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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锦·绣×潇·湘是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与苏州大学合作育成的1对强健性夏秋用斑纹全限性家蚕品种。
介绍了锦·绣×潇·湘的原种和一代杂交种特性、饲育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国家桑蚕品种鉴定试验在内的历次实

验室鉴定试验、农村比较饲养试验以及蚕种繁育试验结果表明: 锦·绣×潇·湘作为斑纹全限性四元杂交家蚕品种，

其双交原种强健好养，斑纹全限性和日系蚕蛾深色蛾翅分别有利于壮蚕期的雌雄鉴别与蚕蛾的雌雄区分，可提高

蚕种质量与蚕种繁育系数; 一代杂交种体质强健，高产稳产，耐血液型脓病能力比洞·庭×碧·波明显增强，适合于轻

简化饲养; 锦·绣×潇·湘的蚕茧解舒丝长长，洁净优，是缫制高品位生丝的优质原料。锦·绣×潇·湘适宜在我国长江

流域的夏秋季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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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蚕桑产业的发展空间正经受着其它

农业产业的持续挤压，其比较效益优势越来越不明

显［1］，推广省力化养蚕技术已成为实现蚕桑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由于家蚕斑纹限性品种在蚕

种繁育过程中可减少传统的蛹期人工削茧鉴别雌

雄的工序，所以该类品种的推广深受广大蚕种繁育

单位的欢迎［2］。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八五”期

间选育的夏秋用斑纹全限性品种洞·庭×碧·波先后

在长江流域的多个省市大量推广应用［3］，曾位列我

国单一家蚕品种年推广量的第 3 位［4］，是我国目前

实用化斑纹限性品种中推广量最大的家蚕品种［5］;

但是，在连续多年的推广过程中，洞·庭×碧·波的强

健性与丰产性能及丝质成绩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变化或下降［2，6］。为此，在继续保持“洞·庭×碧·波”
斑纹全限性特点的基础上，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

与苏州大学合作以提高蚕品种的高产稳产特性和

改良丝质为育种目标，采用杂交育种、系统分离与

多元组配等方法，并通过多次不完全双列杂交试

验，育成了 1 对强健好养、高产稳产、丝质优良的斑

纹全限性四元杂交组合锦·绣×潇·湘［7］，并于 2012
年 10 月通过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016—2017 年连续参加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组织的国家桑蚕品种生产鉴定试验，锦·绣×潇·
湘盒种产茧量为34. 86 kg、健蛹率为 92. 39%，比指

定的夏秋用对照品种秋丰×白玉分别高 13. 61%、
4. 22 个百分点，适合于长江流域的夏秋季推广。现

将锦·绣×潇·湘的性状与饲育技术要点介绍如下。

1 双交原种主要性状及其饲育要点

1. 1 双交原种的主要性状

锦·绣( 正、反交) : 中国系统，二化( 含有多化性

血缘) 、四眠、夏秋用斑纹限性品种，化性稳定。越

年卵为青灰色及灰绿色，卵壳为淡黄色; 孵化齐一，

蚁蚕黑褐色，克蚁头数 2 300 头左右; 小蚕期趋密

性、趋光性强; 壮蚕体色青白，体型粗壮，花蚕为雌，

白蚕为雄，幼虫雌雄鉴别容易，入眠快，眠起齐一，

食桑快且食下量大; 老熟齐快，但雌蚕老熟略慢，茧

短椭圆形，间或有球形，缩皱中等，茧色洁白; 蛾体

白色，发蛾集中，交配性能良好，单蛾产卵量 550 粒

左右。催青期经过 10 d，幼虫期经过 25 d，蛰中经过

16 d。与潇·湘对交，应推迟 2 d 出库，迟 1 d 上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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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 正、反交) : 日本系统，二化( 含有多化性

