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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指明其优良杂交组合与适应地区范围。对现行生产用品种还分别介绍了饲养技术

要求。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国蚕品种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在品种目录前，专设了“中国家

蚕品种概论弦一章。为了使家蚕品种特征特性的记述标准化、规范化，还附有一个“家蚕

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

《中国家蚕品种志》是农牧渔业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下达的任务，由本所主编。1981

年春邀请全圈有关单位的专家于杭州召开了编写会议，成立了编委会，通过了编写计划并

进行了分工。1982年底完成初稿，1983年3月在镇江召开了审稿会议，同年年底到1984年

元月5日于本所召开了定稿会议。《中国家蚕品种志》是我国蚕业科技发展史上第一部较完

整地记述我国家蚕品种的专著。本书是全国有关蚕业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大协作的产

物。本书记述的品种是全国家蚕遗传育种工作者与良种繁育工作者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与集

体智慧的结晶。本书的出版，对我国蚕业生产、蚕业科研教学、家蚕遗传育种和家蚕种质

资源研究利用，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有关单位与专家积极提供资料、照片与有益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谢

意。由于经验与水平限制，书中可能存在缺点与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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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共编入家蚕品种和遗传材料510份，这是在全国家蚕品种资源的搜集、整理

研究基础上汇编而成。汇集本书的范围是。

1．生产用品种。指从推广一代杂交种以后，各省(区)育成和生产上采用的蚕品种。

从国外引进的蚕品种在生产上采用者也包括在内。

2．鉴定合格品种。指近年育成、已经国家鉴定合格、准备在生产上推广的蚕品种。

3．地方品种。农家传统生产中保留的蚕品种。包括推广一代杂交种以前生产上采用的

纯种及各科研、教育单位从农家征集后经整理和分离的蚕品种。

4．特殊经济性状品种。体质或茧丝质等方面具有某种优良经济性状，可作为育种基础

材料者。

5．遗传材料。具有某种特殊形态学性状、可供遗传学研究之用者。

6．引进品种。从国外引进的生产用品种和地方品种。

二，本书按以上分类顺序排列。各类中的品种顺序是：

1．生产用品种和鉴定合格品种，按育成、推广的年份先后排列，对交两品种排列在一

起，中国系统在前，日本系统在后。

2．地方品种按原产地自北向南，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顺序排列，在同一

省(区)中按化性(一化、二化、多化)、眠性(三眠、四眠)排列，在同一类中按品种名

称的笔划顺序排列。 、

3．特殊经济性状品种，按体质、茧丝质，限性斑纹，限性卵色等性状顺序排列。

4．遗传材料按卵、幼虫、茧、蛹蛾性状顺序排列。

5．引进品种按国别排列。

三，品种名所用数号，凡新中国建立前育成、引进或保育者，用汉字一，二，三等表

示，新中国建立后育成、引进或保育者，用阿拉伯字1，2，3等表示。

四，同一品种由于征集地点不同或通过不同的人工选择后，成为性状有明显差异的品

系时，在品种名后加括号表示，如瀛翰(新镇)。

五、各现存品种均注明保存单位，便于相互引种和查阅。

六，本书“生产用品种黟类中，各品种名前所冠的号码为全国家蚕品种目录统一顺序

号，以后进入生产中推广的新品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继续编号。其余各类品

种名前所冠的号码，仅为数码。

七，书后“家蚕品种名录索引"汇集本书记载的所有品种的正名、简名和别名，以便

检索，按汉字、英文、饿文，日文排列。汉字以笔划多少为序，外文按字母顺序排列。



雹

II

K

。：．，+ ≈，
．． ·～．，。|-

‘

一二 。’一 ’，、：‘

“

一{ 、

j’’． ．’ ；
、

． ．‘：j r’

t ’，

’‘
二

家蚕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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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列入《中国家蚕品种志》内所叙述的品种特征特性，是指在一定的饲养条件下观察

．的为准。广东省保育的无滞育期多化性品种为第四造饲养成绩，其他省(区)保育的一、?

