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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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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蚕 一 代 杂 交 种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桑蚕一代杂交种的质量要求、结果判定和检验报告,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桑蚕一代杂交种的生产、经营、使用和质量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NY/T1093 桑蚕一代杂交种繁育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代杂交种 F1hybrid
利用杂交优势,用原种按固定组合繁制的蚕种。

3.2
散卵种 looseeggs
将产附于蚕连纸或散卵布上的蚕卵经脱落、消毒、比选等技术处理后的蚕种。

3.3
平附种 eggslayingoncard
产附在一定规格蚕连纸上的蚕种。

3.4
越年种 hibernatingeggs
当年繁制,以滞育卵形式保护到次年使用的蚕种。

3.5
即时浸酸种 commonacid-treatmenteggs
即浸种

蚕卵产下后,发育到胚胎形成期,用盐酸浸渍处理,促使其解除滞育的蚕种。

3.6
冷藏浸酸种 eggsbyacidtreatmentafterchilling
冷浸种

蚕卵产下后,在胚胎发育的早期进行冷藏,经过一定时间后,出库浸酸促使其解除滞育的蚕种。

3.7
良卵 normaleggs
卵色、卵形等外观性状符合蚕品种固有性状的蚕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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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良卵率 percentageofnormaleggs
在调查样本中,良卵粒数占总蚕卵粒数的百分比。

3.9
实用孵化率 practicalhatchability
在调查样本中,80%蚕卵转青以后第3日孵化的蚕卵粒数占总良卵粒数的百分比。

3.10
杂交率 percentageofhybridizedsilkworm
在调查样本中,符合一代杂交种品种固有性状的个体数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比。

3.11
蚕卵微粒子病率 rateofpebrinecontaminatedeggs
病卵率

带微粒子孢子的蚕卵数占批蚕卵总数的百分比。

  注:实际检验中按照规定的要求对蚕卵进行抽样检验,以检出的微粒子病卵集团数来衡量。

3.12
制种批 massofsilkwormsforeggproduction
种茧调查符合品种性状或制种要求的饲育批组成的一个制种群体;同一制种批内也可按制种日

(户)分段。

4 质量要求

4.1 计量单位

桑蚕一代杂交种散卵种以盒(张)为单位,平附种以张为单位。

4.2 质量指标

桑蚕一代杂交种质量指标见表1。

表1 桑蚕一代杂交种质量指标

类别

质量要求

良卵粒数

粒/盒(张)
良卵率

%

实用孵化率

%

杂交率

%

病卵率

%

散卵种

越年种 25000 ≥97.00 ≥92.00 ≥95.00 <0.15

即浸种 25000 ≥90.00 ≥92.00 ≥95.00 <0.15

冷浸种 25000 ≥95.00 ≥92.00 ≥95.00 <0.15

平附种

越年种 25000 ≥90.00 ≥92.00 ≥95.00 <0.15

即浸种 25000 ≥90.00 ≥92.00 ≥95.00 <0.15

冷浸种 25000 ≥90.00 ≥92.00 ≥95.00 <0.15

  注1:良卵粒数,误差<±2%。

注2:病卵率,抽样规定与判定标准按附录A中表A.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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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方法

5.1 仪器和试剂

5.1.1 计量仪器

5.1.1.1 天平,感量为0.001g。

5.1.1.2 刻度尺,精度为1mm。

5.1.2 研磨器具

5.1.2.1 乳钵、乳棒。

5.1.2.2 研磨仪,带研磨管、钢珠和装管模块。

5.1.3 镜检设备

5.1.3.1 显微镜,600倍及以上。

5.1.3.2 载玻片、盖玻片。

5.1.4 化学试剂

5.1.4.1 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

5.1.4.2 含氯消毒液。

5.2 检验流程

桑蚕一代杂交种质量检验流程见图1。

图1 桑蚕一代杂交种质量检验流程图

5.3 抽样

5.3.1 抽样方法和数量

以批(段)为单位抽样,每个批(段)在3个以上样点,随机抽取10盒(张)蚕种先做包装检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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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散卵种逐盒(张)称量,充分混匀后从中称取2盒(张)蚕卵作为样品,1盒(张)用于检验,1盒(张)留
样备查;平附种逐张测算产卵面积,从中随机抽取2张作为样品,1张用于检验,1张留样备查。

