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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业是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养

蜂历史悠久，蜂群数量、蜂产品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

界首位。蜂产品是养蜂从业者的重要经济来源，蜂王

浆作为一种重要的蜂产品，由哺育蜂咽下腺和上颚腺

分泌的一种乳白色或淡黄色浆状物质，主要用于饲喂

蜂王和1~3日龄幼虫[1, 2]。近年来，蜂王浆由于其独特

的保健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国际和国

内市场双循环格局下，市场对蜂王浆的需求也在逐

年上升。

我国蜂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规模化、现代化养

蜂场数量较少，生产效率低、质量安全问题、加工工

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等关键技术难题，是严重制约

蜂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蜂王浆生产加

工过程中，蜂群管理方式、取浆方法、运输和贮存环

境等生产加工环节均能够影响蜂王浆质量。强制性国

家标准GB 9697-2008中对蜂王浆中水分、10-羟基-2

癸烯酸（10-HDA）、蛋白质等成分的含量作出了规

定，蜂王浆优等品、合格品的分级应严格按照标准来

区分[3]。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35868-2018也对蜂王浆

的生产技术规范提出了要求[4]。因此，规范蜂王浆生

产加工和运输环节，优化蜂王浆质量安全控制和评价

技术体系，满足消费者高营养、纯天然、保健化的需

求，对于我国蜂产业的健康发展、蜂产品的提档升级

以及拉动我国蜂产业层次具有重要意义。

1 提高蜂群健康和生产水平

作为由蜂群中哺育蜂分泌的营养物质，蜂王浆质

量受蜂群中蜜蜂健康水平和生理状态的影响。

1.1 培育优质高产蜂种

蜂种是影响蜂王浆成分和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发现意大利蜜蜂与王浆高产型蜜蜂所产蜂王浆中

10-HDA的含量存在差异，在相同环境下，意大利蜜

蜂蜂王浆中10-HDA含量为2.41%，而王浆高产蜜蜂蜂

王浆中10-HDA含量为1.98%[5]；在但红莉等人[6]的研

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以产蜜为主的本意、

原意、美意蜂种的产浆量低于产浆为主的浙江浆蜂，

但其王浆中10-HDA的含量却更高。在2019年我国蜂

王浆年产量就已达到3000吨以上，其中大部分出口海

外，低含量的10-HDA成为制约蜂王浆出口价格和蜂

王浆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充分利用不同

蜂种的蜂王浆生产优势进行杂交，兼顾高产与高质

量，培育新型的王浆高产且高含量10-HDA蜜蜂品种

是实现蜂产业提质增效的根本任务。

1.2 注重培养强群

蜂群群势是反映蜂群生产力的主要标志，群势

强的蜂群有充足的营养，更多的哺育蜂，泌浆能力更

强[7]，并且蜂王浆的质量也会得到提升。研究发现，

蜂王浆生产过程中王台的接受率、单台产量、酸度和

10-HDA的含量均随着蜂群群势的增加呈上升趋势[8]。

强群的培养应该从秋繁开始，好的秋繁能保证强群越

冬，强群春繁，能够使蜂群提早投入到蜂王浆生产

中；同时，群势强的蜂群健康水平较高，对蜂病的抵

抗力强，可以减少药物的使用以保证蜂王浆中没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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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残留。建议使用群势在8框蜂以上的蜂群进行蜂王

