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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柞蚕新品种、新技术规模化
生产示范与推广

关忠军 辛慧军 刘 勤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所，内蒙古扎兰屯 162650

摘要 “呼伦贝尔 1号”柞蚕新品种规模化生产，对蚕农起到示范作用，最终在内蒙古各蚕区推广，推动内蒙

古蚕业进一步发展。同时总结内蒙古蚕业多年来研究的新技术，与全国其他养蚕大省引进的新技术进行有机融

合，集成为柞蚕关键技术，在繁种单位、蚕农中推广，带动产业更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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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柞蚕业已有 60多年的发展历史，柞蚕放

养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的有

效途径，是精准扶贫的优质项目。柞蚕业新品种和

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是提高产量和质量的有效

途径，优良新品种能给柞蚕放养带来丰厚的利润，

多年研究和总结的柞蚕集成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

用更给柞蚕业带来了无比的活力。因此，内蒙古柞

蚕新品种和新技术值得在规模化生产中进行示范

与大力推广。

1 示范与推广的背景意义

杂交育种是柞蚕育种的主要形式之一，研究表

明柞蚕杂交一代的增产效果一般为 15%～25%，因

此，在生产中使用杂交种才能实现柞蚕生产的高

产、优质和高效。中国是世界柞蚕主产区，我国柞

蚕生产主要集中在辽、吉、黑、内蒙古，东三省从 20
世纪 80年代初开始选育杂交种，90年代陆续在生

产中应用，增产效果显著，得到蚕农认可，现如今全

国柞蚕主产区都在大面积应用杂交种，柞蚕杂交种

是各繁育单位的主打品种，其已形成规模化生产，

并在生产中广泛应用。多年来全国各地柞蚕研究

机构和繁种单位都没有间断对柞蚕新技术的研究，

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的努力，不断有新的技术在生产

中得到了应用，推动了蚕业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自 1958年有柞蚕生产以来，一直

使用纯种生产，因品种退化、放养技术等方面原因，

产量一直徘徊在 1 000 kg以下，直到 21世纪初，内

蒙古的柞蚕种科研、生产单位开始选育杂交种，经

过 18年 18代试验，终于于 2018年完成了 3个柞蚕

杂交新品种鉴定，并在 2019年 10月 17日获得了北

方蚕业科研协作区蚕品种审定证书，特别是四元杂

交种“呼伦贝尔 1号”鉴定成绩突出。多年来内蒙古

自主研发和外省引进的柞蚕新技术在生产中的有

机融合，对内蒙古蚕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因此，柞蚕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示范与推广在呼

伦贝尔市的实施是有技术基础的，柞蚕新品种，特

别是“呼伦贝尔 1号”的规模化生产与推广必将带动

呼伦贝尔蚕业快速发展，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也会

给蚕农带来更大效益。

2 示范与推广的社会效益

内蒙古的主要柞蚕生产区呼伦贝尔市地处高

纬度地区，大兴安岭山脉纵贯东西，全市拥有宜蚕

柞林面积14万hm2，具有发展柞蚕生产的天然优势。

目前呼伦贝尔市岭东三旗市每年放养柞蚕 4 100多
把(每把投种 4 kg种卵)，柞蚕产业作为一项林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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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养殖业，已成为蚕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近几

年仅养蚕的直接年产值就达 2.46亿元，带动工贸年

产值 4.2亿元。在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里，柞

蚕放养业在稳定蚕区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愈显

突出。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柞蚕杂交种

具有卵量多、幼虫经过短、抗逆性强、好养、茧丝质

好、产量高等优点。内蒙古的主要柞蚕区呼伦贝尔

市和兴安盟位于高寒地区，具有无霜期短、昼夜温

差大、大蚕期光照时间长、生产后期易遭受突变低

温等特点，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二化一放”地区，之

前尚未筛选出符合当地生产需要的柞蚕杂交组合，

一直采用纯种生产，致使每把柞蚕单产长期徘徊在

1 000 kg以下。因此，利用杂种优势，推广柞蚕杂交

新品种“呼伦贝尔 1号”势在必行，也必将取得巨大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对促进该地区柞蚕生产稳

定、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蚕业科研机构研究的新技术和内蒙古当

地多年研究的新技术是呼伦贝尔市蚕业发展的潜

在资源，只有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才能发挥巨大作

用，因此柞蚕集成新技术的推广也是一个好项目，

新技术的推广必将更加体现柞蚕业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3 示范与推广的创新点

呼伦贝尔市蚕业科学研究所（现更名为呼伦贝

尔市农牧科学研究所）历经 18年 18代采用顶交测

定法，以本所培育的适合当地放养的柞蚕优良品种

扎兰屯 1号、扎兰屯 2号为亲本，与其他地理差异较

远、特征特性差异较大的品种组配，利用柞蚕杂交

种选育法通过杂交优势、配合力测定，最终选育出

扎兰屯 1号·青绿×黄安东·青黄 1号这一对最优杂

交组合，命名为“呼伦贝尔 1号”。新品种“呼伦贝尔

1号”在省内农村生产试验，平均每公斤卵产茧

460.27 kg，比对照品种扎兰屯 1号每公斤卵增产

89.24 kg，增加 24.05%，以每公斤商品茧价格 40元
计算，在基本不增加任何费用的基础上，每公斤卵

即可增加产值 3 569.60元，每把投卵量 3.5 kg，平均

每把增收 12 493.60元，故推广应用“呼伦贝尔 1号”

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内蒙古各蚕区大面积推

广新品种和新技术，能在生产中充分发挥品种强健

好养、耐粗饲料、产量高、茧丝质优良、适应性强和

五龄幼虫能抵御突变低温等特点，在生产中达到增

产、增收和增加蚕农收益的目的。呼伦贝尔 1号是

内蒙古第一个杂交新品种，新技术的集成代表了当

前最先进的科研水平，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示范与推

广必将为蚕业发展带来巨大助力。

4 示范与推广的方法和路线

“呼伦贝尔 1号”具有强健好养、耐粗饲料、产量

高、茧丝质优良、适应性强和五龄幼虫能抵御突变

低温等特点，品种的增产效果已在品种审定试验中

得到了证实。但其在实际放养中是否能够充分发

挥品种的优点，需要在放养实践中去检验，只有把

品种特性与生产实际充分融合，才能完美体现品种

的增产效果，推动蚕业发展。采用对照法开展示范

与推广试验，在试点蚕农中饲养新品种和运用新技

术，记录相关数据；同一时段在非试点蚕区如往年

一样正常放养，也记录相关数据，最后对数据进行

处理、比较，总结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优点，归纳推广

的经验。然后新品种和新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到

更大规模的生产中，实现广大农户增产、增收的

目的。

示范与推广的路线是，前期在呼伦贝尔市繁种

单位和部分蚕农中推广示范新品种生产，解决实际

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充分体现新品种特点，达到强

健好养、增产的效果。再总结、集成当地和外省引

进的新技术，并将其应用到柞蚕制种、卵面消毒、放

养、病害防治等各个技术环节，做小面积推广。中

期在重点蚕农中饲养成熟的新品种，记录数据，同

时在放养中试用新技术，总结在生产实际中遇到的

难题，为大面积推广起到示范作用。后期在内蒙古

各蚕区大面积推广新品种和集成新技术，总结推广

经验，形成系统的推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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