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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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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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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蚕种母蛾检验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桑蚕种母蛾的检验程序,规定了桑蚕种母蛾的袋蛾、干燥、消毒清洗、结果判定和检验

报告,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桑蚕原种和桑蚕一代杂交种的母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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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母蛾 breedingfemalemoths
生产下代蚕种的雌蛾。

3.2
母蛾微粒子病率 rateofpebrinecontaminatedbreedingfemalemoths
带微粒子孢子的母蛾(集团)数占制种批(段)母蛾总数的百分比。

  注:简称病蛾率。实际检验中按照规定的要求对母蛾进行检验,以检出的微粒子病蛾集团数来衡量。

4 母蛾样本

4.1 袋蛾

4.1.1 原种母蛾

原种母蛾实行全数检验。原种母蛾应使用标明序号的28格纸质蛾盒对号袋蛾。蛾盒上应标明生

产单位、品种名称、批次、蛾盒号。蛾盒号应与蚕种编号一致。

4.1.2 一代杂交种母蛾

4.1.2.1 检验批的划分

按制种批划分,或在同一制种批下按制种日(户)分段。

4.1.2.2 抽样袋蛾

一代杂交种母蛾实行抽样检验。散卵种按表1、平附种按表2规定的数量随机抽取制种母蛾(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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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末蛾)样本装入蛾盒(袋)。蛾盒(袋)上标明生产单位名称、品种名称、批次、段号、蛾盒号。

表1 桑蚕一代杂交种母蛾微粒子病检验抽样装盒(袋)规定与判定标准(散卵种)

制种批(段)

毛种数量

张

母蛾数量

只

第1样本

盒(袋)
第2样本

盒(袋)
抽样率

%

允许病蛾集团数

个

第1样本

C1

第1、2样本

C2

≤25 ≤1000 全部 100.0 0

26~50 1001~2000 全部 100.0 2

51~75 2001~3000 32 32 96.0 0 4

76~100 3001~4000 43 43 86.0 1 6

101~150 4001~6000 48 48 72.0 1 7

151~250 6001~10000 61 61 61.0 2 9

251~500 10001~20000 67 67 40.2 2 10

501~1000 20001~40000 74 74 22.2 2 11

1001~1500 40001~60000 81 81 12.1 3 12

1501~2000 60001~80000 85 85 8.5 3 13

2001~2500 80001~100000 89 89 6.7 3 14

2501~3000 100001~120000 94 94 5.6 4 15

3001~3500 120001~140000 98 98 4.9 4 16

3501~4000 140001~160000 102 102 4.4 4 17

4001~4500 160001~180000 107 107 4.0 5 18

4501~5000 180001~200000 111 111 3.7 5 19

5001~5500 200001~220000 115 115 3.4 5 20

5501~6000 220001~240000 120 120 3.3 6 21

6001~6500 240001~260000 128 128 3.2 7 23

6501~7000 260001~280000 140 140 3.2 8 26

7001~7500 280001~300000 148 148 3.2 9 28

7501~8000 300001~320000 157 157 3.1 10 30

8001~8500 320001~340000 165 165 3.1 11 32

8501~9000 340001~360000 174 174 3.1 12 34

9001~9500 360001~380000 185 185 3.1 13 37

9501~10000 380001~400000 193 193 3.0 14 39

  注1:按40蛾折合1盒毛种,每个蛾盒(袋)装30只母蛾,检验时1盒(袋)母蛾作为1个集团。

注2:毛种50张以下的批(段),根据实际的蚕种张数全部装盒(袋)。

注3:毛种50张以上的批(段),增加抽取5%的蛾盒(袋),作为备用蛾盒(袋)。

注4:先检第1样本,检出的病蛾集团数≤C1为合格,>C2为不合格;病蛾集团数>C1且≤C2时再检第2样

本,第1和第2样本合计检出的病蛾集团数≤C2为合格,>C2为不合格。

2

GB/T45293—2025



表2 桑蚕一代杂交种母蛾微粒子病检验抽样装盒(袋)规定与判定标准(平附种)

