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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州市养蚕概况

宜州市位于桂中偏西北部 , 地处北回归线略偏北, 属中

亚热带季风气候, 平均气温19 .6 ～22 ℃, 年均降雨量1 300 ～

1 325 mm, 年无霜期323 d , 适合种桑养蚕[ 1] 。宜州素有种桑

养蚕的传统 ,1968 ～1990 年桑园面积每年保持320 ～361 .5

hm2 ;1994 ～2000 年宜州桑蚕业发展较快, 桑园面积最高达到

2 333 .3 hm2 ;2000 年以后, 宜州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东桑西移”

的机遇, 桑蚕产业得到快速壮大和发展,2007 年桑园面积达

到17 600 hm2 , 鲜茧产量达到4 .2 万t , 比2006 年分别增长

21 % 和10 % , 跃升为全国最大的桑蚕生产县级市[ 2] 。同时 ,

宜州的养蚕形式也逐步向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

推广了适合于岭坡旱地的桂桑优12 和适合于保水保肥田块

的特优2 号良种桑以及适于全年饲养的两广二号和适于春

秋饲养的桂蚕二号等优良蚕品种, 且方格簇、“小蚕共育”、简

易大棚养蚕、省力化蚕台饲养等先进养蚕技术也得到一定的

普及[ 3] 。

2  宜州市蚕病发生现状

宜州的气候适合种桑养蚕 , 在蚕业发展早期, 病原尚未

积累的情况下, 大部分农民在较粗放的饲养管理条件下, 利

用自然气温养蚕也能获得较好收益, 但是这种养蚕方式无法

达到蚕茧高产优质的目的, 更难以使桑蚕业持久做大做强。

2006 年, 广西蚕业技术推广总站专家对庆远镇太平社区一个

村屯的病死蚕、蚕沙、蚕室环境灰尘等随机抽样镜检发现, 有

大量细菌、真菌和多角体存在, 另外还发现了微孢子 , 说明该

蚕区养蚕环境已受病原污染, 更严重的是检测点有微粒子病

病原存在。2007 年笔者对宜州市的部分蚕区蚕病及病原的

留存情况进行调查 , 发现洛西镇妙调屯第1 批蚕就大面积暴

发血液型脓病, 鲜茧产量为5 ～20 kg/ 张; 全市各蚕区第3 批

蚕均发生严重蚕病; 监测点洛西镇流河乡下枧村、太平乡乐

得屯、矮山乡下维村等蚕区发病严重, 部分蚕农甚至整批发

病, 主要是血液型脓病和细菌病 , 其中也发现了微粒子病蚕 ,

所以病害和养蚕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宜州市蚕业发展的制

约瓶颈, 随着养蚕时间的增加, 病原不断积累 , 如果不及时采

取防病措施 , 蚕病有可能在该区流行及暴发, 给养蚕业造成

毁灭性损失。

3  宜州市蚕病发生的原因

3 .1 气象条件利于病原滋长  蚕属于变温动物, 体温与外

界温度基本一致, 适宜蚕生长发育的最佳温湿度为小蚕期适

宜温度26 ～27 ℃, 相对湿度85 % ～90 % : 大蚕期适宜温度23

～25 ℃, 相对湿度65 % ～70 %[ 4] 。温度低于15 ℃, 桑蚕举动

呆滞, 发育缓慢, 从而引起发育不齐而延长龄期, 使蚕对病害

的抵抗能力降低, 最终造成茧重和茧层量显著减轻; 温度高

于35 ℃, 蚕的食欲比较旺盛, 发育也快 , 但最终促使调节生

理机能的激素分泌失调、混乱, 蚕体质下降。根据调查, 宜州

除了部分小蚕共育室有温湿控制设备外, 蚕室没有控温调湿

的设施, 大部分连地窗都没有, 一般根据自然温度养蚕, 最多

用开关窗、门调控室内温度 , 没有对各蚕期采取相应的调控

措施, 靠“天”养蚕, 且为了多收茧、增加养蚕批次, 大部分农

民1 年养12～13 批, 有时甚至养20 批, 自每年3 月中旬开始

养蚕, 直至11 月下旬。而宜州气候对蚕的生长不利和引发

蚕病的因素也较多, 如早春、晚秋低温, 春季连续多湿, 夏季

高温多湿等 , 根据2006～2007 年的气象资料( 表1、2) ,3 月中

下旬,2006 年和2007 年分别有4 d 和6 d 气温连续低于10

℃, 且除了10 月和11 月平均湿度偶尔低于65 % 外, 养蚕期平

均湿度均大于70 % , 同时6 ～7 月平均温度分别均高于25

℃, 而上述因素都可能导致蚕体质下降或利于病原菌滋长繁

殖。2007 年笔者的调查也证实了这几段时间蚕病严重 , 可能

是不利气象加农民养蚕技术、防病措施等不配套( 没有加温、

除湿、降温等相关防病措施) 所致。

3 .2  养蚕过程中管理粗放  大多蚕农都采用“摘桑—喂食

—上簇—收茧”的粗放管理养蚕模式, 不提青不分批, 不及时

除沙, 增加了蚕座内病原传染的机会。主要表现为: ①蚕房

简陋。蚕房没有加温、通风、排湿设施, 不注意通风排湿 , 蚕

在高温多湿的饲养环境中, 造成蚕体虚弱, 对疾病抵抗力和

抗逆力下降。②没有专用蚕房和储桑室。人蚕共室, 桑叶贮

放在养蚕室内, 增加了病原污染桑叶给蚕反复感染的机会。

