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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９ ·芙 × ７ ·湘是我国目前推广量最大的家蚕品种之一 。为了比较该品种不同地方

品系的生产性能与繁育性能的差异性 ，分别引进了家蚕 ９ ·芙 × ７ ·湘粤系和桂系原原母种 ，

与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繁育继代的生产品系展开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 ，湘系原原母种在产

附 ，孵化 ，经济性状 ，强健性方面综合性状优良 ，其一代杂交种的虫蛹统一生命力最高 、一茧丝

长最长 、净度最优 。粤系一代杂交种在解舒丝长 、解舒率 、出丝率等丝质成绩表现突出 。

关键词  家蚕品种  ９ ·芙 × ７ ·湘  地方品系  种性  比较分析

  ９ · 芙 × ７ ·湘（即 ９３２ ·芙蓉 × ７５３２ ·湘

晖 ，也称两广二号）是广西蚕业指导所和广东农

科院蚕业研究所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合作选配的四

元杂交种［１］
。在该品种亲本选择过程中 ，选择

了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育成的丝质优良的芙

蓉 ×湘晖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管理总站育成

的抗高温多湿的 ９３２ × ７５３２进行多元组配 ，其

一代杂交种蚕种易繁 ，蚕茧高产 ，茧丝质优良 ，

各亲本优良性状不仅互补 ，而且在杂交后代中

得到了充分发挥［２］
。自实用化推广以来 ，在我

国南方蚕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夏秋季得到了广泛

推广 ，已多年位列单一品种发放量全国第一［３］
。

该品种在各地多年培育 ，已形成了各具生态特

色的地方品系 ，其生产的一代杂交种也具有了

不同的生产性能 、繁育性能 ，为此 ，２０１７年我们

引进了广东 、广西地方品系 ，并开展了与湖南地

方品系的比较鉴定工作 。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材料

粤系来源于广东省蚕业与食品加工研究

所 ，桂系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科学研究

院 ，湘系来源于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蚕种繁

育室 。

１ ．２  实验方法

２０１７年春季和秋季分别饲养 ９３２ 、芙蓉 、

７５３２ 、湘晖的粤 、桂 、湘三个地方品系的原原母

种各 １５蛾 。春秋两季在蚕种出库后 、蚕卵转青

前观察卵圈产附情况 ，收蚁后各品种每品系随

机抽取 ７个卵圈调查一日孵化率 ；秋季各品种

每品系 １５个区取茧质调查成绩的死笼率 、全茧

量 、茧层率指标数据展开对比分析 ；春季制各品

系原种 ，委托本所蚕品种研究室夏繁制得 ３个

品系的一代杂交种 ，秋季展开实验室比试 。全

年所有母种桑园统一施肥 、管理 。小蚕期（１ — ３

龄）用叶为适熟育 ７１ － １ ，大蚕期（４ — ５龄）用叶

为农桑 １４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粤桂湘三系母种产附差异观察

对粤桂湘三地的 ９３２ 、芙蓉 、７５３２ 、湘晖的

春制越年种卵圈进行观察 。其结果见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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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９ ·芙 × ７湘三系原原母种卵圈产附特征

品种品系 卵色 卵粒排列 卵量
生种
卵圈

９３２ 3
粤 灰绿 整齐 ，少量叠卵 多 有

桂 灰褐 、少量浅红 整齐 ，少量叠卵 少 有

湘 浅褐 整齐 中等 无

芙蓉

粤 灰绿 整齐 多 有

桂 灰绿 较整齐 多 较多

湘 灰绿 较整齐 多 无

７５３２ K
粤 浅褐 整齐 多 有

桂 浅褐 整齐 中等 无

湘 浅褐 整齐 中等 无

湘晖

粤 浅褐 较整齐 少 无

桂 浅褐
较整齐 ，有少量

叠卵
多 无

湘 灰褐 整齐 多 无

由表 １可以直观的看出 ，在卵色方面 ，９３２

粤系为灰绿色卵圈 ，与桂系 ，湘系有明显的区
别 ，湘系湘晖原原母种的卵色偏深 ，呈灰褐色 ，

而粤系湘晖与桂系湘晖相近 ，呈浅褐色 。 ３ 个
品系的原原母种卵粒排列都较为规则 ，区分不
明显 。单蛾产卵量观察结果显示 ，粤系 ９３２ 、芙
蓉 、７５３２的卵量明显高于桂系和湘系 ，但粤系
湘晖的卵量却显著少于湘系和桂系 ，湘系与桂
系原原母种单蛾卵粒数区别不明显 。 ２０１７ 年
春制湘系原原母种未发现生种卵圈 ，粤系和桂
系的中系均有不同比列生种卵圈出现 ，粤系
７５３２也有少量生种卵圈 。

