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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凉山州蚕业的可持续发展

语晓芳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 0 1 3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凉 山州的气候资源
、

养蚕成绩和 尚存的问题进行分析
,

找出取 得成绩和

存在问题的原因
,

理清蚕业发展的思路
,

提 出凉 山蚕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点举措
: 抓发展

,

开创蚕

业新思路 ; 抓基础
,

完善高产桑园配套技术 ; 抓科技
,

实现养蚕标准化
。

【关键词】 凉山州
; 蚕业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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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是南方丝绸路上的重镇
,

蚕桑是该地区传

统的优势经济项 目
,

是凉 山农业经济发展战略
“

烟
、

桑战略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实现
“

农民增收
,

财政

增收
”

的重要支柱产业
。

近几年
“

东桑西移
”

和区域化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

江浙老蚕区基本稳定 ; 西部

地区利用退耕还林政策
,

蚕业发展较快 (如
:

广西

200 4年产茧 19 0万担
,

居全国第二
。

)
,

但管理体系尚

不完善
,

蚕茧质量较差
。

四川省内其它地区
,

近两年

受市场低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蚕茧产量较

低
、

质量差
。

而凉山蚕业经历了市场形势和竞争的考

验
,

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
,

目前
,

自然优势
、

质

量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显现
。

经过多年的

实践
,

凉山蚕业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

同时也对蚕业的

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

即必须走凉山蚕业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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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 区年平均气温 14℃ 一 17 ℃
,

日照时数2仪旧-

2 4 00 h
,

日照幅射总量达 12 0一 15 0千卡c/ 时年
。

无霜期

长达 2 3 0 ~ 306 d
,

桑树年生育期长
。

该地水能资源富

甲天下
,

可开发量达 4 9 25 万千瓦
,

年降雨量 1(X刃 -

l l O 0m m
。

独特的光热资源和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生

长
,

被有关专家誉为
“

天然的塑料大棚
” ;全国著名的

农学家卢良恕赞称
,

凉山州
“

不是海南
,

胜似海南
” ;

19 9 6年
,

世界蚕桑专家云集在此考察
,

曾赞誉这里是
“

栽桑养蚕的最优气候组合地带
” 。

2 突出的养蚕成绩

1 优越的自然资源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

南至金沙江
,

北抵大

渡河
,

东临四川盆地
,

西连横断山脉
。

处在东经 100
“

15
` 一 10 3

“

5 3
`

和北纬 2 6
0

0 3气 2 9
0

2 7
`

之间
。

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
,

大部份地区 四季不分明
,

冬暖夏凉
。

境内地

形复杂
,

海拔垂直差异悬殊 (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高

山
、

深 谷
、

平原
、

盆地
、

丘陵相互交错 ; 海拔最 高为

5 9 5 8m的木里县恰朗多吉峰
,

最低的雷波县大岩洞

金沙江谷底 3 0 5 m
,

相对高差为 5 6 5 3m )
,

形成 了特有

的立体气候
,

素有
“

一山分 四季
,

十里不 同天
”

的说

法
。

最大特点是
: 光热资源丰富

,

年温差小
,

日温差

凉山是南方丝绸路上的重镇
,

经过30 多年的努

力
,

20() 4年蚕茧产量达到27 万担
,

提前一年超额完成

25 万担的蚕业
“

十五
”

发展 目标
,

取得了蚕茧总产
、

养

蚕单产
、

蚕茧质量
、

蚕业综合效益再次蝉联全省第一

的可喜成绩
。

2
.

1 蚕茧产
、

质量提升
,

蚕农增收

2 004 年
,

凉山州共饲育蚕种 33
.

5万张
,

比 上年同

期净增 3
.

