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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南充蚕具研究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主要研制、生产创艺系列省力化蚕业机

具和农产品干燥设备。公司拥有18项专利。有20条生产线，已形成年产多功能塑料编织蚕网500万平方米，省力化蚕台5万

套、塑料蚕蔟100万片。纸板方格蔟1500万片，自动切桑机10000台，自动循环热风烘茧机200台，桑枝粉碎机1000台，剪伐机

1000台的生产能力。同时成功研发出蚕蛹烘干机、丝棉、条吐、长吐、汰头悬挂式烘干机和多功能移动式蚕房用于小蚕共育、

大蚕室外饲养。

201 1年，桑树剪伐机入选国家农机补贴目录；烘茧机、切桑机、桑枝粉碎机、稚蚕饲育机分别入选了四川、广西、安徽、

云南、陕西等12个省(自治区)农机补贴目录。

2013年公司推出专利产品——智能型小蚕饲养机，彻底扭转蚕业工作对劳动力要求高和比较效益低的不利局面，同

时公司开始研制大蚕自动饲养设备和快速采桑机，目前已进入小试阶段。

公司研发生产的创艺系列 ，适用范围广、兼容性强、规格齐全、适用于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烘干。

欢迎新老客户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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