表 ２  ９ ·芙 × ７湘三系原原母种 ２０１７春季孵化
情况调查表

品种 品系
不受精
卵数 ／粒

死卵数
／粒

孵化卵数
／粒

总卵数
／粒

孵化率
／％

９３２ 3
粤 ３ a４４ ▋４５８ i５０５ ▋９０ 三．６９

桂 ３ a２６ ▋３６８ i３９７ ▋９２ 三．７０

湘 ８ a１４ ▋４０３ i４２５ ▋９４ 三．８２

芙蓉

粤 ３ a３５ ▋４８２ i５２０ ▋９２ 三．６９

桂 ２ a４ ▌４８９ i４９５ ▋９８ 三．７９

湘 １６ y２６ ▋５４１ i５８３ ▋９２ 三．８０

７５３２ K
粤 ２ a３３ ▋５２７ i５６２ ▋９３ 三．７７

桂 １ a３４ ▋４０１ i４３６ ▋９１ 三．９７

湘 １ a４７ ▋４９０ i５３８ ▋９１ 三．０８

湘晖

粤 ６ a２９ ▋４９４ i５２９ ▋９３ 三．３８

桂 １ a１５ ▋４７３ i４８９ ▋９６ 三．７３

湘 １１ y１７ ▋５９０ i６１８ ▋９５ 三．４７

２ ．２  粤桂湘三品系原原母种的孵化率调查

各品种各品系收蚁第二天上午对已收蚁原

原母种卵圈用沸水浸泡 ３分钟 ，对未孵化的转
青卵灭活 ，以保证二日孵化率调查的准确性 。

各品种各品系随机取 ７个已收蚁且及时处理的
卵圈调查不受精卵数 、死卵数 、孵化卵数 。 ２０１７

春 、秋季孵化率调查见表 ２-３ 。

表 ３  ９ ·芙 × ７ ·湘三系原原母种 ２０１７秋季孵化
情况调查表

品种 品系
不受精
卵数／粒

死卵数
／粒

孵化卵数
／粒

总卵数
／粒

孵化率
／％

９３２ ▌
粤 １  ２３ ▋５４４  ５６８ r９５ M．８０

桂 ４  ２６ ▋３０６  ３３６ r９１ M．３６

湘 １  ７ 洓４３９  ４４７ r９８ M．２８

芙蓉

粤 １０ /３２ ▋４９７  ５３９ r９２ M．２６

桂 ３５ /５１ ▋５１６  ６０３ r８５ M．６１

湘 １３ /１０ ▋５９１  ６１４ r９６ M．３４

７５３２  
粤 １  ４４ ▋５０９  ５５４ r９２ M．１３

桂 １  ３０ ▋５１１  ５４２ r９４ M．２９

湘 ０  １９ ▋５２３  ５４２ r９６ M．４５

湘晖

粤 ３  ２３ ▋４０７  ４３３ r９４ M．４５

桂 ４  ２６ ▋４９７  ５２７ r９４ M．２９

湘 ４  １８ ▋６１６  ６３８ r９６ M．５０

就各品系而言 ，湘系原原母种越年卵圈中

的不受精卵高于其他两个品系 ，总卵数桂系低

于粤系与湘系 ，平均孵化率桂系 ＞湘系 ＞粤系 ；

不同品种间比较 ，越年种 ７５３２ 和 ９３２ 死卵较

多 。从表 ３看出 ，秋用种孵化率在整体上要高

于越年种 ，各品系间桂系不受精卵高于粤系和
湘系 ，四品种平均孵化率湘系 ＞粤系 ＞桂系 ；不
同品种间比较 ，当年用种中芙蓉桂系的不良卵

高于其它品种 ，因此即使总卵粒数高于其它品
种 ，平均孵化率也偏低 ，为 ８５ ．６１％ 。

２ ．３  粤桂湘三系原原母种发育经过与茧质调

查

９ ·芙 × ７ ·湘为夏秋品种 ，其在夏秋季气

候条件下的表现会更能代表品种品系的本来特
征特性［４］

，其正秋蚕期（８月 ５日 — ９月 ２６日）

的主要发育经过和茧质成绩记录见表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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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９ ·芙 × ７ ·湘原原母种 ２０１７秋发育与茧质成绩