二化性品种和有滞育期多化性品种(包括广东省)为春蚕期饲养成绩。 、‘一一’

2．系统t根据地理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分为中国系统、日本系统，欧洲系统和热带

系统。 ：， ： ：‘’，

3．化性。根据各品种滞育期的不同，分为一化性、二化性、有滞育期多化性和无滞育

期多化性。
。

， 二 ’’一

4．眠性。根据各品种眠的次数不同，分为三眠、四眠。
’ 7

． 5．卵色，指固有色，分为草绿，灰紫，灰绿、灰、红、白，锈、淡黄，黑白限性等

色。 一。j ’一 。’

6．卵壳色，指卵孵化后卵壳的颜色，分为黄、淡黄、乳自。自等色。

7．良卵率。每蛾所产良卵除以总卵数(不包括不受精卵)的百分率，任取10蛾调查，

求其平均数，取小数1位。 ’j ’+， 一 ，

’

．．
’1

8．不受精卵率。每蛾所产不受精卵除以总卵数的百分率，任取10蛾调查，求其平均

数，取小数1位。 。’ ．。+

’5

t ．；，‘
。 ，t

9．普通孵化率·每蛾总孵化卵数除以总卵数(不包括不受精卵)的百分率，任取10娥

调查，．求其平均数，取小数1位。 ， ’． ，

10．实用孵化率。2日内实用孵化卵数除以总卵数(不包括不受精卵)的百分率，任取10

蛾调查，求其平均数，取小数1位。， ．“， ．· 。r’

11．1日孵化率t 1日内实用孵化卵数除以总卵数(不包括不受精卵)的百分率，任取10

蛾调查，求其平均数，取小数1位。”。， ： ：、

12．蚕卵胶着性。分有，无两种。’
。 ‘‘

‘1|

，、

j’。’ ，‘’

13．蚊蚕色-分黑、黑褐、赤、淡黄等色。
。

’一

’二

14．有无小蚕发生1分有(10％以上)，中(5％左右)、少(1—2％)、无四种。

15．眠起1分齐(迟眠或迟起的蚕在2％以下)，较齐(5％左右)，不齐(10％以上)三

种。一、二化性品种在各龄最后二次给桑后12小时调查，多化性品种在各龄最后一次给桑

后6小时调查。起蚕齐否在各龄饷食时调查。、。 、 一‘

16．稚蚕习性。分趋密性、趋光性、背光性等。二，

17．食性。’分择叶，．不择叶，踏叶，不踏时等。

18．食桑；分快、一般、慢等。



19．行动·分活泼，文静．

20．壮蚕体色·分青白，青赤、油、黄、尾部带微黄、尾部带微紫、尾部带微红等。

21．斑纹·分素斑、普通斑、暗色斑、黑缟斑、鹑斑、虎斑、褐圆斑、多对半月斑、限

性普通斑、限性虎斑、限性褐圆斑等。

22．体型t分粗壮、中等、细长、瘤状突起等。‘ t+

23．熟蚕习性：指上蔟是否齐涌，结上层茧或结下层茧等。

二 24．茧形。分长椭圆、短椭圆、椭圆带缢痕、深束腰、浅束腰、球(圆)、长筒、纺锤、’

