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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生物制剂防治中蜂囊状幼虫病
效果分析
张贵谦   刘彩云   王谦   张力   田自珍│文

甘肃省蜂业技术推广总站/甘肃省养蜂研究所，天水741022

1 前言

为了解决中蜂囊状幼虫病的防治问题，同时避免

药物残留对蜜蜂和蜂蜜质量的影响。项目组在多方调

查和筛选后，选用黄芪多糖口服液，该产品由中药材

黄芪提炼，安全可靠，没有污染，没有药残，不伤蜂，

药品常温保存，使用方便。先后在福建、浙江、山西、

贵州、四川、江西、湖北、陕西等地推广试验，对中

囊病的治愈率达 95% 以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和好评，

但在甘肃没有进行试验，本项目计划在甘肃中蜂主产

区大面积试验，验证其在当地环境条件下的效果和安

全性，确保该产品的推广应用能够真正为甘肃中蜂产

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蜂群

试验地点选在甘肃省境内麦积、宕昌、岷县、徽县、

康县等 5 县区具有规模养殖的国家蜂产业体系天水综

合试验站 20 家示范蜂场内。试验蜂群规模 2000 群，

对照蜂群 1366 群。结合蜂场的实际情况，每个蜂场

的试验蜂群和对照蜂群安放位置没有严格区分开来，

相距 50m 左右放置，试验蜂群和对照蜂群都是随机选

取并做好标记。

2.2 试验药品

采用的中药生物制剂是黄芪多糖口服液，规格每

瓶 100mL。使用前，首先配制白糖水，按蜜蜂奖励饲

喂的比例，白糖∶水 =1 ∶ 1，500g 白糖兑水 500g；

然后配制药液，在上述白糖水中倒入 1 瓶药液，溶液

总量 1100g。使用时，采用直接饲喂法。预防蜂群每

群蜂 75g，每次喂 15 群蜂，隔日喂 1 次，3 次 6 天 1

个疗程。治疗蜂群每群 150g 饲喂，每次喂 7 群蜂，

隔日喂 1 次，3 次 6 天完成。上述为每群按 5 脾蜂用药，

若群势强弱不同，在此基础上灵活掌握。

2.3 试验方法

各试验蜂场气候等条件存在差异，导致试验时间

略有不同。大多数试验蜂群在 4 月上旬自然繁殖 2 代

子后，进行奖励饲喂时，结合使用药物进行预防。共

预防蜂群 2000 群。然后对试验蜂群和对照蜂群进行

观察记录，主要记录蜂群有无发病情况、群势增长情

况、分蜂情况、取蜜情况等，同时对生产的蜂蜜进行

化验分析，综合评价中药生物制剂防治中蜂囊状幼虫

病效果。

3  结果与分析

3.1 蜂群繁殖情况

3.1.1  施用药物前群势（表 1）

3.1.2  施用药物后 20 天群势变化情况（表 2）

3.1.3  结果与分析

用药组和对照组在施用药物前的基础群势中，用

摘  要：中蜂囊状幼虫病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一经感染极易蔓延流行，导致蜂群遭受损失。中蜂囊状

幼虫病的发生与气候、蜜源、饲料、蜂种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在防治上，强调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为了避

免中蜂囊状幼虫病的发生，探讨用中药生物制剂在春繁或秋繁时结合奖励饲喂蜂群，通过扶正固本、调节蜜

蜂机体免疫的策略，实现有病治疗、无病预防的效果，取得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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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结果与分析（表 4）

