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蚕取丝 

蚕的食粮—桑叶 

桑叶是蚕的“粮食”。早在三千多年前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上，就有了

“桑”与“蚕”的字样，可见“桑”历史悠久，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

  提高桑叶产量，是发展蚕桑丝绸事业的

基础，而经营好桑园又是桑叶丰产的根本。

我国的农学家们在桑树良种的选育、桑树用

肥、桑树病虫害的防治和桑园管理等方面，

不断地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经收集整理和新育成的桑品

种已有千余个。如浙江和江苏有湖桑和火桑两个桑品种群。湖桑一般

枝条粗长，叶形大，硬化迟，适应性强，多数属中生和晚生品种。火

桑有红皮火桑和白皮火桑，其新梢嫩叶呈紫红色，均属早生品种。四

川有川南乐山嘉定桑，枝条长，叶稀叶质好；川东北的冠桑枝条细直，

皮色青灰。山东有鲁桑，枝条粗短、节密、硬化早、耐寒。 

  优良桑苗是桑园丰产的基础。繁育桑苗可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两种。有性繁殖是用种子繁殖；无性繁殖有嫁接、扦插和压条等。用

种子培育成的桑苗叫实生苗，成长后的桑树称实生桑或野桑。浙江称

草桑，在广东称荆桑。桑树是异花授粉植物，很易自然杂交。因此，

实生桑的生活力较强，可塑性也较大，根系发达，耐旱耐瘠，木质坚

韧，木材优良，对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比无性繁殖的苗木强。但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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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往往性状不一，绝大多数叶形小，叶肉薄，花椹多，侧枝多。实生

桑的桑苗大多作为嫁接用的砧木，少量用于直接定植，培育成乔木桑。 

  桑树通过嫁接方法，繁育出来的苗木称嫁接桑。桑树嫁接是把植

株的枝或芽，移接到另一植株的枝、干或根

上，使它们愈合为一株共同生长发育的新个

体。用于嫁接的枝条或芽称为接穗或接芽，

被接植株的枝、干或根称为砧木。生产上以

优良桑树品种的枝条或芽作接穗，一般实生桑作砧木。嫁接桑的优点

是，既能保持嫁接良种桑的优良性状，又能借助实生桑发达的根系，

增强植株的生命力。所以，嫁接法在繁育良种桑苗、更换品种、老树

复壮更新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此外，还有用不同遗传基础的桑树品种杂交产生的杂交桑。由于

遗传性状互补，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抗旱抗

病，发芽早，成熟快，叶片较大，在珠江流域

有利于增加养蚕批次，提高蚕茧产量。桑苗按

照本性自然生长，只采叶不加人工修剪的是乔

木桑，它的叶形小，产量低，叶质差，不能适应蚕桑生产的需要。但

因乔木桑的根系发达，适应性强，所以分布面广。又因其木质具有轻

便、坚韧、耐用的优点，北方地区的农村常用来制作农具和生活用具。 

  桑苗栽植后，根据其品种特性、环境条件和生产要求，通过伐条、

疏芽、整枝、摘芯等剪伐技术，培养成不同树型，称为养成阶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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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桑树干的高低，一般把树形分成高干桑（150 厘米以上），中干桑

（70~150 厘米），低干桑（70cm以下），地桑（又称无干桑、根刈

桑）。栽桑的目的是采叶养蚕，而桑叶又是桑树的营养器官，在采叶

的同时，要注意养树，以达到下期或来年得到更多桑叶的目的。采叶

的基本方法有摘叶法、采芽法和剪条法三种：摘叶法在小蚕或夏、秋

蚕期应用；采芽法在春蚕大蚕期应用；剪条法是连条带叶剪取条桑，

直接饲蚕。秋末冬初，通过剪梢（剪去枝条梢部），能减少桑树冻害，

提高发芽率和春叶产量。 

  桑叶在喂饲前应进行适当整理、切桑，以便于给桑。不良叶的选

除，片叶的叠理，用桑的称量等工作称为调桑。蚁蚕到了三龄蚕的早

期，因为蚕体小，为便于给桑均匀和容易取食，一般将桑叶切成正方

形的方块叶，三龄中后期改成粗切，四龄用片叶，五龄用片叶和新梢

叶，或者条桑。 

蚕的生活史[上] ——蚕的幼虫期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歌咏了一种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精神。现在，人们也常以“春蚕”