橄榄，尖头，绵，薄头，薄腰、畸形等。 ’。 ⋯
‘

、

．

‘

25．茧色一分白、黄、金黄，黄绿，翠绿、淡绿，肉、粉红、枯红、桔黄、米、银白等

色． ．

26．缩皱·分粗、中等、细。

27．茧衣。分多，中、少．

28．黑翅蛹·分有、无。

29．蛾眼色。分自、黑、红。 一

30．蛾体色。分乳白、自、灰、糙米等色。

31．蛾翅花纹斑t分有、无。

32．蚕蛾习性·指活泼、文静，羽化迟早、雌蛾或雄蛾先出、有否逆出蛾、蛾尿多或

少。

33．交尾性能，分良好、一般、较差。

。 34．产卵习性1分快、慢(14～20时盛产卵者为快，20时以后盛产卵者为慢)。

35．蛾命t分长、短(产卵第六目前蛾死亡的蛾命短，产卵第六日后蛾死亡的蛾命

长)。 ，

36．每蛾产卵数t任选10蛾调查，求其平均数，取整数。

37．全茧量；随机取样雌雄各25粒称量，得每粒茧的平均重量，取小数2位。

38．茧层量·随机取样雌雄各称量25粒茧层量，求得每粒茧的平均茧层量，取小数2

位。

39．茧层率。茧层量除以全茧量的百分率，取小数1位。

40．茧丝长。供试茧茧丝总长除以供试茧粒数，取整数。

41．解舒率。供试茧粒数除以供试茧粒数与落绪茧粒数之和的百分率，取小数1位。

42．净度。各检验净度片净度分数的总和除以检验净度片数，取小数1位。

43．纤度l供试茧茧丝总量(g)X 400，除以供试茧丝长总回数X 0．05(g)，取小数2

位。

44．茧层分离细纤维；取雌雄样茧各5粒，以大头针将茧层分为外、中，内极薄层，每

层剪取直径约10ram，分置于载玻片上，以3％KOH溶液进行除胶处理，滴水洗去药液。

再以0．3％次甲基蓝溶液染色，然后滴水洗去染液，盖上盖玻片，用百倍显微镜进行镜检，

对照标准相片评分，取小数1位．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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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茧层练减率。脱胶前干量与脱净胶后干量之差，除以脱胶前干量的百分率，取小数

1位。 ， 一
“

‘

．46．催青期I从丙。胚子起至收蚁。 ．．

：

一

。，= ’+

47．五龄经过I从五龄饷食至盛上蔟。 ?

，。48．全龄经过。从收蚁至盛上蔟。 c
，

．

一

．

：49．蛰中经过l从盛上蔟至盛发蛾。1 -·

。

． ：． ，

50．虫蛹统一生命率。结茧头数与死笼头数之差，除以饲养头数的百分率，取小数l

位。‘ 一 。．
。

61．四龄(或三龄)起蚕虫蛹率。结茧头数与死笼头数之差，除以四龄(或三龄)起蚕

数的百分率，取小数1位。 ． 一一

52．死笼率。死笼茧头数除以结茧头数与蛹期偶因淘汰数之差的百分率，取小数l位。

53．蚁蚕对人工饲料摄食性1分优(摄食率为90．0l一100％)，良好(70．01—90％)，

一般(40．01—70％)，较差(0—40％)四种。一
’‘

54．对不同病原的抗性，对浓核病分抗，不抗，对胃肠型脓病的抗性用L瑰。表示。 ．

55．血液酯酶同工酶酶谱。分A-(A区有一条向阳极移动较快的主带和一条副带)，A-

《A区有一条向阳极移动较慢的主带和一条副带)，A-Al(A区位置兼有A-型和A-型的 ．

，酶带)，A．(A区无酶带显出)四种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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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 中国家蚕品种概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据研究，已有约五千年的历史。家蚕(Bombyx、-

mori L．)从野生桑蚕驯化之日起，蚕种就成为繁殖后代、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手段。在几

千年的历程中，人们逐步懂得选择丝量多、抗性强的个体留种，不断提高其经济性状和改

善其生物学特性。同时，由于家蚕在当时个体生产，群众各自选育和自然选择、中性变异

的影响下，经过长期的地理隔离，形成了许多性状各异的地方品种。此后，由于地区阀相

互引种并进行品种间杂交，性状产生变异，从而产生愈来愈多的特殊性状和符合人们要求 ，

的品种，不断提高生产上的经济效果： ，

’
、， 、

本书将对我国蚕品种演变和类型的分布作全面的回顾，并较全面地介绍我国今昔蚕品

种资源，以利蚕的遗传研究和育种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及各地对蚕品种的合理利用。

7．

‘

，’。 一、家蚕地方品种的分区
’

．
产

．．

。 家蚕尽管在室内饲养，但其生活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外界环境——温度、湿度，光

线等因素的制约，此外还有桑叶因素。从蚕的个体发育角度出发，桑叶仅作为饲料来看

待，但从蚕的系统发育来说，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生长发育形成不同的类型，它们有不

同的生长发育期，并在不同的发育期有各异的物理化学组成，它单独地或与环境因素结合

起来，成为对蚕生长发育和变态(／-B性和眠性)的信号。家蚕为适应长期相对稳定的环境
‘

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类型。虽迄今生态环境对遗传性的形成生理机制还未充分查明，但客

r：观上是存在的，以致地方品种的分布有其一定规律性，甚至对现代育种和育成品种的应

一用，仍要考虑到地区和季节的适应性问题 ’

