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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繭生產及裸蛹收集裝置

本裝置為一新穎的平面繭生產及裸蛹收集裝置，為一封閉式構造，熟蠶會攀爬在佈

蠶區域，不會形成圓繭，可避免熟蠶相互堆疊包覆，提高平面繭品質；落蠶率低，可減

少人力操作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吐完絲後形成之裸蛹，經收集裝置回收，可避免損耗，

生產出健康且高品質的裸蛹，回收率約 95~97%。本發明裝置可量產裸蛹，作為生物

科技用材料，並同時生產高品質平面繭， 供紡織及生醫用，深具產業應用潛力。 

圖一、專利收集裝置生產平面繭與裸蛹 圖二、傳統方式生產蠶圓繭 ( 上 ) 及平面繭 ( 下 )

表一、專利方法與傳統平面繭生產法比較

圖三、專利證書

研究人員 : 盧美君 *、廖久薰、黃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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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for  Flatways-Spinned Cocoon and Naked Pupae Production

項目 傳統方法 專利方法

平面繭
生產效率

普通 高

平面繭品質 普通 高

操作省工 費工 較省工

健蛹率 普通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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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家蠶種原保育及營運之現況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是臺灣唯一之家蠶種原庫，目前保育有家蠶種原 136 個品系

( 種 )，遺傳資源豐富且具多樣性，其中包括具特殊幼蟲斑紋、繭形、繭色及卵色等之珍

貴種原，為臺灣科學研究及發展家蠶相關產業應用之重要基礎。為永續維持家蠶種原，

本場每年需進行家蠶種原繼代及保存 2~4 個循環，全年飼育蠶頭數高達 14 萬隻以上，

繁殖總蠶卵數達 2,000 萬粒以上。

圖一、家蠶種原庫飼育周年循環圖 圖二、本場保有多種特殊斑紋家蠶

研究人員 : 詹雲貞 *、盧美君
*E-mail:cyc@mdais.gov.tw 

Conservation and Application Current Status of silkworm germplasm in Taiwan

表一、周年種原繁殖統計表

表二、周年推廣種繁殖蠶卵統計表

蠶  期 飼育頭數 ( 隻 ) 繁殖蠶卵數 ( 粒 )

春（4-6 月） ＞ 70,000 ＞ 952 萬

秋（9-11 月） ＞ 70,000 ＞ 952 萬

夏（6-8 月） ＞ 2,000 ＞ 35 萬

冬（11- 翌年 1 月） ＞ 2,000 ＞ 35 萬

總  計 ＞ 144,000 隻 / 年 ＞ 1,974 萬粒 / 年

蠶  期 品系 ( 種 ) 繁殖蠶卵數 ( 張 / 粒 )

春（4-6 月）

華農 × 華豐
華豐 × 華農

15 張 (14,000 粒 / 張 ) 

瀛國 × 瀛富
瀛富 × 瀛國

15 張 (14,000 粒 / 張 ) 

秋（9-11 月）

華農 × 華豐
華豐 × 華農

15 張 (14,000 粒 / 張 )

瀛國 × 瀛富
瀛富 × 瀛國

15 張 (14,000 粒 / 張 ) 

總  計 60 張 (84 萬粒 / 年 )

表二、周年推廣種繁殖蠶卵統計表

圖三、桑樹修剪管理 (左上)、摘取桑葉 (右上)、
繼代餵飼家蠶 ( 右下 )、蠶蛾產卵 ( 右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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