品种 品系
五龄经过

／d ：h
龄期经过

／d ：h
蛹期经过

／d ：h
全茧量

／g
茧层量

／g
茧层率
／％

死笼率
／％

四起蛹统一
生命率／％

９３２ 8
粤 ７ ：０８ ▋２１ ：０６ ▌１３ ：００ ▋１ <．４３ ０ Ж．３２４ ２２ ▋．５９ ３ Y．１４ ８３ ▍．１６

桂 ６ ：０８ ▋２０ ：０６ ▌１３ ：００ ▋１ <．３１ ０ Ж．２７３ ２０ ▋．８０ ５ Y．２０ ８３ ▍．４３

湘 ７ ：０８ ▋２１ ：０６ ▌１３ ：００ ▋１ <．５８ ０ Ж．３２７ ２０ ▋．６７ ２ Y．７２ ９４ ▍．０３

芙蓉

粤 ７ ：００ ▋２１ ：０６ ▌１４ ：００ ▋１ <．４７ ０ Ж．３５２ ２３ ▋．９４ ５ Y．９１ ８４ ▍．７９

桂 ７ ：００ ▋２１ ：０６ ▌１３ ：００ ▋１ <．４６ ０ Ж．３４１ ２３ ▋．３６ ２ Y．３３ ９２ ▍．６８

湘 ７ ：００ ▋２１ ：０６ ▌１４ ：００ ▋１ <．４３ ０ Ж．３２６ ２２ ▋．７１ １ Y．９４ ９４ ▍．９４

７５３２ ▋
粤 ７ ：０３ ▋２３ ：０１ ▌１４ ：００ ▋１ <．５１ ０ Ж．３３０ ２１ ▋．７８ １９ q．７７ ７２ ▍．５７

桂 ６ ：０８ ▋２２ ：０６ ▌１５ ：００ ▋１ <．２８ ０ Ж．２６９ ２１ ▋．０２ ３ Y．２４ ９４ ▍．６４

湘 ７ ：０３ ▋２３ ：０１ ▌１４ ：００ ▋１ <．４９ ０ Ж．３３４ ２２ ▋．４４ １５ q．７７ ７４ ▍．５２

湘晖

粤 ７ ：１４ ▋２２ ：１２ ▌１７ ：００ ▋１ <．４２ ０ Ж．２９１ ２０ ▋．４８ １２ q．８８ ８４ ▍．３６

桂 ７ ：０８ ▋２２ ：０６ ▌１６ ：００ ▋１ <．４８ ０ Ж．３３２ ２２ ▋．４４ １３ q．８２ ８４ ▍．０２

湘 ７ ：１４ ▋２２ ：１２ ▌１７ ：００ ▋１ <．４３ ０ Ж．３１２ ２１ ▋．７６ １０ q．３７ ８６ ▍．４２

  由表 ４看出 ，幼虫期和蛹期合计 ，桂系 ９ ·

芙 × ７ ·湘其余 ４个原原母种的发育经过都比

粤系和湘系发育快 １ d 。桂系四个原原母种中 ，

９３２ ，７５３２全茧量 ，茧层量显著偏小 。粤 、桂 、湘

３个品系的原原母种中 ，桂系 ７５３２龄期发育经

过短 ，生命力最高 ，而湘系 ９３２ 、芙蓉 、湘晖原原

母种生命率优势明显 。

２ ．４  ９ ·芙 × ７ · 湘粤桂湘三系一代杂交种实

验室比较试验

参照《２０１７年国家桑蚕品种试验实验室鉴

定实施方案》的要求 ，２０１７年秋蚕期对 ９ ·芙 ×

７ ·湘粤桂湘三系一代杂交种开展实验室比较

试验工作（丝质鉴定委托四川蚕研所实验缫丝

厂进行） 。茧质成绩见表 ５ 。

表 ５  ９ ·芙 × ７ ·湘粤桂湘三系一代杂交种茧质成绩

品种 品系
五龄经过

／d ：h
全龄经过

／d ：h
死笼率
／％

虫蛹统
一生命率 ／％

全茧量
／g

茧层量
／g

茧层率
／％

万蚕产
茧量 ／kg

指数
／％

万蚕茧
层量 ／kg

