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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对DB36/T 668-2012的修订。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本文件与DB36/T 668-2012的主

要差异：

a) 将标准名称“栽桑技术规程”更改为“蚕用桑树栽培技术规程”（见封面，2012 版封面）；

b)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相关文件（见 2，2012 版的 2）；

c) 删除“桑树种苗繁育”（见 2012 版 2）及“桑树苗木分级贮运”等内容（见 2012 版 3）；

d) 调整了结构，将原标准 4、5 按“桑园选址”、“品种选择与桑苗处理”、“桑树栽植”、“树

形养成与修剪”、“水肥管理”、“病虫草害防治”和“桑叶采收”等 7 章进行梳理（见 4、

5、6、7、8、9、10 ， 2012 的 4、5）；

e) 调整了涉及农药防治措施的内容（见本文件附录 B1、B2，2012 版 5.2.3.1、5.2.3.2）；调整

了“桑树主要害虫防治技术”、“桑树主要病害防治技术”内容为附录 B（见附录 B1、B2，

2012 版 5.2.3.2、5.2.3.3）

f) 修改了“附录 A 表 A.1 中桑毛虫、桑尺蠖”防治指标等相关内容（见附录 A，2012 版的 5.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江西省经济作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JX/TC01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吉安市标准化信息所、永新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修水县蚕桑产业服务中心、江

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永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习海军、王冬生、贺翔华、梁财、郑蜀云、胡元昌、彭凌光、肖建明、敖鹏。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情况：

——DB36/T 66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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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用桑树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桑园选址、品种选择与桑苗处理、栽植、树形养成与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

桑叶采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省内蚕用桑树的栽培技术、桑叶采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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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3735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T 19177 桑树种子和苗木检验规程

GB/T 29573 热带亚热带桑树栽培管理技术规程

GB/T 35795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NY/T 1027 桑园用药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桑园选址

4.1 环境

选择坡度小于30°，远离工厂、无污染、交通方便、易于排灌的地方，集中连片栽植，避免“粮桑”

混作。

4.2 土壤条件

有机质含量＞1.5%，pH值6～7。

5 品种选择与桑苗处理

5.1 品种选择

5.1.1 选择在江西行政区域内有强适应性的、叶质好、丰产型、抗逆性强的农桑及强桑系列桑品种；

5.1.2 宜早、中、晚生桑品种搭配种植。

5.2 种苗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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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GB 19177及地方检疫的相关规定执行，重点防栽植带有萎缩病、青枯病、美国白蛾等检疫

