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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养蚕业起源于中国，并贯穿于我国所有的历史朝代，不仅历经5000年而不衰，而且通过丝绸之路
传向世界近70个国家和地区。
无论是历史的久远还是传播之广泛，都体现了养蚕业生命力之强盛，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
前期的近10年中，还曾出现过世界性的蚕丝热，使蚕茧产量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中国不仅是养蚕业的发祥地，而且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蚕丝生产国，至今我国的蚕茧和蚕丝产
量仍然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
早在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就把"兴农桑"作为发展生产的基本国策。
长期以来，养蚕业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而且促进了丝绸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社
会经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随着养蚕业的发展，养蚕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并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体系。
特别是20世纪初期，养蚕实用技术取得了三项重大突破：杂种优势在生产和育种上的利用极大地提高
了蚕品种的生产性能；人工孵化技术使全年多次养蚕得以实现，极大提高了桑园土地生产率；化学物
质（化肥、农药、消毒药剂与蚕药）在养蚕业上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蚕桑生产水平和生产稳定性。
技术的突破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20世纪的养蚕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世纪初，全世界蚕茧产量不足20万t，到20世纪末已达近百万吨，产量增长4倍多。
技术的进步是养蚕业发展的动力，也是养蚕业能保持5000年长盛不衰的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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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蚕桑是我国农业中一项古老而独特的产业，也是现阶段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项目。
茧丝绸作为天然、环保、绿色的动物纤维产品，符合当今世界服装消费潮流，具有广阔的前景，为蚕
桑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为适应我国加入WTO，面对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革命，我国蚕桑生产必须在科技推广、生产方式
、经营管理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革新，才能实现从传统蚕业向现在蚕业的跨越，使古老的蚕桑与丝
绸产业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焕发青春。
编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些蚕桑生产的新成果介绍给大家，意在推进技术的创新。
本书作为一本指导广大蚕农栽桑、养蚕的实用科技手册，在编写过程中既保持了最基本的技术体系，
又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创新实用成果；既兼顾了一些基本技术的理论基础，又突出了生产技术环节与
具体操作。
介绍的栽桑、养蚕实用技术力求做到简明扼要，图文并茂，立足江浙，面向全国。
它是一本面向基层技术干部和蚕桑重点种养户的科技读物，也可作为各大、中专院校的辅导参考书。
　　本书共分八章，由浙江省农业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部分中青年专家合作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浙江大学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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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桑品种与桑苗繁育　　第一节　优良桑品种　　优良桑树品种须具有高产、优质和抗病
等性能。
选用优良桑树品种不仅可以提高桑叶产量和质量，增加蚕桑生产经济效益，而且对提高茧质和丝质也
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桑树种质资源丰富，目前至少有15个桑种、4个变种，保存的种质资源约3 000份，是世界上拥有
桑种最多的国家。
通过对桑树种质资源的调查、选拔以及利用种质资源采用多种育种方法，我国已选育出众多优良桑树
品种，如：荷叶白、团头荷叶白、桐乡青、璜桑14号、选792、大10以及农桑8号、农桑12号、农桑14
号、盛东1号、育711、沙二×伦109、塘10×伦109等。
现将在各蚕区推广使用的主要常规品种与近年来育成的新品种介绍如下。
　　一、常规品种　　（一）荷叶白　　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从地方品种中选出。
　　1．主要特征树形开展，发条数多，枝条粗而弯曲，有卧伏枝，侧枝较多，节形微曲。
皮黄褐色，皮孔小而少，圆形，黄褐色。
冬芽正三角形，黄褐色，贴生，副芽小而少。
叶长心脏形，呈涡旋形扭转，翠绿色，叶尖锐头或短尾状，叶缘乳头齿，叶基深心形，叶片较厚，叶
面光滑，光泽较强，叶稍下垂。
开雌花，无花柱，葚少，紫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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