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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值後，體內會排出大量的代謝物，由於體內

絲腺的膨大，此時的家蠶全身呈透明狀，且開始

不停地游走爬行，尋找結繭的場所。吐絲結繭是

家蠶的一種本能，其行為的發生並不是受外界環

境刺激所引起的，而是家蠶內在生理因素所控制

的，直接控制家蠶吐絲結繭行為出現的因子為血

淋巴中蛻皮激素的濃度，此激素濃度之升高，會

誘發家蠶吐絲結繭。作繭前會先吐絲拉線，固定

繭的外架，再正式作繭。

蠶繭的外部形態因品種不同，差異極大，繭形

可分為橢圓形、束腰形及紡錘形等多種類型，中

國種繭多為橢圓形（圖3），日本種繭多為束腰形

（圖4），至於一代雜交種的繭形，一般呈兩者之

中間形，繭的形狀和大小也是家蠶重要的經濟性

狀。另外，在突變體中也有完全不吐絲的裸蛹。

除了繭形之多樣性外，蠶繭也有不同的顏色，

主要有白色、黃色、肉色、淡綠色等（圖5至圖7），

繭的顏色主要來源於桑葉，由於蠶品種不同，蠶

體內消化管和絲腺對色素的吸收、透過量或合成

能力而有差異，以致於雖食下同一種桑葉，然而

卻結成不同顏色的繭。如某些白繭種，因消化管

壁不能透過色素物質，因此體液和繭絲都不能著

色。黃繭的色素主要由胡蘿蔔素和葉黃素透過消

化管和絲腺壁而形成的，這種色素主要存在於外

層絲膠中，繅絲過程中除去絲膠，色素也絕大部

分被除去。淡綠色繭和肉色繭的色素主要則由於

桑葉中的葉綠素和紅色素進入蠶體後重新合成，

葉綠素和紅色素不僅存在於外層絲膠中，而且滲

透到內層絲素中，繅絲過程中即使除去絲膠，還

是會殘留相當的色素。

將熟蠶放在平坦的地方，因為不能搭起營繭的

支架，所以不能正常吐絲結繭，熟蠶不斷爬行尋

找營繭場所而未果，最後蠶終於放棄搭支架營繭

的本能程序，而在其周圍的平面上吐絲，這種在

平面上吐的絲又稱平面繭或平板繭（圖8）。

家蠶多樣性的保育與研究

以上介紹的家蠶與繭的多樣性僅為家蠶在發

育、斑紋、食性及蠶繭方面的一小部分，家蠶是遺

傳學研究最為詳盡的少數農業生物之一，多樣性

極為豐富，現有研究記錄的家蠶形態、生理、生

化及行為的突變體有近500個，這些重要的家蠶

遺傳資源也大大促進了科學家們在昆蟲遺傳、生

理、生化學方面及現代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在

家蠶多樣性的保育方面，各國也都非常重視，在

日本，由九州大學及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遺傳資

源中心（位於山梨縣）分別持續對800及540個家蠶

品系（種）進行保存和研究，

在中國大陸由西南大學

（位於重慶）及中國農科院

蠶業研究所（位於江蘇省

鎮江市）進行相關的保育

工作，而在臺灣則由苗栗

區農改場對136個家蠶品

系（種）持續進行保育工作，

而科博館已經將數十個重

要的家蠶突變體置放於液

態氮中保存，以維護臺灣

重要的遺傳資源。 

在蠶的下顎瘤狀體上有感知忌避性因子的感覺細

胞，因為桑葉中沒有該種物質的存在，故家蠶對

桑葉有特別的嗜好（圖1）。

家蠶的食性由遺傳基因所控制，日本學者利用

X射線、60
Co或γ射線等誘發食性相關基因的突

變，從幾百萬隻個體中獲得了數隻帶有食性異常

基因的個體，且成功地加以保存及不斷地改良其

性狀從而培育出既吃桑葉又吃柿子、蘋果、香蕉

等多種水果及許多植物葉的家蠶，這一類家蠶又

稱為食性異常蠶或廣食性蠶（圖2）。研究顯示，該

類家蠶觸角上的嗅覺感應器因突變基因的存在變

得沒有像一般家蠶那麼靈敏，桑葉對牠們來說就

沒有那麼香甜可口了。某些廣食性蠶是由於味覺

感覺細胞喪失了對避忌物質的感覺機能，因此也

稱為味盲蠶。

家蠶的結繭與繭的多樣性

在5齡後期，當家蠶食下足夠的桑葉及體重達到

家蠶食性的多樣性

一般來說，家蠶的食物主要為桑葉，但家蠶也

能取食桑科的柘、楮和菊科的蒲公英、萵苣等，以

及榆科的榆等少數植物的葉。但桑樹以外的植物

葉，難以使家蠶健康地生長發育及繁殖後代。家

蠶取食桑葉主要因為桑葉中存在一系列化合物吸

引家蠶、誘發其咬食葉片，這些物質包括使蠶發

生趨食行為的誘食因子、引起蠶發生咬食桑葉行

為的咬食因子，以及使咬食行為持續進行的吞咽

因子等。另外，蠶對食物的選擇性，不僅取決於上

述一系列物質的有無，還取決是否含有抑制食慾

的忌避性因子，其主要成份為具有苦味的生物鹼，

家蠶與繭的
多樣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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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日本種繭多為束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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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國種繭多為橢圓形

圖2 廣食性家蠶

圖1 桑葉是家蠶最主要的食物來源 圖5 黃繭

圖6 肉色繭

圖7 淡綠色繭

圖8 熟蠶正在平板上吐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