指数
／％

９ ·芙 × ７

·湘（粤）

正交 ６ ：１５ ▋２０ ：１３ ▌２ F．３９ ９６  ．１７ １ ▋．７１ ０ ψ．３８１ ２２ =．３１ １７ ⒃．０６ ３ )．８１

反交 ６ ：１５ ▋２０ ：１３ ▌２ F．０９ ９５  ．０４ １ ▋．６５ ０ ψ．３６３ ２２ =．０３ １６ ⒃．０９ ３ )．５４

平均 ２ F．２４ ９５  ．６１ １ ▋．６８ ０ ψ．３７２ ２２ =．１７ １６ ⒃．５８ １１３  ．２ ３ )．６８ １１１ ▋．２

９ ·芙 × ７

·湘（桂）

正交 ６ ：１５ ▋２０ ：１３ ▌８ F．５８ ８２  ．６３ １ ▋．６４ ０ ψ．３７１ ２２ =．５７ １４ ⒃．６２ ３ )．３０

反交 ６ ：１５ ▋２０ ：１３ ▌３ F．６４ ９４  ．０４ １ ▋．６８ ０ ψ．３８１ ２２ =．６４ １４ ⒃．６７ ３ )．３２

平均 ５ F．９７ ８８  ．６７ １ ▋．６６ ０ ψ．３７６ ２２ =．６１ １４ ⒃．６５ １００ M３ )．３１ １００ M
９ ·芙 × ７

·湘（湘）

正交 ６ ：１５ ▋２０ ：１３ ▌０ F．８７ ９７  ．８４ １ ▋．６１ ０ ψ．３５１ ２１ =．７１ １６ ⒃．５９ ３ )．６０

反交 ６ ：１５ ▋２０ ：１３ ▌１ F．３８ ９７  ．６７ １ ▋．６７ ０ ψ．３５９ ２１ =．４５ １６ ⒃．９１ ３ )．６３

平均 １ F．１２ ９７  ．７６ １ ▋．６４ ０ ψ．３５５ ２１ =．５８ １６ ⒃．７５ １１４  ．３ ３ )．６１ １０９ ▋．１

表 ６  ９ ·芙 × ７ ·湘粤桂湘三系一代杂交种丝质成绩

品种
全茧量

／g
茧丝纤度

／D
解舒率
／％

粒茧丝长
／m

解舒丝长
／m

粒茧丝量
／g

茧层缫
丝率 ／％

出丝率
／％

解舒光
折／kg

洁净
／分

清洁
／分

９ ·芙 × ７ ·

湘（粤）
０ 9．６７６ ２ ▌．８９２ ７２ ▌．１ ８７６ m．６ ６３２ "．５ ０ v．２８２ ８２ [．２ ４１ ▋．７ ２４０  ．１ ９７ U．５ １００ ▋

９ ·芙 × ７ ·

湘（桂）
０ 9．６７２ ２ ▌．７８３ ６１ ▌．１ ８６８ m．６ ５３０ "．７ ０ v．２６９ ７８ [．２ ４０ ▋．０ ２５０  ．１ ９６ =．２５ １００

９ ·芙 × ７ ·

湘（湘）
０ 9．６８５ ２ ▌．５９９ ５９ ▌．９ ９０６ m．８ ５４３ "．５ ０ v．２６２ ７６ [．６ ３８ ▋．２ ２６１  ．５ ９８ =．２５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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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５可以看出 ，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 ，三

