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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蚕养殖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方法落实的过程中，

需要以稳量提质为主要的原则，强化对桑蚕的科学管

理，做好整个养殖过程的全面监督，优化当前的桑蚕养

殖模式，并将创新思维贯穿于不同的养殖环节，保证

桑蚕养殖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的科学实施，为当地桑

蚕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提升行业的发展

水平。

一、桑蚕的生物学特征

为了使桑蚕养殖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利用效果能

够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明确桑蚕的生

物学特征，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各项管理活动提供重要的

支持，保证桑蚕养殖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的效果。桑蚕属

于无脊椎的动物，完全变态昆虫，同时也是吐丝结茧的

昆虫之一，在桑蚕生长过程中是以桑叶为食，经过不同

的发展时期，比如胚胎发育阶段、幼虫阶段和变态阶段

等，在整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蜕皮，4次成虫，在交尾

产卵之后数日内死亡。在孵化的过程中，3 ～ 4d为前

期阶段，之后 3d为第二阶段，之后的 4d为第四阶段，

逐渐长大，老熟结茧和二次蜕皮之后，14d左右羽化成

虫，在成虫之后再进入到成虫和交尾的阶段，以此来构

建良性循环，形成一个世代。从生活习性来看，桑蚕除

了以桑叶为食之外，蒲公英和榆树叶也是最佳的选择，

这样一来可以多方面地维持体内所需要的水分以及无机

盐等，促进桑蚕的健康成长。在种植生产过程中主要是

为了获取蚕茧和纺织丝绸，体格越是强健的桑蚕本身的

结丝能力越强，因此养殖人员要从桑蚕生物学特征中制

定完善的桑蚕养殖技术，带动桑蚕养殖行业的稳定发

展。例如在各项养殖活动落实过程中，需要和桑蚕的生

长特点以及生长习性进行相互的协调，营造良好的环

境，规范整体的养殖模式，并且还需要重视病虫害防治

的必要性。优化当前的饲养管理模式，以此来保证桑蚕

养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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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桑蚕养殖技术要点

（一）收蚁

在这一环节中属于前期养殖环节，将已经孵化的桑

蚁进行收集，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收集方式不当的问题

会影响后续的生长以及发育，因此在这一环节需要谨慎

的按照实际操作要求以及标准来进行科学的搜集，以宏

观性的角度为主要的基础来优化当前的操作模式，为桑

蚕后续的生产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再完成。在收集之后

要进行称量，转移到对应的养殖区域中，这项工作较为

细致，养殖人员需要做好前期的科学准备，了解整体的

搜集要点以及注意事项，减少突发问题的发生。例如在

实际工作中需要科学地控制好收集的时间，比如要尽可

能地在清晨 5～ 6时，在这一时期要慢慢揭开黑布，或

者不开灯感光，孵化时间大概为 3个小时之后再爬行，

这是最佳的时机。在实际收集的过程中，各个器具要

全面地消毒，避免对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造成较为严重影

响，并且还需要减少对桑蚕的破坏。在完成搜集之后需

要进行再一次的检查，减少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高

效率地完成前期的养殖。

（二）催青

在催青方法利用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了二段催青和

渐进性的催青方法，在二段催青法令时，要在孵化前一

天促进蚕蚁变青，养殖人员需要科学地控制好其中的时

间，以此来避免对实际养殖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在养

殖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整体的工作标准，以此来创造良

好的养殖环境。在二段催青法利用的过程中，主要的时

间是在春季，在时间控制方面大概为 10d左右，在此期

间需要加强对不同阶段的科学规划，比如在前期大概为

1～ 4d，后期为 5～ 10d左右，在前期室内温度要控制

在 24℃的恒温中，以自然光线为主要的基础保持室内的

干湿度，并且在自然光线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人工感光

的方式，感光时间大概为 6个小时左右。养殖人员需要

按照实际养殖需求科学地规划不同的时间，并且做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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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监督，及时的应对在其中所产生的问题，使整体养

殖效果能够得以充分地提升。

在采取渐进式的催青方法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在不同阶段催青的时间要划分为两天左右，室内温度为