③没有及时定点处理好蚕沙和病蚕, 造成污染。乱抛病蚕 ,

有的甚至用病蚕来喂养家禽家畜, 或倒进鱼塘、河流中, 使养

蚕用水被污染, 从而更加剧了病原的反复传播 ; 乱堆放蚕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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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把蚕沙直接倒在桑园中, 使各种病原进一步扩散, 污染

养蚕环境和桑叶。④不注重蚕具消毒。蚕具用了多年如方

格蔟也未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 致使病原长期滞留在室内外

养蚕环境中。⑤养蚕批次太多。小蚕与大蚕共处一室 , 使大

蚕病原容易传染给小蚕, 增加蚕病机会。⑥过量添加养蚕饲

料。为了增加蚕茧斤两给蚕添加饲料 , 造成蚕体质下降 , 抗

病能力低等。

表1 2006～2007 年上半年宜州市养蚕期室外平均温湿度

Table 1 Theaverage outdoor temperatureand humidityinsilkwormrearing seasonin Yizhou Cityinthefirst half year of 2006and 2007

3 月 March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4 月April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5 月 May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6 月June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7 月July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2006 温度 14 .0 17 .4 23 .7 20 .3 23 .5 27 .0 23 .6 24 .3 25 .2 26 .7 29 .0 28 .6 28 .5 28 .4
Temperature

湿度 83 .0 82 .0 79 .6 74 .1 83 .0 77 .8 67 .9 84 .6 87 .6 86 .5 76 .6 83 .6 86 .5 79 .6
Humidity

2007 温度 14 .0 19 .9 16 .4 21 .7 20 .4 24 .2 23 .5 27 .4 28 .5 29 .2 28 .4 28 .5 29 .2 28 .4
Temperature

湿度 85 .0 85 .73 76 .0 76 .6 83 .8 71 .5 84 .4 80 .9 86 .5 80 .7 73 .0 81 .2 80 .9 76 .9
Humidity

 注 : 资料来源于宜州市气象局。
 Note : The data are fromthe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Yizhou City .

表2 2006～2007 年下半年宜州市养蚕期室外平均温湿度

Table 2 The average outdoo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insilkwor mrearingseasonin Yizhou Cityinthesecond half year of 2006 and 2007

9 月September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10 月October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11 月November

上旬
The first
ten days

中旬
The middle
ten days

下旬
The late
ten days

2006 温度 27 .3 23 .7 26 .4 24 .4 25.1 24 .0 20 .8 19 .2 14 .6
Temperature

湿度 79 .2 71 .7 72 .7 72 .6 81.6 74 .4 64 .6 74 .3 83 .7
Humidity

2007 温度 24 .5 24 .3 25 .0 26 .3 21.4 21 .5 16 .5 18 .9 15 .5
Temperature

湿度 88 .0 78 .7 76 .8 72 .0 63.1 70 .4 73 .0 69 .2 50 .9
Humidity

 注 : 资料来源于宜州市气象局。
 Note : The data are fromthe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Yizhou City .