对象的桑苗。种苗质量符合表1要求。

表 1 种苗质量要求

苗木类别
苗径/mm

≥

品种纯度/%

≥
根系 外观

实生苗 3.5 — 主根系完整，根长≥100.0mm 苗木新鲜，苗干充实，桑芽饱满

杂交苗 2.5 95.0 主根系完整，根长≥100.0mm 苗木新鲜，苗干充实，桑芽饱满

嫁接苗、扦插苗 5.0 98.0 根系较完整，根长≥150.0mm 苗木新鲜，苗干充实，桑芽饱满

5.3 桑苗处理

5.3.1 过长的主根或伤根、发霉根要求修剪后再栽，有病虫害、机械操作创伤及卷曲的根系也要剪去。

5.3.2 苗木按整齐度、等级，应分开分别在不同的畦面上栽植。

5.3.3 根茎上附着有害虫卵的先用竹片刮去，再浸根杀菌处理 10 min。

5.3.4 苗根如有干萎现象，可用泥浆蘸根，或将苗根隔夜浸泡水中或稀粪液中，再行栽植。

6 桑树栽植

6.1 栽植时间

在桑苗落叶至土壤封冻前和土壤解冻后至桑苗发芽前均可栽植。以桑苗落叶至土壤封冻前栽植为宜。

6.2 栽植密度

栽植密度按表2规定执行。各蚕区根据地理条件合理选择栽植密度。

表 2 桑园栽植密度标准

桑园类型 条件要求 树型养成 桑拳高度（m） 密度(株/667m
2
) 行距×株距（m）

普通桑园 宽行、密株或宽窄行栽植 低干
0.8 800 1.67×0.5

0.6 1000 1.33×0.5

速成丰产

密植桑园

良种壮苗密植，土壤肥沃、

排灌方便，肥培管理好。
低干

0.6 1000 1.33×0.5

0.5 1200 1.33×0.42

0.4 1500 1.33×0.33

6.3 栽植方法

栽植前开挖宽40cm×深40cm的栽植沟。沟底每667m
2
施有机农家肥3000 kg，施肥后沟中回填土至与

地面齐平，回土后定植桑苗。定植时要拉线定点、株型整齐、株距相等、深浅一致。栽植深度以埋没根

茎3 cm～5 cm为宜，表土深，土质肥、砂质土、苗木大的宜适当深栽，反之则适当浅栽。栽植时扶正苗

干，伸展根系，踩紧踏实后再培土成馒头状。

6.4 栽后管理

6.4.1 盖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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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植后，宜在桑园中覆盖一层黑色地膜，地膜质量应符合GB 13735或GB/T 35795相关规定，可全

园覆盖，或在行间留少量间隙。

6.4.2 剪苗梢

桑苗栽植后要及时剪去苗梢，低干树型留干20 cm～25 cm。

6.4.3 灌水

栽植后遇天旱要及时灌水，灌溉方式以沟灌，水刚浸没畦面为度，灌后及时排出。

6.4.4 开沟排水

多雨时要及时开沟排水。

6.4.5 查苗补植

桑苗栽植后要进行多次查苗补植，查苗过程中发现枯死的苗木坚决拔除，及时用新鲜、强壮的苗木

补植，力争桑园不缺株。

7 树形养成与修剪

7.1 树形养成

7.1.1 低干桑应加强全年各个季节桑园管理，肥料要充足。

7.1.2 第一年桑苗栽植后，在春季发芽前离地面 20cm 处剪定，养成主干，新芽长至离地 25 cm~30 cm

时疏芽，每株选留生长健壮位置匀称、整齐的新芽 3 个，分期进行摘心，促使发叉，其余芽疏去，养成

3根第一支干。

7.1.3 第二年春季发芽前，离地面 40 cm~50 cm 处剪定，养成第二支干，发芽后每根条上选留新芽 3

个，其余芽全部疏去，每株留条 8~10 根，即养成低干树型。

7.2 修剪

7.2.1 剪梢

11月中旬～12月中旬，立冬前后进行，将枝条梢端剪去，保留枝条顶端离地面约1.2 m的高度，全

园同一水平剪伐。

7.2.2 整枝修拳

在桑园剪梢的同时，锯除树体上的死拳、枯桩，剪去病虫害枝和细侧弱小枝，剪下来的死拳、枯桩

及时捡出桑园集中烧毁。

7.2.3 束枝

桑树剪梢后，用稻草把枝条松松地束缚起来，将挽好的草疙瘩放在树杈上，以矫正树型和诱杀越冬

害虫，春暖时解绳，收集烧毁。

7.2.4 伐条

每年的5～6月份，上半年的桑叶收获结束后，及时将所有的枝条齐桑拳进行剪伐。剪伐下来的桑枝

条需及时清出桑园，剪伐时保证剪口稍斜而平整，不开裂，要求选择晴天剪伐，以利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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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疏芽

桑树伐条后一星期左右，桑拳上的潜伏芽会萌发出很多桑芽，为集中养份促进桑叶生长，需对部分

桑芽进行疏除。疏芽分两次进行。

——第一次在新梢长到 7 cm~l0 cm 时，疏去过密的细弱枝，每拳留 3～4 个芽，要求新梢位置均

匀适当；

——第二次疏芽结合采摘大蚕叶进行，用桑剪剪去细弱、下垂、位置不当、过密的条和芽，去养

蚕喂叶。疏芽程度，应根据树形养成型式、栽植密度和肥培管理水平而定，以每亩养条 7000～

10000 条为宜。

8 水肥管理

8.1 施肥

8.1.1 施肥量

桑园施肥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桑叶产量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及能否经济合理用肥。按土壤肥力中

等条件标准，全年每667m
2
施用纯氮(N)45.1kg、磷(P2O5)18.0kg、钾(K2O)22.5kg。有机肥(如人、畜粪)