。。

综合我国蚕品种的资料，其多种性状表现的同一性，并非与纬度一致，因蚕生长发育

的条件受温度以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今按1966年中央气象局编制的《中国气候区划》对各

气候带家蚕地方品种的性状和分布情况描述如下。。
“

中央气象局把全国分为自北温带(I)起至南热带(Ⅸ)止的9个气候带。另有高原

气候区域(H)。家蚕地方品种主要分布在南温带(In)、北亚热带(IV)，中亚热带(V)、

南亚热带(VI)和北热带(Ⅶ)等气候带(图1)。

。Ⅲ南温带气候带 本气候带南以秦岭淮河为界，东到海，西到岷山，北与中温带相

接。其中辽东、山东两半岛为湿润区<Ilia，)，河北(mB。)，鲁淮(111B：)和渭河谷地

(ⅢB1)为亚湿润区，晋陕甘部分(IllcO、为亚干旱区，南疆塔里木盆地(IllDI)为千早

区，包括山东全省，河南、河北、陕西的大部分以及苏北、鄂北、甘南的一部分。此气候带为我

国最古老的蚕区，全年10℃以上活动积温在3100一4500℃之间，东部的自然植被为温带夏绿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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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带，西部为草原，南疆为荒漠。’J· ’·t ，一

； 主要蚕区为山东省．山东为我国古老蚕区之一，古代有四化性蚕，所谓描蚕至岁四

熟”c1)，迄至近代，地方品种蚕体较小，素斑，也有黑缡和鹁斑，一化性，三眠，问有四

眠，茧色黄，混有lo一20％白茧，并有金黄、淡黄、褐色或带红色茧，以外层淡黄内层深

黄的居多。茧形大，椭圆或短椭圆，也有笔形和纺锤形，清代末年从江浙引进白茧新圆种。

河南省地方品种为一化性，三眠或四眠，蚕体大多为普通斑，问有素斑、熊蚕，黑缟、?

虎斑、褐圆，茧色有白、淡绿、淡黄，淡红、肉色、金黄，茧形有长圆，卵圆，束腰、纺

锤形等种，白茧小而坚硬，金黄茧、淡绿茧，茧层疏松而大。 ·
，--、 j． ?。一

、 甘肃处在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上，汉魏起开始有蚕业，分布在两当、天水、静安一

。带。茧形均大，丝量也较多。·
1

‘．

，南疆区蚕业在塔里木盆地，海拔800--1400m，年降雨量不足lOOmm，南缘甚至只有

． 儿毫米，气温在lO℃以上的有7个月，温度年较差与日较差均大。
’

。： 。j

本区亦为我国的古老蚕区之一，于田在公元二。三世纪开始养蚕，古老茧形略似四JII

黄茧，历史上曾有绿茧，茧层较薄，四十年代推广中亚欧洲系统巴格达、阿斯可里，奥陆

等品种，滞育性强，发育较慢。 ’．．‘， ，： ’：·一，、 、 ；
-；

一。Ⅳ北亚热带气候带 本带北界南温带，西接青藏高原气候区，南界中亚热带，全带包

括浙东和浙西大部，苏南、皖中、皖南和赣北，湖北大部和陕西汉中地区。该气候带全年

≥10"(3，活动积温在4250--5300。(3之问，全带都属湿润气候，是热带，副热带和温带的过

渡带，自然植被北部为暖温带混交体，南部近于亚热带常绿林。：’．．-‘，”．。‘： ：

， 湖南地方品种一化或二化性，兰眠或四眠，蚕体有素斑，普通斑，鹑斑、黑缟、褐圆j

虎斑等，茧色以黄色较多，白色较少，闻有淡红色，’茧形大，茧层薄C，-]C3)。、?。i”。’

江西永丰、铅山地方品种为一化或二化性，多数三眠，+蚕体有紊斑，普通斑、黑缟

． 等，茧色有黄白两种[4)，十九世纪末叶，从广东省东莞、连平引进多化性种开始推

广C53C63。但在古代亦曾有多化性蚕，《隋书》“地理志·豫章郡彦载：“一年蚕四、五熟秒。’

7． 江苏省地方品种一化性，四眠，蚕体素斑，茧有大。有小，球形或短椭圆形，茧色

，岿、金黄或绿色。．．‘ _⋯ lj∥ F舛|．‘t，。√。“⋯‘?：二．t?量 ●_：’：、 ．?一

安徽省地方品种一化性"四眠，蚕体大。·有素斑、，普通斑、黑缡，虎斑。．’茧大而厚，!

