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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蜜一号”蜜蜂配套系生物学特性 
 及生产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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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蜜 蜂（Apis mellifera Linnaeus） 于 20 世 纪

初年被引入到我国，引进蜂种有意大利蜜蜂（Apis 
mellifera ligustica Spinola） 和 卡 尼 鄂 拉 蜂（Apis 
mellifera carnica Pollmann）等优良品种，在生物学特

性和生产性能上具有群势强、分蜂性弱、蜂蜜产量高

及区域分布广泛等优良性能，目前在我国大量饲养，

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研究价值 [1]。但西方蜜蜂仍

没有完全适应中国的环境，脱离人工饲养，西方蜜蜂

在野外生存率低。为加强西方蜜蜂对全国各地环境的

适应性，国内选育出晋蜂 3 号蜜蜂配套系、长白山 5

号蜜蜂配套系和喀（阡）黑环系蜜蜂品系等适合华北

地区、南方、北方等地区饲养的蜂种 [2]。然而蜂螨是

西方蜜蜂最主要的病虫害之一，对蜂群饲养管理和蜂

产品产量及质量具有一定的危害和影响。“中蜜一号”

蜜蜂配套系属抗螨高产蜂种，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

究所针对蜂螨抗性这一性状进行了多年培育。“中蜜

一号”配套系具有蜂蜜产量高、抗螨能力强、性情温

驯的特性，其适合我国大部分地区饲养 [3-5]。

江西省位于我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是我

国江南丘陵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覆盖率达 63.1%，

居全国第二，蜜粉资源丰富，蜂蜜品种主要为山乌桕

蜜、树参蜜、百花蜜、野桂花蜜等 [6]。在不同生态环境、

气候和蜜源条件下测定“中蜜一号”蜂种的生物学性

能和生产性能，对于蜂种的应用推广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山乌桕系大戟科乌桕属乔木或灌木 [7]，广泛分布

于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江西省主要大宗优质蜜

源植物之一 [8]，多生长于海拔 420 ～ 1600m 的山谷或

山坡处。山乌桕花期 5 月中下旬至 6 月下旬，群体花

期维持在 30~40 天，泌蜜期 20~25 天，花序数量多，

蜜腺发达且无明显的大小年现象，泌蜜量大。本试验

对山乌桕花期“中蜜一号”的生产性能和生物学特性

进行观测，并通过周年饲养来科学评价和分析蜂种适

应性，为蜂农取得稳产高产和蜂种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一、材料与方法
1.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期间为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8 月。蜂群在

江西省南昌县“中蜜一号”保种场进行越冬和春繁，

在山乌桕花期将蜂群转场至宜丰县官山保护区和弋阳

县蜂源养蜂专业合作社弋龟峰养蜂基地，山乌桕花期

结束后，蜂群转场至南昌市进贤县秋繁。

2.蜂群管理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引进良种“中蜜一

号”蜂王，在春繁初期培育种用雄蜂并控制非种群蜂

群内雄蜂的繁殖，进行培育蜂王和更替非“中蜜一号”

蜂王。初始群势进行平衡定群，保持各试验蜂群群势

相当。蜂群在山乌桕生产期结束和越冬期统一进行断

子治螨，待蜂群内封盖子完全出房后采用双甲脒等化

学制剂进行治疗，扣王时间不低于 24 天。

3.蜂群生物学特性的测定

摘  要：为科学评价“中蜜一号”蜜蜂配套系在江西省种群适应性，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团

队培育的“中蜜一号”，在江西省测定生物学特性和山乌桕花期的生产性能。结果表明：“中蜜一号”蜂

种在江西省进行周年饲养，生物学性能稳定，春季产卵量平均在 1400 个左右，山乌桕花期的成熟蜜产量可

达到 4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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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蜂群日产卵量的测定

蜂王日产卵量测定一般用有效产卵量即封盖子数

来表示。西方蜜蜂的蛹期为 12 天，试验期间，每隔

12 天观察并记录各试验蜂群的封盖子量，共计 4 次。

采用被细线分割为 5cm×5cm 方格（每格约 100 个巢

房）的巢脾框统计各蜂群的封盖子数，并计算相应蜂

群日产卵量，计算公式如下：日产卵量（粒 / 天）=

产卵量格数 ×100/12。

（2）蜂群分蜂性的测定

在春繁时期开展分蜂性测定，试验蜂群在同一时

间检查管理，统计蜂群发生分蜂热的规律及分蜂数。

（3）蜂群蜂螨的测定

试验蜂群在夏季末和越冬前进行蜂螨的防治，周

年饲养的常规管理过程中测定蜂螨的寄生率。每群蜂

取样 100 只工蜂，用无水乙醇浸泡，进行统计蜂螨的

数量。

4.蜂群产蜜量的测定

连续 2 年在山乌桕流蜜后期测定试验蜂群封盖蜜

的产量。

5.数据的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及统计学分析，

采用 One-Way ANOVA 的 TuKey 法对春繁阶段蜂群日

产卵量进行显著性分析。当 P ＜ 0.05 时，差异达到

显著水平；P ＜ 0.01 时，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二、结果分析
1.蜂群生物学特性的测定

（1）蜂群有效日产卵量

在春季繁殖阶段，中蜜一号和本地意蜂群势均为

11 框，蜂王有效产卵量均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

中蜜一号的产卵量总体高于本地意蜂蜂王的产卵量，

且第 0~12 天的日有效产卵量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05）。第四次测量接近 6 月中旬，可能由于气温