17℃，干湿度为 1.5℃，以自然光线为主要的基础来进

行操作。在后期室内温度要为 25℃左右，最高不要高

于 26℃，要科学地控制其中的干湿度，在自然光线基础

上可以适当地增加人工感光的方式，感光时间大概为 18

个小时左右。这样一来可以提高整体的孵化率，同时也

可以减少各种因素对生长发育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来推

动养殖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给桑

为了保证蚕体生长健壮，养殖人员还需要定期进行

给桑，适当的提高桑叶的质量，同时也可以使蚕体发

育非常的健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需要按照不同生

长发育阶段的蚕体进行科学的操作，比如在一日龄时，

更加适合偏嫩的桑叶，大概为 3～ 4叶，颜色为黄中带

绿，这一阶段桑叶只有较高的蛋白和低糖，对于 2日龄

要喂一些偏食熟的桑叶，大概为 4～ 5叶，颜色也为绿

中带黄，这种蛋白较多，能够满足整体的生长需求。对

于 3日龄蚕，在养殖的过程中要喂一些有浓绿色的成熟

桑叶，叶位在中下部，这一时期蛋白较高糖分较高，

在喂养的过程中需要科学地控制好老嫩的比例，并且精

准性的确定整体的喂养时间等，以此来提高整体的养殖

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

照整体的喂养标准来进行给桑，避免对后续的生长发育

造成较为严重影响，并且还需要防止出现桑叶浪费的问

题，结合室内温度和不同的生长发育来制定完善的给桑

标准，做到各个方面非常的细致。在完成给桑之后要查

看是否出现了遗漏，及时的解决在其中所产生的各项问

题，使整体养殖水平能够符合预期的标准。在实际改善

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其中的消毒操作，尤其是在进入到

大龄丧期之后，要合理地进行给桑配合着消毒，以此来

满足整体的养殖需求，避免对生长发育造成较为严重的

影响。此外在给桑的过程中需要全面的观察桑蚕外观是

不是静止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桑蚕对周边的环境非常的

敏感，虽然外表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体内会进行蜕皮

活动。因此在实际改善过程中需要做好精细化的处理，

科学地控制好整体地给桑量，以此来满足整体的营养需

求，避免出现生长发育不良和体质虚弱的问题。

另外在实际养殖的过程中，还需要维持蚕体内部的

营养，避免出现给桑量过多的问题，同时还需要定期

地清洁养殖环境，保证环境的干燥系统和通风效果等，

其中的光线要非常的均匀。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线控制

时要防止阳光直接照射蚕体，在壮蚕期要尽可能地少开

灯，减少各种因素对桑蚕所产生的影响。

（四）上蔟

在这一环节中要适当地提高桑蚕的产量，可以采取

横格式的方式精准性的确定不同的孔格，比如孔格要

为 12个左右，由牛皮箱纸而做成，同时也可以采取竖

向的方式，空格要设置为 9 ～ 18 个左右，按照实际情

况进行数量的科学确定，并且每个孔格之间要保持一定

的间距。在使用之前需要将两个方格利用竹竿连接成双

连片，竹竿的长度大概为 110cm左右，之后确定好整体

的接头数量，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处理，形成完

整性的体系。每盒蚕准备 100 副的双蔟片，形成一定的

高度时，桑蚕能够爬上这一方法能够为桑蚕的养殖清洁

和人工清场提供重要基础，同时也可以节约捉熟蚕的时

间，提高整体的养殖效率。

在后续工作中也可以利用挂式的方法，设置两排架

子。在搭建好之后上下层的距离大概为 50cm左右，不

要低于 40cm，搭设方向大概为东西向，并且按照 15cm

的间距挂在对应的芦帘上，这样一来可以适当地通风，

以此来提高整体的养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各个连接

的过程中蔟和蔟之间不能相互地连接，避免出现一定的

污染而影响桑蚕的健康生长，同时也可以将稻草则呈波

浪形，波峰间距大概为 6.5m左右，高度为 8cm，之后和

蔟进行相互的连接，起到一定的分隔效果。在完成这一

操作之后，养殖人员需要进行再一次的检查，在确认没

有任何问题之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养殖。使整体养殖效

果能够符合预期的标准，提升整体的养殖水平。

三、桑蚕病虫害防治方法

（一）病毒型的防治

1.表现形式。在桑蚕养殖的过程中，难免会由于诸

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病虫害，如果养殖人员

并没有采取科学的应对策略以及优化方案，会对桑蚕的

生长和养殖效益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养殖人员需

要按照实际情况完善病虫害的防治方法，落实个性化的

工作思维，使各项养殖活动能够得以顺利地实施。这其

中需要特别注意病毒型的防治，病毒型的病害包含了多

角体病和病毒性的软化病等，在多角体病中主要是经过

口部和创伤面进入到蚕体中，在发病时桑蚕行动非常的

狂躁，躯体浮肿，在发病一周之内感染而亡。

在软化病中，主要是通过伤口进入到中长中，引发

组织的病理变化，在发病时蚕体胸部中空，身体呈现出

透明状。如果疏于病虫害的防治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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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因此养殖人员需要重视这一问题，选择合适的防