系一代杂交种的幼虫发育经过一致 。粤系与桂

系全茧量相当 ，桂系茧层率显著高于粤系 、湘

系 。湘系一代杂交种的生命力明显优于粤系和

桂系 。万蚕产茧 、万蚕产丝量粤系和湘系接近 ，

远高于桂系 。

表 ６的缫丝成绩 ，从茧丝长 、解舒率 、解舒

丝长 、干茧出丝率 、解舒光折等指标综合考量 ，

粤系 ９ ·芙 × ７ ·湘一代杂交种丝质在三个系

统里为最优 。

３  小结与讨论

３ ．１  湘系原原母种的综合性状优良

通过 ２０１７年全年两季对 ９ ·芙 × ７ ·湘粤

桂湘三系原原母种的外观 、孵化 、经济性状和生

命力的全面考察发现 ，湘系原原母种卵圈卵粒

排列规则 ，化性一致 ；孵化齐一 ，实用孵化率高 ；

生命力优势明显 。虽然中系茧层率偏低但日系

茧层率较高 。因此湘系 ９ · 芙 × ７ · 湘原原母

种综合性状相对优良 。

３ ．２  一代杂交种湘系成绩稳定

在相同的饲育条件下 ，粤桂湘三系的幼虫

发育经过一致 。湘系虽然全茧量略低 ，但强健

性突出 ，与粤系万蚕产茧量和万蚕产丝量相当 ，

显著高于桂系 。 ９３２原原母种茧层率低 ，且芙

蓉原原母种的全茧量与茧层量均偏低 ，这应是

我所在夏秋用原原母种培育过程中 ，始终坚持

入选区必须在平均值以上 ，全茧量 、茧层量以平

均值为中心的原原母种入选区原则的积累效

应 。湘系一代杂交种的茧层率虽比粤桂二系略

低 ，但仍在 ２１％ ～ ２２％ 范围内 ，保持该品种育

成时水平 。丝质成绩以粤系为最优 ，湘系的解

舒率有待改进 。

３ ．３  ９ ·芙 × ７ ·湘各品系的优势分析

引进粤系和桂系的目的 ，是为了相同条件

下的参照和对比 ，以利于对异地品系种性的差

异性判断 ，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优良异地品系以

备本地品系种性发生偏离的情况下开展替换 。

任何一个品种或品系 ，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域内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相对平衡 ，相对

稳定的产物 ，也是环境和人工选择的产物 。就

各品系的原原母种比较来看 ，在湖南区域内 ，湘

系原原母种更加适应湖南秋季高温干旱为主的

气候环境和叶质条件 。 ２０１７ 年春制秋用种原

原母种生种卵圈以粤桂二系比例较高 ，暗含其

多化性血统特征更加明显 ，更能适应两广地区

高温多湿的气候条件 。

３ ．４  湘系 ９ ·芙 × ７ ·湘的改进方向

湘系各原原母种的的生命率高 ，品种的强

健性得到了较好的保持 。说明我们在历年来的

原原母种继代繁育的过程中坚持了以生命力为

纲的选择标准 。不足之处在于湘系原原母种中

系的茧层率低 ，影响一代杂交种的干茧出丝率 、

解舒光折 ，可在今后的原原母种继代选择中对

茧层量加以侧重 ，或采用异地品系杂交复壮方

法加以提高 。对于解舒率和解舒丝长 ，则采取

原原母种入选区活蛹缫丝后再选择优良蛾区留

种的方法加以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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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Vitamin C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ntheraea pernyi
XU Xin ，LIU Zhongwen ，ZHANG Yongjun ，ZHANG Yaoting ，

YANG Xinfeng ，ZHANG Fangqiu ，ZHU Xuwei ﹡
（Henan Provincial Se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４５０００８ ，Zhengzhou ，China）

Abstract ：Vitamin C is an important nutrient of Antheraea pernyi ．In this paper ， the VC content of
tussah leaves at different ages were measured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C and the grow th
and development of Antheraea pernyi ；effect of VC on the grow th of tuaash by adding different dosa-
ges of feed was also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C content increased in the middle period ，
and decreased in the dormancy period ．The VC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the ５th instar ，and higher
in the pupal stage than the end of ５th instar ．The best time for feeding was ５ ５th instar ，and the dose
was ０ ．２mg／g body weight ．The addition of VC could improve the resistance of the tussah ，but the
high dose would cause metabolic disorder ．
Key words ：Vitamin C ；A ntheraea perny i ；grow th and development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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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Comparison of Silkworm Variety ９ · Fu × ７ · Xiang from
Guangdong ，Guangxi and Hunan Provinces

XUE Hong ，AI Junwen ，LIU Yong ，LIU Mingxuan ，REN Lizhi ，CHEN Lu
（Hunan Provincial Se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４１０１２７ ，Changsha Hunan ，China）

Abstract ：９ · Furong × ７ · Xianghui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ilkworm varieties in China ．In order to com-
pare the differences of productive performance and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local strains of this
variety ，the parent varieties of ９ · Furong × ７ · Xianghui from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were intro-
duced and reproduced with the succession generation of Hunan strain ，and the comparative trial was conduc-
ted ．Results show the parent variety of Hunan strain is superior in egg-laying ，hatching ，economic traits and
healthiness ，whose pupa of F１ hybrid has the strongest unified vitality ，longest cocoon filament ，and superior
neatness ．The F１ hybrid of variety from Guangdong strain exhib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non-broken
filament length ，reelability rate and silk yielding rate ．
Key words ：silkworm variety ；９３２ · Furong × ７５３２ · Xianghui ； local strain ； strain characteristics ；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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