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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蚕桑产业发展现状

１．１　产业地位

中国是世界蚕丝业的发源地，“皇帝亲

耕，皇后亲蚕”，劝课农桑是中国历史上延续

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的立国之策，蚕丝业是

解决当时民众衣食温饱的两大支柱产业之

一。蚕丝业的传播还孕育了举世闻名的“丝
绸之路”，搭建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

梁。１９０８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蚕

丝生产国，１９０９年日本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

一大蚕丝生产国和贸易国。抗日战争期间，
尽管中国蚕丝业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环，但

蚕丝出口贸易额仍然占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总

额的五分之一。建国后，中国蚕丝业得到了

快速恢复与发展，到１９７０年蚕茧产量达到

１２．１５万ｔ，超过日本的１１．１７万ｔ，１９７７年

蚕丝产量达到了１．８０万ｔ，均位列世界第一，
意味着世界蚕丝业中心又重回到了它的起源

国———中国。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蚕丝业

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茧丝绸产品是

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宗出口商品，为中国改

革开放成功与经济腾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

勋。
近２０年来，蚕丝业是中国现代农业、特

色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蚕桑生产遍及中国

１０００多个县（市、区），与１０００万户农民生计

息息相关［１］。２００７年蚕茧产量创历史最高

水平，达７８．２１万ｔ，占世界总产量的８０％，
生丝产量也占世界总产量的８２％，蚕丝业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后少数几个

占居世界市场垄断地位的产业之一［２］。蚕丝

是人类衣用材料中最好的服饰材料，世界对

蚕丝需求也一直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
桑树不仅是优良的经济林树种，而且还是理

想的生态林树种，栽桑养蚕兼具良好的经济、
社会与生态效益，在中国多个省区产业扶贫

中已将蚕桑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予

以支持。发展蚕桑产业契合了当今既要绿水

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１．２　产业优势

１．２．１　栽桑养蚕周期短、见效快，单位面积

比较效益优势明显

建园栽桑、建房养蚕，一次性投入长期受

益。从收蚁到售茧只需１月时间，养蚕周期

短、见效快。６６７ｍ２成林桑园仅按年养２盒

蚕种计算，可产蚕茧８０ｋｇ，产值就可达４０００
元以上，比种植水稻、棉花、小麦等农作物高。
如精耕细作，每６６７ｍ２桑园可年养３．５盒蚕

种，产值就可达７０００元以上，其单位土地面

积产出的比较优势将会更加明显，在有限的

土地中得到更多收益。对于一些地区尤其是

以农业为主，经济又落后的山区农民来说，种
桑养蚕不仅能够脱贫，而且能够致富。蚕桑

产业涵盖了蚕桑良种繁育、种桑养蚕、鲜茧收

烘、干茧流通、茧丝加工、织绸印染、成品加

工、外贸出口及资源多元利用等多个紧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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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环节，涉及农、工、贸各部门，覆盖第一、
二、三产业，是一个长而完整的产业链，能实

现多产业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

强。因此，蚕桑经济也被称为扶贫经济、小康

经济，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地区就业、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都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３］。“户有２０００ｍ２桑，
脱贫奔小康”，已是湖南省湘西贫困山区养蚕

农户的真实写照。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中，蚕桑产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既为建

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做贡献，又能促进蚕

桑产业的自身发展［３］。
１．２．２　栽桑养蚕适宜区域广，发展空间大

桑树属深根系乔木，１年生桑树定植苗

的根系总长度达１０００ｍ，１０年生达１万ｍ，
最深的主根系达８ｍ，侧根最长超过９ｍ。其

根系的７３％分布于０－４０ｃｍ的土层中，构成

了一个立体交叉的吸水固土网络，不仅极大

地提高了桑树的防风固土能力和抗旱能力，
还可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和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肥力和持水力［４］。有研究表明，桑树对

