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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利用秦巴山区野桑蚕资源与家蚕进行转育作了研究 , 培育出金黄色茧、黄色茧、肉色茧、竹青色茧和黄色茧限性皮斑、限性蛾体
色蚕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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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蚕( Bombyx mandari na Leech) 属鳞翅目, 家蚕蛾科, 别名

桑蚕。

1  野桑蚕的分布与利用价值

野桑蚕地理分布范围广泛, 除云南、广东、广西、新疆等

省区外, 它广泛栖息在我国养蚕区域内: 北起中俄和中蒙国

境、乌苏里江、图门江、鸭绿江, 向西自青藏高原以东, 包括黄

淮海流域、长江流域、四川大部, 东至我国沿海, 向南至福建

省和台湾省的大部分养蚕区域内; 并在日本、韩鲜、韩国等国

家蚕区内分布, 亦在俄罗斯和印度有少量分布。在这样广阔

的土地上, 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气候类型和丰富的地貌类型 :

从北到南有寒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气候, 受海陆

分布地理位置的影响而产生的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

的西南季风使得我国东部和南部湿润而西北部干旱以及其

间的过渡半干旱地带等。

生活在各个地理区域的野桑蚕长期受到自然选择而发

生遗传变异。这种物种内的遗传变异既为生态学上的遗传

多样性。随着野桑蚕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延长, 其遗传多样

性不断丰富。野蚕这一野生资源, 一直作为桑树虫害来加以

防治。近几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 人类开始对自然资源

进行开发利用。家蚕育种工作者看中野蚕潜在的遗传特性 ,

希望利用野桑蚕对变温的适应性、腹足的强把握力、行动的

活泼性、特殊的食性和对氟污染或农药的抵抗性, 把野蚕的

基因导入家蚕以开发新的育种素材。为了充分利用这一野

生资源 , 笔者从1999 年开始通过对野蚕的收集 , 放养和观察,

初步对野桑蚕与家蚕进行了转育。

2  野蚕的生活史

野蚕在安康一年发生3 代, 以卵在桑树枝、干上越冬, 越

冬卵于次年4 月中旬开始孵化, 亦有迟至7 月才孵化, 有一

化性[ 1] 和多化性。卵期: 越冬卵平均205 d , 非越冬卵8 ～10

d , 一化性卵期可长达300 d 左右。各代幼虫发生盛期分别在

4 月下旬、6 月下旬、8 月上旬。野蚕有三眠和四眠2 种 , 三眠

蚕幼虫期经过12～20 d , 四眠蚕幼虫期经过17 ～30 d , 世代重

叠, 发生极不整齐。蛹期平均第一代22 d , 第二代12 d , 第三

代17 d , 但第一代个别蛹期长达4 ～5 个月[ 1] 。蛾期第一、三

代约4～5 d , 第二代约2～3 d[ 2 - 4] 。

3  野桑蚕与家蚕的转育

从1999 年开始 , 经过几年对秦巴山区野蚕资源的收集、

整理、研究, 初步利用野桑蚕与家蚕871 进行转育, 已经分离

出金黄色, 桔黄色、黄色、淡黄、肉色、竹青色6 种天然彩色

茧, 现正在进一步进行性状的优选纯化。同时分离出限性斑

纹和限性蛾体色材料, 即幼虫普斑白蛾为雌, 幼虫素斑野蚕

翅斑蛾为雄的育种素材。

4  野桑蚕与家蚕转育的茧质调查

结果见表1 和表2 。

  表1 871×野蚕F1 代茧质成绩汇总表 %

四眠 三眠

全茧量    1 .08       0 .93

茧层量 0 .15 0 .10

茧层率 13 .90 10 .60

  表2 871×野蚕F4 代茧质成绩汇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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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8 0 .26 16 .5 1 .65 0 .27 16 .4 1 .62 0 .27 16.7 1 .72 0 .31 18 .0 1 .38 0 .28 20 .3 1 .37 0 .29 21 .2 1 .35 0 .28 20.7 1 .45 0 .32 22 .1

  从表1 看出, 家蚕×野蚕的 F1 代中三眠性的茧层率比

四眠性的茧层率低两个百分点, 全茧量两者差异较大。

从表2 可看出, 普斑雌茧中, 白色茧的茧层率高于黄茧

类、竹青色茧, 有色茧中茧层率差异不大。素斑雄茧中, 白色

茧的茧层率高出黄茧类、竹青茧两个百分点。

  从表1 和表2 可知, 家蚕×野蚕, 随着选育的代数增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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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层率大幅提高, 可达到实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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