3 .3 防病意识淡薄或消毒工作不规范、不彻底  由于宜州

大部分是新蚕区, 农民掌握科学养蚕知识很有限, 缺乏蚕病

防控知识, 不知道消毒及保护养蚕环境的重要性, 对蚕病的

发生不知所措, 解决的办法就是蚕病了买药救治, 不知这对

一些疾病如病毒病无济于事。另一方面, 部分蚕农为了追求

经济利益, 养蚕批次多, 规模大, 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 忽视

“蚕病以防为主”的原则, 造成蚕病大发生。大部分蚕农虽然

已消毒 , 但没有贯彻“消毒贯穿整个蚕期”的宗旨 , 消毒不彻

底, 不规范, 如只在蚕前消毒1 次, 不淘汰弱小蚕, 死蚕、蚕沙

的处理不当 , 小蚕与大蚕共处一室, 使大蚕病原容易传染给

小蚕, 蚕农的消毒、防病意识还远远不能满足提高蚕茧产量、

提高蚕茧质量的要求。

3 .4  蚕种、蚕药市场混乱  2006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蚕药研

究所的黄可威教授亲临宜州, 随机走访了宜州蚕药销售点 ,

进入蚕农家中抽取蚕药检测发现 , 宜州市99 % 正在销售和农

民正在使用的蚕药都是“假药”, 有的盲目夸大了药效, 有的

是国家早就明令禁止生产的药, 甚至有些是根本没有药效的

药。另外由于扩大养蚕面积 , 宜州的蚕种供应不足, 蚕种市

场管理无序, 蚕种随处可卖, 一些商贩就从四川、湖南等外地

调入蚕种, 致使蚕种质量参差不齐, 有些根本不适合宜州饲

养, 所以出现不结茧的蚕 , 伪劣蚕种坑了蚕农 , 病死蚕的增多

进一步破坏了养蚕环境。

3 .5 桑园管理不善 桑园密植 , 生长周期短, 能在短期内提

供大量桑叶, 但桑叶质量得不到保证。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

农民往往交叉饲养蚕, 而由于人力不足 , 常使桑园施肥、杀虫

不及时, 造成病虫害严重; 同时交叉养蚕还造成过度采摘桑

叶, 使桑叶质差, 影响到蚕的体质, 使蚕的抗病力、抗逆力减

弱; 此外 , 有些蚕区杀虫时间不统一 , 害虫没有被彻底消灭 ,

增加了野外昆虫与家蚕之间的病原交叉传染机会 , 也使蚕病

发生增多。

3 .6  专业技术人员少  2007 年, 宜州市桑园面积17 600

hm2 , 从事桑蚕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10 余人, 桑园面积

与技术人员的比例约为1 760∶1 , 而江浙等蚕区桑园面积与技

术人员的比例一般是666∶1 , 所以宜州市桑蚕专业技术人员

还严重不足, 科学养蚕技术普及不够, 技术培训、指导工作滞

后, 造成蚕农的科学养蚕意识薄弱, 蚕病发生后得不到相应

指导, 从而使蚕农无所是从, 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造成蚕病

发生更加严重。

4  对策与措施

4 .1 消灭病原体, 切断传染源头

4 .1 .1  把消毒工作贯穿于养蚕生产全过程。蚕前做好蚕

室、贮桑室及养蚕环境的消毒工作 , 蚕室、贮桑室做到“扫、

洗、刮、两消、刷白”, 在认真清洗的基础上, 选用高效广谱的

消毒药物如强氯精、消特灵等进行药物消毒, 消毒时严格按

使用方法进行操作, 药量要用足, 喷洒要均匀, 不留死角。同

时不能忽视蚕期中消毒和蚕期后回山消毒, 饲养中严格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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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青, 隔离与淘汰弱小蚕和病蚕 , 采用新鲜石灰粉、灭僵灵等

