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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授粉服务设施蓝莓种植产业的
优化路径
龚志文│文

红河学院应用技术研究院，蒙自 661199

一、背景综述

自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一直努力坚持走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道路。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

倡导和践行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理念让人们吃到了更

多绿色放心的生态农产品，蓝莓便是其中一个新兴农

产品的代表。蓝莓因其具有独特风味及较高营养价值

而备受人们的青睐，该种植产业也因市场需求的不断

上升而得到了向好发展。如今，蓝莓在一些地方已

经实现了现代化规模种植，就云南省而言，因其得

天独厚的优势而被认为是我国最适合蓝莓种植的地

区，种植面积超过5000 hm2，年产量达30000 t，主

要分布在红河州地区和昆明地区，其他地区种植面

积相对较小。

人工干预条件下进行蜜蜂授粉是一项对提高蓝

莓产量和果品质量非常有效的措施，国外已经具有成

熟全面的蜜蜂授粉产业服务，我们国家则起步较晚，

当前采用的蜜蜂授粉方式服务蓝莓种植虽然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仍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不断消

除不利因素、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率，方能为

蓝莓种植产业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基于此，结

合本人作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蓝莓种植产业的经

历，从科技服务的视角，将所感所想分享出来与同行

一起交流，以期为蜜蜂授粉服务现代设施农业提供更

好的解决方案，共同推动蜜蜂授粉行业的发展，促进

设施农业的进步。

二、当前设施蓝莓蜜蜂授粉面临的困境

1.种植人员队伍综合素质偏低

云南省目前有几家是以公司名义发展的蓝莓种

植企业，多数还是以个体种植户为主且大多是农民出

身。作为蓝莓种植主体的个体种植户，其综合素质偏

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水平偏低。对于现代设施农业的从业

人员，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前沿的经济发

展理念。该群体中有一些人具有相关专业大中专毕业

的求学经历，在种植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大多数还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群体，甚至很多具体负责种植管理的人群仅有初中或

者小学学历，对很多种植技术和管理理念难以理解和

接受。

（2）年龄结构不合理。通过观察和了解，当前

从事设施蓝莓种植的人员，以40~60岁年龄阶段的居

多，仅有少部分年轻人参与，很多年轻人由于生活理

念问题不愿意从事农业行业，导致劳动力规模和年龄

结构产生偏差。

（3）专业水平不够。根据对蓝莓种植人员的了

解，有一些从事蓝莓种植的农户在蓝莓种植产业的

起初阶段就开始种植，经过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而更多是发现蓝莓种植产业的经济效益较

好而跟风种植的人群。以上人员总体呈现出对蓝莓

种植专业技术掌握不够全面，对应用蜜蜂授粉技术

基本不了解。

2.设施大棚蜜蜂授粉的技术难题仍未解决

蓝莓因其花蜜量较大，是蜜蜂比较喜欢采集的一

种蜜源植物，加上在设施大棚中开花泌蜜较为规律统

一且浓度较高，对蜜蜂采集蓝莓花蜜的积极性有良好

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际应用蜜蜂进行授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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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总结为以

