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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柞蚕区地处北纬 48°左右，是一个典型

的“二化一放”蚕区，年放养柞蚕 4 000把（每把按 3

kg卵计算），收鲜茧 4 800 t，产值 2.0亿。柞蚕业已

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是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

有效途径，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多年来蚕业科技人员已培育出十多个适合当地饲

养的柞蚕品种，但全部是二化性品种，一化性品种

的培育尚未涉足，现探讨一下如何在柞蚕主产区培

育、推广一化性品种对我区柞蚕生产意义重大。

1 内蒙古柞蚕区培育一化性品种的

目的、意义

柞蚕（ ）有一化和二化性的地

区划分：北纬 36°09′以北柞蚕 1年发生 2代，称

为柞蚕二化性地区；北纬 35°35′以南则 1年发生

1代，称为柞蚕一化性地区。生产上，如果把二化性

种引到南方放养，其化性逐渐由二化转变为一化；

反之南方的一化性种引到北方放养，则逐渐由一化

变为二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培育出真正的化性

接近纯系的蚕品种。本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放在二化

性地区长日照下对一化性新品种的培育，充分利用

激发化性剧烈分离的光照条件，进行化性连续筛

选，选育出化性接近纯系的新品种。本区地处二化

性地区，由于无霜期短，为了解决过早上山结茧，引

起秋后羽化出蛾和上山过晚将受到冻害的难题，实

行二化一放的放养形式，保种期长达 8个月，历经

春、夏、秋、冬四季。长期保种造成种茧质量下降，蛹

体弱、羽化率低，易产水肚蛾、绿肚蛾、异常蛾；造成

蚕卵孵化率降低、生命力减弱，尤其近几年气候条

件恶劣，此矛盾更为突出。而且近年来，柞蚕产品尤

其是柞蚕蛹作为绿色食品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在

生产上也要求早放养早结茧以满足市场需要，但早

放养要导致早出蛾，不利于蚕蛹品质保持和销售，

因此本区只有极少数蚕农从事早蚕放养。过去引进

过河南一化性品种，但在二化地区，一化率年下降

30%，3年后全部二化性，没有实际意义。

因此为了提高内蒙古自治区蚕茧质量，解决长

期保种问题，也为了提高本地柞蚕业的经济效益，

应尽快着手培育适应本区地理环境的一化性新品

种。由于一化品种不受光照制约，生产中可以因地、

因时、因柞树生长情况进行放养，可避免恶劣气候

和天敌的侵害，使蚕农没有秋季蚕茧羽化的后顾之

忧。目前来说，培育一化性品种对本地柞蚕生产意

义重大。按茧层率增高 2%计算，每年所增加的产值

就非常可观，同时也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难题，为

蚕茧丰产、稳产奠定了基础。

摘要 利用可激发化性剧烈分离的光照条件，在北纬 48°地区进行化性连续筛选，培育化性接近纯系的新

品种。新品种接近纯系一化，一化率较一、二化生态型品种高 3～8倍，稳定在 95%以上；新品种茧质优于二化品

种，茧层重增高 2%，生命力达到二化水平；新培育品种间具有良好的杂交互补作用，并在实验中认定几种杂交组

合。由于新品种不再受光照条件的制约，可以解决呼伦贝尔市长期保种难题，生产中可以因地、因时、因柞树生长

情况进行放养，可避免恶劣气候和天敌的侵害，使蚕农没有秋季蚕茧羽化的后顾之忧。如能全面推广应用，对行

业发展必将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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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一化品种的试验方法及关键

技术

2.1 方 法

研究重点在于充分利用激发化性剧烈分离的

光照条件，在长光照下对一化性品种进行化性连续

筛选，选育出化性接近纯系、适合当地饲养的一化

性新品种。对从各省引进的滞育率高的一化品种在

蚕期 4、5龄时进行多代长日照处理，F1～F3以选择

高滞育率和生命力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抗病性的

选择。提高滞育率和抗病性均通过逐代强化选择的

方式进行。到第 4代，当品种的化性、生命力和其他

主要经济性状基本稳定后，建立系谱，实施系统选

择，接着对新品种进行实验室小区品种鉴定、农村

生产鉴定工作。

2.2 关键技术

柞蚕化性与茧质相关，所以化性与抗逆性也相

关。一般一化性愈高，茧质愈好，而生命力则愈弱。

相比之下，就抗逆性而言，生态型的一化种优于遗

传型的一化种，因为一化生态型中保存着二化因

素。因此一化种的生命力弱，就成为一化育种工作

中的一大难题。为解决一化性种抗逆性差的问题，

研究所准备用抗逆性强的品种做原始材料。同时有

计划的配置杂交组合，充分利用一化种互补作用

好，杂交优势强的特点，共同解决一化性愈强，生命

力愈弱的难题。

3 需完成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3.1 新品种接近纯系一化

真正能遗传的一化性纯系品种，只有在北纬

46°以北地区易于培育成功，而内蒙古柞蚕区地处

北纬 48°左右，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光照对柞蚕

化性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只能作用于那些生态群中

的一化和二化生态类型，而对于经过特定环境条件

长期人工选择的遗传类型，是无作用力的，新培育

的纯系一化品种就不再受日照条件的限制。

3.2 指 标

新培育的一化性品种一化率较一、二化生态型

品种高 3～8倍，一化率稳定在 95%以上；新品种茧

质优于二化品种，茧层重增高 2%，生命力达到二化

水平；新培育品种间具有良好的杂交互补作用，并

在实验中认定几种杂交组合。

4 一化性品种推广前景及效益

一化性新品种的培育解决了本地长期保种造

成的种茧质量下降的难题，同时也可根据当地、当

年的气候环境、柞树生长情况、病害等方面的因素

适当调整收蚁时间，充分利用资源潜力，避免减产

因素，而不用担心三化蛾的发生，因此一化性品种

如能在生产中推广应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4.1 经济效益分析

1）柞蚕区年放养 4 000把，每把收大茧 1 200

kg，以茧层重增加 2%计算，当前每千克柞蚕茧皮市

场价 90元。

4 000把×1 200 kg/把×2%×90元 /kg=864.0

万元

2）柞蚕区年放养 4 000把，每把收大茧 1 200

kg，以一化品种滞育增产 10%计算，当前每千克蚕

茧市场价格 28元

4 000 把×1 200 kg/ 把×10%×28 元 /kg=

1 344.0万元

3）柞蚕区年放养 4 000把，每把收大茧 1 200

kg，以黄蛹每千克增产 4元计算。

4 000把×1 200 kg/把×4元 /kg=1 920.0 万

元

3 项合计 864.0 万元 +1 344.0 万元 +1 920.0

万元 =4 128.0万元

4.2 社会效益分析

柞蚕二化性地区改用一化性品种生产，对生产

意义重大。由于不受光照的制约，可以避开农忙，能

充分利用闲散劳力和物力；可以充分利用自然优

势，就利避害，柞蚕生产的产量必将增加。一化性品

种在生产中推广对改变山区贫困面貌，增加农民收

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稳定农民生活起到极大的

推动作用，也必将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实

现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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