茧色有金黄，．玫瑰红和绿色，茧笔形，球形、束腰形和纺锤形C／)CSJ，贵池有青笔种，兰

珉(9)。。i。。
’ 7

t， 。 ，． +一，，．。，o i ，乒j： ， ：⋯。。i。÷；?，：!。■一，

一，湖北省地方品种一化性，四眠，汉口上流簏州所产为稍带滞色的白茧，宜昌附近为四

川系的三眠蚕金黄茧。汉水流域所产为四眠蚕桃红色茧，茧形较大，有圆球形、卵形、纺

锤形和瓢形等，仙桃镇所产茧为卵形，混有部分莲心种，大小不齐，‘以淡红色居多，其次

为淡黄色，杂有白色。 一‘

，
“’，：

．。‘ f． ．： ? ·

‘

⋯ 浙江省杭嘉湖地方品种，多数为=化性，四眠，少数一化、三化性，三眠，蚕体多数为素斑

戚普通斑，问有黑缩、龙角，油蚕及黄皮蚕，茧形多数为椭圆形稍带束腰，茧色洁白，闯有

羰绿色茧，大小中等，为典型的中国二化性品种产地。浙江东部，著名的绍兴种，大多

· 3 ‘



产予新昌县和嵊县。以一化性四眠蚕为主，闯有二化性和少数三化性，蚕体大多为素斑，

体质强健，茧层厚实，茧色白，间有黄色或淡绿色，茧形多数为长椭圆，带有浅束腰，少

数短椭圆，极少数球形或纺锤形，尤其是黄泽茧，茧形大，解舒良好，丝长较长，为典型

的中国系统。

V中亚热带气候带 本气候带北界北亚热带，包括浙南、闽北、赣湘两省南部。桂滇

两省北部，四川大渡河以东部分和湖北的一小部分。全气候带除云南金沙江楚雄玉溪区为

亚湿润气候(VB．)外，其他的均属湿润气候。全年≥10℃活动积温在5000—55006C之间，

大部分地区全年都是生长季。

四川蚕区古老，地方品种以一化性、三眠蚕最多，四眠蚕极少，间有七眠蚕和十眠蚕

的记载，为每7日一眠或每10日一眠的三眠蚕，蚕体有素斑、灰、黑缟或带紫色，茧色大

多为黄色，间有白，淡黄、桃红，金黄、赭色等，黄茧种抗湿力强，蚕体强健，食桑缓

慢。茧形以纺锤形最多，另有圆锥形和大椭圆形。在清代(1912年)引进江、浙的二化性

四眠蚕椭圆形茧品种，一时饲养较困难，经多年饲养，茧形有逐渐变成纺锤形的趋向，又

有一种专食柘叶的柘蚕C103。

贵州地方品种为一化性三眠，亦有多化性，有各种斑纹，卵色复杂，体色暗黑的叫做

熊蚕，茧色有自、淡绿、鹅黄色(113，黄茧、灰茧、笔壳茧、泡松茧等都是以其色泽和形

状来命名的。抵抗力强，但以春蚕饲养较易，此后一季不如一季。

浙南的温州为古老的蚕区，北魏时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永嘉记》载“永嘉有八辈

蚕刀，其中世代相继的有四至五化。最近在福建崇安的船棺内发现有丝织品，其年代距今约

3000年，很有可能当时也有养蚕业。江西蚕区在丰城、龙南，茧质尚优。

Ⅵ南亚热带气候带 本带北界南岭，东到台湾省北部，南到广东省沿海，西到缅甸，

老挝，越南三国的边境，全带包括闽南，广东(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外)，桂南和滇南的大