每1000kg中含氮(N)4.8kg、磷(P2O5) 2.70kg、钾(K2O) 4.3kg，化学肥料按标注的N、P、K含量使用。桑

树各生长阶段施肥量见表3。

表 3 桑园施肥时期及施肥量标准 单位：kg/667m2

施肥品种
时期

春肥 夏肥 秋肥 冬肥

N 9.0 20.3 6.8 9.0

P 3.6 8.1 2.7 3.6

K 4.5 10.1 3.4 4.5

8.1.2 施肥时间

桑园施肥通常分春、夏、秋、冬四次，并要掌握十六字施肥原则。即“轻施春肥，重施夏肥，补施

秋肥，施足冬肥”。

——春肥施肥时间宜在春蚕用叶前一个月，施肥品种为速效性氮肥。饲养二春蚕的桑树，在一春

蚕大眠时或上蔟结束后增施一次春肥；

——夏肥施用以速效性肥料和腐熟的有机肥混施，分二次施肥，第一次夏伐后一星期内施；没有

养二春的桑园来说，第二次在夏蚕结束后及时施，饲养了二春蚕的桑园来说，第二次在早中

秋蚕种出库前施；

——秋肥，又称桑树补条肥。未养二春蚕的桑树秋肥亦分二次施用，即在早秋蚕、中秋蚕结束之

后各施一次，施肥品种以速效氮肥为主，配施磷钾肥料，饲养了二春蚕的桑树在早中秋结束

后只施一次秋肥；

——冬肥，又称基肥。桑树进入休眠后，土壤封冻前，宜结合冬挖，开沟(穴)施入。

8.1.3 施肥方法

8.1.3.1 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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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较高的桑园，在桑树行间开沟施入。方法是在离树干约35 cm处，挖一条宽约25 cm，深约l0 cm