浆的生产。

1.3 保证蜂群充足营养

研究发现饲粮中添加5%硬脂酸和1%癸酸能够提

高蜜蜂头部10-HDA的含量[9]，添加8%的油酸也能够

显著提高蜂王浆中10-HDA的含量[10]。因此，蜜蜂饲

粮是影响蜂王浆质量的重要因素。蜂王浆的生产离不

开蜂群中充足的蛋白质、脂肪供应，花粉是蛋白质、

脂肪、甾醇和微量营养素的营养来源[11]，如果外界蜜

粉源缺乏，则会对蜂王浆的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这就

要求在产浆期要注意蜂群内蜂粮是否充足，并及时采

取补充饲喂花粉或代花粉饲粮的措施。

2 规范蜂王浆生产加工过程

生产加工环节是蜂王浆的源头保证，规范好、把

控好蜂王浆生产加工是高品质蜂王浆生产的必要条件。

2.1 严格控制移虫日龄，准确把握取浆时间

蜂王浆生产过程中需要将幼虫移入王台诱导哺育

蜂对幼虫进行哺育，移入幼虫的日龄会影响蜂王浆的

质量，蜂王浆中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会随着幼虫

日龄的增大而降低，研究发现哺育蜂向1日龄幼虫分

泌的蜂王浆中10-HDA的含量最高[12]。因此，在蜂王

浆生产过程中，推荐以框式隔王板将蜂王控制在3框

产卵区内，诱导蜂王在空脾上集中产卵24 h，尽可能

保证所用幼虫日龄统一，作为备用移虫脾，并保证在

卵孵化12 h内进行移虫。

取浆时间对蜂王浆的成分和产量也有影响。在蜂

王浆生产中，一般采用移虫后72 h取浆，但也有人在

移虫后24 h或48 h取浆。研究发现，1日龄幼虫移虫后

72 h蜂王浆产量最高[13, 14]。蜂王浆中10-HDA的含量在

移虫后24 h含量较高，而在48 h和72 h取的蜂王浆中没

有明显差异[15, 16]，并且72 h蜂王浆对增强小鼠免疫功

能的作用显著优于48 h [17]。综合考虑蜂王浆成分、产

量以及劳动量因素，推荐移虫后72 h取浆。

2.2 把握蜂群群势，确定适宜台基条数

蜂群的产浆量由蜂群内的王台条数和每个王台

内的产浆量决定的。在蜂王浆生产初期，蜂群群势较

弱，此时不宜放入过多台基，其次也要综合考虑外界

蜜粉源条件，台基的放置应循序渐进，当每个王台内

的蜂王浆质量在280 mg以上时，可以增加王台条，一

个生产群最多可放置10条以上的王台条[18]。

2.3 注意产浆群休整，控制药物使用

强壮的蜂群、充足的蜜粉源是蜂王浆生产的必

要条件，蜂王浆生产会导致蜂群的工作量增大，加速

工蜂的衰老，因此在蜂王浆生产过程中要注意产浆群

的休整，不能竭泽而渔。当外界气温过高、外界缺乏

蜜粉源、群势不能满足蜂王浆生产以及各种因素导致

的所产蜂王浆达不到GB9697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时，应停止产浆。养蜂生产中使用杀螨剂是治蜂螨的

