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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桑品种的引进推广关系到养蚕成绩的好坏。通过生物鉴定方式对陕桑系列桑品种进行养蚕对比。结果表明 , 陕桑305、陕桑402
的成绩优于其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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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 mportant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mulberry variety .The silkwormreari ng of Shansang variety were contrasted with biologi-
cal determi 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shansang 305 and shangsang 402 were better than ot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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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安康地区大量引进推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蚕桑

研究所繁育的陕桑系列品种, 作为安康桑品种更新的首选品

种。桑叶是家蚕的饲料, 叶质对家蚕的生长发育、产茧量、茧

丝量等有很大影响, 而叶质又与桑品种的特性有密切的关

系。因此, 有必要对引进推广的桑品种作生物鉴定分析, 为

蚕农提供适宜当地的桑品种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蚕品种: 春·蕾×镇·珠, 春繁一代杂交种, 反交 ,

即浸种 , 由安康蚕研所提供。供试桑品种 : 陕桑401、陕桑

402、陕桑403 、陕桑406 、陕桑306、陕桑305 , 湖桑32 号, 为安康

师范专科学校桑品种园提供。

1 .2  时间及地点 1998 年7 月1 ～7 月30 日, 安康师范专科

学校西校区蚕室。

1 .3  方法 试验设2 个区, 即1 个对照区 ,1 个试验区。试

验区内设6 个小区, 各区设3 个重复 , 共21 个小区。各区收

蚁0 .5 g 。自收蚁至上簇为止, 分别采用试验的桑品种桑叶定

量饲蚕。上簇6 d 后采茧进行茧质调查, 每小区取雌雄各25 粒

茧调查平均每粒茧的全茧量、茧层量、茧层率和千克茧粒数。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桑品种全龄期饲养比较试验

五龄经过

d∶h

全龄经过

d∶h

全茧量

g

茧层量

g

茧层率

%

千克茧粒数

粒

401 7∶18 21∶17 2.17 0 .48 22 .1 461

402 6∶20 21∶15 2.08 0 .46 22 .1 457

403 6∶21 21∶23 1.70 0 .36 20 .9 582

406 7∶14 21∶18 1.85 0 .40 21 .8 533

306 7∶18 21∶20 1.94 0 .41 21 .3 501

305 6∶10 21∶20 2.25 0 .49 21 .8 450

湖桑32 号( CK) 7∶09 21 :23 1.80 0 .39 21 .6 545

  通过养蚕成绩的调查, 各桑品种桑叶饲蚕全龄经过差异

不大, 但五龄经过陕桑402 、陕桑305 都比其他桑品种经过

短, 陕桑305 饲养比对照饲养五龄期近少1 d , 全茧量陕桑

401、陕桑402、陕桑305 、陕桑406、陕桑306 都比对照高, 千克

茧粒数对照高出陕桑305 、陕桑402、陕桑401 各近100 粒。

3  讨论

( 1) 陕桑305 、陕桑402 的饲养成绩高于其他品种。陕桑

305 发芽率高, 生长势强, 叶大, 节密, 在水肥充足的条件下 ,

增产效果显著, 适于川道、低山土层肥厚的地方密植和四边

栽植, 养成低干或中干树型。陕桑402 适应性广, 可在长江

以北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繁殖推广。因抗逆性好, 亦可在坡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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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栽植。

( 2) 陕桑系列桑品种既有无性系同源三倍体品种也有无

性系四倍体品种, 其桑叶成分还有待进一步测定。

(3) 引进推广桑品种应进行生物鉴定和化学分析, 以及

抗旱抗寒性, 桑叶硬化度等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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