根据不同时期分蜂蜂群所占的百分比和卡方检

验结果显示：在大流蜜前 20 天以前的分蜂数，用药

组分蜂数占比 36.8%，对照组占比 30.09%，用药组比

对照组高出 6.71 个百分点，卡方检验差异极显著（p

＜ 0.01）。这表明该药物能促进蜜蜂提早发育，完成

分蜂工作，有利于流蜜期的管理。在流蜜的后期分蜂

数差异不显著（P ＞ 0.05）。

结果分析说明黄芪多糖在短期之内能够显著促进

蜂群的发育和繁殖，但在生产实践中，通常不主张进

行二次分蜂，因此，试验并未对第二次分蜂进行统计。

然而，对于黄芪多糖对蜜蜂分蜂影响的持久性，以及

是否会对蜜蜂的生存和工作积极性产生长期影响，仍

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该药

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对蜜蜂分蜂的影响，以便更好地

评估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效果。总之，对于黄

芪多糖对蜂群发育和繁殖的长期影响及其在不同环境

下的作用效果，需要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以便为养

蜂生产提供更加可靠和有效的指导。 

3.3 取蜜情况

3.3.1 用药组和对照组情况统计（表 5）

表1 施用药物前巢脾数量情况（单位：群、%）

表3 不同时期分蜂情况（单位：群、%）

表5 取蜜情况统计（单位：群、kg）

表2 施用药物后20天蜂群巢脾数量情况（单位：群、%）

表4 卡方检验结果（单位：群、%）

用药组 对照组

巢脾数 群数 % 群数 %

3脾及以下  871 43.55 579 42.39

4脾 844 42.20 659 48.24

5脾及以上 285 14.25 128 9.37

合计  2000 100 1366 100

用药组 对照组

时期 群数 % 群数 %
大流蜜前20天以前

第一次分蜂数
736 36.8 411 30.09

大流蜜前20天内
第一次分蜂数

1126 56.3 821 60.1

流蜜期及后期
第一次分蜂数

138 6.9 134 9.81

合计  2000 100 1366 100

用药组 对照组
原始
蜂群

取蜜时
群数

取蜜
数量

群
均产

原始
蜂群

取蜜时
群数

取蜜
数量

群
均产

 2000 2494 18800 9.40 1366 1780 11600 8.49

时期 用药组 对照组 卡方值 P值
大流蜜前20天以前

第一次分蜂数
736 411 54.65 0.000

大流蜜前20天内
第一次分蜂数

1126 821 29.38 0.000

流蜜期及后期
第一次分蜂数

138 134 0.1747 0.674

用药组 对照组

巢脾数 群数 % 群数 %

3脾及以下 312 15.6 271 19.83

4脾 1110 55.5 965 70.64

5脾及以上 578 28.9 130 9.52

合计 2000 100 1366 100

药组 3 脾及以下蜂群占比 43.55%，对照组 3 脾及以

下蜂群占比 42.39%，差异不显著（P ＞ 0.05）；用药

组 4 脾及以上蜂群占比 56.45%；对照组 4 脾及以上

蜂群占比 57.61%，对照组 4 脾及以上蜂群略显优势，

但差异不显著（P ＞ 0.05）。说明试验前用药组和对

照组群势相当，对照组在群势上还相对占有优势。

施药后 20 天群势发展情况，用药组 3 脾及以

下 蜂 群 占 比 15.60%， 对 照 组 3 脾 及 以 下 蜂 群 占 比

19.83%， 差 异 极 显 著（P ＜ 0.01）； 用 药 组 4 脾 及

以上蜂群占比 84.4%；对照组 4 脾及以上蜂群占比

80.16%。差异极显著（P ＜ 0.01）。

3.2 分蜂情况

3.2.1 不同时期分蜂情况（表 3）

3.3.2 结果与分析

用药组的蜂群按没有分蜂前 2000 群统计，群均

产量为 9.40kg，对照组的蜂群按没有分蜂前 1366 群

统计，均产量为 8.49kg。按照分蜂后实际取蜜群数计

算，用药组群均产 7.53kg，对照组群均产 6.51kg；这

些数据表明，用药组的平均产量高于对照组。

经 t 检验结果显示，用药组的群均产量显著高

于 对 照 组（p ＜ 0.01）， 且 效 应 大 小 较 大（Cohen's 

d=0.28）。这说明用药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具有显

著性。

3.4 采蜜化验情况

3.4.1 采蜜化验结果（表 6）

3.4.2 结果分析

项目组委托农业农村部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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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对用药组和对照组各 10 个样本进行检测，每个