过高影响了蜂王产卵的积极性。

（2）蜂群分蜂性

在蜂群的周年饲养管理中，分别记录中蜜一号和

意蜂蜂群的分蜂性能（表 2），试验蜂群各 20 群。结

果表明，在相同条件管理下，中蜜一号试验蜂群有 3

群发生分蜂，分蜂率达到 15%；本地意蜂试验蜂群有

4 群发生了分蜂，分蜂率达 20%；相比较中蜜一号分

蜂性能低于本地意蜂，蜂群的分蜂热主要集中在春繁

期的 4~5 月。

（3）蜂群抗螨力

试验蜂群在山乌桕生产期，对蜂群开展了蜂螨

抗螨力的性能测定（表 3）。结果表明，中蜜一号试

验蜂群的大螨平均寄生率为 0.84%，小螨平均寄生率

为 2.09%；本地意蜂试验蜂群的大螨平均寄生率为

1.64%，小螨平均寄生率为 1.87%。其中，中蜜一号

的抗大蜂螨能力高于本地意蜂，小螨的抗螨力两者相

近，均低于健康蜂群蜂螨寄生率 5%。

2.蜂群生产性能的测定

“中蜜一号”试验蜂群在山乌桕花期，平均产蜜

量为 38.3±4.62kg；蜂群单产最高为 41.5kg；蜂群最

低单产为 35kg。在弋阳县蜂源养蜂专业合作社弋龟峰

的试验蜂场，利用试验蜂群生产巢蜜，整个花期可以

生产 45 盒 1 斤装的巢蜜。

三、讨论
（1）温度和蜜粉源植物会影响“中蜜一号”产

卵量。温度是影响蜜蜂个体发育及蜂群生活的主要因

素之一，会影响蜂王的开产时间和产卵量，同时蜜粉

源植物也会影响蜂王的产卵量 [9]。南昌位于江西的中

北部，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季多为低温、湿冷

天气，且持续时间较长，直至 4 月份气温才回升明显，

“中蜜一号”蜂王产卵量稳定，且蜂场周边的紫云英、

蜜柚进入盛花期，蜜蜂出巢采集积极，时至 6 月份平

均气温达到 30℃以上，蜂王产卵量下降严重，蜂群群

势也下滑明显。试验表明“中蜜一号”蜂王产卵节律

性很强，呈现出两高和两低的变化模式。

（2）蜂蜜和蜂王浆产量是蜂群的主要生产性能

测定指标。研究者从品种、蜂箱、蜜源植物和饲养方

式等多角度展开蜂群生产性能的研究 [10-12]。“中蜜一

测定蜂种 第0~12天 第13~24天 第25~36天 第37~48天
中蜜一号 1347.84±68.82Ab 1439.58±110.63Aa 1531.25±51.08Aa 1333.33±95.99Aa
本地意蜂 1147.92±117.92Aa 1218.75±308.70Aa 1358.33±239.79Aa 1341.67±126.38Aa

蜂种
分蜂群数

分蜂率/%
5月 7月

中蜜一号 2 1 15
本地意蜂 4 0 20

蜂种
蜂螨寄生率/%

大螨 小螨
中蜜一号 0.84 2.09
本地意蜂 1.64 1.87

表1 2种试验蜂群有效日产卵量

表2 蜂群分蜂性

表3 蜂螨寄生情况

注：同列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含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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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蜜蜂配套系在山乌桕花期采集性强、可维持强群，

但仍不能忽视蜂螨的防治，蜂螨是一类严重危害蜜蜂

健康的寄生虫 [14]。蜂螨的消长与外界环境温度、湿度、

季节和群势等因素相关 [14-16]。试验发现，大蜂螨和小

蜂螨并存于蜂群中，山乌桕生产期结束后，高温高湿

条件利于蜂螨繁殖，蜂群群势下降严重。我们也遇见

蜂场在采蜜期结束后蜂螨危害严重，蜂箱外有较多的

工蜂或残翅蜂爬行等现象，蜂群采集能力极速下降。

建议西蜂场在山乌桕花期结束前转场至秋繁场地，对

蜂群及时进行蜂螨防治，有助于恢复群势进行五倍子

蜂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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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24 日，欧洲议会收到了一份百万人

强烈请愿书，要求禁止合成农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为期四个小时的听证会上，这份名“拯救蜜蜂和农民，

建立蜜蜂友好型农业，创造健康环境”的请愿书正式

提交给了欧洲议会的环境和农业委员会。

“拯救蜜蜂和农民”倡议，已有超过 100 万名欧

洲公民在上面签字，强烈倡议，国际蜂联（Apimondia）

也是该倡议的合作伙伴之一。据悉，这是第 7 个正式

的欧洲公民倡议（ECI），ECI 是《里斯本条约》建

立的一个民主工具。

欧盟委员会表示，ECI，以及之前一些相似组织

者提出的 ECI 关于农药的倡议，促使欧盟提出了欧洲

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农药减排 50% 的建议，政

府还提出一项《自然修复法案》。ECI 组织者在听证

“拯救蜜蜂和农民，建立蜜蜂友好型农业，  
 创造健康环境”
  ——数百万人向欧盟议会递交请愿书

会上警告称，这两项提议目前都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

严重威胁。

根据最近的官方民调显示，农药残留是欧洲人民

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Superbear│摘译   陈黎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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