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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平附种改制散卵种胶着卵产生的原因 ,发现脱酸水温和浸酸水温温差过大、盐比后脱盐不充分、脱水晾干不及时是造成胶
着卵发生的主要原因 , 并且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同时 , 对不同程度胶着卵的实用孵化率进行调查, 研究蚕卵胶着对蚕种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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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种浴消通常在11 月中下旬至12 月中旬进行, 对蚕连

纸未曾上浆的越年春、夏用蚕种和原为平附种需要改制散卵

的蚕种, 或因上浆不够脱粒困难的蚕种, 可用盐酸脱粒法进

行脱粒。脱酸时常因低温刺激使卵胶凝结, 蚕卵难以从连纸

上脱落, 洗落的蚕卵易于胶着, 另外由于盐比后脱盐不充分、

脱水晾干不及时等原因, 造成蚕种胶着卵增加。

经脱酸、脱粒、浴洗后的蚕卵 , 由于低温刺激而逐步解除

滞育。蚕卵的呼吸主要是通过卵壳上的气孔, 发育后期胚子

所形成的气管要到孵化后才起作用。有研究表明, 每10 g 蚕

卵1 日呼吸量可用其氧气吸收量表示。在产卵第2 天氧气

吸收量约为30 ml ; 滞育中达到最低, 为7 ～8 ml ; 当解除滞育

开始催青时, 又逐渐增加, 催青初期达10～30 ml , 反转期上升

到70 ml , 点青期达200 ml , 转青期上升到300 ml 。可见 , 蚕卵

解除滞育后进入催青期需氧量大幅度增加。

1  胶着卵产生的原因

1 .1  脱酸水温和浸酸水温温差过大  平附种改制散卵种用

盐酸脱粒法进行脱粒, 盐酸液温为43 .3 ℃, 浸酸后若直接将

蚕种放入自然温水( 10 ～12 .5 ℃) 中脱酸, 则因脱酸水温和浸

酸水温相差过大, 卵胶在低温中迅速凝结而达不到脱粒的目

的。生产中浸酸后脱酸一般采用2 次中间温水脱酸, 第1 次

水温26 .7 ～29 .4 ℃, 时间5 min , 第2 次水温15 .5 ～18 .3 ℃, 时

间5 min , 再移入自然温水中脱酸、脱粒。这一时期若未对蚕

种进行恰当的辅助脱粒处理, 则虽经2 次中间温水脱酸, 但

由于水温相差仍然较大, 在第2 次中间温水脱酸时卵胶即开

始凝结 , 当移入12 .5 ℃的自然温水中时, 蚕卵即粘附于连纸

上, 脱卵困难, 散落的蚕卵也易于胶着 , 胶着卵增加。胶着卵

不仅不利于盐水比重选卵, 而且胶着在蚕连纸上的蚕卵不易

刮落, 刮落时蚕卵损伤也较为严重。

1 .2  盐比后脱盐不充分  盐水比重选卵是散卵选卵常用的

一种方法。利用一定浓度盐水淘汰不良卵, 选留良卵, 是保

证散卵品质的重要环节。比选后脱盐不充分, 蚕卵在干燥、

冷藏、催青过程中 , 特别是在长时间冷藏时, 蚕卵因含盐受潮

而易于胶着, 甚至结块、结团。

1 .3 散卵脱水晾干不及时 比选后的蚕卵脱盐完毕, 应立

即脱水送晾种室快速风干。若未及时翻动、薄摊蚕卵, 常常

会造成蚕卵胶着, 甚至结块成团。这种胶着的蚕卵在蚕卵干

燥后更不易分散, 尤其是中系品种卵胶一般较日系胶着力

强, 更易产生胶着卵。在蚕种干燥时, 更要重视避免胶着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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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2  胶着卵对孵化成绩的影响