重金属镉有较强的耐受性与富集能力，当土

壤镉浓度≤４０．６ｍｇ／ｋｇ时，桑树生长正常，
桑叶品质无明显变化。桑树富集的镉主要集

中在桑树根茎部，只有１０％镉被输送到桑

叶，而且家蚕通过食桑叶摄入的镉主要伴随

蚕沙排泄出了体外，在蚕体中留存仅６．７％，
家蚕对镉有较强的耐受力［５－６］。

在多种不良土地环境条件下，桑树也表

现出有很强的耐受性。目前中国许多地区将

桑树用于治理土地的石漠化、沙化、盐碱化和

土壤重金属污染，并已取得良好效果［７］。湖

南省双峰县利用桑树治理石漠化土地、洞庭

湖区域栽桑发展避水农业、长株潭地区桑树

修复重金属污染耕地也取得了十分成功的经

验。湖南是中国有名的水泊之乡，也是洪涝

灾害频发的省份之一，全省水土流失面积４．４
万ｋｍ２，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２０．８％；湖南

是中国石漠化主要集中地区之一，岩溶地区

面积５．４４万ｋｍ２，其中石漠化土地面积１．４８
万ｋｍ２，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１．４４万ｋｍ２，
石漠化严重程度位列全国第４［８］；按照《湖南

省“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的要求，落
实国家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和种植结构

调整试点任务就超过１０万ｋｍ２。桑树的生

态治理功能，拓展了立桑为业的广阔空间，融
入了国家新需求，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７］。
１．２．３　蚕丝结构特殊，丝绸文化内涵深厚，
市场潜力巨大

蚕丝含有人体必需的１８种氨基酸，其成

分和人体肌肤成分十分相近。丝绸服装具有

独特光泽，雍容华贵，飘逸轻柔，因此蚕丝被

誉为“纤维皇后”，丝绸被誉为“人体第二皮

肤”。蚕丝是唯一得到实际应用的天然长丝

纤维，具有独特的弹性、韧性、保暖性、保湿

性、防菌、防紫外线等特性，蚕丝服装穿着冬

暖夏凉、美观舒适，被誉为“保健纤维”。在人

类崇尚回归自然，强调“绿色”、“环保”的今

天，丝绸产品的舒适与保健功能是其他纤维

及加工产品无可替代的。丝绸是灿烂中华文

明的代表，也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片，“丝绸

之路”和“丝绸文化”在中国人民心中烙下了

深厚的中华情结，对蚕丝产品的拥有与消费，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和绵延不竭的内在动

力。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上升，国内消费能力

不断增强，原来国内潜在市场变成了现实市

场［９］。以蚕丝被、丝绸家纺、丝针织品、丝绸

饰品、丝绸礼品为代表的丝绸产品逐渐走俏

国内市场，内销比例逐步提高，至２０１７年已

达６０％，中国丝绸产品长期依赖出口的局面

已经悄然改变，蚕桑经济也已转为出口、内需

双驱动。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

究室 利 用 动 态 预 测 法，对 未 来 五 年（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的蚕茧产量进行预测，发现中国蚕

茧产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至２０２０年预测蚕

茧产量仅为６６．７万ｔ（包括桑蚕茧和柞蚕茧，
２０１６年统计数据７１．８万ｔ）。未来五年蚕丝

供给将跟不上需求增长，供不应求情况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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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缺口长期存在且不断增大。
１．２．４　蚕桑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利于多元化