部分地区。全在≥10。C活动积温在6000—8000"C之间，整个气候带属湿润气候，自然植被

为亚热带常绿林带。

广东为我国古蚕区之一，养蚕从2月开始，lO月底结束，地方品种大别为二化性的大

造和多化性的轮月，蚕体素斑或普通斑，壮蚕体色青白，四眠，黄茧、淡绿茧和自茧，茧

绵较多，茧层疏松，丝量较少，抗热，抗湿性强，-茧形纺锤形。

广西养蚕历史也较久远，唐代张文昌“桂州弦诗中有“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力旬，

可见蚕品种为多化性，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亦有桑蚕，但不多耳，得茧不

能为丝，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缕，以之织纳，其色呈暗，而特宜于衣，在高州所产佳。扩

近代地方品种为四至六化，略与广东同。

云南亦为我国古老的蚕区，《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昌郡(今保山县)宜蚕桑。"三

国时，蜀国诸葛亮深入云南奖励蚕业，《华阳国志·南中志》载t“永昌郡古牢劳国，⋯⋯土

地沃臆，⋯⋯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新唐书·南蛮列传》载：“食桑以柘，蚕生阅二

旬而蚕。力宋《通志·松外诸蛮》载。“正月蚕业，二月熟。”唐·樊绰《蛮书·物产》载：“蛮

地无桑，悉养柘蚕，⋯⋯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元·李京《云南志略·白人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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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载：“地多桑拓，四时皆蚕。”宋·郑栋_通志舅“云南通志”载：“风土多暖，至有八

蚕。”删·田艺衡《留青日札摘抄·网时蚕筘载t“云南宣抚司有聃时蚕。”从这些古籍记载

可知，云南古来’向多化性地区。

Ⅶ北热带气候带本气候带的大部分是海洋，主体大陆上，包括广东的雷州半岛，台

湾省南部、海南岛犬部分以及云南省的一部分。该气候带内，全年≥lO℃活动积温在8000一

9000 6C=之间，垒气候带除海南岛西部为亚湿润气候(ⅦB-)、云南一部分为_砸干旱气候

(Ⅶc，)外，其余均系湿润气候。

台湾蚕业始予1646年，全年除1、7、8月份外，可养春蚕2次、夏蚕1次、秋蚕2

次、晚秋蚕1次。地方品种为多化性白茧。

海南岛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有蚕业，地方品种为无滞育多化性r八化)。蚕体暗色斑，盱

眠，黄茧或银白茧(区别于通常的白茧)，茧呈椭圆形或纺锤形，茧磁松软，茧衣多Ⅲ]。

二、品种史

人们经过多代群体内的随机交配而仍能在一定的环境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综合经济ri·状

的群体，叫做品种。品剃·不能单蚀依菲一Bj{己载的文字和数据来鉴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业、

须以时间和空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郎它们的性状是在一定的时间历程和环境冬

件下形成的，人们观察到的性状只是_垒部遗传基础表现的～部分，人们调查的性状，办仪

表现性状的局部而已。因此，同一品种由于在不同地区选择上的差异及其本身不断产生细

微变异，又形成性状大同小异的品系。

在我国古代，对品种并没有确切的概念，仅仅侬掘蚕和茧的某一性状来命名，如白茧

种、黄茧种、头蚕种、二蚕种等，也泛指各地生产的蚕种，如余杭种、潼川1种、嘉定种

等，其实一个名称包括着多种杂台个体甚至多千杂台群体，品种的纯化工作到近代才引起

重视。也只铂到r近代，方才对品种赋予明确的涵义。

我国古代对蚕品种记载没有专书可查，中世纪也只在农书中有零星、分散的叙述，尽

管如此，从出土文物和历史资料中，仍可粗略地了解我国蚕品种的演化过程。

在《周礼》“夏官司马”篇中记载有“马质：禁原蚕者”句，原蚕为二化性蚕，可见同

代至少饲养有一化性和二化性蚕两种。至汉代，焦赣“易林*中有“秋蚕不成，冬种不生”

