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年以来，作者和同事对攀西地区大量的

桑品种进行品比试验，对高产并适宜蚕生长的优良

桑品种云桑$号长期进行丰产性状和栽植模式的调

查和研究。该品种树形紧凑，耐瘠力强，既可成片栽

植，又有保土、保水、保肥的作用。$%%$年起，作者连

续&年在凉山州普格荞窝农场进行调研，从桑条性状

上分析云桑的丰产性。

! 材料和方法

!’! 供试桑品种：云桑$号、湖桑&$号（()）、冲桑、

育*!+!、选*"$、嘉陵!#号、湘西*"$%、川,-$。

!’$ 试验时间：$%%$年-月.$%%/年,月；试验地点：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荞窝农场。

!’& 试验设区：每品种设&区，每区&个重复。&年均

选固定桑株进行数据登记。选定枝条在养蚕采叶开

始前挂牌作记，不进行采叶饲蚕。

!’/ 试验方法：连续&年在夏蚕期对供试桑条进行

丰产性测定。肥培管理为普通丝茧育肥培管理法。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品种桑条性状与产叶量的关系

浅析桑条性状与产叶量的关系

谌晓芳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 以湖桑&$号为对照，对攀西地区的主要桑品种进行丰产性状的调查和分析。结果表

明：云桑$号在供试桑品种中其单叶重、每米条长叶片数和每米条长产叶量三个方面与对照差异显

著，而在条长和条径等方面，则无明显差异。

%&’() 桑条；性状；产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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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品种桑条性状

性状 叶片数 单叶重 总重 总芽数 条长 条径 叶片数 产叶量

品种 （片） （2） （2） （个） （3） （43） （片 5 3 （2 5 3
条长） 条长）

湖桑&$号 $#’& -’/" !/-’!% &"’/ !’,* !’!# $%’,! !!&’-!

云桑$号 &/’" *’%/ $#$’-% //’$ !’/* !’$& &/’&, $!-’!#

冲桑 $%’% "’&, !"$’$- &$’/ !’*& !’$/ !,’*$ !*-’#,

育*!+! $$’$ -’** !&%’%* &!’& !’$$ !’%% $-’"% !/"’!%

选*"$ $!’/ /’-! ",’"/ $/’" !’%" %’,/ $$’"* !%&’##

嘉陵!#号 $!’& -’/- !!,’#, &!’& !’#% !’%! !"’#% !%#’-*

湘西*"$% $&’% #’%% !&,’#/ &*’! !’*" !’$$ $%’-/ !$/’%%

川,-$ $*’/ -’,! !#&’%% /&’# !’** !’$& $/’## !/&’!"

平均 $/’# #’!, !-#’!- &-’- !’-* !’!$ $&’/- !/!’&#

注：（!）以上数据为&年各品种所测得的平均数。（$）叶片数仅计算完全叶数目，不完全叶未计入内。每米条长叶片数则以节

间数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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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以看出，就桑条性状而言，以云桑"号表

现最佳。其中以每米条长产叶量和每米条长叶片数

最为突出，虽然在单叶重这一指标上，云桑表现不及

冲桑，但云桑节间短，每米条长叶片数多，因此在总

重上仍然优于其它桑品种。从条长和条径这两个性

状指标来看，各供试品种无明显差异。云桑"号在叶

片数、每米条长叶片数和每米条长产叶量等三方面

性状上比其它桑品种表现优异，可见图!、图"和图#
所示。

通过以上三图，可见云桑在每米条长产叶量、叶

片数和每米条长叶片数等性状上优于参试各桑品

种，云桑与参试各桑品种性状平均值差异比较结果

见图$。

云桑"号为攀西地区高产品种，平均成片栽植每

公顷产叶量可达##%%%&’以上，其它桑品种每公顷产

叶量平均在#%%%%&’左右。从图$可以看出，桑条各丰

产性状表现不尽相同，其丰产顺序为：总重(产叶

量 ) *条 长(叶 片 数 ) *条 长(叶 片 数(总 芽 数(单 叶

重(条径(条长。这符合桑叶产量构成因素对产量的

影响〔!〕，即影响桑叶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每米条长产

叶量，这与每米条长叶片数和单叶重密切相关。据谌

晓芳研究〔"〕，云桑"号公斤叶片数为+,片 ) 每&’，而湖

桑#"号公斤叶片数为,#片 ) &’，在单叶重这一指标

上，云桑明显比对照优异。云桑"号节间短而密，每米

条长节间数为#!-.!个，而对照节间比较稀疏，每米

条长节间数为"%-+!。由此可见，影响每米条长叶片

数的性状节间长短和影响桑叶重量的单叶重是决定

桑产量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以节间长短的影响

更为重大。

从图$可以看出，条长和条径两个指标对桑产叶

量的影响远不如预期估计值大。从条长看，云桑"号

比各品种平均值低，实际测得值为!-$+米，与对照取

指数，指数值为,#-/#。从条径看，云桑比各品种平均

值稍高，指数值为!%,-."。这表明，实际生产中，只要

桑枝条达!-$米，条长不成为限制桑产叶量的因子，

图 ! 各供试桑品种叶片数图示 图 " 各供试桑品种每米条长叶片图示

图 # 各供试桑品种每米条长产叶量图示 图 $ 云桑与参试各桑品种性状差异比较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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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云桑!号与湖桑"!号桑条丰产性状比较

单叶重 总重 总芽数 条长 条径 叶片数（# $ % 产叶量（# $ %
（#） （#） （个） （%） （&%） 条长） 条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注：各重复为"个小区平均值。

湖桑

"!号

云桑

!号

甚至还可能因为缩短了物质的运输距离而提高产

量。

!)! 云桑 ! 号与对照湖桑 "! 号桑条丰产性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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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进行方差分析，得出各性状的结果：每米

条长叶片数云桑!号与对照相比，呈极显著差异，而

每米条长产叶量与单叶重两个指标则呈显著差异。

其它四个性状无差异。这个结果表明，桑条性状对桑

产叶量的影响大小按顺序排列为：每米条长叶片数

影响最大，每米条长产叶量和单叶重对桑产叶量的

影响次之，而总重、总芽数、条长和条径等性状对桑

产叶量无显著影响。

" 讨论

通过对以上桑品种桑条性状的调查分析，可以

看出：每米条长叶片数、每米条长产叶量和单叶重对

桑产叶量有直接影响，而云桑!号这些性状表现优

异，其桑条性状符合高产桑品种的性状要求，特别是

它的节间短、每米条长叶片数多、单叶重量比较大，

是桑丰产的重要基础条件，是一个适宜攀西地区栽

培的优良桑品种。攀西地区应充分发挥该品种的地

源优势，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推广该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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