按规范进行蚕体、蚕座消毒, 减少蚕座内相互传染的机会, 控

制病毒病、真菌病的危害 , 用消毒药物进行回山消毒 , 切断病

原垂直传播途径。

4 .1.2 认真处理好病蚕、蚕沙、蚕具等污染源, 减少病原污

染养蚕环境。每个蚕户配备1～2 个装有新鲜石灰粉的消毒

缸, 养蚕过程要注意观察蚕的动态、情况, 发现弱小蚕和病蚕

应立即拾出, 投入消毒缸内, 然后统一深埋处理。蚕沙要及

时清理, 有条件的蚕区可以统一建蚕沙处理池 , 实行蚕沙统

一密闭发酵处理, 或者在远离蚕舍处制成堆肥充分发酵, 经

过生物发酵杀灭病原; 未经堆沤的蚕沙, 不能直接施入桑田

或农田, 更不能在蚕室或桑田附近摊晒蚕沙, 防止病原体飞

逸散播。方格蔟是多年使用的蔟具, 已经损坏不能使用的应

立即烧毁, 还可继续使用的应将游丝清除后, 并经日光暴晒、

熏烟消毒后 , 将其整理好集中保存在室内备用 , 养蚕前对养

蚕周围大环境进行统一消毒。

4 .1.3 建立健全防病卫生制度, 抓好蚕病发生后的应急措

施。蚕病发生后的应急措施 : 发现病毒病要及时拾出病蚕 ,

每天用新鲜石灰粉或灭僵灵进行蚕座消毒, 至该病得到控制

为止, 还应建立蚕病早期诊断机制, 使病毒病等能早发现, 早

采取措施; 发现真菌病要及时拾出病蚕 , 注意蚕室通风排湿 ,

调节好养蚕环境的温湿度, 每天撒灭僵灵等药剂进行蚕体蚕

座消毒, 至该病得到控制为止; 发现蚕细菌病也要及时拾出

病蚕, 用克蚕菌胶囊添食进行防治; 发现蚕化学农药中毒症 ,

要正确诊断、查清毒源, 拾出中毒蚕 , 并及时改善饲养环境 ,

改饲无污染桑叶。

4 .1 .4 加强桑园管理工作, 提高桑叶质量, 减少野外昆虫的

病原传染家蚕的途径。桑园多种害虫特别是桑螟、桑蟥、野

蚕菜粉碟等有许多病原可以与家蚕相互感染, 成为蚕病的传

染源, 染病害虫通过病体、排粪、吐液等污染桑叶, 从而引起

家蚕感染发病。因此及时消灭桑园害虫, 不仅可以减少桑叶

的损失, 还可以控制桑园害虫与家蚕之间的互相感染。同时

在桑园及附近地区施用微生物农药, 防止家蚕僵病及细菌性

中毒病的发生。同时 , 应做好施肥、抗旱、排涝工作, 提供适

熟、新鲜、营养丰富、无污染的桑叶, 定期对桑园杀虫, 采回的

桑叶不能堆放在蚕室内 , 应放在专用的贮桑室内, 以防病原

体污染桑叶。为避免病原通过桑叶传播, 可采用蚕用消毒净

1 000 倍水溶液或0 .3 % 有效氯漂白粉液进行桑叶叶面消毒。

4 .2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增强蚕的体质  蚕的生理状态与

蚕病的发生有密切联系, 因此, 加强饲养管理, 改善环境条

件, 增强蚕体抗病力和抗逆力 , 极为重要。

4 .2.1 选育抗病蚕品种。根据宜州的气候条件, 建议推广

适宜该地区饲养的体质强健蚕品种, 如适于全年饲养的“两

广二号”和适于春秋饲养的“桂蚕二号”。同时, 注重抗病蚕

的选育工作。

4 .2.2 合理布局, 大小蚕分养。合理催青运种、适时收蚁、

推行小蚕共育, 人员、蚕室、蚕具专一使用。根据蚕的生理特

征, 创造适宜蚕生长发育的条件 , 尽可能保持蚕室适温适湿 ,

注意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蚕座干燥清洁。

4 .2.3 良桑饱食。桑叶是蚕的营养来源, 是确保蚕体健康

的基本条件, 从桑叶的数量及质量上满足蚕的需要可以增强

蚕的抗病力。可从2 个方面着手: ①建立小蚕专用桑园。供

给小蚕新鲜适熟的桑叶, 保证小蚕蚕座上桑叶新鲜。②大蚕

用桑与环境条件的相互调节。高温干旱季节, 日间采用湿叶

喂蚕, 既保持桑叶新鲜又可降低蚕座温度, 但不能长期储藏

湿叶, 否则会导致细菌病发生。在高温多湿尤其是长期阴雨

的条件下, 长期喂湿叶, 容易造成蚕座蒸热, 因此, 应减少给

桑量, 增加给桑次数, 多撒石灰等干燥材料, 同时加强通风排

湿, 以减少蚕病发生。

4 .2 .4  调节气象环境, 适温适湿饲养。温、湿度和气流是蚕

生活所必须的因素, 大小蚕对温湿度的要求不同, 小蚕对高

温多湿抵抗力较强, 大蚕对低温、干燥的抵抗力强, 所以小蚕

要防低温干燥 , 大蚕要防高温多湿。蚕室内要放干湿温度

计, 按照1 ～2 龄温度26 ～27 ℃、干湿差0 .5 ℃,3 龄温度24 ～

25 ℃、干湿差2 ℃,4～5 龄温度23 ～25 ℃、干湿差2 .5 ℃的

要求调节好各蚕期蚕室内的温湿度, 预防蚕病的发生。