5.3.2 样品保存

与被抽样批(段)蚕种相同。

5.4 检验

5.4.1 包装

结合现场抽样,对抽取的10盒(张)蚕种逐盒(张)检验包装规格、合格证和标识。按附录B执行。

5.4.2 良卵粒数、良卵率

5.4.2.1 散卵种:从用于检验的样品中称取3份1.00g样卵,分别调查良卵粒数和不良卵粒数,取平均

值。按公式(1)计算每盒(张)良卵粒数,按公式(2)计算良卵率。

a=b×c …………………………(1)

  式中:

a———良卵粒数,单位为粒/盒(张);

b———平均良卵粒数,单位为粒/g;

c———平均每盒(张)质量,单位为g/盒(张)。

d=
b(g)

b(g)+e×100 …………………………(2)

  式中:

d———良卵率,%;

e ———平均不良卵粒数,单位为粒/g(cm2)。

5.4.2.2 平附种:从用于检验的样品中取3个20.0cm2 蚕连纸的样卵,分别调查良卵粒数和不良卵粒

数,取平均值。按公式(3)计算每张良卵粒数,按公式(2)计算良卵率。

f=g×h …………………………(3)

  式中:

f———平附种的良卵粒数,单位为粒/张;

g———平均良卵粒数,单位为粒每平方厘米(粒/cm2);

h ———产卵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5.4.3 实用孵化率

5.4.3.1 催青样本:散卵种从5.4.2.1调查过的良卵中,取2份样本,平附种从5.4.2.2调查过的样卵

中,取2份样本,进行催青。

5.4.3.2 催青时间:越年种在解除滞育后、浸酸种在浸酸后进行。

5.4.3.3 催青方法:丙2~戊2 胚胎(催青第1d至第4d)保护温度为(22.0±0.5)℃,相对湿度为75%~
80%,自然感光;戊3~己5 胚胎(催青第5d至第10d)保护温度为(25.0±0.5)℃,相对湿度为80%~
85%,每日感光18h,80%以上转青后黑暗保护。

5.4.3.4 调查与计算公式:黑暗保护2d后感光,孵化后点数未孵化卵数,按公式(4)计算实用孵化率。

i=
k-j
k ×100 …………………………(4)

  式中:

i———实用孵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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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未孵化卵粒数,单位为粒;

k———良卵总粒数,单位为粒。

5.4.4 杂交率

散卵种从样品中称取0.50g蚕卵、平附种从样品中取10.0cm2 蚕连纸的蚕卵进行催青、饲养、上蔟

结茧,在饲养过程中不淘汰迟眠蚕和弱小蚕,根据品种的固有性状(卵色、幼虫斑纹,茧色、茧形),在蚕期

(或茧期)调查总头数与纯种头数,按公式(5)计算杂交率。

l=
m-n
m ×100 …………………………(5)

  式中:

l———杂交率,%;

m———总头数,单位为头;

n———纯种头数,单位为头。

5.4.5 病卵率检验

桑蚕一代杂交种病卵率检验方法按附录A执行。

5.4.6 数值修约

数值修约按GB/T8170的规定执行,卵粒数取整数,百分率修约至2位小数。

6 结果判定

良卵粒数、良卵率、实用孵化率、杂交率、病卵率均符合规定指标的为合格蚕种。如良卵粒数超过上

限指标,但注明实际良卵粒数的为合格蚕种。

7 包装

桑蚕一代杂交种包装要求见附录B。

8 检验报告

检验结束后,对照表1中的质量指标要求,出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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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桑蚕一代杂交种病卵率检验