样本共检测了 19 个单项。检测结果表明：用药组和

对照组的“果糖 + 葡萄糖”含量平均值均高于标准要

求（≥ 60g/100g）；用药组果糖 + 葡萄糖的含量平均

值为 66.04g/100g，对照组的平均值为 66.27g/100g。麦

芽糖含量接近。用药组和对照组的蔗糖含量、水分含

量、淀粉酶活性、羟甲基糠醛、碳 4 植物糖含量等均

符合标准要求。

用药组和对照组的所有禁用药物（呋喃妥因代谢

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

谢物、甲硝唑、洛硝哒唑、地美硝唑、培氟沙星、氧

氟沙星、诺氟沙星和氯霉素）均未检出，符合标准要求。

对不同组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

结果为：用药组和对照组的果糖 + 葡萄糖含量没有显

著差异（p=0.973）；蔗糖含量没有显著差异（p=1）；

麦芽糖含量没有显著差异（P=0.725）；水分含量没

有显著差异（p=0.923）；淀粉酶活性没有显著差异

（p=0.935）；羟甲基糠醛含量没有显著差异（p=0.493）；

碳 4 植物糖含量没有显著差异（p=1）。所有禁用药

物均未检出，符合标准要求。

3.5 中囊病发病情况

经过统计，试验蜂场年内没有出现中囊病发病情

况。宕昌县 1 个蜂场对照组出现少量烂子情况，在发

现初期及时用药物治疗，1 个疗程 6 天全部痊愈，没

有对蜂群造成损失。说明药物能提高蜜蜂的免疫力，

对中囊病等具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1）在春繁阶段给蜂群施喂生物制剂黄芪多糖

口服液，有利于蜂群机体免疫力提高，恢复蜂群生理

机能，促进蜂群提早繁殖，以便在大流蜜期到来之前

完成分蜂。管理上能提早组建强群，解决生产与繁殖

的矛盾，利于蜂蜜生产。

（2）通过药物的合理施用，成功控制中囊病的

发生。在年度试验期间，试验地区没有出现病例。

（3）蜂群使用该药物后，蜂产品并未出现药物

残留现象，蜂蜜的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4）为使试验结果更加可靠，需进一步加强试

验设计环节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从而获取更可靠的试

验数据。

（5）加强越冬前结合越冬饲料饲喂黄芪多糖口

服液，观察其对蜜蜂越冬的影响，有助于更好了解药

物对蜜蜂健康的影响，为蜂业生产提供更加科学和有

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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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采蜜化验结果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用药组
平均值

对照组
平均值

果糖 g/100g 36.04 36.59

葡萄糖 g/100g 30           29.68

蔗糖 g/100g ≤5 0 0

麦芽糖 g/100g / 0.478 0.495

水分 % ≤20 17.91 17.97

淀粉酶活性 mL/(g.h) ≥8 11.06 10.98

羟甲基糠醛 mg/kg ≤40 3.07 3.47

呋喃妥因代谢物 µg/kg 不得检出 0 0

呋喃西林代谢物 µg/kg 不得检出 0 0

呋喃唑酮代谢物 µg/kg 不得检出 0 0

呋喃它酮代谢物 µg/kg 不得检出 0 0

甲硝唑 µg/kg 不得检出 0 0

洛硝哒唑 µg/kg 不得检出 0 0

地美硝唑 µg/kg 不得检出 0 0

培氟沙星 µg/kg ≤5 0 0

氧氟沙星 µg/kg ≤5 0 0

诺氟沙星 µg/kg ≤5 0 0

氯霉素 µg/kg 不得检出 0 0

碳4植物糖 %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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