来比喻为理想、为事业奋斗终身、牺牲自己、造福人类的高尚人格和

情操。但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当春蚕把丝吐尽之时，它并没有死去，

只是走完了生活史中的幼虫阶段，即将变为蚕蛹而已。 



  桑蚕是一种完全变态的昆虫，它的一个世代须经过卵、幼虫、蛹、

蛾四个形态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在正常的饲育情况下，幼虫期从孵

化吃桑叶到吐丝作茧，需要 20 到 28 天；吐丝

结茧约需 3 天；再经 1 至 2 天化蛹；蛹期经过

10 到 15 天就化成蛾，蛾才是成虫。在化蛾当

日，雌雄成虫交尾产卵，如果产下的是非滞育

卵，那么再经过 10 天左右就可孵化出下一代的

蚁蚕了。这样，大约需要 40 至 60 天时间桑蚕

便可完成一个世代，在不断的变态中代代相传。

那么，桑蚕的卵、幼虫、蛹、和成虫的具体形

态又是怎样的呢？作为幼虫期的桑蚕又是怎样一点一点长大的呢？

下面介绍一下蚕卵、蚕蛹、蚕蛾的形态及桑蚕的生长特点。

  蚕卵

  蚕以卵繁殖。蚕卵看上去很像细粒芝麻，宽约 1 毫米，厚约 0.5

毫米。一只雌蛾可产 400~500 粒蚕卵，1700~2000 粒蚕卵，重约 1 克。

蚕卵的颜色，刚产下时为淡黄色或黄色，经 1~2 天变为淡赤豆色、赤

豆色，再经 3~4 天后又变为灰绿色或紫色，便不再发生变化，称为固

定色。蚕卵外层是坚硬的卵壳，里面是卵黄与浆膜，受精卵中的胚胎

在发育过程中不断摄取营养，逐渐发育成蚁蚕，它从卵壳中爬出来，

卵壳空了之后变成白色或淡黄色。 

  蚁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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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从蚕卵中孵化出来时，身体的颜色是褐色或赤褐色的，极细小，

且多细毛，样子有点象蚂蚁，所以叫蚁蚕。蚁蚕长约 2 毫米，体宽约

0.5 毫米，它从卵壳中爬出来后，经过 2~3 小时就会进食桑叶。 

  蚕的眠性

  蚕宝宝食桑量极大，因此，长得很快，体色也逐渐变淡。但它的

食欲逐渐地有所减退乃至完全禁食，它吐出

少量的丝，将腹足固定在蚕座上，头胸部昂

起，不再运动，好象睡着了一样，称作“眠”。

眠中的蚕，外表看似静止不动，体内却进行

着脱皮的准备，脱去旧皮之后，蚕的生长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龄期，从

蚁蚕到吐丝结茧共蜕皮 4 次。具有眠性是蚕的生长特性之一，眠性是

蚕的遗传性状，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饲养的蚕属四眠性品

种。

  蚕龄

  又称龄期，表示蚕宝宝处于某一个发育阶段。从蚁蚕到第一次蜕

皮为第一龄；眠起后进入第二龄；再次蜕皮后进入第三龄；第三次蜕

皮后进入第四龄，第四次蜕皮又称大眠。大眠后就进入第五龄，五龄

的蚕宝宝长得极快，体长可达 6~7 厘米，体重可达蚁蚕重量的 1 万倍

左右。 

  熟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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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宝宝到了五龄末期，就逐渐体现出老