血缘) 、四眠、夏秋用斑纹限性品种，化性稳定。越

年卵为灰紫色，卵壳为白色; 孵化齐一，蚁蚕黑褐

色，克蚁头数 2 400 头左右; 小蚕期有逸散性，食桑

稍慢; 壮蚕体型中等，花蚕为雌，白蚕为雄，幼虫雌

雄鉴别容易，入眠较快; 老熟较齐，但雌蚕老熟略

慢，茧形浅束腰，缩皱中等，匀整洁白; 蛾体深色花

翅，发蛾不太集中，交配性能好，单蛾产卵量 530 粒

左右。催青期经过 10 d，幼虫期经过 26 d，蛰中经过

17 d。与锦·绣对交，应提早 2 d 出库，早 1 d 上蔟。
1. 2 双交原种繁育技术要点

1. 2. 1 催青要求 胚胎发育前期( 戊3 胚胎前) 温

度、相对湿度应分别控制在 23. 0 ～ 24. 5 ℃、75% ～
80%，自然光照; 胚胎发育后期( 戊3 胚胎起) 应在高

温多湿与长光照条件下催青，温度、相对湿度应分

别控制在 26. 0 ～ 27. 0 ℃、85% ～ 90%，光照 18 h 以

上。蚕种盛点( 蚕种点青达到 95%以上) 后，需黑暗

保护，以促进蚕种孵化齐一。
1. 2. 2 饲育条件 由于潇·湘蚁蚕的逸散性较强，

宜偏迟感光，以防止早孵化的蚁蚕疲劳饥饿。小蚕

期锦·绣有趋光和趋密性，应注意超前扩座、匀座、
常调匾工作; 潇·湘有逸散性，食桑较慢，应注意缩

座、整座工作，做到多回薄饲。大蚕期应注意及时

分箔、除沙，防止高温。1 ～ 2 龄全防干育 ( 上盖下

垫) ，饲育温度控制在 27. 3～28. 0 ℃，相对湿度控制

在 90%; 3 龄半防干育( 上盖下不垫) ，饲育温度控制

在 26. 0～26. 7 ℃，相对湿度控制在 80% ～85%; 4 ～ 5
龄普通育，饲育温度控制在 25. 0 ～ 26. 0 ℃，相对湿

度控制在 70% ～ 75%。各龄蚕见起后应加强补湿，

防半蜕皮蚕发生，各龄蚕饷食当日饲育温度可偏高

0. 5 ℃。

1. 2. 3 叶质要求 1～ 2 龄小蚕，特别是潇·湘的小

蚕，用叶要适熟偏嫩，忌饲过老过嫩叶，减少落小蚕

发生，提高家蚕发育的匀整度; 4 ～ 5 龄大蚕用叶要

充分成熟，严禁饲喂污染叶和虫口叶，避用偏嫩叶、
老黄叶和雨水叶。如果在雨水偏多的春季，要提早

给桑树摘芯，加速桑叶成熟，以减少不良卵和不越

年卵的发生。
1. 2. 4 上蔟采茧要求 该品种中日系原种老熟齐

涌，要提前做好上蔟准备与劳动力安排，上蔟时做

到适熟、均匀、稀上，以防双宫茧过多情况的发生。
上蔟第 1 天用 26. 0 ～ 26. 7 ℃ 的温度，待茧形成后，

用 25. 0～ 25. 6 ℃ 的温度保护，避免 24. 0 ℃ 以下的

温度，以减少不结茧蚕的产生。早采茧时间以 60 h
为中心，注意及时平铺种茧，以减少缩尾蛹和驼背

蛹的发生。蛹期以 24. 0～25. 0 ℃的温度保护，不宜

高于 28. 0 ℃，避免 30. 0 ℃以上的温度，以防生种和

不受精卵增多。
1. 2. 5 雌雄鉴别注意事项 该品种中日系原种均

具有幼虫斑纹限性的特点，从 4 龄饷食 1 d 后直至

家蚕老熟的大蚕期可以根据有斑纹的为雌蚕、无斑

纹的为雄蚕进行人工区分雌雄，做到分开饲养、分

开上蔟。各蚕种繁育单位可遵循不增加桑叶使用

量与影响蚕种质量的原则，根据养蚕季节的不同与

制种设施条件的优劣，在蚕期淘汰一定比例的雄

蚕，适度扩大雌蚕的饲育量，以提高蚕种繁育系数

与制种效益。实践经验表明，雄蚕淘汰比例一般以

控制在 10% ～ 20%之间为宜［8］。蛹期可推迟削茧，

以减少伤蛹及后期感染发病的机会。此外，锦·绣

原蚕蛾为白色花翅，潇·湘原蚕蛾为深色蛾翅［7］，可

根据这种特征在蚕蛾交配理对时，区分并剔除纯

对［9］( 图 1) 。

图中上方交配蚕蛾为锦·绣，下方交配蚕蛾为潇·湘。

图 1 一代杂交种繁育过程中的中日系蚕蛾交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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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代杂交种性状及饲养要点

2. 1 一代杂交种性状

锦·绣×潇·湘系斑纹全限性四元杂交家蚕品

种，二化( 含有多化性血缘) 、四眠。以锦·绣为母本

的杂交种越年卵为青灰色及灰绿色，卵壳浅黄色，

克卵粒数 1 600 粒左右，克蚁头数 2 200 头左右; 以

潇·湘为母本的杂交种越年卵为灰紫色，卵壳白色，

克卵粒数 1 700 粒左右，克蚁头数 2 300 头左右。蚕

种孵化齐一，蚁蚕体色呈黑褐色。家蚕各龄食桑较

快，行动较为活泼，发育整齐，体质健壮，壮蚕食桑

快猛且食下量大，粗壮结实，花蚕为雌，白蚕为雄

( 图 2) 。老熟齐一，营茧快，多结中上层茧，茧型大，

茧形长椭圆，大小匀正，茧色洁白，缩皱中等( 图 3) ，

但双宫茧稍多。春季茧层率为 23. 5% ～ 24. 5%，茧

丝长为 1 200～1 300 m，解舒丝长为 900 ～ 1 050 m;

