植被高度小于13cm时，活 

螺密度为l0只／m 以下 ；植被高度在15~47cm时 ，活螺密度为1O～22只／m ；植被 高度在太 于47cm 时，活螺 

密度为小于10只／m。。可见植被高度为1 5~47cm时，为该群落植被类型钉螺最适宜生存的植被高度要求。 

苔草 、莸群落植被类型 

D 一 一 0．0146日{+ 0．7501日2— 0 2010 ( 一 0．7768， 一 37．3< 日2< 60) (2) 

从方程 f2)可以看出 ，植被高度为25．69cm 时，活螺 密度最大为9 84只／m ，植被高度 小于20era 时 ，活 

螺密度为5只／m。以下 {植被高度在2D～33cm时 ，活螺密度为5～10只／m。；植被高度在太 于34cm 时，括螺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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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5只／m。以下。可见植被高度为20~33cm时，为该群落植被类型钉螺最适宜生存的植被高度要求。 

芦苇群落植被类型 

D】一 O．0022H~+ O．2852H3一O．5216 (R = O．9712， = 45，10< H < 100) (3) 

从方程(3)可以看出，植被高度为64．82cm 时，活螺密度最大 为8 27只／m ，植被高度小于25cm 时，活 

螺密度为5只／m 以下；植被高度 在60～78cm 时，活螺密度为5～8．3P．／m ；植被高度在大 于78cm时 ，活螺 

密度为小于5只／m 可见植被高度为72～78cm时，为该群落植被类型钉螺最适宜生存的植被高度要求。 

分析方程(1)～(3)可见 ，在芦苇群落植被类型中 ，钉螺密度虽然小 ，但其分布的高度范 围较宽 ，若想通 

过控制植被高度来抑螺，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植物群落类型，才能实现抑螺荫病的目的。对杂草群落植被 

类型和苔草 、莸群落植被娄型来说 ，均可以通过控制群落植被高度实现抑螺 防病的 目的。 

2．3 植被盖度与钉螺孽生的关 系 

对 调查、测定结果经统计分 折，得出3种群落植被类型的植被盏度 ( )与活钉螺密度 (DD的关系。 

杂草群落植被类型 

D1 0 0348C,~-4-4．5438(?l— l】6．06 (R2； 0．8~)72，H ： 31，30< C1< 100) (4) 

从 方程 (I)可以看 出，植被盖度 为65．28 时，活螺密度最大 为32．26只／m ，植被盖度小于35 c．m 时， 

钉螺无分布 ；植被 盖度在35 ～5O 时 活螺密度为1o～20只／m ‘植被 盖度在51 ～6o 时 ，活螺密度为 

20～30只／m ；植被盖度在61 ～70 时 ，活螺密度为30~40只／m }植被盖度在7l ～75 时，活螺密度 为 

4o~46只／m ；植被盖度在75 ～95 时 ，活螺密度为5～20只／m ；植被盖度在大于95 时，钉螺无分布 。可 

见植被盖度为71％～75％时 ，为该群落植被类型钉螺最适宜生存的植被盖度要求 。 

苔草、荻群落植被类型 

一一 o．o258C；+ 3．4984C 94，259 (R。 0．7255， 乞 32，30< < 100) (5) 

从方程 (5)可 看 出，植被盖度为67．8O 时 ，活螺 密度最大 为24．33只／m ，植被盖度小于35 cm时 ， 

钉螺无分布；植 被盖度在 35 ～s0 时，活螺密度为lO只／m 以下 ；植被盖度在s1 ～65 时，活螺 密度为 

10w20只／ ；植被盖度在66 ～8O％时 ，活螺密度为20~25只／m 植被 盖度在81 ～gO％时 ，活螺密度为 

5～2O只／m }植被 盖度在大于9o 时 ，钉螺无分布 。可见植 被盖度为66 ～8o 时，为该群落植被类型钉螺 

最适宜生存的植被盖度要求 

芦苇群落植被类型 

D】一一 0．0109C}+ 1．3941C3— 2O．635 ( 0．5600， 一 50，10< Cj< 100) (6) 

从方程(6)可 以看 出 植被盏度为B3．95％时，括钉螺分布密度最大 为23 94只／ ，植 被盖度在1 ～ 

35 时，活螺密度 为3～1o只／m。；植被盖度 在36 ～65％时 ，活螺密度为10～20只／m ；植被盖度在66 ～ 

78 时 ，活螺密度 为2O～24只／m }植被盖度在79 ～100 时 ，活螺密度为5～20只／m 。可见植被 盖度为 

66 ～78 时，为该群落植被类型钉螺最适宜生存的植被盖度要求。 

分 析方程 (4)～(6)可以看出，植被盖度为65 左右时，活螺密度最大。杂草群落植被类型盖度在35 

～ 95 时，钉螺均有分布 苔草、获群落植被类型盖度在35 ～9o“时，钉螺均有分布。芦苇群落植被类璺 

盖度在1 ～100 时，钉螺均有分布 可见，在芦苇群落植被类型中，钉螺分布密度虽然小，但其分布的盖 

度范围较宽，若想通过控制植被盖度来抑螺，同样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植物群落类型，才能实现抑螺防病 

的 目的 

3 结论 

3．1 由莎草、苔草、狗牙根为优势种组成的杂草群落植被类型，由多种苔草、荻为优势种组成的苔草、获群 

落植被类型，由芦苇、菱笋、蒌蒿及蓼类为优势种组成的芦苇群落植被类型是长江 中下游滩地钉螺分布密 

度最大的3种植被类型 ． 、 

3．2 由莎草、苔草、狗牙根为优势种组成的杂草群落植被类型 ，植被高度为22 05cm 时 ，活螺密度最大为 

21．94只／m ，在该群落类型中，钉螺适宜的植被高度范围为l5～47cm。植被盖度为65．28 时，活螺密度最 

大为32．26只／m ；钉螺适宜的植被盖度范国为35 ～90 i由多种苔草 、获为优势种组成的苔草 、获群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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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类型 ，植被高度为22．69cm 时，活螺密度 最大为9．84只／m ，在该群落类 型中，钉螺适宜的植被高度 范围 

为20～33cm。植被盖度为67．80 时，活螺密度最大为24．33只／m {钉螺适宜的植被盖度范围为35蚝～ 

95 ；由芦苇、菱笋、蒌蔷及蓼类为优势种组成的芦苇群落植被类型，植被高度为64．82cm，活螺密度最大为 

8．27只／m ，在该群落类型中 ，钉螺适宜的植被高度范围为72~78cm。植被盖度为63．95 时，活螺密度最大 

为23．94只／m ；钉螺适宜的植被盖度范围为I ～100 

3．3 由莎草、苔草、狗牙根为优势种组成的杂草群落植被类型和由多种苔草、获、芦苇为优势种组成的苔 

草、获群落植被类型，均可以通过控制植被高度和植被盖度两个因子来改变钉螺的生镜 ，从而达到抑螺防 

病的目的。但对由芦苇、菱笋、萎蒿及爹类为优势种组成的芦苇群落植被类型来说，不能通过改变植被高度 

和植被盖度的方式实现抑螺防病的 目的 ，只能通过改变植物的群落类型的方式实现抑螺防病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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