下几点。

（1）蜜蜂撞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设施大棚主

体部分一般高度不会超过5m，空间限制会对蜜蜂的飞

行形成束缚，出现授粉蜜蜂撞棚明显的现象，相较之

下连幢大棚中蜜蜂撞棚虽无独幢大棚明显，但因其受

内部空间和通风限制而让蜜蜂的死亡率更高。常规的

一些做法如调整蜂群的结构以加大适龄幼蜂的比例仍

不能很好解决蜜蜂撞棚现象。

（2）大棚昼夜温差较大影响蜂群健康。一些设

施大棚设备没那么好，没有配备温湿控制系统，白天

大棚内因为空气流通问题而温度相对较高，晚上温度

又不能很好控制，形成较大的温差。蜜蜂虽然是变温

昆虫，但是蜂群内部的温度十分恒定，较大的昼夜温

差对蜜蜂的健康尤其对幼虫的发育极为不利。

（3）农药使用难以完全消除对蜜蜂的影响。虽

然在设施大棚中对蓝莓害虫的防治能较好地控制，但

仍然会出现病虫害的情况。蓝莓花期较长，需要不定

期进行农药喷洒。在喷洒农药的前一天晚上将蜂群移

出大棚或者将蜂群巢门关闭，一天或两天后再让蜜蜂

进行授粉。尽管如此，如操作不当，大棚内和花蜜中

农药的残留仍然会引起蜜蜂中毒，影响整个蜂群的健

康。

3.授粉蜂群的管理不到位

在对蜜蜂授粉蓝莓种植农户的科技服务过程中，

发现很多种植人员对引入蜜蜂授粉及相应的管理基本不

懂，甚至完全没有概念。一些种植农户也曾经尝试过蜜

蜂授粉，但由于不懂管理技术而最终选择了放弃。

（1）对专业基础认识不足。很多蓝莓种植人员

都没有接触过蜜蜂，对蜜蜂的生长习性和生活习性完

全不了解。如温度控制对蜜蜂生长发育的重要性，蜜

蜂容易发生哪些病虫害并如何进行救治，蜜蜂的趋光

性对大棚授粉蜜蜂的影响，蜜蜂采集花蜜的习性等。

同时他们对蓝莓本身认识也不足，对蓝莓开花泌蜜的

规律掌握不到位。这些基础知识掌握不够，对蜜蜂授

粉技术服务造成困难，如不知道什么时候引入蜜蜂最

合适，引入多少蜂群最合适，什么时候不能打药，什

么时候打药对蜜蜂采蜜影响最小，打药后什么时候让

蜜蜂重新采集授粉等。

（2）缺乏蜂群管理知识。一是蜂群温度控制管

理不到位。没有用标准或者适当的授粉蜂箱来管理蜂

群，蜜蜂居住空间过大，造成蜂群控温不好；在闷热

天气没有加强通风，导致蜜蜂不能很好地散热。蜂群

温度控制不好，增加蜜蜂的负担，不利于幼虫发育，

加剧蜂群衰弱。二是农药喷洒与蜂群采集之间的冲突

管理不到位。没有把握好喷洒农药与开关巢门的时间

控制，导致花蜜中农药残留过高蜜蜂中毒死亡。另

外，喷洒农药过后未及时通风或者通风不够，空气中

农药残留过高同样会造成蜜蜂中毒。三是对蜂群本身

管理不到位。因不懂养蜂技术，对蜂群的饲养管理不

足，造成蜂群不能健康发展，甚至引发病害，群势很

难维持。补充子脾维持蜂群或者对衰弱的蜂群直接丢

弃更换新群无疑增加了养蜂成本。另外，对蜜蜂撞棚

现象完全没办法处理，任由蜜蜂撞棚死亡，也不懂蜜

蜂追逐光源的习性，在大棚旁边装有路灯，加剧了蜜

蜂撞棚现象的发生。四是对混合蜂群授粉认识不到

位。有些种植户虽然有了一些蜜蜂授粉的经验，但是

对不同蜂种的认识不全面，采用同样或者类似的管理

方式，布置蜂群的时候也未根据蜂种的个性来安排，

造成蜜蜂授粉效率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五是大棚通风

管理不到位。除了上述通风不到位对蜜蜂的影响之

外，如果大棚通风没有做好，大棚当中高温高湿环境

会对蜜蜂形成巨大的压力，容易诱发和感染病害。

（3）对授粉效率的认识不足。一是对所种植的

蓝莓引入多少蜂群没有确切的认识。蜂群引入少了，

蓝莓的授粉效率不够高，座果率不理想；蜂群引入多

了，造成蜜蜂资源的浪费，增加了成本。二是蜂种搭

配不当。这个问题主要针对不止一个蜂种进行授粉的

情况而提出的。采用单一蜂种如仅用东方蜜蜂、西方

蜜蜂或者熊蜂进行授粉，授粉效率不高；懂得混合蜂

种授粉的好处但不懂每个蜂种的授粉习性，也难以达

到理想的授粉效果。

三、设施蓝莓种植实现蜜蜂高效授粉的优化路径

1.加大政策和技术支持

倡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背景下，在政

策层面上可以对如蓝莓种植这样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

进行一定补助，对需要进行蜜蜂授粉的作物如蓝莓配

套一定的蜂群购买补助，激励和促进蓝莓种植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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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绿色发展。加强科技服务力量支持，国家和政府