熟的特征：先是排出的粪便由硬变软，由墨

绿色变成叶绿色；食欲减退，食桑量下降；

前部消化管空虚，胸部呈透明状；继而完全

停食，体驱缩短，腹部也趋向透明，蚕体头胸部昂起，口吐丝缕，左

右上下摆动寻找营茧场所，这样的蚕就称为熟蚕。 

蚕的生活史[下] ——蚕的成虫期 

结茧 

  人们把熟蚕放在特制的容器中或蔟器上，蚕便吐丝结茧了。结茧

可分为四个过程：1、熟蚕先将丝吐出，粘结在蔟器上，再吐丝连接

周围蔟枝，形成结茧支架，即结茧网。茧网不具备茧形，只是一些松

软凌乱的茧丝层，以作为结茧的支架。2、蚕结制茧网后，继续吐出

凌乱的丝圈，加厚茧网内层，然后以 S 型方式吐丝，开始出现茧的轮

廓，叫做结茧衣。茧衣的丝纤维细而脆，排列极不规则，丝胶含量也

多。3、茧衣形成后，茧腔逐渐变小，蚕体前后两端向背方弯曲，成“C”

字型，蚕继续吐出茧丝，吐丝方式由 S 形改变成∞形，这就开始了结

茧层的过程。4、当蚕由于大量吐丝，体躯大大缩小时，头胸部摆动

速度减慢，而且没有一定的节奏，吐丝开始显得凌乱，形成松散柔软

的茧丝层，称为蛹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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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的结茧过程  

  蚕蛹

  蚕上蔟结茧后经过 4 天左右，就会变成

蛹。蚕蛹的体形像一个纺棰，分头、胸、腹

三个体段。头部很小，长有复眼和触角；胸

部长有胸足和翅；鼓鼓的腹部长有 9 个体节。

专业工作者能够从蚕蛹腹部的线纹和褐色小

点来判别雌雄。蚕刚化蛹时，体色是淡黄色的，蛹体嫩软，渐渐地就

会变成黄色、黄褐色或褐色，蛹皮也硬起来了。经过大约 12 到 15 天，

当蛹体又开始变软，蛹皮有点起皱并呈土褐色时，它就将变成蛾了。 

  蚕蛾（成虫） 

  蚕蛾的形状像蝴蝶，全身披着白色鳞毛，但由于两对翅较小，已

失去飞翔能力。蚕蛾的头部呈小球状，长有

鼓起的复眼和触角；胸部长有一对胸足及两

对翅；腹部已无腹足，末端体节演化为外生

殖器。雌蛾体大，爬动慢；雄蛾体小，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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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翅膀飞快地振动，寻找着配偶。一般交尾 3~4 小时后，雌蛾就

可产下受精卵。蚕蛾（成虫）留下后代，不久之后便会死去。 

  蚕蛾产下的卵→孵蚕→变蛹→化蛾，又将完

成新一代的循环。这就是蚕的生活史。 

 

 

收茧缫丝 

当鲜茧登场时，茧商纷纷设茧行收买蚕农的茧子，解放后则由政府在

各产茧地设立的茧站收购。为避免蚕茧在贮存期间活蛹化蛾，茧站设

有简单的烘茧杀蛹设备，烘茧机利用热能杀死鲜茧茧腔中的活蛹，并

除去适量水分。茧站工作人员将烘干后的干茧进行包装，运至缫丝厂

或干茧仓库，以备后用。 

  干茧被运往缫丝厂后，就进入了制丝阶段。根据产品的规格要求，

缫丝机把若干粒熟茧的茧丝离解，合并制成

生丝，也称白厂丝。缫丝的方法很多，按缫

丝蚕茧沉浮的不同，可分为浮缫、半浮缫、

沉缫三种，蚕茧的浮沉主要取决于煮茧后茧

腔内吸水量的多少；按缫丝机械类型，可分为坐缫、立缫和自动缫。

坐缫是一种采用高温高速的手工缫丝法，盛行于近代工业化时期，后

由立缫机取而代之。立缫，是一种精巧的缫丝方法，以定粒配茧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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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采用低速缫丝工艺。自动缫则是一种自动控制生丝纤度的先进方