开发、多层次利用

以传统栽桑养蚕模式来计算桑园年产干

物质，桑叶、桑枝条占６４％，蚕沙占２２％，茧

丝和蚕蛹各占３％，其他占８％。目前利用的

主产品茧丝仅占总量的３％左右，其它９７％
的资源称之为副产物［１０］。在中国资源环境

约束仍然趋紧的形势下，将这些丰富的蚕桑

资源进行循环开发，拓展其价值链，还有很大

发展空间。
桑叶又名“神仙草”，为药食两用中药材，

具有降糖、降脂、增强免疫力作用，１９９３年被

卫生部纳入“药食同源”名单［１１］。据估算蚕

茧产区桑叶浪费约占总产量的２５％－３０％，
其原料特别丰富，目前开发的产品主要有桑

叶茶与桑叶食品等。桑叶茶在日本被称为

“长寿茶”，中国先后也开发出了桑叶绿茶、红
茶、黑茶及复合茶等系列产品［１２］。湖南省蚕

桑科学研究所合作研发的桑叶金花（冠突散

囊菌）茯砖茶已获２项国家发明专利。桑叶

可直接加工成菜肴，加工成桑叶粉后除作饲

料用外还可作为原料生产饼干、糖果、挂面

等。此外，湖南省双峰县甘棠镇岩门村建有

桑叶药用基地，每６６７ｍ２ 产药用桑叶的年收

入在３０００元左右。
栽桑无论是养蚕，还是生产饲料，均会留

下大量的桑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
载，桑枝为祛风湿、利关节的常用药，还有抗

炎、降糖、降脂、提高机体免疫的功能。每公

顷成林桑园可产干桑枝７．５ｔ，干桑枝含粗蛋

白５．４４％、纤维素５１．８８％、木质素１８．８１％、
半纤维素２３．０２％、灰分１．５７％，营养丰富，
是生产绿色和有机食用菌的绝佳原材料，用

其生产的桑枝食用菌具有特别的清香味，很

受市场青睐［１３］。目前在各个蚕区普遍推广

的“桑—菌—肥”模式，通过桑叶养蚕，桑枝种

菌，菌糠肥田，形成了良性循环，解决了现实

中桑枝大量被废弃的同时又有大量原木被砍

伐的矛盾，保护了森林资源。
桑果是一种优质水果资源，被称之为“第

三代水果”，已被卫生部确认为“既是食品又

是药品”的农产品之一，味甘性寒，滋阴补血，
防动脉硬化，延年益寿。富含功能成分花青

素、白藜芦醇与膳食纤维，矿物质元素硒含量

特高，平 均 达５６．５ｍｇ／ｋｇ。栽 植 果 桑 品 种

６６７ｍ２ 产鲜果可超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ｋｇ。桑果既可

鲜食，又可加工成果汁、果酒、果酱、果醋、蜜

饯等，市场容量大，产业化开发价值高［１４］。
蚕丝绵是由天然桑蚕茧（也包含柞蚕茧）

为原料加工而成，具有轻盈、柔软、保暖、透

气、吸湿、不刺痒以及抗静电等特点，由其制

作而成的蚕丝被蓬松轻盈、贴身保暖、透气保

健、呵护肌肤，可促进睡眠。基于得天独厚的

品质和优点，蚕丝被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亲

睐，已成为蚕丝消费的大宗产品。２０１１年以

来，每年蚕丝被生产量均超２０００万条，所消

耗掉原料茧占蚕茧总产量的２０％以上［１５］。
据中国丝绸协会统计，２０１６年湖南省丝绵被

产量达６１万条，产值近６亿元。
１．２．５　桑叶蛋白质含量高，是动物饲料的优

质植物蛋白源

桑叶是一种蛋白质含量高且营养全面的

饲料资源，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绿色神奇功

能饲料植物”［８］。桑叶中粗蛋白含量２０％－
２８％，仅次于大豆，而且桑叶中必需氨基酸总

量优于其它常规饲料作物。其限制性氨基酸

赖氨酸、蛋氨酸的质量比分别达１８．８ｍｇ／ｇ、
５．２ｍｇ／ｇ，在糖代谢与蛋白质代谢中起关键

作用的谷氨酸质量比也高达１３．１ｍｇ／ｇ，利

用桑叶适量添加于畜禽饲料可调节氨基酸种

类与含量平衡［１６］。桑叶中还含有５０多种微

量元素和维生素，作为畜禽饲料将有助于提

高动物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１７］。每６６７ｍ２

桑园可生产干桑叶５００－８００ｋｇ，根据桑叶的

蛋白 质 含 量 推 算 产 蛋 白 质１１０ｋｇ，相 当 于

２００ｋｇ大豆的蛋白含量，其单位面积鲜饲料

产量比苜蓿高３７．２％［１８］。把桑树作为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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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予以发展，可以把历来存在的造林绿化生