4 .2.5 防除蚕的敌害。蚕的敌害很多, 如蚂蚁、蜈蚣、老鼠、

蟾蜍、蟑螂、麻雀等, 均可通过直接吞食蚕或传染蚕病对蚕造

成一定伤害, 应采用毒杀或捕杀的方法加以防除。

4 .3 正确选用蚕用药物, 防治控制蚕病的发生与蔓延  在

养蚕过程中, 要根据蚕药的性能、当地蚕病发生情况、养蚕的

技术水平、设备条件以及气候等因素综合考虑 , 以有效、安

全、药效稳定、便于使用为原则。目前有些药物的防治效果

得到大家的公认, 如灭蚕蝇防治蝇蛆病、克蚕菌胶囊等抗生

素类药防治细菌病, 可在蚕病发生时使用, 而其他无特效药

的蚕病只能立足于消毒预防, 所以应加强科普宣传力度, 积

极引导蚕农实施以消毒为主的蚕病综合防治策略 , 将蚕病防

治技术与饲养管理有效结合。消毒药剂有甲醛制剂( 如福尔

马林) 和氯制剂( 如蚕用消毒净、消杀精、消特灵、灭僵灵等) ,

福尔马林、蚕用消毒净、消杀精等是高效广谱消毒剂 , 可用于

蚕室蚕具或叶面消毒 , 灭僵灵用于蚕体蚕座消毒。

4 .4 培养技术人才, 建立重点蚕区的防控体系  在养蚕规

模迅速扩大而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可通过聘请国内

蚕业技术专家为技术顾问的方式 , 解决养蚕过程中的蚕病问

题。同时, 加强技术人才的引进培养工作。可在市领导的统

筹安排下, 整合各有关部门 , 包括蚕办、农业局、科技局、科

协、蚕种站以及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各方面力量, 建立蚕

病检测平台及蚕区蚕病防控体系, 成立市级蚕业技术机构 ,

协调合作, 群策群力, 培训县、乡、村3 级蚕桑技术人员。并

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科技资料等渠道, 多形式、多方面、

多层次的开展系列化实用技术和科技知识的推广普及 , 实行

全市蚕农全员大培训, 全面提高广大蚕农的业务素质。此

外, 还应对重点村屯、重点户、养蚕大户、小蚕共育户等特定

养蚕对象进行重点培训 , 做到以防为主 , 蚕病发生后能进行

正确的诊断, 找出病因, 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 使蚕病

危害降低。

4 .5  借鉴其他蚕区的蚕病防控经验  为使宜州桑蚕业向标

准化规范化发展, 减少蚕病发生, 可以借鉴其他蚕区的养蚕

防病经验, 如根据江苏先进地区的“六统一”养蚕模式, 结合

宜州的实际, 运用“七统一”的养蚕技术和管理模式, 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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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管理、统一蚕种供应、统一蚕种催青、统一饲养技术、统

一消毒防病、统一蚕沙处理”, 该模式在宜州市洛西镇妙调村

山背屯试验、示范及实施1 年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邻

近的妙调、九龙等村屯暴发蚕病整张倒蚕时, 山背屯的蚕则

获得了好的收成[ 5] ) , 可在全市加以推广。

5  结语

宜州蚕病的发生情况及原因和区内外其他蚕区有相似

之处, 对蚕病的防治可以借鉴其经验[ 6 - 10] , 但宜州市作为“东

桑西移”中养蚕最多、发展最快的蚕区, 又有其特殊性, 蚕病

防治工作应因地制宜, 加强科学养蚕知识普及 , 提高防病意

识, 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防病措施, 使宜州蚕桑生产健康稳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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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主要推广品种, 岳西、金寨、霍山等县已作为全年使用的

品种, 推广量占该地区的50 % 以上。2004 年全省黄·山×平·

湖的全年饲养量达12 .19 万盒 , 占当年发种量的15 .13 % ;

