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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养蚕生产的发祥地。
蚕茧产量及丝绸制品产量、出口量占世界首位。
养蚕生产是我国农业中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也是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骨干副业
。
但在养蚕生产过程中，不少养蚕农户或因不懂蚕病基础知识和蚕病防治技术，或因掌握蚕病防治知识
和蚕病防治技术不全面，导致在养蚕生产中屡遇蚕病危害，重者因蚕病暴发而一无所获，损失惨重，
轻者造成蚕茧（或蚕种）歉收或品质下降，降低经济效益。
因此，控制蚕病危害乃是养蚕生产稳产、高产、优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我们总结了多年从事蚕病研究和养蚕生产防治蚕病之经验，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内容包括蚕病的基本知识，主要蚕病的发生与防治，养蚕消毒的目的与方法，蚕药的选择与使用；此
外，鉴于当前蚕药市场中假、伪、劣蚕药混迹其中，坑害蚕农，为了便于在选用蚕药时查询，识别真
假伪劣蚕药产品和提高蚕药的使用效果，在附录中增加了“全国通过GMP认证的主要蚕药生产企业”
，“主要蚕药产品目录”和“主要蚕药的检测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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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蚕病的基本知识，病毒病、真菌病、细菌病、微粒子病、蝇蛆病、壁虱病以及中毒症的发生与防
治，养蚕消毒技术，蚕病综合防治技术，以及蚕药的选择、使用与检测技术。
适合蚕农、养蚕技术人员与农业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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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蚕病的基本知识1.蚕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2.我国常见蚕病有哪些种类？
3.目前我国蚕病危害状况如何？
4.传染性蚕病的病原是从哪里来的？
5.传染性蚕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
6.传染性蚕病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播的？
7.怎样进行蚕病的检查与诊断？
二、病毒病的发生与防治8.血液型脓病是怎样发生的？
影响发病的因素有哪些？
9.血液型脓病有哪些症状和组织病变？
10.怎样诊断血液型脓病？
11.中肠型脓病是怎样发生的？
影响发病的因素有哪些？
12.中肠型脓病有哪些症状和组织病变？
13.怎样诊断中肠型脓病？
14.浓核病是怎样发生的？
影响发病的因素有哪些？
15.浓核病有哪些症状和组织病变？
16.怎样诊断浓核病？
17.怎样防治病毒病？
三、真菌病的发生与防治18.家蚕的真菌病有哪几种？
19.家蚕的真菌病是怎样发生的？
20.白僵病病原菌的形态特性怎样？
21.黄僵病病原菌的形态特性怎样？
22.绿僵病病原菌的形态特性怎样？
23.曲霉病病原菌的形态特性怎样？
24.白僵病有哪些症状？
怎样诊断白僵病？
25.黄僵病有哪些症状？
怎样诊断黄僵病？
26.绿僵病有哪些症状？
怎样诊断绿僵病？
27.曲霉病有哪些症状？
怎样诊断曲霉病？
28.怎样防治家蚕真菌病？
四、细菌病的发生与防治29.细菌性败血病是怎样发生的？
影响发病的因素有哪些？
30.细菌性败血病有哪些症状和组织病变？
31.怎样诊断细菌性败血病？
32.怎样防治细菌性败血病？
33：细菌性肠道病是怎样发生的？
34.细菌性肠道病有哪些症状和组织病变？
35.怎样诊断细菌性肠道病？
36.怎样防治细菌性肠道病？
37.猝倒病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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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猝倒病有哪些症状和组织病变？
39.怎样诊断猝倒病？
40.怎样预防猝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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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②湿度的影响饲养环境湿度过低过高都能导致蚕病发生。
空气相对湿度大，桑叶含水率高，蚕座潮湿蒸热，利于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和传播，从而增加蚕座内传
染的机会，易引起病毒病、细菌病等蚕病的发生。
蚕室、蚕具潮湿易引起僵病和曲霉病的发生。
高温干燥，桑叶容易凋萎，造成蚕食量减少，蚕饥饿而削弱体质，也易引起蚕病的发生。
但在干燥的条件下，僵病和曲霉病发生少。
③光照和气流的影响小蚕有趋光性，大蚕有避光性，蚕室内若光线不均匀，导致蚕向蚕座一边爬行聚
集，造成蚕局部过分拥挤而增加相互抓伤和相互传染蚕病的机会。
蚕室内的气流适宜，可及时排除蚕室内过多的水分，保持蚕室内空气新鲜，有利于蚕的健康。
④气候条件的影响气候条件影响桑叶质量，如阴雨连绵，光照不足，桑叶质量差，长期给蚕饲以这样
的桑叶，蚕抗病力下降易发病。
（3）蚕体本身的生理状况蚕的品种不同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抵抗力也有差异，如不同品种蚕对浓核病
的抵抗性不一样，大部分品种的蚕易感染，少数品种的蚕不感染，有的品种的蚕能感染但发病率低。
同一品种的蚕，性别不同对致病因子的抵抗力也有差异，一般雄蚕比雌蚕抗病力强。
同一品种的蚕不同的发育阶段对传染性蚕病的抵抗力也有差异，以蚁蚕最弱，随着蚕的生长发育逐渐
增强；同一龄期中起蚕抗病力最弱，随着蚕食桑叶后生长发育逐渐增强，到将眠时又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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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蚕病防治基础知识及技术问答》：专家释疑解难农业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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