态效益与发展畜牧业经济效益的矛盾，转化

为林牧结合的生态经济效益。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迅速

增加的城镇居民对动物蛋白及相关产品的刚

性需求会进一步扩大，饲料用粮占粮食总产

量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目前，中国饲料用

粮比例已接近４０％，而且有专家估测２０３０
年我国饲料用量的比例将突破５０％，其中蛋

白质饲料尤为短缺。据２０１７年农业部《饲料

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２０１５年进口大豆

达５４８０万ｔ，作为重要生产原料的大豆对进

口的依存度高达７５％，面对“人畜争粮”、饲

料短缺的困局，迫切需要依靠广辟饲料新资

源来化解。湖南是传统的农牧大省，畜牧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连续多年稳定在

３０％以上，人均生猪出栏量及外销量长期位

居全国第一。在国家实施粮经饲统筹、粮改

饲战略布局的背景下，饲料桑作为新型的蛋

白源，在湖南饲料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展饲

料桑产业的潜力巨大。
１．２．６　文化资源丰富，是打造特色消费业态

的不断源泉

湖南丝绸文化底蕴深厚。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素纱襌衣”代表了中国汉初的最高丝绸

织造水平；湘绣、苗绣、土家织锦已被收入中

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湘绣还

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为湖南的艺术名片与

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１９］，湖南湘绣城成为中

国首家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正式授牌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中国几

千年来的“农桑并举”、“男耕女织”，形成了丰

富多彩的蚕业特色“三生”资源。可依托蚕业

特色资源，挖掘其生态观光、旅游休闲、农事

体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推动蚕业资源与

旅游元素良性互动，桑园变游园，蚕区变景

区，以蚕带旅，以旅促蚕，打造一批知名蚕桑

休闲农庄、蚕桑村、特色镇和精品线路，催生

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乡村旅游业等新产业、

新业态，培育经营新主体，促进一、二、三产业

跨界融合，创造蚕业拓展新空间，注入蚕业发

展新动能，提高蚕业综合效益。蚕业增彩必

将带来农村增美、农民增收、农业增效［１９］。
１．３　产业劣势

１．３．１　劳动密集型与土地密集型致使蚕桑

竞争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２０１２年，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

济研究室基于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１０７个蚕

桑基地县调查数据，开展了中国蚕桑生产效

率与效益的变化分析，其结果显示户均养蚕

规模、单位盒种收益、单位面积桑园收益均有

较大幅度增加与提升，但单位桑园面积的蚕

桑生 产 人 工 成 本 占 到 了 整 个 投 入 成 本 的

６２．６９％，相对于２００５年又提高了６％，人工

成本 净 增 约１倍，土 地 成 本 也 净 增１．４
倍［２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

村劳动力向城镇、工业等领域大量转移，直接

导致农业劳动力缺乏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

升。栽桑养蚕工作相对繁重，特别是大蚕期

所需劳动力集中，劳动强度大，与其它现代农

业产业比较，劳动密集型特点更加突出。也

正是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中国

蚕桑产业“东桑西移”趋势愈加明显，湖南省

蚕桑产业也逐渐由原比较富裕的环洞庭湖地

区向农村劳动力相对充裕、土地成本相对低

廉的湘西、湘南山区以及湘中的耕地修复和

种植结构调整区域转移。
１．３．２　产业规模小，零星分散，组织化程度

低

据湖南省商务厅市场调节处、省农业委

经作处与省蚕桑科学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２００２年的调查报告表明：湖南全省１２２个

县市区中有４６个具有桑园或在进行蚕桑生

产，桑园总面积８２００ｋｍ２，年发种量５万盒，
年产蚕茧２０００余ｔ。据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

系长沙综合试验站近年的考察结果，目前湖

南蚕桑产业主要分布在湘潭（县）、花垣、攸

县、双峰、株洲（县）、宁乡、雨湖、泸溪、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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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津市、沅陵、澧县、祁东、永兴、洞口、道