相关部门应该继续优化政策措施，增加科学技术服务

帮扶。其中科技特派员制度就是很好的政策措施，它

能够在短时间内最直接建立技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桥

梁，优化和完善科技特派员支持和管理制度将能够更

好服务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更好更快推动农业

经济的绿色转型。

2.提升蓝莓种植人员的专业素质

（1）提高科技特派员扶持力度。科技特派员服

务可以做到点对点的精准技术服务，与种植人员直接

面对面交流，能在第一时间以第一视角了解具体情

况，蓝莓种植人员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接受和掌握核心

技术，真正实现技术和服务高效运行和转化。

（2）增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科技特派员在具

体服务过程中，毕竟受众面窄，辐射面小，难以将专

业技术传递到广大种植群体中。针对这一情况，可以

形成从政策上进行引导、蓝莓种植所在区县组织、相

关农业部门承办、有意向的相关农资企业协办、农业

技术人员和科技特派员授课的完整配套服务措施，将

蓝莓种植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接受蓝莓种植的系统专

业知识学习。

3.优化大棚设施与蜜蜂授粉方式

（1）优化大棚设施。如今，有一部分蓝莓种植

大棚已经拥有了现代化设施，如水肥一体化的全自

动滴灌系统、全自动或者半自动农药喷洒系统、温

湿度控制系统等。然而，即便是如此现代化的设施

大棚，仍然有不少蜜蜂撞棚。基于这种情况，结合

蜜蜂的生活习性，可以适当增加大棚的高度、适当

增加通风设施或措施、远离光源，尽量避免或减少

撞棚现象的发生。

（2）优化蜜蜂授粉方式。一是合理安排蜜蜂蜂

种。可以优先采用东方蜜蜂与熊蜂按照1∶1的数量

配比组合，交叉均匀分布在设施大棚合理位置；西方

蜜蜂与熊蜂可以采用同样处理方法。二是合理进行补

充饲喂。尤其是在非盛花期，可以增加一定的补充饲

喂，这样能保障蜜蜂基本的食物供给，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弱蜜蜂因另找食物源而发生撞棚的现象。

三是增加蜜蜂与大棚设施之间的协调适应性。掌握

蜜蜂的生活习性，合理调整大棚内农药喷洒、温湿

度控制和通风处理等的时间安排和强度控制，让蜜

蜂更舒适地生活在大棚中，情绪更加稳定，这样可

以提高授粉效率。

4.加强授粉蜂群管理

（1）加强蜂群病害防治管理。一是引入前病害

检查。在引入设施大棚之前，对蜂群进行病害专项检

查，不要将带病害的蜂群引入授粉。二是预防病害发

生。使用干净的蜂箱、用干净的水配制糖水、为蜂群

提供干净的水源、尽量不要用老旧巢脾。三是病蜂、

死蜂及时处理。将病蜂及死在蜂群内部和大棚里面的

蜜蜂及时清理，以免引发病害感染健康蜂群。

（2）加强蜂群日常管理。一是随时观察蜂群群

势。由于蓝莓花期相对较长，需要蜜蜂长时间为其授

粉，蜂群群势不稳定，因此需要随时观察蜂群情况，

及时添补子脾。二是保障食物供应。非盛花期时，可

能蜜粉源不足，这时候需要对蜜蜂进行补充饲喂，保

障蜂群的食物供给。三是害虫防治。对干扰蜂群和偷

盗蜂蜜的蚂蚁、蟑螂等害虫及时清理。四是及时开关

巢门。对农药喷洒前后都要掌握好开关巢门时间，让

蜜蜂尽量不会直接接触到农药。五是蜂群移位管理。

在非授粉期，可以将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蜂群移出大

棚集中管理，待下一次授粉使用。熊蜂在授粉花期过

后基本趋于衰亡，应该及时移除和清理。

（3）提升高效授粉适应性管理。一是提高蜜蜂

的采集积极性。引入大棚授粉前，增加子脾比例，幼

虫越多，蜜粉需求量越大，能够有效刺激蜜蜂的采集

积极性，从而提升授粉效率。二是适当调整蜂种比

例。熊蜂的授粉效率更高，花期前期可以以蜜蜂授粉

为主，在盛花期可以适当增加熊蜂蜂群的比例，这样

做的好处就是提升授粉效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节约

了授粉的成本。

四、结语

蓝莓产业如今已经实现高标准设施大棚种植并具

有相当的种植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需求。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致力于解

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是连接理论指导、

实践应用和成果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因此，在现代农业

技术的支持下，在科技服务的扶持下，面对当前市场的

需求，蓝莓种植产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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