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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属蔷薇科植物，营养价值丰富，被誉为“水果皇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果实鲜美，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草莓难以在野外过冬，因而目前冬季草

莓以大棚栽培为主，大棚内环境相对密闭，湿度大、空气流动性差，且缺少自然授粉媒介活动，

并不利于草莓授粉受精。因此，需要采用人工授粉或者蜜蜂授粉的方法来提高授粉效率，但人工

授粉费时费力，且效果不理想，蜜蜂授粉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节约人工授粉劳动，还可

避免激素喷花带来的化学残留。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贵州省草莓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草莓种植户采用购置或

租用蜜蜂为草莓授粉，但因缺乏授粉蜂群管理技术，往往在草莓开花中后期蜂群就已衰败，不能

满足大棚内草莓授粉需求。用户不得不第二次购进蜜蜂来授粉，增大了授粉开支，还容易错过部

分花朵的最佳授粉时机，导致部分用户对蜜蜂授粉增产作用产生质疑。其主要原因在于棚室草莓

花期授粉时间较长，授粉期4～5个月，草莓授粉期间天气逐渐变冷，其环境条件和蜜粉源植物均

不利于蜜蜂繁殖活动。在草莓生产期，蜜蜂已进入低温越冬状态，蜂王停止产卵，工蜂进入休眠

阶段，蜜蜂转入草莓棚后，快速解除了蜜蜂越冬期，蜜蜂进入兴奋状态，大量蜜蜂涌出蜂箱进入

棚内，造成蜜蜂大量撞棚死亡。

一、蜂种选择

贵州省草莓花期从11月至次年5月，花期短、花蜜花粉少，且草莓开花期间贵州多数地区处

于寒冷潮湿天气，气温较低，持续时间长，需选择耐低温、嗅觉灵敏的蜂种才能较好完成授粉。

而中蜂是贵州省人工饲养的主要蜂种，善于采集零星蜜源、消耗饲料少、易于管理、耐低温（10℃

左右仍能正常采集飞行），是冬季及早春温度较低状态下设施草莓授粉效果最佳的蜂种
[1]
。

二、授粉蜂群群势配置

蜂群的群势对于大棚授粉尤为重要，需根据草莓棚面积，合理确定蜂群群势，避免因授粉

过度或授粉不足而影响草莓产量。贵州省属于高原地区，土地破碎，单个草莓棚面积平均在200～

300m
2
，蜂群群势需控制在2脾（蜂箱尺寸为41cm×41cm），蜂量过多，容易导致授粉过度而影响

授粉效果，导致产量降低，当棚内面积小于200m
2
或多于300m

2
时要适当减少或增加蜂量。配置的

授粉蜂群要有大量的封盖子和幼虫，以提高蜂群采集积极性，同时每框巢脾上要有5～7cm宽的封

盖蜜和2～3个巢房高的花粉圈，确保蜂群的健康发展。

三、蜂群进场时间及摆放

当草莓棚内花开3%～5%，喷药5天后，适时安排蜜蜂进棚。蜜蜂进棚时间宜安排在傍晚或夜

间，蜜蜂进场稳定后于早晨6∶00～7∶00打开巢门。研究表明，在设施环境下，蜂箱摆放的位置

对蜂群的活动有重要影响，蜂群摆放位置与蜂群活动规律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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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草莓种植户将蜂箱坐