的沟。沟的宽度和深度可根据肥料种类、数量和树型高度作适当调整，有机肥、数量多、树型高宜深，

反之则宜浅。将肥料撒施沟内，随后盖土，防止肥料散失。

8.1.3.2 穴施

适用于行、株距较宽的桑园和零星栽植的桑树，方法是在株间或行间在树冠周边的下方挖穴施入，

施后随时盖土。

8.1.3.3 撒施

适用于体积较大的肥料种类。如垃圾、河塘泥、稿杆类等有机质肥料。方法是将肥料撒施于桑园表

面，然后结合冬挖或春耕翻人土内。

8.1.3.4 根外追施

在桑树生长期，因天气干旱或缺肥时，可喷施氮（N）肥，浓度为0.5%的纯氮，每667m
2
使用纯氮0.5

kg～0.75kg。每隔5 d～10d喷施一次，可连续喷施2～3次。

8.2 水份管理

8.2.1 桑园灌溉

8.2.1.1 灌溉及保水

干旱季节，桑园田间持水量＜50%时必须灌溉，无灌水条件的桑园，用稻草、麦杆、杂草、堆肥等

覆盖桑园地面。

8.2.1.2 桑园灌水时间

宜在上午10时以前或下午4时灌水，中午高温灌水容易造成落叶，不宜灌水。

8.2.1.3 灌水方法

有漫灌、沟灌和喷灌三种方法，喷灌最好，沟灌次之。

8.2.2 桑园排水

8.2.2.1 桑树在生长过程中，桑园土壤含水量不宜过大，桑园土壤持水率以 75%为宜。

8.2.2.2 连续阴雨天，桑园土壤含水过高，出现积水时，必须及时排水。对地下水位较高的桑园，要

注意开沟排水。

9 病虫草害防治

9.1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管理

原则进行防治。农药施用应符合GB/T 8321、NY/T 1027及相关农药合理使用、禁用规定，严格执行农药

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禁止使用农药，以防发生桑蚕中毒事故。

9.2 防治方法

9.2.1 农业防治



DB36/T 668—2024

6

9.2.1.1 培育无病虫桑苗:选择无病、少虫的地块作为桑苗繁殖地。挑选无病虫、纯度高的优良桑品种

做接穗。桑苗出圃分级时，应修剪、淘汰病虫株，剪去病梢等。

9.2.1.2 冬翻夏耕:桑树落叶后进行冬翻，深度15 cm～25 cm；夏耕在桑树夏伐后立即进行，深度10 cm～

15 cm，结合除草进行。夏伐后进行夏耕，深度 10 cm～15 cm。冻、晒表土层害虫。

9.2.1.3 加强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质肥料，四沟配套，能灌能排。

9.2.1.4 合理修剪与伐条:春蚕大批用叶后立即夏伐，采取拳式剪定；11 月中旬～12 月中旬进行剪梢、

剪枝、修枯桩，并将带有病虫的枝、梢、桩集中烧毁。

9.2.2 物理防治

9.2.2.1 人工捕杀及采摘：人工捕捉体形较大或达不到防治指标田块的害虫和采摘具群集性为害的幼

虫或卵块。

9.2.2.2 食饵、灯光诱集或诱杀：利用桑虫的趋食、趋化、趋光性用毒饵或灯光下置水容器诱杀。

9.2.2.3 异性诱集：利用异性活虫或活体腹部末端浸渍液或应用人工合成的性信息素，诱集或迷向杀

虫，减少雌成虫受精机率。

9.2.3 化学防治

9.2.3.1 选对农药种类，对症下药；

9.2.3.2 根据不同病虫种类和发生发展状况，确定合理的用药数量和施药次数；

9.2.3.3 实行有选择的农药交替使用和混合使用。

9.2.4 生物防治

在桑园中放养鸡鸭鹅等禽类啄食虫草。

9.3 主要病虫草害及防治

9.3.1 主要虫害及防治

江西省内危害较重的主要虫害有桑螟、斜纹夜蛾、桑天牛、桑象虫和桑粉虱等。蚕用桑树主要害虫

防治指标应符合附录A表A.1的规定。桑树主要虫害防治技术应符合附录B表B.1中的规定。桑树几种主要

虫害可依据附录C进行识别。

9.3.2 主要病害及防治

江西省内危害较重的主要病害有桑萎缩病、桑疫病、桑树褐斑病、桑污叶病和桑紫纹羽病等病害。

桑树主要病害防治技术应符合附录B表B.2中的规定。桑树几种主要病害可依据附录C进行识别。

9.3.3 主要草害及防治

江西省南北跨度大，桑园土壤类型多，杂草种类多，正常管理的桑园，桑叶生长对杂草生长有较好

的荫敝作用，较少有杂草对成林桑园造成严重危害。对实际产生危害的草种可根据相关要求，采用人工

除草、放养鸡鸭鹅等禽类啄食、喷施除草剂等方式防治。

10 桑叶采收

10.1 桑叶估产

10.1.1 估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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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桑叶与蚕种平衡”的原则，通过预测桑叶产量来确定养蚕饲量。桑叶估产分为春叶估产、夏

叶估产和秋叶估产。

10.1.2 春叶估产

将桑园划片分类，然后选择有代表性的一片桑园，随机抽样10～20株桑树，调查这l0～20株桑树的

产叶量，再乘以每亩总株数，得出每亩产叶量。

10.1.3 夏叶估产

估计夏叶产量要根据春伐和夏伐桑园的多少和桑园的肥培水平确定。通常夏叶的收获量按春叶的

20%~30%计算。饲养二春蚕的桑园，由于夏伐迟，没有夏叶，而直接饲养早秋或早中秋蚕，其估产方法

与夏叶相同。

10.1.4 秋叶估产

秋叶估产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是选有代表性的桑树 10 株，先调查现有叶片数，加上调查时起到 5 龄大蚕用叶可长叶