县、保 靖 等 县（市、区），占 全 省 的８０％以

上［１９］。生产规模已呈现出连片集中趋势，但
与国内主要蚕茧产区相比，规模化蚕桑基地、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蚕工场比例低。以传统

小农家庭模式为主，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组织

化程度低，缺乏技术指导与产业化服务，生产

规模化、机械化、工厂化推进较难，抵御风险

能力较弱，产业发展易受到其他农业产业的

挤压。
１．３．３　产业链不完整，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

强

目前，湖南省蚕茧收购、加工、营销企业

仅有１９家，全省行业销售收入不足８亿元。
至今仍然缺乏规模化缫丝、织绸企业，加工业

主要以生产丝绵为主，生产经营规模小且分

散，缺乏以蚕桑产业链为特征的产业聚集地，
对湖南省蚕桑产业发展难以产生带动作用，
只能为江浙、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加

工原料。特别是湖南省蚕桑基地的龙头企业

普遍缺乏先进的蚕茧收烘设备与厂房，不能

按时保质保价进行鲜茧收购，严重挫伤了广

大蚕农养蚕积极性，反过来往往会导致这些

基地桑园面积在不长的时期内发生较大变

化，产业基础难以巩固，规模化发展难以形

成。
１．３．４　产品结构单一，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

近几年来，尽管中国蚕桑茧丝资源多元

利用产值不断增长，蚕丝产业多元化趋势显

现，但“蚕—茧—丝—绸—最终消费品”的传

统蚕业发展模式仍占据相当的主导地位，蚕

桑茧丝资源多元利用产品或项目中，仅蚕丝

被、桑枝食用菌、果桑基本形成了产业化发展

格局，而其余大多数项目尚未形成产业化发

展态势，仍存在着生产规模小、科技支撑不

足、产业化程度低、市场需求拓展不够等问

题［１５］。湖南省蚕丝被产业规模在中国处于

中游偏下地位，主要还是采取来料加工方式

生产，绝大部分加工原材料来自外省，相当大

成品市场份额依赖外省或出口，湖南省成熟

稳定的丝绵被市场仍未完全形成。果桑产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以鲜果采摘为主，基本没有

深加工产品及与之相关加工企业。目前，湖

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联合相关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企业协作开展了桑叶黑茶、桑叶饲

料、桑叶畜禽产品研究与开发，获得了桑叶黑

茶产品生产质量的ＱＳ认证，形成了一系列

特色商品与初级产品，但依旧存在产品科技

创新力度不够、加工工艺水平不高、与市场对

接不畅等诸多问题，提高市场占有率还存在

很多内外因素的挚肘。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整合实现产业转型，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

品升级的压力依然很大。

２　产业发展趋势

２．１　科学发展，打造现代蚕桑产业

长期以来，传统蚕桑产业是指以茧丝绸

及其相关产品为生产目标的产业，具有鲜明

的“桑—蚕—茧—丝—绸—最终消费品”垂直

一体化性质，呈纵向维度。但近年来，为了提

高产业综合经济效益与行业竞争力，蚕桑生

产中原来大量没有被利用或没有被充分利用

的桑叶、桑果、桑枝、桑皮、蚕沙、蚕蛹、蚕蛾、
蚕丝及桑园、蚕室等资源不断得到综合开发

和多元利用，由此衍生出的药食用途、饲料用

途、新材料用途和文化生态用途等新功能持

续推动蚕桑产业向林业、畜牧业、食品业、医

药业、保健业、生态产业、生物产业、文化产

业、木材加工业等行业延伸拓展，促使桑、蚕、
茧、丝、绸由单一用途向多种用途转变，促进

蚕桑产业由以蚕为主的单一产业向以蚕、桑

并重的多元化产业发展［２１－２２］。这种多链条

连接、多产业融合使传统蚕桑业出现了一个

横向新维度，纵横维度交织又使传统蚕业加

快了转型升级步伐，产业链朝着多功能、开放

式、综合性方向延伸（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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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现代蚕桑产业体系的组成结构示意图