法，也是目前一直在应用的缫丝机。采用低温高速缫丝工艺，在缫丝

过程中，各个环节依靠机械或水流连贯起来，故称自动缫。不过，无

论使用哪一种缫丝机，将煮熟茧缫成生丝，都要经过索绪、理绪、集

绪、捻鞘、络交、卷取、干燥等工序。蚕茧经由缫丝机缫制成生丝后，

便进入了丝织阶段。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中国的蚕丝业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

各地。现在蚕丝业已传至世界近 70 多个国家，其中近 40 个国家有一

定的茧丝生产。按 1997 年蚕茧生产量排序，居于前九位的国家有：

中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巴西、泰国、越南、朝鲜、日本和孟加

拉国。自 1997 年起，中国的蚕茧产量和生丝产量先后超过了日本，

重新跃居世界首位。其后，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茧丝绸生产

国的地位。1999 年，中国在世界蚕茧和生丝总产量中分别占了 70.7%

和 73.8%。蚕茧、蚕丝已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垄断地位的主要出口

商品，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在 1950~1999 年的五十年中，中国丝

绸类商品出口创汇额高达 446 亿美元。其中 1994 年出口创汇 37.53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中国丝绸年出口额在 30 亿美元左右，

2000 年丝绸出口额为 29.73 亿美元。可以说，中国蚕丝业的发展将左

右世界蚕丝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且也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发展。 

“纤维皇后”—桑蚕丝 



蚕丝，是熟蚕结茧时分泌丝液凝固而成的连续长纤维，也称“天然丝”。

它与羊毛一样，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动物纤维之一，根据食物的不同，

又分桑蚕、柞蚕、木薯蚕、樟蚕、柳蚕和天蚕等。从单个蚕茧抽得的

丝条称为茧丝，它由两根单纤维借丝胶粘合

包覆而成。将几个蚕茧的茧丝抽出，借丝胶

粘合包裹而成的丝条，有桑蚕丝（也称生丝）

与柞蚕丝之分，统称为蚕丝。除去丝胶的蚕

丝，叫做精炼丝。以它们为原料，就可用织

机加工成各类品种的织物了。 

  蚕丝纤维由两根呈三角形或半椭圆形的丝素外包丝胶组成，横截

面呈椭圆形。蚕丝纤维为蛋白质纤维，丝胶和丝素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其中丝素约占 3/4，丝胶约占 1/4。丝胶和丝素由 18 种氨基酸组成，

约含 97%的纯蛋白质。丝胶是水溶性较好的的球状蛋白质，将蚕丝溶

解于热水中脱胶精练，就是利用了丝胶的这一特性。由于丝胶和丝素

的氨基酸组成不同，丝素为纤蛋白，丝胶为球蛋白。桑蚕所吐之丝全

长可达 1000 米以上。 

  以桑蚕丝为原料，将若干根茧丝抱合胶着缫制而成的长丝，又称

真丝。机器缫制的丝称为厂丝，白茧缫的丝称为白厂丝。用简易机械

和工艺，以次茧为原料缫制的丝称为土丝。经精练脱胶后的丝，称为

熟丝。而未精练的丝，则叫作生丝。由于桑蚕丝从栽桑养蚕至缫丝织

绸的生产过程中未受到污染，因此是世界推崇的绿色产品。又因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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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纤维，属多孔性物质，透气性好，吸湿性极佳，而被世人誉为