片数(雨水正常每 2 d~3 d 长 l 片新叶)，减去计划留叶片数，即得出调查株的可采叶片数，

除以 l0 得出每株的可采叶片数；

——第二步调查每公斤叶片数，选择若干枝条，除梢端应留的 3～4 片叶外，其余全部采下称量，

求得公斤叶片张数；

——第三步根据每公斤叶片数，除每株叶片数，得出每株产叶量，乘以每亩株数，得出每亩的产

叶量。

10.2 桑叶采摘

10.2.1 春叶采摘

春蚕l~2龄用叶，应选采新梢上的适熟叶，3~4龄采摘枝条中下部的止芯芽叶(又称三眼叶)，5龄先

采剩下的止芯芽叶，然后伐条用叶。饲养二春蚕的桑园，要求在一春结束后每枝新梢留叶7~8片养二春

蚕。

10.2.2 夏叶采摘

夏蚕稚蚕期选采春伐桑园的适熟叶，没有春伐桑园的选采夏伐桑新梢下部的 4~5 片适熟叶，大蚕期

用疏芽叶和枝条基部的片叶。饲养二春蚕的桑园，在饲养早秋或早中秋蚕时的采收方法同夏叶的采收方

法。

10.2.3 秋叶采摘

秋叶的采摘根据分批养蚕的需要，分次选采片叶。各期采叶要坚持采叶留柄，切忌捋叶。l～2龄蚕，

在每根枝条上部选采l～2片适熟叶，3龄开始，在前期采叶的基础上，自下而上采摘，枝条顶部要保留

一定的叶片数，切忌“一扫光”。早秋季宜采枝条上的l/2叶片，中秋蚕养蚕后，枝条上部保留7～8片

叶，晚秋蚕采叶后，枝条上部保留3～4片叶。





DB36/T 668—2024

1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桑树主要害虫防治指标

A.1 桑树主要害虫防治指标

表 A.1 桑树主要害虫防治指标

害虫名称 防治指标

桑 蓟 马 一根桑条上400 头，从条梢向下第3～6 叶，每叶平均有虫50 头

桑红蜘蛛 株寄生率大于20%、100 头/叶

菱纹叶蝉 萎缩病率大于2%、虫口每667m
2
1000头～2000头

野 蚕 每667m
2
2000头～4000头

桑 蟥 每667m
2
1500头～3000头

桑 毛 虫 每667m
2
2000头～4000头

桑 尺 蠖 每667m
2
2000头～4000头

桑 螟 每667m
2
500头～1000头

桑 天 牛 为害株率大于10%、条为害率大于30%、成虫大于 50头/667m
2

鳞翅目类 复合虫口大于 2000 头/667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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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桑树主要虫害防治技术及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B.1 桑树主要虫害防治技术

表 B.1 桑树主要虫害防治技术

季 节 防治对象 防治适期 防治措施

3月～5月

桑象虫、桑尺蠖、桑虱 3月下旬
喷洒农药防治，上年秋蚕结束后未治虫的，早春须防治

桑毛虫 4月上旬

菱纹叶蝉 4月中旬前后 喷洒农药防治，兼治其它害虫

野蚕、桑螟 5月 喷洒农药防治或人工捕捉

6月～7月
桑象虫 夏伐后1d～4d 喷洒农药防治，兼治其它害虫

鳞翅目类害虫 6月下旬 喷洒农药防治，兼治其它害虫

8月～10月

桑橙瘿蚊
7月中旬 喷洒农药防治，兼治其它害虫

8月～9月 喷洒农药防治，药液喷洒顶芽

桑蓟马 蚕期间隙

喷洒农药防治，药液喷洒叶片背面桑粉虱 8月～9月

红蜘蛛

天牛类害虫 7月～10月 将农药注入幼虫危害孔中，配合捕捉成虫、刺杀幼虫、卵粒

鳞翅目类（桑毛虫、桑尺蠖、桑螟、

野蚕、桑蟥、斜纹夜蛾、艾尺蠖）

夏蚕上蔟后 喷洒农药防治，配合9月下旬采野蚕茧，人工捕捉幼虫或采

摘群集幼虫或虫卵叶片8月中下旬

11月～2月

以农业防治为主：1.束草诱杀桑毛虫、桑尺蠖、桑螟、桑蓟马等越冬害虫。2.重剪梢减少菱纹叶蝉卵。

3.刮野蚕卵、桑蟥卵。4.修剪枯枝、枯桩，杀灭桑象虫越冬成虫。5.填塞树缝裂隙治桑螟。6.冬耕冻杀桑橙瘿

蚊休眠体、叶甲、毛虫蛹等。7.清扫蚕室，集杀室内越冬桑螟幼虫。

B.2 桑树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表 B.2 桑树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季 节 防治对象 防治适期 防治措施

3月～5月

桑黄化型萎缩病

(治菱纹叶蝉幼虫)
4月底～5月初 施药防治

桑树芽枯病、桑拟干枯病 3月～4月 施药防治，配合剪除病枝，集中烧毁

桑花叶型萎缩病 5月 施药防治，配合剪除病枝，集中烧毁

6月～10月

桑黄化型萎缩病 6月中旬～8月中旬 施药防治，同时及时挖除病树

桑疫病
6月中下旬

施药防治，配合摘除有病芽叶
7月～8月

缺素性黄化病 6月中旬～7月上旬 补喷微量元素叶面肥，改良土壤、增施有机肥

桑树褐斑病、桑青枯病、

桑炭疽病等
8月～9月

施药防治，同时做到不偏施、迟施氮肥，采叶由上而下“段

段清”，发现病树及时剪除，集中烧毁

桑污叶病 8月～9月 施药防治，配合加强肥增管理，及时采摘成熟叶片。

11月～2月
以农业防治为主：1.选栽抗病品种。2.合理密植（800株/667m

2
～1000 株/667m

2
）。3.清洁桑园。4.冬耕、开

沟。5.重剪梢防治桑树芽枯病、桑疫病，挖除桑黄化型萎缩病病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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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桑树几种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特征