选择正常散卵、不同胶着程度的胶着卵, 进行实用孵化

率调查。在蚕种春季出库后催青, 催青标准采用春蚕种简化

催青标准。正常散卵选择无胶着的蚕卵各2 区, 每区1 g ; 胶

着卵分别选择2～3 粒胶着、4～5 粒胶着、6 ～7 粒胶着的胶着

卵各2 区, 每区1 g 。

  从表1 可看出, 随着蚕卵胶着程度的增加, 实用孵化率

逐渐降低, 死卵率逐渐增加, 并以胶着程度大的6 ～7 粒胶着

表现最为严重。这是因为催青中的蚕卵对缺氧最为敏感。

研究表明, 空气中氧气约占20 % , 当氧气所占比例为15 % 时,

蚕卵的氧气吸收量约比正常情况减少40 % ; 而氧气所占比例

为10 % 、5 % 时, 氧气吸入量分别约减少80 % 、90 % 。全期用

含氧气10 % 的空气催青时, 几乎没有孵化的蚁蚕。胶着卵由

于蚕卵间相互胶着, 减少了蚕卵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 从而

影响蚕卵的呼吸作用, 影响蚕卵感光、感温, 降低蚕种实用孵

化率。

  表1 正常散卵、胶着卵实用孵化率

蚕卵胶着情况 卵量∥g 实用孵化率∥% 死卵率∥%

无胶着正常散卵 1 .00 99 .68    0

2～3 粒胶着 1 .00 98 .62 0

4～5 粒胶着 1 .00 92 .52 0 .02

6～7 粒胶着 1 .00 89 .56 0 .06

 注 : 表中数据为各区平均值。

3  防止胶着卵发生的措施

(1) 在浸酸、脱酸操作中, 采用赛璐珞笼盛装平附种浸

酸。在浸酸和第1、2 次脱酸时 , 对附着在连纸上的蚕卵适当

轻抹, 这样可使大部分蚕卵落入赛璐珞笼中。对于仍粘附在

连纸上的部分蚕卵 , 经2 次脱酸后在12 .5 ℃的水中用刮卵板

刮下, 可有效避免蚕卵在连纸上粘附。同时, 脱酸过程中, 应

适时换水, 保持适当的温度, 对抹下、刮下的蚕卵用手轻揉、

搅拌, 使蚕卵充分分散。

(2) 经盐水比重精选后的蚕卵 , 脱盐时应将蚕卵装于淘

箩, 置于流动的清水中脱盐, 并自下而上轻轻翻动蚕卵, 以脱

净为原则。判断时 , 应选中下部的蚕卵, 用舌尖舔尝无盐味

方可。

( 3) 脱盐完毕的蚕卵, 应立即送晾种室快速风干。当蚕

卵表面发白时, 应轻轻翻动蚕卵 , 再行薄摊, 促使蚕卵快速干

燥, 一般约20～30 min 。该时期蚕卵最易胶着 , 所以应做到蚕

卵表面一发白就轻翻蚕卵, 对已出现的胶着卵应及时揉搓 ,

并薄摊蚕卵。当蚕卵全部呈现该品种固有色时 , 即可判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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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防病保健作用。土壤受潮的纸袋紧紧贴在种芋的表皮