A.1 取样

A.1.1 散卵种

从用于检验的蚕种样品中称取7个1.0g蚕卵样本,分别装入小纸袋中;或从用于检验的蚕种样品

中按表A.1第1样本和第2样本之和抽取样卵集团数,每个集团100粒左右分别装入研磨管中,盖上

可透气盖子。纸袋或研磨管上标明检验编号。

A.1.2 平附种

从用于检验的蚕种样品中取7个~8个20cm2 蚕连纸蚕种的样本,分别装入小纸袋中;或从用于

检验的蚕种样品中按表A.1第1样本和第2样本之和抽取样卵集团数,每个集团100粒左右分别装入

研磨管中,盖上可透气盖子。纸袋或研磨管上标明检验编号。

A.2 检验方法

A.2.1 催青

将装好的样本置于温度为(28±0.5)℃、相对湿度为85%以上的环境中催青。孵化第4d后进行

检验。

A.2.2 确定检验集团数

根据批蚕种数量,按照1.00g蚕卵样品制备16个~18个镜检集团,对照表A.1的抽样规定,将样

本分成第1样本与第2样本。检验时先检第1样本。

表A.1 桑蚕一代杂交种病卵率检验抽样规定与判定标准

批蚕种数量

盒(张)

抽检蚕卵集团数

个

第1样本 第2样本

允许病卵集团数

个

信赖度

%

第1样本检验 第2样本检验

<50 28 14 1 98.51 98.67

50~100 30 26 2 98.89 99.00

101~500 32 36 3 99.18 99.11

501~1000 36 42 4 99.53 99.06

1001~1500 38 50 5 99.67 99.06

1501~2000 42 56 6 99.82 99.18

>2000 42 70 7 99.82 99.39

  注1:第1样本检验完毕后,如果没有检出病卵集团,则判该批蚕种合格,不作第2样本检验;如果检出的病卵集

团数超出允许病卵集团数,则判该批蚕种不合格,不作第2样本检验。
注2:第1样本检出的病卵集团数未超出允许病卵集团数,则检验第2样本;2次检出的病卵集团数合并计

算,如果仍未超出允许病卵集团数,则判该批蚕种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

GB/T45191—2025



A.2.3 研磨

A.2.3.1 手工

散卵种将每个纸袋的蚁蚕、卵壳和未孵化的蚕卵,平附种将蚁蚕并铲下未孵化的蚕卵和卵壳,均匀

放置于16个~18个乳钵孔中,每孔约100头即为1个镜检集团,用乳棒将其磨碎,滴入4滴~6滴

1%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溶液再次研磨。

A.2.3.2 研磨仪

在每个研磨管中加入4滴~6滴1%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溶液浸泡18h~24h后,放入全自动样

品快速研磨仪,每个模块内平衡放置,盖好后启动研磨仪60s,研磨仪停止后,取出研磨管。

A.2.4 制片镜检

按乳钵或研磨管序号,将磨好的样液点2点在2块载玻片,盖上盖玻片,送初检员用显微镜观察微

粒子孢子,2人对检,每个样本观察不少于10个视野。

A.2.5 复检确认

初检有微粒子孢子的样本,应复检确认。在检验过程中,复检人员不定期随机抽取样本复检。

A.2.6 第2样本检验

第1样本检验结束后,依据检验结果,对照表A.1的判定标准,确定需要检验第2样本时,启用第2
样本检验。检验方法同 A.2.3~A.2.5。

A.2.7 结果记录

将检验结果填入原始记录表中。

A.3 消毒清洗

检验过程中发现有微粒子孢子时,应用1%有效氯消毒液浸消被污染的用具30min,再用清水冲洗

干净。
检验室每天用含1%有效氯消毒液消洗用具及地面,每周定期对用具、门窗、地面及室外环境进行

清洗、消毒。

A.4 结果判定

按表 A.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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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桑蚕一代杂交种的包装、保护和运输要求

B.1 包装

B.1.1 散卵种

散卵种应装入散卵盒中。散卵盒应使用对蚕种无害的材料制作,透气、牢固,容积≥50cm3/盒,无
破漏和发霉现象。

B.1.2 平附种

平附种应产附在蚕连纸上。蚕卵的产附面积≥400cm2/张,卵面整洁,卵粒分布均匀。

B.2 合格证

销售的蚕种应经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

B.3 标识

应注明生产单位名称、蚕种生产许可证号、品种名称、批次号、执行标准、良卵粒数等内容。

B.4 保护

蚕种保护的场所和方法按照 NY/T1093规定执行。

B.5 运输

蚕种运输途中的注意事项按照 NY/T1093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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