C.1 桑树萎缩病

C.1.1 发生特征

桑树萎缩病有黄化型和萎缩型两种，经常发生的是黄化型萎缩病。病原物为类菌质体，无典型细胞

结构，存活于活的植株体内或传毒昆虫体内。

C.1.2 发生规律

病原物冬季主要集中在桑树主根内越冬，经嫁接或菱纹叶蝉传播。用病株作砧木或用病枝(芽)作接

穗嫁接，植株均可感染发病；菱纹叶蝉以刺吸式口器取食桑树汁液，是传播萎缩病的媒介昆虫，在田间

主要是嫁接传播。

C.1.3 发生条件

夏伐过迟或秋叶采摘过度损伤树势，偏施或迟施氮肥使桑树枝叶柔嫩，均能使发病率增加，病情加

重，夏季高温症状表现明显。

C.2 桑疫病

C.2.1 发生特征

桑疫病为细菌性病害，桑发芽后病菌从桑芽、嫩梢侵入，使芽叶、嫩梢和嫩叶变黑腐烂，呈烂头状；

叶脉受病菌侵害后变褐色，病叶片向背面卷曲呈缩叶状；严重的桑树不发芽，或发芽率下降。

C.2.2 发生规律

病原细菌在枝条，冬芽及病土中越冬，次年春暖，病菌增殖，使芽叶发病，成为初次侵染源。在适

宜的温湿度条件下，病班部溢出的菌脓通过风、雨冲溅，枝叶接触及昆虫带菌传播到嫩梢和尚未完全展

开的嫩叶上，从气孔和伤口侵入树体，引起再侵染。

C.2.3 发生条件

春季低温阴雨天气易诱发桑疫病。多风多雨有利于病菌的侵入和蔓延；偏施氮肥的桑树抵抗力弱；

为害嫩叶、嫩梢害虫基数大的桑园发病严重。

C.3 桑树褐斑病

C.3.1 发生特征

桑树褐斑病是桑园的重要病害，发病普遍，局部桑园病情严重。真菌性病害，病原菌以分生孢子传

播并萌芽侵入桑叶引起发病，在叶片上产生褐色斑点，发病严重时造成烂叶。

C.3.2 发生规律

病原菌以菌丝在病叶内越冬，次年适温高湿时形成分生孢子盘并产生分生孢子，随风、雨传播到桑

树芽叶引起发病，并不断再侵染，使病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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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发生条件

桑园地势低洼，栽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透性差，湿度大，天气阴雨多，均有利于病害蔓延。

C.4 桑污叶病

C.4.1 发生特征

是秋季落叶前在老叶上混合发生的真菌性病害，在各类型桑园严重发生。

C.4.2 发生规律

污叶病以菌丝在病叶中越冬，第二年条件适宜时侵害桑叶引起发病，并不断再侵染使病情扩展。

C.4.3 发生条件

发病最适温度22℃～24℃，最适相对湿度70%～80%。栽植密植度大，通透性差的桑园发病重；枝条

中下部老叶发病重；桑叶硬化早的品种发病重。

C.5 桑紫纹羽病

C.5.1 发生特征

桑树根部重要的真菌性病害。病菌侵害桑树嫩根、侧根至主根，使其皮层腐烂，致桑苗在短期内死

亡，致幼龄桑在3年内死亡，老龄桑被害可推迟几年死亡。

C.5.2 发生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菌素和菌核在病根和土壤内越冬，次年春季开始活动萌发侵染桑树新根并不断蔓延。