上, 与土壤残留的病菌一直处在相对隔离和不易扩散的状态

中, 种芋没有机会或极少有机会受到雨水飞溅、风力推动、水

流浸蚀等人为因素或自然气候因素的干扰和损害, 基本上切

断了与病菌的接触和传播的机会 , 从而可有效地预防和控制

魔芋软腐病和白绢病发生。

2 .2  药效期长  魔芋从留种、保管、搬运、播种、生长的全过

程, 都在涂有药物的药袋中度过。将种芋晾晒失水后, 逐个装

入防病药袋中, 受到药物的薰蒸, 起到了表面灭菌的作用。而

且,种芋套袋后, 空气中的病原菌不易侵入, 在挪动、搬运和贮

藏时, 也不易损伤表皮。纸袋的透气性不影响种芋在休眠期的

新陈代谢作用。种芋连袋植入土壤后, 四周被土壤压紧, 种芋

处于保护服内, 药袋继续起着防病保健作用, 又不怕昆虫的叮

咬和土壤的划痕, 安全地度过了萌动发芽期。随着气温的升

高,雨水的增多, 种芋开始发芽长根, 药袋的纸片较薄, 极易被

芽根穿透, 不影响种芋的生根发芽和根系生长。受潮的纸袋,

像沾湿的衣服一样, 紧紧贴在种芋的表皮, 继续起着防护和灭

菌作用。从魔芋播种出苗直至换头期( 异养完全转为自养) , 种

芋始终在涂有药物的药袋中度过, 起到了药物防治和纸袋保护

的双重作用, 而且掺加的微量元素可促进生长。

2 .3 利于种芋安全调运和贮藏  在调运过程中, 种芋皮薄、

质脆、含水量高, 极易碰伤表皮内的组织, 利于病菌入侵; 包

装方法不当 , 容易造成种芋之间相互碰撞受伤 , 给病菌入侵

创造了条件; 包装材料不当, 种芋呼吸受到影响, 造成表皮和

生长点受伤。上述原因致使长距离调运后的种芋经常出现

在播种后病害大爆发、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而种芋套

袋后, 在调运中相互之间不直接接触、碰撞很少, 加上合理的

调运包装物, 就可避免或减少种芋在调运过程中受损伤的机

会。在种芋贮藏期 , 纸袋的透气性较好, 不影响种芋正常呼

吸, 而且种芋之间相互隔离, 利于安全贮藏。

2 .4  避免种芋相互侵染  药剂浸种能对种芋进行表面消毒,

起到一次性灭菌作用, 但在魔芋种芋贮藏中, 种芋一直处在裸

露状态, 易受病菌的相互侵染, 使其在贮藏期就发病。若播种

前药剂处理, 播种后药效仅能维持一段时间, 随着雨水冲刷, 药

效逐渐降低, 易受病菌侵染而发病。套袋播种后, 由于种芋是

逐个装袋, 即使有少数带病种芋混入其中, 也会因为它们之间

是相互隔绝的, 极少有交叉感染的可能。其“防护服”里面受药

物密封消毒, 外面防止了病原菌侵入, 既可预防调运和贮藏期

病菌相互侵染, 又可预防播种后和生长期土壤中病菌对其侵

染, 较好地起到了防护和隔离病源作用。

2 .5 调整播期 应用防病药袋技术, 可根据药袋对种芋药效

期长的特点, 在海拔相对较低区域, 种芋在露地即可越冬, 故可

将播期从春季调整到冬前, 以减少种芋药剂处理、贮藏用工等

费用。其方法为在魔芋收挖后, 选择大小适宜, 无病斑和无伤

口的健芋作种, 将种芋晾晒至失水20 % 左右, 根据种芋大小逐

个装入不同型号的防病药袋内。然后, 拧住袋口, 按规格播种,

起垄覆土厚度一定要大于春季播种, 以防冻害。

3  防病药袋应用效果

3 .1 出苗率 近年先后在陕西、湖北、重庆及四川等省魔芋

产区的部分县开展了魔芋防病药袋大田试验和示范应用。

结果显示, 应用魔芋防病药袋技术的大田, 出苗较未套袋提

早2～3 d , 平均出苗率达98 .76 % , 较对照高出5 % 以上。而

且, 出苗时间较为一致, 植株生长整齐。

3 .2  防治效果  2004 年, 开展了套药袋与未套袋和套药袋

不同播期试验, 在套药袋栽培较未套药袋处理同为3 月15 日

播种, 整个生育期未进行药剂防治的情况下, 对照6 月上旬

开始发病,6 月10 日病株率3 .66 % ; 套药袋栽培6 月中旬开

始发病 ,6 月20 日病株率2 .44 % , 发病时间较对照推迟10 d ,

相对 防治效 果为 60 % ;7 月 30 日套药 袋处理 的病株 率

12 .20 % , 相对防治效果65 .51 % ;8 月10 日的相对防治效果为

45 .94 % 。而且, 套药袋处理的大田魔芋长势良好, 茎秆粗壮 ,

植株色泽好。2004 年以来, 开展魔芋套药袋栽培技术示范

686 .7 hm2 , 据对岚皋县6 乡镇13 村60 户连续定点防治效果

调查, 套药袋栽培病株率0 ～10 .31 % , 平均为3 .55 % ; 对照病

株率3 .5 % ～20 % , 平均为9 .41 % 。套药袋栽培的相对防治

效果 为62 .27 % 。使 用 防 病 药 袋 后, 减 少 防 治 费 用 150

元/ hm2 , 增产鲜芋1 884 kg/ hm2 , 增值3 014 .4 元/ hm2 , 增收节

支合计3 164 .4 元/ hm2 , 新增纯收益2 039 .4 元/ hm2 , 新增投资

的投入产出比为1∶2 .81 。经中国魔芋协会推荐, 目前魔芋防

病药袋已在陕、鄂、川、渝、贵、云等省市扩大示范应用。药袋

已联系申报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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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卵完全干燥。

4  小结

平附种或上浆不足脱粒困难的蚕种 , 采用盐酸脱粒法

改制散卵种。在改制过程中, 常因浸酸液温与脱酸、脱粒水

温相差过大 , 盐比后脱盐不充分, 散卵干燥时干燥过缓, 造

成散卵胶着。因此, 在平附种改制散卵时 , 应切实落实技术

措施 , 尽可能减少胶着卵, 提高蚕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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