治方法，以此来满足病虫害的防治要求。

2.防治方法。在对病毒型病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

需要加强对细菌的科学控制，尤其是在夏季，当温度到

达 27℃左右，细菌的繁殖速度比较快，再加上当前养殖

管理工作的不到位，会导致细菌孢子在养殖环境中快速

地蔓延，对养殖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在进行病

虫害防治的过程，养殖人员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健全与之

对应的消毒措施，以预防为主进行彻底性的消毒，比如

可以利用 402 抗菌剂 1500 倍液，或者是 5%的石灰浆进

行养殖区域的消毒，每周一次，同时也可以利用新型的

广谱性药剂进行全面的消毒。值得注意的是在消毒的过

程中要减少对蚕体所产生的创伤，尽快地切断整体的感

染源，为蚕的健康生长创建良好的条件。

（二）真菌性的病害

1.表现形式。真菌性的病害在养殖中也为常见的病

虫害，其中包含的是曲霉病和白僵病等，白僵病主要是

由于桑蚕感染了白僵菌而导致死亡的问题，蚕体表面充

满了白色菌丝，并且非常的硬，在这一疾病发生过程

中常见于夏季，一旦蚕体出现死亡营养菌丝也会穿过体

壁形成新的分生孢子。如果养殖人员并没有加强对环境

的科学控制，会成为新的污染源，导致疾病发生概率在

逐渐地增加。在曲霉病中主要是通过分生孢子进入到体

内，出现了活动量减少和食欲降低的问题，在感染部位

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绿色凹陷，一般在一周之后会出现

死亡。

2.防治方法。在进行这一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需

要防患于未然，强化日常的管理，并且根据桑蚕的生理

需求和各个生产阶段来进行消毒，及时的淘汰较弱的桑

蚕，并且保持养殖场内部的空气流通，防止高温而导致

病菌的传播。同时还需要严防农药中毒，一旦桑蚕出现

中毒的情况，需要使蚕体尽可能地脱离毒源之后，再选

择科学的治疗方法，减少对桑蚕生长所产生的影响。

（三）寄生虫病和原虫病

1.表现形式。在桑蚕养殖的过程中，常见的寄生虫

病和原虫病为蝇蛆病和虱螨病等。蝇蛆病是指一部分蝇

蛆寄生虫和原虫进入到桑蚕的内部寄生侵害到躯体容易

出现黑斑，并且生长非常的缓慢，质量不佳，所产生

的后果较为突出。在虱螨病中主要是以寄生为主，吸食

健康蚕的体液导致桑蚕食欲逐渐地减退，或者是停止进

食。在吸食体验的过程中，也会向体内注入一定的毒

素，在这一期间桑蚕表现为头胸突出，体侧弯曲，整个

身体有黑色的病斑。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吐液和排

粪困难的情况。

在原虫病中主要是由于寄生而引起的疾病，属于微

粒子病的组成。在病程中，蚕体生长非常的缓慢并且不

蜕皮，在身体上出现了黑褐色的小斑点，表面没有任何

的光泽，腹部非常的松弛，反应迟钝，并且也会出现排

列紊乱的情况。

2.防治方法。在进行这一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养

殖人员可以在养殖周边设置对应的防虫网，适当地改善

养殖内部的环境，比如可以在门窗处设置防蝇网，避免

寄生虫进入到养殖区域内，同时也可以利用烟熏法来进

行消毒，起到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在实际防治的过程

中，也可以利用 25%的灭蝇乳剂 800 倍液施加到桑叶

上，配合着体喷的方法，从不同角度采取科学的防治方

法，减少对桑蚕生长所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防

治的过程中需要科学地控制好施加的药量，药量过多会

对桑蚕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会出现中毒的情况，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同时在实际防

治过程中需要做到专药专用，在喷药 8个小时之内不要

再喷洒石灰剂等相关的药剂，防止出现中毒的情况。在

病虫害防治过程养殖人员需要做好全过程的监督以及管

理，及时地发现在当前病虫害防治方法利用时所产生的

问题之后，再改进现有的防治方案，将预防意识落实到

不同的病虫害防治环节，尽可能地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通过生物和物理防治的方法来控制好虫害的影响，以此

来满足病虫害防治的要求。

四、结束语

在桑蚕养殖的过程中，养殖人员需要按照桑蚕的生

长发育规律以及生长特点营造良好的养殖环境，规范整

体的养殖模式，并且落实科学化的工作思维，分阶段来

实施有效的养殖方案，配合着完善的病虫害防治措施，

进一步地提高养殖的综合效益，实现桑蚕的优质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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