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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蜗牛产业链与食疗美容 
王雪卿  郑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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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日渐发展的蜗牛养殖、食疗美容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蜗牛行业需要继续开发高新技术美容产品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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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蜗牛是近些年，由法国传进来的一种美食，人们认为蜗牛

不只是一种美容圣品，更是一种美食。饮食疗法（简称食疗）是一
种中医健康养生的方式，与使用药物不同，这种方式不损伤机体，
是一种经济实惠的养生方式。食物治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有
病治病，无病强身”，对人体基本上无毒副作用。利用食物性味方
面的偏颇特性，能够有针对性地用于某些病证的治疗或辅助治疗，
调整阴阳，使之趋于平衡。而且，蜗牛原液针对缺水肌肤，能够为
肌肤即时提供大量水分，让肌肤轻松吸收水分，毫无粘腻感，同时
增加肌肤锁水屏障，还可以对晒伤的皮肤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一、蜗牛的价值 

蜗牛是陆地上最常见的软体动物之一，它主要以农作物的细芽
和嫩叶为食。目前，市场上出售的白玉蜗牛又名玛瑙蜗牛，其壳面
呈黄色或深黄色，带有褐色云雾状花纹、故名玛瑙蜗牛；又因其胚
壳为白玉色，故称作白玉蜗牛，它原产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 

在众多的蜗牛种类中，有数十种蜗牛可作为中药材，如海南坚
螺、高大环口螺、江西巴蜗牛等。关于蜗牛的药用记载最早出现于
公元前 400 多年的古希腊时期，“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
蜗牛来治疗人们体表出现的各种伤疤，蜗牛的粘液具有锁水保湿和
消炎去痛的功效。在《别录》、《本草纲目》书中，蜗牛被作为药物
广泛的应用于治疗风热、消渴（糖尿病）、脱肛等；在清代名医陈
士铎《本草新编》当中对于蜗牛有如下的描述：“蜗牛善杀虫，以
蜗牛活者投麻油中，自化为油，以油涂虫疮，效如神”，这一描述
与后来科学研究中发现蜗牛的“天然抗生素”属性，可谓不谋而合。 

二、蜗牛产业链 

1.蜗牛养殖 
养殖蜗牛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成本低、效益高、饲料简便

广泛、繁殖率高、发病率低、无污染的特种经济动物项目。建立商
品蜗牛养殖基地，不仅可以迅速推动我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还可
以极大地吸纳城镇剩余劳动生产力在不离开城镇的情况下顺利实
现向农业生产领域的专业。它是目前和今后最具开发价值、市场需
求量大以及经济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 

蜗牛对生活环境要求高，喜欢在阴暗潮湿、疏松多腐殖质的环
境中生活，昼伏夜出没，最怕阳光直射，对环境反应敏感，最适合
环境：温度 16～30℃；空气湿度 60%～90%；饲养土湿度 40%左右；
pH 为 5～7。当温度低于 15℃，高于 33℃时休眠，低于 5℃或高于
40℃，则可能被冻死或热死。蜗牛喜钻入疏松的腐殖土中栖息、产
卵、调节体内湿度和吸取部分养料，时间可长达 12 小时之久。杂
食性和偏食性并存。在潮湿的夜间，并投入湿漉的食料，蜗牛的食
欲活跃。 

2.蜗牛产品 
（1）食品：可将蜗牛加工成为食品，可将鲜活蜗牛加工成蜗

牛罐头、蜗牛冻肉、保健食品系列或复合营养饮料系列，至少可以
将其价值放大一倍以上。 由于蜗牛肉肥质嫩，含有丰富的营养，
因而国际上对蜗牛肉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在国际市场上，每吨蜗牛
冻肉的价格是每吨猪肉价格的五倍以上，仅台湾省每年出口蜗牛贸
易额就高达 2 亿美元。国内外各大酒店通常都会有蜗牛这道菜，但
就目前来看，我国蜗牛食品类产品较少，随着蜗牛价值的不断挖掘，
蜗牛养殖前景还是十分可观的。 

（2）化妆品：采取化学技术提取蜗牛粘液中的蜗牛霜这一精

华，配以弹力蛋白、尿膜素等多种对皮肤起修复作用的成份，做成
一种低过敏的复合产品。蜗牛霜具有代谢老化角质能力，促进皮肤
再生，防止某些有害菌的伤害，促进纤维母细胞合成新生，淡化疤
痕、暗疮、斑点及缩小毛孔等都有神奇功效，可全面均衡改善肌肤。
经调查研究，许多旅游景点有了体验点，其中就有蜗牛原液面膜。
近些年蜗牛原液美白的热潮兴起，不由得引起许多爱美人士进行购
买，高档化妆品也相继出新，价格也很昂贵，即便如此，人们依然
争相购买，这是蜗牛美容行业的一大增值趋势，所以建立完整的蜗
牛产业链很重要。 团队将研制开发蜗牛粉胶囊和蜗牛口服液，每
年将会对这两类产品进行升级，跟随社会发展脚步进行创新性研究
改进。 

综上所述，选择蜗牛产业链对于我国农业畜牧业以及加工业具
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民养殖蜗牛首先可转移
一部分闲散的劳动力，还可调整种植结构以利向集约化种植方向发
展。更可以用养殖蜗牛的收入增加农业收入，改变农村面貌；其次
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就蜗牛已研制成功了 20 多种产品，
并都已投入市场，很受人们欢迎，因此发展蜗牛产业链，具有很大
很深的产业前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 

3.市场需求 
我国蜗牛养殖产业已经发展了 30 多年了，目前已经形成了世

界上最大的规模的蜗牛养殖国家，从事蜗牛养殖业小型养殖户也包
含的话有 63.2 万户，我国蜗牛养殖面积规模达到了 196028 亩，全
国蜗牛养殖行业鲜活蜗牛销量为 38.5 万吨，要是按市场平均价格
22 元/公斤来算，2016 年产出的鲜活蜗牛市场销售收入为 84.7 亿元。
随着我国开发研究蜗牛资源取得了重大发展。蜗牛的营养价值和保
健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吃蜗牛的习惯逐渐形成。蜗牛产品正
由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发展，在国内的高级饭店、餐厅、西餐厅蜗牛
菜肴逐步普及。由此可见，蜗牛市场的大力深掘，一定会出现不可
估测的利润。 

三、风险分析 

1.蜗牛繁殖率不稳定 
目前，很多蜗牛养殖业者在养殖过程中存在蜗牛不繁殖、死亡

或不能孵化的问题。以下几点是现存的这个现象和问题的原因。①
温度必须保持在 23～30℃。昼夜温差不能超过 8℃。②温度过高或
过低，蜗牛不繁殖、不能孵化或孵化也不适应，直接死亡。③饲料
太好，蛋白质饲料等营养太高，蜗牛难以接受，年幼的蜗牛就会死
亡，无法弥补空虚，造成损失。④饲料的饲养、饲料营养不均衡，
刚出生的幼年蜗牛需要及时补充钙质。这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蜗牛
的钙不足的话，蜗牛的壳会软化，壳会破裂死亡。⑤蜗牛本身感染
了致病菌。 

还要防止蚤蝇的侵害，蚤蝇是严重危害蜗牛的主要害虫，易生
于蜗牛尸体及腐烂饲料中或墙壁的狭缝内。防治方法：①适当提高
饲料和室内湿度，提高蜗牛的活动能力和正常黏液的分泌水平，以
提高机体抵抗力。②保持环境清洁卫生③注意室内通风和用具消
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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