2005、2006、2007 年连续3 年发种量分别为16 .59 万、18 .98 万、

21 .38 万盒, 分别为全年发种量的21 .38 % 、22 .17 % 、25 .14 % 。

截至2007 年, 安徽省累计推广应用黄·山×平·湖70 .58 万

盒, 按平均盒种产茧42 kg , 茧价24 元/ kg 计算 , 产值7 .11 亿

元, 蚕农增收7 000 余万元。

5 .1  加强成果配套技术培训工作 先进的成果必须有与之

相适应的配套技术, 做到良种良法配套, 才能真正发挥成果

转化的潜力, 尤其是引进的新蚕品种, 更应如此。为此, 必须

注重成果与智力引进并举的方法, 在引进智力、加强培训上

狠下功夫。先后多次聘请品种引进国的蚕桑专家前来进行

技术指导 , 在合肥、青阳、黟县、霍山、泾县、歙县举办学术讲

座和现场指导, 共有500 多名蚕桑技干参加了培训和交流 ,

此间专家们还深入到蚕种场、桑园、农户、缫丝厂进行考察、

现场指导, 帮助蚕种场解决繁育中的疑难问题 , 回答了基层

技干、蚕农在蚕桑生产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

安徽省蚕桑研究所及省蚕桑服务站的专家在每年一次

的全省蚕桑工作会议上向参会的蚕桑技干介绍黄·山×

平·湖性状, 多次深入到黟县、歙县、青阳和霍山等蚕种场举

办黄·山×平·湖繁育技术培训班, 把黄·山×平·湖品种性状

等编印成明白纸在《安徽蚕业信息》及农网上发布, 利用科普

赶集的机会广为散发技术材料, 共发放各种技术材料30 000

多份, 为提高蚕种产量和质量提供技术保障。同时指导解决

了该引进成果中繁育系数较低等关键技术问题。通过几年

的努力, 不仅使引进成果的知晓度越来越高, 而且该成果连

续2 年列入安徽省农委推广的先进适用技术之中。

5 .2 积极组织扩繁生产, 加快品种推广应用  为了加快新

品种黄·山×平·湖的推广进度, 必须首先加速繁育母种及原

原种,2002 年早春, 笔者在广东省农科院蚕业研究所进行了

第一次南繁, 目的是进行一代杂交种的组配、少量的原原种、

原种和一代杂交种生产 , 满足实验室鉴定和农村试养、种场

试繁。2002 年12 月 , 该品种通过安徽省桑蚕品种审定委员

会的认定以后,2003 年早春再次在广东省农科院蚕业研究所

南繁, 目的是加快黄·山×平·湖的繁育进度, 解决黄·山×平

·湖的母种、原原种和原种的不足, 建立了黄·山×平·湖广东

省蚕研所生态品系。经南繁生产出母种、原原种84 蛾, 原种

500 张( 毛种) , 提供合肥、金寨蚕种场建立母种和原原种繁育

基地, 繁育生产原种及一代杂交种, 原种投放到黟县、歙县蚕

种场繁育一代杂交种10 000 余盒, 在潜山、休宁、歙县、绩溪

和泾县等地农户试养示范, 取得饲养黄·山×平·湖的经验并

获得丰收。在蚕农欢迎的基础上,2004 年早春又继续组织科

技人员到广东省农科院蚕业研究所南繁加代, 生产繁育原原

种252 蛾 , 原种500 张, 春期由合肥、金寨蚕种场生产原种2

000 余张, 为生产一代杂交种10 万余盒, 提供了原种保证。

2004 年秋又在黟县蚕种场建立了母种、原原种和原种繁育基

地, 从根本上满足了安徽省黄·山×平·湖母种、原原种和原

种及一代杂交种的生产需要。

6  结论

( 1) 不断增强家蚕的抗病抗逆性 , 提高繁育系数, 充分发

挥杂种优势, 提高单位面积桑产茧量, 改善蚕茧品质 , 提高生

丝品位, 最大限度地满足蚕农、种场和丝厂的生产要求, 实现

优质、高产、强抗、易繁的有机统一 , 是家蚕育种界的目标。

( 2) 鉴于家蚕的各种经济性状间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

因素的存在 , 实现家蚕品种的强健好养、优质高产和高效繁

育是家蚕育种研究的难点和瓶颈, 其中体质强健、耐粗食、适

合大规模省力化养蚕技术要求等目标在当前育种工作中显

得尤为重要。

( 3) 针对利用我国现有品种资源开展新品种选育难有新

突破且育种速度缓慢等现实, 积极引进优良品种资源, 丰富

家蚕基因库 , 根据育种目标对引进资源开展利用研究, 采用

建立异地品系、系统选拔、抗逆性选拔及缩短龄期经过选

择[ 3] 等方法对引进的品种资源改进提高, 以达到提高抗性、

增强体质、缩短龄期经过、提高经济性状和繁育系数的目的 ,

充分发挥其优良性状, 实现种质创新, 组配成适合当地生态

条件和饲养水平的实用品种, 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育种成

本, 加快育种速度 , 并迅速发挥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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