引自李建琴，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与路径（李建琴［２１］，２０１７）

２．２　科学养蚕，构建新型养蚕技术体系

紧跟蚕桑科技创新步伐，从品种选育到

操作技术，从简易设施到机械化设备，从共同

催青、小蚕共育到适合集约经营的所有环节，
逐步建立以省力化、规模化、集约化为主要特

征的新型养蚕技术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征

是：在栽桑养蚕规模化的基础上，做到基地建

设园区化、桑园管理轻简化、桑蚕品种良种

化、蚕种催青智能化、小蚕共育电气化、大蚕

饲育省力化、上蔟自动化、统防统治社会化，
达到设施装备专业化、技术规范化、产品标准

化。不断加强抗逆性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
配套良种良法技术措施与标准，逐步夯实省

力化技术体系的基石；不断加大技术研发与

资金投入力度，针对蚕农与企业需求，在桑园

除草、施肥、打药、桑叶收获、桑枝伐条、消毒、
大蚕饲养、采茧等劳动繁重环节，开展产学研

合作攻关，突破蚕业专用机械、器具、设备的

研发瓶颈，加快蚕桑专用机械、器具、设备的

示范推广，逐步作业机械化，促进蚕桑生产向

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集约化转

变，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加快养蚕新技术的

集成与示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具有区域

特色的养蚕技术体系。通过技术体系革新推

动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实现气候环境、技术推

广与产业模式相互契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最终推动传统栽桑养蚕技术体系转型升级。
２．３　科学延伸，拓展蚕业价值链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在“十三五”期间

提出了“规模高效、生态多元、可持续”的产业

发展思路。规模高效是指建设规模化集约化

蚕桑基地，“栽桑养蚕”，降劳动力成本，补技

术设备短板，发展规模高效现代蚕业。生态

多元是指挖掘蚕桑资源，特别是桑资源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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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潜力，立桑为业，建立多元化产业发展体

系。“栽桑养畜”，种养加一体；“栽桑养人”，
食药康养结合，发展精细蚕业；“栽桑养地”，
发挥桑树生态优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

生态蚕业。可持续是创新不同的种养开发新

模式，使蚕桑产业与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
林业等产业之间循环连接，多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循环蚕业，不断打造供应链、延伸产业链、
拓展价值链，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提
高行业整体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２．４　科学布局，创新产业组织化运行模式

坚持市场导向、政府推动，根据各地不同

的生态产业与特色农业发展要求，制订规模

化基地发展规划，优化区域布局，通过互换并

地、返租倒包、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

等多种方式，实现依桑扩桑、集中连片，构建

蚕桑核心示范园区。加强产业政策与专项资

金引导，创新金融扶持模式，发展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打造蚕桑专业村、蚕桑特色小镇，
壮大区域经济。培育蚕桑企业、养蚕专业大

户、蚕桑业主、家庭农场等新型蚕业经营主

体，促进蚕农合作社、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
新型服务组织集群集聚，推广“公司＋农户”、
“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
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控股、订单、合
同等方式强化龙头企业（公司）与农户之间的

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蚕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

务，引导农户对接市场，实现贸工农协调发

展。产学研一体化，农科教相结合，构建蚕业

新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实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特别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下的

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培育一支爱蚕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蚕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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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４０（６）：１１１４－１１２１．
［１７］黄自然，杨军，吕雪娟．桑树作为动物饲料的应

用价值 与 研 究 进 展［Ｊ］．蚕 业 科 学，２００６，３２
（３）：３７７－３８５．

［１８］ＱＩＮ　ＪＩＡＮ，ＨＥ　ＮＩＮＧ－ＪＩＡ，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４）：３３０－３３９．

９２２期　　　　　　 　　　　　艾均文：结合湖南发展实际谈蚕桑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１９］艾均文，龚昕，丁伟平，等．湖南蚕桑产业现状

及“十 三 五”发 展 建 议［Ｊ］．湖 南 农 业 科 学，

２０１５，３５５（４）：１３５－１３９．
［２０］李建琴，顾国达，邱萍萍，等．我国蚕桑生产效率与

效益的变化分析［Ｊ］．中国蚕业，２０１２，３３（４）：１－７．

［２１］李建琴．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与路径［Ｊ］．蚕
业科学，２０１７，４３（３）：３６１－３６８．