灌溉水、使用农具可使病菌在桑园内扩散传播；病苗是该病远距离传播的重要途径。

C.5.3 发生条件

沙壤土发病重；幼龄桑较老龄桑发病重，受害重，病死率高；与易感病或已感病林木邻作发病重；

桑园间作甘薯、马铃薯等易感病农作物的发病重。

C.6 桑螟

C.6.1 发生特征

桑螟是桑园夏秋季重要害虫，发生严重的年份，为害率达90%。幼虫吐丝连缀梢端嫩叶或折叶、叠

叶后潜藏其中啃食叶肉，形成大片薄膜害状，后薄膜破裂成孔洞，称“开天窗”，虫害严重的桑园，全

园枝叶破败，严重减产。

C.6.2 发生规律

一年发生4～5代，老熟幼虫在落叶中越冬；在沙壤土桑园，幼虫也可在主干周围浅土层中越冬。成

虫有趋光性，产卵于桑枝顶端嫩叶背面沿叶脉处，幼虫孵化后，吐丝连缀嫩叶或吐丝折叶潜藏其中啃食

叶肉，并排泄大量粪便于叶内；幼虫老熟后，移到枝条下部老叶，吐丝折叶或叠叶潜藏其中化蛹，后有

蛹叶片大多脱落在枝权处或地面上。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生严重，密植桑园发生严重。

C.7 斜纹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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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1 发生特征

斜纹夜蛾以幼虫啃食桑叶为主，严重时桑叶只留主脉，斜纹夜蛾的食性很杂，可达到290多种植物，

以蔬菜中的十字花科及水生蔬菜受害较多。

C.7.2 发生规律

斜纹夜蛾，属暴发性害虫，往往面积集中，密度高。江西年发生5～6代，世代重叠，无滞育现象，

每年4、5月始发，7～9月盛发。初孵幼虫群集在卵块附近取食，稍遇惊扰，就爬散或吐丝下垂飘散，2

龄后开始分散，3龄分散更甚，4龄后进入暴食期，出现背光性，大发生时幼虫能迁移到其他田块继续为

害，斜纹夜蛾是一种长距离迁飞性害虫，也是一种喜温性害虫，其适温为28℃～30℃，在33℃～40℃时

生活也基本正常。

C.8 桑天牛

C.8.1 发生特征

桑天牛是以幼虫蛀食为害桑树枝干木质部，致桑树于1～2年内死亡；成虫啮食为害桑树嫩枝皮层，

形成断梢；成虫产卵形成大型产卵痕桑树枝干受损易折断。

C.8.2 发生规律

2～3年完成一个世代，以卵和幼虫在桑树枝干内越冬，次年春季，树液开始流动，幼虫在枝干内开

始活动蛀食。成虫于5～6月羽化，羽化后啃食嫩枝皮层，啃食长度达40 cm～50cm，1只成虫可啃食桑枝

50～60条。伤口不规则，环枝条一周，使枝条枯死。成虫经一段时间取食后，交尾产卵，产卵场所主要

在当年生或一年生、直径1.0 cm～2.5cm的枝条基部近主干6 cm～7cm范围内，也有在1～2年生桑树主干

近基部产卵。产卵前，成虫用坚锐的上颚将桑树皮层咬烂，咬成16mm×10mm大小的“U”形产卵痕，再

将其中木质咬破一小块，将卵产于其中，并将咬碎的皮层连咬破的小块木质压实，覆盖在卵上。幼虫孵

化后蛀入木质部，向下蛀食成直的孔道，每隔3 cm～7cm向外蛀一圆形排泄孔。用以通气和排泄粪便，

新鲜的排泄物为黄白色锯末状，干燥粪便为焦黄色。幼虫老熟后，在枝干内作蛹穴化蛹其中。

C.9 桑象虫

C.9.1 发生特征

桑象虫全年以早春食害冬芽和夏伐后食害截口以下的芽，对桑树危害最大。以成虫景食为害，冬芽

萌发前食害冬芽，冬芽萌发后食害嫩芯及叶片、叶柄；夏代后集中在桑拳上食害新芽，严重时将桑芽全

部吃光，造成“闷拳”。

C.9.2 发生规律

一年发生一代，以成虫在半截枝皮下化蛹穴内越冬。成虫有假死性，产卵于半干半湿的半截枝皮下，

完全鲜活和完全枯死的半截枝不产卵。幼虫孵化后在半截枝及下蛀食，老熟后在其木质部作一椭圆形化

蛹穴化蛹，蛹穴上覆盖细木丝。成虫羽化后不走出化蛹穴而在其中越冬，次年3月出穴为害。

C.10 桑粉虱

C.10.1 发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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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粉虱为小型刺吸工口器多食性害虫。以成虫、幼虫吸食桑叶汁液使桑叶失水硬化，为害顶梢嫩叶

