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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新版《蚕品种审定标准》解读
———桑蚕品种审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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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江苏镇江 212018; 2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100125)

摘 要 阐述了蚕品种审定的法律依据，介绍了 2014 年新版《蚕品种审定标准》的结构、桑蚕品种鉴定指标，以及

审定的内容、依据和程序等，分析了新标准中桑蚕品种鉴定指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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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8 日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以《关于印发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的通知》［国

品审( 2014) 2 号］［1］的形式发布了《主要农作物品

种审定标准》［2］和《蚕品种审定标准》［3］。为了便于

大家更好地理解《蚕品种审定标准》，现就该标准制

定的法律依据和鉴定指标作一些分析和说明，供同

仁参考。

1 蚕品种审定的法律依据

2005 年 12 月 29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4］第三十四条规定: 蚕种的资源保护、新品种

选育、生产经营和推广适用本法有关规定，具体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据此，农业

部 2006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蚕种管理办法》［5］，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新选

育的蚕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

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6］第十五条规定: 主

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

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农业部 2001 年 2 月 26 日发布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2007 年 11 月 8 日发

布修订版。经农业部第 1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3 年 12 月 18 日农业部发布新的《主要农作物品

种审定办法》［7］，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新版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第三条规定: 主要农作

物是指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油菜、马铃薯，以

及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

1 ～ 2种农作物; 第四十四条规定: 蚕品种审定参照本

办法执行。
上述 2 个法律和 2 个办法是制订《蚕品种审定

标准》和开展国家级、省级蚕鉴定和审定的主要法

律依据( 图 1) 。

图 1 《蚕品种审定标准》制订的法律依据

2 《蚕品种审定标准》的结构

新的《蚕品种审定标准》［3］包括桑蚕品种和柞

蚕品种审定标准，以减少标准的数量。《蚕品种审

定标准》结构上完全按照农业行业标准格式编制，

分 6 个部分: ( 1) 范围，( 2) 术语和定义，( 3 ) 审定内

容与依据，( 4 ) 审定指标，( 5 ) 评判规则，( 6 ) 其他。
其中审定指标分为 4. 1 桑蚕品种、4. 2 柞蚕品种，两

者都包括实验( 室) 鉴定指标和生产鉴定指标。

3 桑蚕品种审定指标

3. 1 实验室鉴定指标

新标准按照桑蚕品种参加鉴定试验的期别，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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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期和秋期，分别设立实验室鉴定指标。春期品种

和秋期品种各有 7 个鉴定指标，即 4 龄起蚕虫蛹率、
万头产茧量、洁净、解舒率、鲜毛茧出丝率、茧层率、

茧丝长。其中洁净、解舒率、茧层率、茧丝长 4 个指

标，均按照华南蚕区、其它蚕区分别设定不同的指标

值。为便于比较，将鉴定指标列于表 1。

表 1 桑蚕品种实验室鉴定指标

3. 2 生产鉴定指标

新标准规定，生产鉴定主要调查蚕品种每盒杂

交种( 25 000 ± 500 粒良卵) 产茧量、健蛹率，要求这

2 项指标优于对照品种。
3. 3 新标准的特点

3. 3. 1 将参试品种分为春期品种和秋期品种 由

于生产上存在“春种秋养”、“全年饲养夏秋品种”的

情况，“春用品种”、“夏秋用品种”的划分方式不能

完全反映生产实际; 而“多丝量品种”、“中丝量品

种”等概念比较模糊; 因此，新标准并未按原标准［8］

那样将桑蚕品种分为春用品种和夏秋用品种，而是

按照其参试期别分为“春期品种和秋期品种”。
桑蚕品种参试期别由品种育成者确定并申报，参

加春期试验的品种，以“春期品种”鉴定指标衡量; 参

加秋期试验的品种，以“秋期品种”鉴定指标衡量。
3. 3. 2 强调桑蚕品种的强健性和丰产性 随着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

力数量呈不断减少的趋势，养蚕劳动力缺少，省力

化、机械化养蚕已经成为蚕桑产业的必然趋势，对桑

蚕品种的强健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与原标准

相比，新标准更强调桑蚕品种的强健性和丰产性，要

求新品种 4 龄起蚕虫蛹率≥对照品种、万头产茧量

≥对照品 种，而 原 标 准 只 要 求“不 低 于 对 照 品 种

的 98%”。
相反，新标准对桑蚕品种的茧层率、茧丝长等指

标的要求则有所降低。一般认为桑蚕品种的茧层率

与生命力呈负相关，强调了品种的强健性，茧层率性

状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现行桑蚕品

种的茧丝长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完全可以满足生

产高品位生丝的要求; 因此，对桑蚕品种的茧丝长要

求不宜过高。
3. 3． 3 取消了茧丝纤度相关指标和 50 千克桑产茧

量指标 茧丝纤度、茧丝纤度综合均方差对生丝品

位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从历年参加国家审定的 69
对蚕品种性状分析，只有 4 对品种茧丝纤度略偏细

( 其中 3 对解舒率不合格) ，而且在自动缫丝机时代

茧丝纤度对生丝品位的影响很小; 没有 1 对蚕品种

因茧丝纤度综合均方差而被判不合格。因此，新标

准取消了对蚕品种茧丝纤度、茧丝纤度综合均方差

的要求。
同时，被取消的还有“50 千克桑产茧量”指标，

这是因为 5 龄蚕的给桑量很难掌控，受人为因素影

响大，调查数据准确性低。另一方面，现行蚕品种之

间该指标差别很小［9］。实际上，2010 年国家蚕品种

试验( 鉴定) 恢复后，已经取消了该指标的调查。
3. 3. 4 首次将生产鉴定指标纳入审定标准 新标

准首次将生产鉴定指标纳入审定标准，规定新品种

的“盒种产茧量和健蛹率优于对照品种”，进一步强

调桑蚕品种的强健性和丰产性。另一方面，考虑到

农村生产试验条件限制和技术处理困难的实际情

况，简化了 NY /T 1732—2009《桑蚕品种生产鉴定方

法》［10］建议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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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定内容、依据和程序

4. 1 审定内容

主要审定蚕品种的遗传稳定性、特征特性、饲养

性能、强健性、蚕茧产量、茧丝质量以及繁育性能等。
4. 2 审定依据

审定委员会主要依据蚕品种参加国家蚕品种试

验的实验室鉴定结果和生产鉴定结果。
4. 3 审定程序

符合审定标准，且经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蚕品种审定专业委员会投票表决，赞成票达到法

定票数的品种通过初审。特殊类型品种，由专业委

员会参照《蚕品种审定标准》［3］进行初审。国家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通过初审的品种进行审定。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为有重大缺陷的品种

不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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