北朝南摆放在大棚中部靠近过道处，但在推广示范中发现将蜂群坐西朝东摆放，蜜蜂的出勤时间

早，且出勤率最高，可提高蜜蜂授粉效率。这可能与太阳升起直接照射到蜂箱，使蜂箱内温度升



高促进蜜蜂提前出巢有关，因此蜜蜂摆放时可根据大棚建设，摆放在能使蜜蜂最早照射到太阳的

位置，可延长蜂蜜有效采集时间，提高授粉效率。此外，蜜蜂摆放时置于30～50cm支架上，既方

便蜂群检查管理，又可防潮防蚂蚁。

四、蜂群保温

温度是影响蜜蜂出勤的重要因素之一，蜜蜂维持箱内温度稳定后才会有蜜蜂外出采集。在

草莓盛花期，贵州省长期持续阴雨天气，气温较低，蜂群未进行保温，蜜蜂出勤率较低，授粉效

果不佳。因此，为提高草莓授粉效率，蜂群进棚稳定3～4天后，在巢框两侧放入泡沫板或衣物填

充等方式加强授粉蜂群保温，一方面促进蜜蜂提前出勤，另一方面减少饲料消耗，避免蜜蜂低温

冻伤。但因棚内湿度过高，使用衣物保温容易发霉，会影响蜂群健康、导致蜂病流行，因此使用

泡沫保温更方便卫生。此外，根据蜂量变化，调整蜂群群势，保持蜂脾相称有利于维持蜂群温度

稳定。

五、蜂群饲喂

在草莓初花期，为提高蜜蜂访花积极性，少量饲喂使用草莓花浸泡2小时的糖水奖

励饲喂蜂群，刺激蜜蜂采集草莓花，提高蜜蜂访花效率。贵州省草莓花期持续5～6个

月，90%以上草莓种植户选择采用蜜蜂进行授粉，但因缺乏饲养管理，营养饲料不足，

蜂群进棚1～2月后蜜蜂死亡较多，蜂量不足或群蜂死亡（如图1所示），严重影响草莓

授粉，未达到预期授粉效果。草莓花蜜、花粉较少，不能满足蜂群繁殖需求，因此在

蜜蜂授粉期间需定期补充饲喂糖水（糖水比例为1∶1），以保证蜜蜂生存需求。在推

广示范中，为方便草莓种植户及时补充饲喂糖水，设计了糖水箱外自动饲喂装置（如

图2所示），可减少对蜂群干扰，同时方便农户操作。

花粉是蜜蜂饲料中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唯一来源，是蜂群繁殖培育幼虫的主要食物

之一。因此，除饲喂糖水以外，还需补充花粉饲料，满足蜂群繁殖后代的营养需求，才能延长蜂

群授粉服务时间。

六、农药危害预防

蜜蜂对农药敏感程度极高，滥用或误用农药都将对蜜蜂产生严重威胁，在蜜蜂传粉期间使

用农药直接影响授粉蜂群安全，将导致草莓因授粉不充分而产量降低、品质下降。因此，在喷施

农药前需将蜂群搬出棚内，通风透气2～3天后再搬回棚内。但多数草莓种植户在喷施农药期间未

将蜂群搬出棚内，导致蜜蜂大量死亡。为方便在喷洒农药期间对蜂群的管理，可在蜂箱前后两侧

分别开两个巢门，一侧朝向棚内，另一侧巢门安装管道通往棚外。授粉期间，打开棚内巢门关闭

棚外巢门，喷药时关闭棚内巢门打开棚外巢门，可有效降低农药对蜜蜂的伤害，也可减轻种植户



劳动力，方便操作（如图3所示）。

七、减少蜜蜂撞棚

蜂群入棚后，常出现蜜蜂撞击大棚，其原因在于蜜蜂的趋光性，且棚内空间有限，蜜粉不

能满足蜜蜂采集需求。撞棚蜜蜂聚集在大棚内阳光充足的地方，2～3天便会相继死去，导致蜂群

群势大幅度减弱。为减轻蜂群的损失，一方面合理配置蜂群群势，蜜蜂入棚后打开防虫网，让蜜

蜂逐步适应后再放下防虫网，减少蜜蜂撞棚死伤；另一方面在授粉棚内设蜜蜂采水点，并水中放

入木棍等漂浮物方便蜜蜂采集，防止蜜蜂外出采水撞棚死亡。

在设施栽培条件下，利用蜂类传粉已成为草莓丰产的必备措施。为了进一步提高草莓蜜

蜂授粉效果，需从草莓栽培、农药使用及蜂群管理出发，根据草莓情况合理配置授粉蜂群，

并进行适当饲养管理，才能提高蜜蜂授粉率，增加草莓产量。现结合贵州省草莓蜜蜂授粉推

广实践，从蜂种选择、授粉蜂群群势配置、蜂群进场时间及板房、蜂群保温、蜂群饲喂、农

药危害预防等方面探索提高草莓大棚中蜂授粉效率的方法和策略，以期为冬季设施草莓蜜蜂

授粉增产提供参考依据，充分发挥蜜蜂授粉作用，保证大棚草莓优质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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