“纤维皇后”。 

  桑蚕丝不仅是丝绸织造最主要的原料，而

且还可用于制成人造血管。蚕丝与人体的角质

和胶原同为蛋白质，结构十分相近，因此，具

有极好的人体生物相容性。桑蚕丝人造血管在体内不会引起过敏或致

癌作用，还可以与活体血肉相连，长成与真血管一样的外壁和内膜。

我国早在 1957 年就开始研制桑蚕丝人造血管，并试用于临床。目前

已能生产各种类型的人造血管。 

  桑蚕丝还可开发成许多高科技副产品。将桑蚕丝脱胶、溶解、透

析提纯后，可制成纯净的丝素溶液，再将丝素溶液置于塑料模具中，

经烘干制成薄膜，最后再经Co60辐射消毒形成“丝素膜”。该膜专门用

于烧伤创面覆面，有助于创面愈合，也称为“人工皮肤”。 

  由于桑蚕丝中含有对人体极具营养价值的 18 种氨基酸，人们根

据蚕丝的这种特性，开发出以丝素为主要原料的化妆品系列。1973

年，日本公开发表了蚕丝用于化妆品的新工艺。用作化妆品的丝素有

两种：一种是直接将丝纤维去杂、脱胶、洗净，精制而成的“丝粉”

（或称不溶性丝蛋白），但由于这种丝粉分子量大，又不溶于水，较

难被皮肤吸收。另一种是进一步将丝素用化学方法加以裂解，使丝蛋

白长分子链巨分子分解成较短的蛋白分子链，即人们通常看到的丝素

肽，也称丝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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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蚕丝还可以制成蚕丝蛋白供人们食用。这种技术是由日本人首

先开发的。最初经试验的这种冻胶的丝素分子还是由数千个氨基酸连

接成的较大分子组成，不易被肠壁吸收。因此采用能分解蛋白的放线

菌酶，进一步分解成低聚肽和氨基酸粉末，吸收率可大大提高。如今，

在日本市场上已有加入了经裂解的蚕丝粉末的食品，如蛋糕、饼干、

面条、果冻、冰淇淋、饮料、片剂、糖果等，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此类食品含有 18 种氨基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等含量较少，因而被

视为一种健康的绿色食品。目前我国也正在开发研制这种蚕丝食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享用国人自己生产的蚕丝食品了。 

风格独特的野蚕丝 

除了利用桑蚕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据自然界的资源，利用多种野蚕

的茧丝，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野蚕丝有柞蚕丝、天蚕丝、樟蚕丝等。 

  以柞蚕所吐之丝为原料缫制的长丝，称为柞蚕丝。按煮漂茧和所

使化学药剂的不同，可分为药水丝和灰丝两

种。药水丝用过氧化物漂茧，丝色淡黄；灰

丝则以碱性物质漂茧，茧色灰褐。按缫丝方

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水缫丝和干缫丝。水缫

丝在立缫机温汤中进行缫丝，丝色为淡黄

色；干缫丝在干缫机台面上进行缫丝。机制和手工制的各种柞丝，多

用于织制绸面粗犷、富丽、挺括、具有自然疙瘩花纹的柞丝绸。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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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因产地主要在中国北方的辽宁、山东、河南、

黑龙江等省，故被称作“山东绸”。 

  天蚕丝是一种不需染色而能保持天然绿色的野蚕丝。它有着闪烁

的光泽，手感柔软，被称为纤维界的“绿宝石”。其经济价值极高，一

般比桑蚕丝高出 30 倍，比柞蚕丝高 50 倍。其纤度比桑蚕丝稍粗，与

柞蚕丝差不多。由于产量极低，仅于桑蚕丝织品中加入部分，作为点

缀。 

  各种蚕丝的缫制过程，以樟蚕丝最为复杂。当樟蚕成熟时，将大、

中、小蚕分别以 30 头蚕一组，手工在蚕腹中取出丝腺。30 头蚕的丝

腺 60 条为 1 结，在稀酸液中拉丝、浸水、阴干、锤丝，最终成为樟

蚕丝。这种丝置于水中透明无影，又坚韧耐水，尤其适用于制作钓鱼

丝。每条樟蚕丝可承受 50 公斤左右重量，是最佳的钓鱼丝。它还可

用于医用伤口缝合线。樟蚕丝的头尾部分，可制作牙刷和各种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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