句，刘安《淮南子》有“原蚕一岁再登”旬，i党明汉代饲养有一化、二化和多化性蚕。迄

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永嘉记*所载“永嘉有八辈蚕。”据分析，其中四辈为世

代连续的四代，其r{l一辈为专食柘叶的柘蚕，又载“今世有三卧-d-：蚕、四卧再生蚕，白

头蚕、颉石蚕、楚蚕、黑蚕、儿蚕、⋯⋯灰儿蚕、秋母蚕，秋中蚕，老秋儿蚕，秋末老獬

儿蚕、绵儿泵。”表现当时已注意化性、眠性和蚕体等不同类型的区分，就化性来说，世代

连续的私五代，且每代给以不同的名称。

1 9,59年在丝绸之路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发掘到唐代的茧壳Ⅲ)，长3．2cm，幅

2．Ocm，复原后茧长3．2cm，幅1．57cm(图2)，据分析，这蚕茧酷似近代四川的三眠蚕

黄芷种⋯]，这是迄今所得最早具有实质形象的家蚕茧。

·S·



宋、元两代的蚕书上，有关于

家蚕化性不同娄型(一化性、二化

性、三化住)的记载，及至明代，

1637年宋应星g天工开物》“乃服”

篇上记载着化性有一化，二化两种

r“凡蚕有早晚二种”，，茧色有黄、

自两种，茧形有柬腰形、纺锤形、

扁圆形，蚕体有纯自、虎斑、纯

黑、花纹等种。此外，1639年徐光

启《农政全书≯上记载：“北蚕多是 图2唐代蚕茧

三眠，南蚕俱是四眠，有春蚕，又

彳1发蚕、秋蚕”。明代田艺衡联留青日扎摘抄》上记载：“今吾乡f杭州)亦有三蚕：日头

蚕、日二蚕，日三蚕，又有日柘蚕，食柘叶而生者}有日红蚕，三九二十七日而熟者。”清

代，1874年浙江人汪日桢在《期蚕述》上记载l“种有二，一日盐种，茧细而坚，一日荻

种，茧大而橙。”1896年四川人陈开址在《裨农最要0上提到“三眠、四眠蚕、十眠蚕(1 o日

一眠，实际为龄期较长的三眠蚕)，体有大小之殊，色有白、乌、斑、烂之异，茧有黄、

白、尖、圆之分。”浙江的吕广文在“蚕桑要言净中载t“茧形的种类有t小圆头、大圆头、

中开：段头、小水段头。又有两头尖形如榧之榧种”，“极小而坚之小百罐科t。”1896年蒋斧

《粤东饲八蚕法》中记载广东蚕种有轮月和大造两种，以其茧色又分为金、银两种。

从上可见，我国在十九世纪以前，对家蚕还只按茧形、茧色，化性、眠性、体色等的

不同而予以不同的名称，但在此时，各地区在长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过程中选出具有特殊

性状的类型早已存在，如1887年日本从我国引进的蚕品种名就彳f辑里种(产于浙江吴兴县)、

绍兴种f浙东蚕品种的总名)、无锡种(产于江苏无锡县)等。同年，英国人康发达在浙汪

省宁波收集到的浙江地方品种有一化性18种，二化性10种，三化性6种，三化以上的8

种(1 53，

1897年，浙江杭州太守林迪臣在杭州创立了我国最早进行改良蚕种和培养人材的学校

——蚕学馆。该馆创立之初，就以收集家蚕地方品种，分离纯粹品种和育成新品种为主要

任务之一。类型或品种的命名，除标志蚕，茧的特性、特征以外，并冠以地方、季节名，

初步产生了“品种”的概念，但在当时所称的一个品种，实质上还是不很纯一的杂合群

体。当时蚕学馆饲养的地方品种有绯红、泥蚕、金蚕，姚种、桂圆、下木村、阴化等。育

成品种中，一化性有诸桂、大圆、新圆、新长、龙角等，二化性有请夏、桂夏、笕夏、余

夏等。待至1904年，全国各地收集的蚕品种，未经整理包括可能是州种异名的品种在内共

1 277种。其中一化性760种，二化住449种，多化性41种，黄茧种27自{t。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浙江省和汀．苏省饲养的主要地方品种有新品种、小水团、大水团、

小雨罐、桂圆、玉蚕、中絮团、栖泉、郭种、龙角、辑里、余杭、葑白、葑黄、深刚、无锡、自

皮大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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