秋季茧层率为 22. 5% ～ 23. 5%，茧丝长为 1 050 ～
1 200 m，解舒丝长为 800～950 m; 茧丝纤度适中，洁

净优，其耐血液型脓病能力比洞·庭×碧·波明显增

强［10］，适合在长江流域的夏秋季推广。

图 2 锦·绣×潇·湘的幼虫

图3 锦·绣×潇·湘的蚕茧

2015 年和 2016 年秋季，锦·绣×潇·湘参加了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国家桑蚕品种实

验室鉴定试验，综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江苏省海安县蚕种

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山东省蚕业研

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蚕桑丝绸研究所等 7 家单位的实验室鉴定点

连续 2 年的秋季鉴定成绩，锦·绣×潇·湘的虫蛹率、
万蚕收茧量、万蚕茧层量分别为 97. 32%、17. 34 kg、
3. 953 kg，比指定的夏秋用对照品种秋丰×白玉的

92. 91%、17. 21 kg、3. 689 kg 分别高 4. 41 个百分点、
0. 13 kg、0. 264 kg; 茧 丝 长 1 087. 7 m，解 舒 丝 长

911. 1 m，分别比对照品种的 1 011. 2 m、810. 1 m长

76. 5 m、101. 0 m; 解 舒 率 83. 38%、鲜 茧 出 丝 率

17. 50%、洁 净 95. 67 分，分 别 比 对 照 品 种 的

79. 69%、16. 47%、95. 33 分高 3. 69 个百分点、1. 03
个百分点、0. 34 分; 纤度 2. 926 dtex，比对照品种细。
锦·绣×潇·湘表现出了生命力强、出丝率高、丝质好

的优良特性。
2016 年和 2017 年秋季，锦·绣×潇·湘参加了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国家桑蚕品种生

产鉴定试验，综合江苏省海安县、安徽省霍山县、四
川省高县、陕西省平利县、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等 5 个农村鉴定点连续 2 年秋季的鉴定成绩，锦·
绣×潇·湘的盒种产茧量、普通茧率、健蛹率分别为

34. 86 kg、94. 69%、92. 39%，比指定的夏秋用对照品

种秋丰×白玉的 30. 68 kg、94. 53%、88. 17%分别高

13. 62%、0. 16 个百分点、4. 22 个百分点。锦·绣×
潇·湘表现出了强健好养、高产稳产、适应区广的突

出优点。
2. 2 一代杂交种饲育技术及注意事项

一是蚁蚕行动活泼，收蚁时不宜过早感光，收

蚁用叶要新鲜偏嫩。二是小蚕期用叶要老嫩均匀，

确保环境高温多湿，以避免落小蚕的发生。三是大

蚕期家蚕食桑量大，要做到良桑饱食，大眠期遇低

温时应注意及时升温。四是一代杂交种老熟齐涌，

应注意提前做好上蔟准备，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最好选用方格蔟上蔟，并做到及时稀上，以防双宫

茧过多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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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以下简称新标准) 已于 2015－05－15 发布，并于 2015－12－01 实施。

新标准是一个基础性、通用性的国家标准，专门供著者和编辑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新标准共给出了 16 个文献类型和标识

代码: 普通图书 M，会议录 C，汇编 G，报纸 N，期刊 J，学位论文 D，报告 Ｒ，标准 S，专利 P，数据库 DB，计算机程序 CP，电子公告

EB，档案 A，舆图 CM，数据集 DS，其他 Z。其中 A、CM、DS、Z 是新增加的。新标准给出的电子资源载体和标识代码: 磁带 MT，

磁盘 DK，光盘 CD，联机网络 OL。

《中国蚕业》的参考文献著录采用“顺序编码制”，即在引文处，对引用的文献按其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

字连续排序，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视具体情况把序号作为上角标，或者作为词句的组成部分标出。在文后的参考文献的目

录中，各条文献按在论文中标示的文献序号顺序排列并规范著录，著录项目应完整，内容应准确。本刊从 2016 年起参考文献

著录一律执行新标准，现将几类常见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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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全国桑树育种与桑产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 ［出版者不祥］，2013: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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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2004，306: 1 937－1 940．

［学位论文］ ［7］ 祁广军．“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D］．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2013．

［标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桑蚕原种检验规程: GB /T 19178—2003［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

社，2003: 1－6．

［专利］ ［9］ 程嘉翎，施毅敏，张国政，等．一种桑树伐条翘头剪刀: ZL 2010 2 0184343．5［P］．201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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