5万张
,

增长 12 %
。

蚕茧产量达到2 7 0 5 5 3担
,

比上年同期净增 3 052 6担
,

增长 13 %
。

同时养蚕单产

和质量稳步提高
,

养蚕出库单产达 4 .0 3K g
,

张平均售

茧收人达 500 元 ; 干茧上 车率大于 95 %
,

解舒率 70 %

左右
,

茧丝长 l oo o m 以上
。

蚕农售茧收人达 1
,

6 8亿元
,

比上年增 收400 0多万元
,

养蚕农户户均养蚕收入

125 0元
,

其中养蚕收人上万元的有 88 8户
,

比上年净

增 3 9 0户
。

.2 2 桑树基础增强
,

养蚕设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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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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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桑园建设和养蚕设施改善
。

加强了桑树的

栽植管理工作
,

特别是对退耕还桑成活率低
、

管理差

的部分进行 了补栽补植工作
,

2 0以年
,

凉山州育桑苗

300 余hm Z
,

新栽桑 1
.

13 亿株 ; 新建改建小蚕共育室

300 多个
,

改
、

扩建蚕房 179 07 万间
,

推广省力化蚕台

2 0 5 9 7套
,

纸板方格簇 4 9 4万片
。

.2 3 蚕种质 t 进一步提高

凉山州内两个蚕种场强化质量意识
,

坚持蚕种

生产全程消毒
,

年制种量超过 5 0万张
。

经州蚕业管理

总站检验
,

蚕种杂交率达 9.9 3% 以上
,

超毒率为零
,

带毒率为 .0 51 %
,

蚕种合格率达到 100 %
。

西昌市蚕种

场生产的蚕种更是首开出口创汇先河
,

出口塔吉克

斯坦
、

阿富汗
、

越南等国
。

3 存在的生产问题

尽管凉山州蚕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但在蚕业发展 中仍然暴露了许多的

间题和不足
。

一是重栽桑轻管理
,

桑树投产率不高
。

据统计
,

2仪X卜200 3年
,

全州退耕还桑 18
,

28 万亩
。

按

常规前三年退耕还桑的现应已投产见效
,

但管理较

差
,

成活率不高
,

嫁接投产率更低
。

二是桑树病虫害

发生较为严重
,

严重威胁蚕业发展
。

通过普查
,

凉山

州发现桑树病害 17 种
,

其中桑树褐斑病发病普遍
,

造

成损失较大
,

桑紫纹羽病
、

桑根结线虫病
、

桑萎缩病

属于检疫对象
,

虽只是零星发生
,

但其传播速度快
,

危害严重 ; 虫害 21 种
,

其中桑粉虱
、

桑红蜘蛛
、

桑象

虫
、

桑痪蚊危害最严重
,

200 3年在德 昌县
、

会理县发

生的桑粉虱虫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的多万元
。

三是

养蚕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蚕条件的改善不到位
,

不能

适应蚕业标准化生产
、

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

抗衡自然

灾害的能力较差
。

同时
,

科技养蚕技术环节落实不到

位
,

消毒不彻底
、

管理粗放
、

蚕病蔓延
,

损失较严重
。

4 凉山蚕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在良好的成绩面前
,

凉山要认清蚕业发展的国

际
、

国内形式
,

既要看到当前发展蚕业的不利因素
,

更要看到坚持发展蚕业的有利条件
,

因地制宜发挥

优势
、

克服不足
,

努力把凉山蚕业做大
、

做强
,

实现蚕

业可持续发展
。

4
.

1 抓发展
,

开创蚕业新思路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

交通不太发

达
,

文化比较落后
,

科技的推广 有赖 于思想 的解放
。

发展蚕业
、

科技兴农
,

就要转变观念
、

打开思路
:

一是

发展观念要创新
。

要牢固树立现代蚕业的观念
,

从着

重抓产量转变到抓产品的竞争力 ; 从抓生产环节转

变到抓生产流通全过程 ; 从仅注重当前工作转变到

实施可持续发展 ; 从关注蚕业生产转变到关注农民

利益
。

二是蚕业经营机制要创新
。

要大力推进蚕业

产业化经营
,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

大力打造优

势绿色蚕业带
。

三是蚕业发展模式要创新
。

要面向

国内外大市场
,

实施蚕业的特色化
、

区域化
、

标准化
、

品牌化战略
。

四是蚕业发展投人机制要创新
。

要形

成多渠道
、

全社会
、

多元化的投人机制
。

.4 2 抓基础
,

完善高产桑园配套技术

凉山是四川蚕业优质产区
,

目前制约凉山蚕业

发展的关键在于高产配套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

而桑

园的产量与质量的提高是发展的基础条件
。

一是选

择优良的桑品种
。

自19 9 6年以来
,

笔者就一直致力于

当地优 良桑品种的品比实验及种植模式的示范推广

工作
。

2《XX )年
,

课题《攀西地区优 良桑品种的研究及

开发推广 》顺利揭题
。

该课题经过严格的品比饲育试

验
,

找到了最适宜在该地 区推广种植的优 良桑品种

云桑二号
,

其次是云桑一号和新一之獭
。

二是加强桑

树的病虫害防治
。

在蚕桑重点产区建立桑树病虫害

测报点
,

及时预测桑树病虫害发生趋势
,

制定综合防

治措施
,

减少桑树病虫害造成的损失
。

凉山有桑树病

害 17 种
,

虫害 21 种
,

其中桑树褐斑病和桑粉虱虫害发

病普遍
,

造成损失较大
。

通过加强检疫
,

切断传染途

径
,

选择抗病品种
,

改进栽植方式和必要的药物防治

桑树病害 ;通过耕翻除草
,

保护天敌
,

诱杀和必要的

药物防治桑树虫害
。

三是要切实抓好低产桑园的改

造
,

继续抓好桑树专用肥的推广
,

扎实抓好退耕还桑

的管理
,

争取早投产
,

早见效
。

在冬春季节
,

对树形紊

乱
,

品种混杂
,

树势衰败严重的桑树
,

进行嫁接换种 ;

对缺窝少行的桑园补栽桑苗
,

增加支干级数
,

以达增

株增条的目的 ; 对采伐过度和肥培管理不良而引起

衰老的桑树
,

采取降干复壮
,

重新培养树形的方式以

达到改造之目的
。

.4 3 抓科技
,

实现养蚕标准化

优质是提高蚕茧市场竟争力的有力保障
。

200 5

年由州蚕业管理总站牵头
,

组织科技人员制定 《凉山

州桑蚕茧综合技术标准》
,

继续推行优质高产蚕茧生

产的配套技术措施
。

一是继续抓好小蚕共育
。

对新

建小蚕室提出了
“

四句话
,

八个一
”

的要求
:

白蚕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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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光
、

地火龙
、

对流窗 ;一间标准小蚕共育室
、

一套

小蚕饲养工具
、

一个消毒池
、

一个贮桑池
、

一个蚕沙

坑
、

一台消毒泵
、

一支温度计
、

一个养蚕明白人
。

对共

育技术规程
,

要严格把关
:
养蚕前全面彻底消毒

,

蚕

期 中重点经常消毒
,

蚕后立即消毒
,

蚕前先洗后消
,

蚕后先消后洗 ; 严格搞好补催青工作
,

规范收蚁程

序 ;严格用叶标准
,

调节适宜的温度
、

湿度条件
。

二是

推广养蚕新技术
。

进一步推广一 日两回育
、

简易蚕台

养蚕技术
、

大棚饲养技术
、

方格簇自动上簇技术等省

力化养蚕配套技术
。

三是做好蚕期消毒防病工作
。

凉

山州夏秋季节温度高
、

湿度大
,

是蚕病的多发期
,

特

别是血液型脓病 ( B m N PV )和中肠型脓病 ( B m C VP )
,

更是经常大爆发
,

造成蚕业生产严重损失
。

生产上要

做好蚕病防治工作
:

严格消毒
,

消灭病原
,

切断传染

途径 ;严格分批
、

提青
,

防止 蚕座传染 ; 加强饲养管

理
,

增强蚕体质
,

同时选用抗病力
、

抗逆性较强的含

二化性或多化性血统的品种
。

综上所述
,

凉山州的蚕业可持续发展应充分利

用地区气候资源优势
,

周密分析养蚕成绩和尚存的

问题
,

理清蚕业发展的思路
,

重抓基础
,

完善高产桑

园配套技术
,

重视科技
,

实现养蚕标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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