以%表示

未检出微粒子蚕种率 病蛾率 未检出微粒子蚕种率 病蛾率 未检出微粒子蚕种率 病蛾率

100 0 83 0.74 66 1.65

99 0.04 82 0.79 65 1.71

98 0.08 81 0.84 64 1.77

97 0.12 80 0.89 63 1.83

96 0.16 79 0.94 62 1.89

95 0.21 78 0.99 61 1.96

94 0.25 77 1.04 60 2.02

93 0.29 76 1.09 59 2.09

92 0.33 75 1.14 58 2.16

91 0.38 74 1.20 57 2.22

90 0.42 73 1.25 56 2.29

89 0.47 72 1.31 55 2.36

88 0.51 71 1.36 54 2.44

87 0.56 70 1.42 53 2.51

86 0.60 69 1.47 52 2.58

85 0.65 68 1.53 51 2.66

84 0.70 67 1.59 50 2.74

  注1:同一制种批内分户制种,采用逐大张(即4张平附种,约1600cm2;以下相同)对号袋蛾,能准确淘汰超毒

批和合格批中带微粒子病的平附种适用本表。

注2:以制种批(户)为单位,按每1大张蚕种为抽样单位抽取1盒(袋)母蛾;若制种数量不足30大张时,抽足

30盒(袋),同时记录蛾盒(袋)数和相应蚕种编号。

注3:每个蛾盒(袋)装25只母蛾(按梅花形5点分别抽取5只母蛾),检验时25只母蛾作为1个集团。

注4:计算公式:未检出率(%)=(总检蛾盒数-检出微粒子蛾盒数)/总检蛾盒数×100。

注5:判别蚕种合格与否,以制种批(户)为单位,若该批(户)蚕种的病蛾率<1%,即无微粒子蚕种率≥78%,判
为合格蚕种批,对号淘汰有微粒子病的整大张(4张)蚕种;若病蛾率≥1%,即无微粒子蚕种率<78%,该
批蚕种判为不合格蚕种批,淘汰整批蚕种。

4.2 干燥

袋蛾后应及时干燥,烘蛾温度不超过71℃,母蛾干燥程度以头胸干燥、腹部瘪软为宜。烘干的母

蛾要及时整理,妥善保管,及时检验。

4.3 验收

填写送检母蛾盒(袋)清单。严格查验,有下列情形的,该批(段)蚕种作不合格种处理。

a) 蛾盒(袋)字迹无法辨认,批号、盒号错乱;

b) 批袋蛾盒(袋)数未达要求;

c) 发霉、虫蛀、鼠咬、烘焦和其他不符合规定者。
3

GB/T45293—2025



5 检验程序

检验程序如下:样本编号→拆盒投蛾→注液磨碎→过滤校正→离心沉淀→振荡制片→镜检→复检→
结果记录。

6 检验方法

6.1 样本编号

原种母蛾按序编号。
一代杂交种母蛾根据制种批(段)的蚕种数量,散卵种按表1的规定将蛾盒(袋)分成第1样本(含

苗蛾、末蛾)与第2样本。检验时,先取第1样本进行编号;平附种按表2的规定进行编号。
编号随样本传递。

6.2 拆盒投蛾

拆开蛾盒(袋),检查袋蛾情况。原种母蛾盒装满或空蛾数<3个,则登记空蛾号并淘汰对应卵

圈,若空蛾数 ≥3个,则该盒母蛾不予检验,也不计入母蛾总数,其对应的原种应淘汰;若一代杂交种

(散卵种)母蛾盒(袋)内母蛾数量不足,则用备检蛾盒(袋)替换并作记录。
按每盒(袋)母蛾为1个集团全数投入磨蛾杯内。

6.3 注液磨碎

在磨蛾杯中注入0.5%碳酸钾(钠)溶液80mL~90mL,用磨蛾机(7000r/min~8000r/min,

20s~30s)磨碎。

6.4 过滤校正

将蛾液过滤至离心管内,加水校正离心管液量。

6.5 离心沉淀

3000r/min~3500r/min离心3min,倒去上清液。

6.6 振荡制片

在沉淀中可加入1%氢氧化钾(钠)溶液1mL,振荡后分别从每管点取2个样点在2块载玻片

上,盖上盖玻片。

6.7 镜检

用600倍及以上显微镜2人对检,每个样点观察视野原种不少于10个,一代杂交种不少于5个。

6.8 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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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第2样本检验

第1样本检验结束后,依据检验结果,对照表1的标准判定,需要检验第2样本时,启用第2样本

检验。检验方法同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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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结果记录

将检验结果填入原始记录表中。

7 消毒清洗

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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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氯消毒液洗消用具及地面,每周定期对用具、门窗、地面及室外环境进行清理、
消毒。

8 结果判定

8.1 原种病蛾率

8.1.1 计算公式

原种病蛾率按公式(1)计算。

ω=
x
y ×100 …………………………(1)

  式中:

ω———病蛾率,%;

x———带微粒子孢子集团数,单位为个;

y———制种批母蛾总数,单位为只。

  注:28只母蛾为1个集团。

8.1.2 数值修约

按 GB/T8170的规定,修约至2位小数。

8.1.3 判定

病蛾率<0.40%的制种批为合格批,对号整张淘汰有微粒子孢子的蚕种后进行挖补、整理;病蛾

率≥0.40%的制种批为不合格批,应整批淘汰。

8.2 一代杂交种病蛾率

散卵种按表1、平附种按表2的规定判定。

9 检验报告

检验结束后出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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