［２２］艾均文，李飞鸣，张国平，等．服务长株潭种植

业结构调整战略，促进生态蚕桑与高效蚕业融

合［Ｊ］．中国蚕业，２０１５，３６（３）：

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檸
６０－６２．

《蚕学通讯》稿约

《蚕学通讯》是重庆市蚕丝学会、西南大学主办的蚕业科技期刊。报道国内外在栽桑、养蚕、
病虫害防治、蚕桑遗传育种、生理生化及生物技术、茧丝、蚕桑综合利用、野桑蚕等方面研究的最

新科技成果、研究动态，以及蚕丝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经验等。主要读者对象：蚕业科研人员、
中高等学校师生、蚕业技术干部、蚕业经营管理干部及生产工作者。季刊，季末出版，公开发行。
编辑部设在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南区，邮编：４００７１６，电话：
（０２３）６８２５０１９１。热忱欢迎广大从业人员来稿，共同振兴祖国蚕桑事业。注意事项如下：
１．文章必须论点明确、数据可靠、文字简练。请附英文篇名和作者单位的英文译名以及作者

姓名的汉语拼音。试验研究文章须附３００字以内的中、英文摘要以及３－５个关键词。若作者本

人不能完成英文篇名和摘要，可委托本刊编辑部代为完成。
２．来稿请用法定计量单位，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合及书写规则必须符合现行国家规定。如土

地面积单位“亩”，请改用ｈｍ２（公顷）和ｍ２（平方米），溶液浓度用ｍｏｌ／Ｌ、ｍｇ／Ｌ等。蚕业上习惯

使用的蚕茧质量单位“担”，请改用ｋｇ（千克、公斤），或ｔ（吨）。请参见有关国家标准。
３．图、表、照片力求精简。避免以图表方式重复文字中已经阐述清楚的内容；图表能够说明

的内容，文中不必重叙。表要制成三线表。绘图要规范，线条均匀，粗细得当，宽度一般要求在

５－６ｃｍ（双栏）或１１－１３ｃｍ（通栏）。照片要清晰。图（照片）、表均需编号，并在恰当的表题、图题及

必要的表注、图注，表题置于表上方，图题置于图下方。
４．公式、算式及方程式均应编排序号。
５．文中出现的外文字母或专用名词需打字或用印刷体写书，分清大小写、正斜体及上、下角

标。表示数量或年月日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６．正文中标题一般不超过３个层次，各层次标题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不同层次的两个

数字间用下圆点（．）分隔开，末位数字后面不加点号，如“１”、“２．１”、“３．１．２”等，均靠左顶格书写。
７．参考文献只列与本文有关的主要文献，未公开发表者不作文献列出。本刊采用顺序编码

制，引用处依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排序，并用方括号标注。文末参考文献按各条文献在论文

中的文献序号顺序排列，注录格式为：
①期刊：序号　著者．题名．期刊名称，出版年，卷号（期号）：页码

②书籍：序号　著者．书名．版本（第一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著者为３人或少于３人应全部写出，之间用“，”号相隔；３人以上必须列出前３人，后加“等”。
８．来稿要求一式二份，请附单位同意发表的证明。并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邮递稿一律打

印，若方便，最好通过Ｅ－ｍａｉｌ投稿（以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ｒｏｄ格式发附件），电子邮箱：ｆｙｄａｉ＠ｓｗｕ．ｅｄｕ．ｃｎ或

ｆｌｃ１２２０＠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任一即可。本稿采用与否，均由本刊最后审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本
刊可以对本稿作文字修改，删节，如作者不同意，务请在来稿时注明。文责由作者自负。
９．来稿切勿一稿两投或多投。如曾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在内部刊物上刊出，或用其他文种发

表过，请说明。
１０．投稿时必须提供本人单位全称、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同时希望提供本人职称、职

务、年龄、最后学历、从事工作、主要业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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