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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是一种寡食性昆虫，专吃桑叶。随着气候的变化，大量的野外昆虫以桑树为宿主植物，

危害桑树，严重地影响了桑叶的产量和质量，并引发多种蚕病。为此，江苏生久农化有限公司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合作，研制出“生久”牌系列桑园专用农药。

“生久”牌系列桑园专用农药获得农业部农药检定所首家登记，对桑园害虫防治效果好，安全

性能佳，已成为国家禁用甲胺磷等高毒农药以及常规易中毒农药后的最佳替代产品。经全国大部

分蚕区的推广应用，深受广大蚕桑专家和蚕农的喜爱。

“生久”牌系列桑园专用农药已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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