使新梢停止生长。当虫口量大时，大量的卵、幼虫和蛹体布满叶背，严重时覆盖全叶，使桑叶完全失去

饲料价值。

C.10.2 发生规律

一年发生8～9代，世代重叠明显，以蛹在落叶上越冬，翌年早春羽化，在桑树发芽开叶期飞向桑园

为害，在3月底即可见成虫活动为害。春季桑园虫口密度低，成虫集中在密植潮湿桑园，形成中心虫株，

8～10月是发生高峰期，高峰期可持续很长时间，造成严重损失。成虫有趋光性，但避强烈日光。在上

午9时前或下午14时后，成群起飞围绕桑树枝梢飞舞，寻觅配偶交配。成虫产卵有趋嫩绿性，喜产卵于

顶梢1～3叶背面，每叶卵粒密度可高达1900粒/cm²。幼虫孵化后在卵叶上吸食汁液，不再移动，直至老

熟，化蛹。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桑园选址
	4.1　环境
	4.2　土壤条件

	5　品种选择与桑苗处理
	5.1　品种选择
	5.2　种苗质量要求
	5.3　桑苗处理

	6　桑树栽植
	6.1　栽植时间
	6.2　栽植密度
	6.3　栽植方法
	6.4　栽后管理
	6.4.1　盖农膜
	6.4.2　剪苗梢
	6.4.3　灌水
	6.4.4　开沟排水
	6.4.5　查苗补植


	7　树形养成与修剪
	7.1　树形养成
	7.2　修剪
	7.2.1　剪梢
	7.2.2　整枝修拳
	7.2.3　束枝
	7.2.4　伐条
	7.2.5　疏芽


	8　水肥管理
	8.1　施肥
	8.1.1　施肥量
	8.1.2　施肥时间
	8.1.3　施肥方法
	8.1.3.1　沟施
	8.1.3.2　穴施
	8.1.3.3　撒施
	8.1.3.4　根外追施


	8.2　水份管理
	8.2.1　桑园灌溉
	8.2.1.1　灌溉及保水
	8.2.1.2　桑园灌水时间
	8.2.1.3　灌水方法

	8.2.2　桑园排水


	9　病虫草害防治
	9.1　防治原则
	9.2　防治方法
	9.2.1　农业防治
	9.2.2　物理防治
	9.2.3　化学防治
	9.2.4　生物防治

	9.3　主要病虫草害及防治
	9.3.1　主要虫害及防治
	9.3.2　主要病害及防治
	9.3.3　主要草害及防治


	10　桑叶采收
	10.1　桑叶估产
	10.1.1　估产原则
	10.1.2　春叶估产
	10.1.3　夏叶估产
	10.1.4　秋叶估产

	10.2　桑叶采摘
	10.2.1　春叶采摘
	10.2.2　夏叶采摘

	夏蚕稚蚕期选采春伐桑园的适熟叶，没有春伐桑园的选采夏伐桑新梢下部的4~5片适熟叶，大蚕期用疏芽叶和枝
	10.2.3　秋叶采摘


	附录A（规范性）桑树主要害虫防治指标
	A.1　桑树主要害虫防治指标

	附录B（规范性）桑树主要虫害防治技术及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B.1　桑树主要虫害防治技术
	B.2　桑树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附录C（资料性）桑树几种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特征
	C.1　桑树萎缩病
	C.1.1　发生特征
	C.1.2　发生规律
	C.1.3　发生条件

	C.2　桑疫病
	C.2.1　发生特征
	C.2.2　发生规律
	C.2.3　发生条件

	C.3　桑树褐斑病
	C.3.1　发生特征
	C.3.2　发生规律
	C.3.3　发生条件

	C.4　桑污叶病
	C.4.1　发生特征
	C.4.2　发生规律
	C.4.3　发生条件

	C.5　桑紫纹羽病
	C.5.1　发生特征
	C.5.2　发生规律
	C.5.3　发生条件

	C.6　桑螟
	C.6.1　发生特征
	C.6.2　发生规律

	C.7　斜纹夜蛾
	C.7.1　发生特征
	C.7.2　发生规律

	C.8　桑天牛
	C.8.1　发生特征
	C.8.2　发生规律

	C.9　桑象虫
	C.9.1　发生特征
	C.9.2　发生规律

	C.10　桑粉虱
	C.10.1　发生特征
	C.10.2　发生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