有效手段，在蜂王浆生产前一周及生产期间，蜂场中

应停止各种杀螨剂的使用，同时还应注意蜂场周围蜜

粉源区是否存在有机磷农药、新烟碱类杀虫剂等药物

的使用，防止蜂王浆中产生药物残留。

2.4 遵守生产工序，保证干净卫生

在蜂王浆生产中，接触蜂王浆的器具都需要使用

75%的乙醇消毒并擦干，取浆蜂农应戴口罩、穿隔离

衣，手部也应用75%乙醇进行擦拭消毒。取下产浆框

割台时，禁止向台基喷水，可将产浆框台口朝上轻震

一下，以防止割破台基口附近的幼虫污染蜂王浆。用

镊子夹取台基中的幼虫时要注意不能把幼虫夹破，采

浆过程中采浆器不能蘸水和唾液，保持洁净。

3 完善蜂王浆贮存运输冷链系统

蜂王浆的品质与新鲜度密切相关。研究发现，蜂

王浆在室温下储藏一周其中的蛋白质就会明显降解，

储藏一个月便会发生质变[19]，蜂王浆的抗菌活性与其

贮藏温度和贮藏时间呈负相关，蜂王浆中的主要成分

王浆主蛋白4（MRJP4）在4℃存放4周，或室温存放2

周，或37℃存放一天后，其含量降解接近50%[20]。因

此，在蜂王浆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都要保持蜂王

浆的低温贮存。

3.1 丰富蜂场中蜂王浆低温贮存手段

我国目前的养蜂生产以转地放蜂为主，野外生活

和不断转地限制了冰柜等冷藏设备的使用，这对蜂王

浆的新鲜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养蜂者可以因地制宜

丰富蜂王浆的低温贮存手段，对于缺乏低温冷藏设备

的养蜂场，可通过在蜂场驻地阴凉处挖1m左右深坑，

通过地坑来短暂保鲜，并及时联系蜂王浆收购商尽快

收购转入冰柜贮藏；目前的养蜂生产正逐步向机械化

过渡，建议蜂场配备冷藏设备，生产的蜂王浆密封保

存后立即放在冰箱或冷柜冷冻保存，以确保蜂王浆的

新鲜度和活性成分完整性。

3.2 保证蜂王浆全程低温运输

冷藏运输是连接贮存环节和销售环节的重要纽

带，是维持食物新鲜度的重要环节。蜂王浆的运输主

要包括蜂农——收购商、收购商——加工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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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销售市场以及销售市场——消费者环节，运输

过程综合考虑成本因素，可以使用冷藏车、冰袋等在

短时间内保持0~4℃低温冷藏运输，运达目的地应立

马转入-18℃以下冷冻保存，最大限度保持蜂王浆的

新鲜度。

3.3 注重蜂王浆的家庭贮存方式

蜂王浆到达消费者手中后也要注重其贮存方式，

贮存不当会导致蜂王浆变质腐败，失去食用价值。另

外，蜂王浆不可使用金属容器盛装，要注重密封保

存以免产生氧化反应。家庭贮存采用冷冻贮存的方

式，-18℃以下可保存5~6年，也可采取与蜂蜜混合的

方式，每千克蜂蜜中加入50~100 g蜂王浆常温保存1~2

个月，还可采用与白酒混合方式保存，一般使用38度

以上白酒与蜂王浆充分混合，盖严后保存。

4 优化蜂王浆质量评价体系

蜂王浆营养丰富，生物活性广泛，深受消费

者喜爱。蜂王浆化学成分复杂，并且随蜂种、蜜

源、产地和取浆时间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一

般情况下，蜂王浆主要包括水分（60%~70%）、

糖类（7%~18%）、蛋白质（9%~18%）和脂质

（3%~8%）等[21]，除此之外，蜂王浆中还含有矿物

质、维生素、氨基酸、酚类和核苷酸等物质[22]。丰富

蜂王浆检测手段，严格执行蜂王浆质量标准，进一步

优化蜂王浆评价指标，对于建立高品质蜂王浆质量控

制体系，提升消费者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4.1 严格执行蜂王浆标准

蜂王浆强制性国家标准（GB9697-2008）对于蜂

王浆的色泽、气味、滋味和口感等感官指标，常温下

的状态、水分、10-HDA、蛋白质、总糖、灰分等理

化指标，以及铅等有害元素含量、抗生素残留量以及

微生物限量等安全卫生要求等方面均做了详细的要

求，对生产的蜂王浆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检测，确保

蜂王浆符合要求。

4.2 优化蜂王浆评价指标

有机磷农药、杀虫剂等药物残留等有害成分的监

测目前在标准中还没有严格的规定，蜂王浆的评价指

标亟待进一步优化。杀螨剂、除草剂和新烟碱类药物

等杀虫剂和农药会富集在植物体内，并经蜜粉传递至

蜂群残留在蜂王浆等蜂产品中，影响蜂产品品质，因

此，除了对照标准要求之外，还应针对性的对某些有

害物质的含量进行检测和评价，增加检测指标。在蜂

王浆新鲜度评价方面，现行标准以10-HDA为主要的

评价指标，但其含量不随贮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

研究建议MRJP4可增加为优质蜂王浆新鲜度的判定指

标[23]；另外，葡萄糖氧化酶和羧肽酶A也可作为蜂王

浆新鲜度的评价指标[2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有

更多的蜂王浆指标评价模式得到优化或调整，以更高

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生产高品质蜂王浆。

4.3 丰富蜂王浆检测手段

蜂王浆强制性国家标准对蜂王浆中水分、10-

HDA、蛋白质、总糖、灰分、酸度等指标的测定方法

做了相关规定，但随着检测手段的不断丰富，操作更简

便、测定结果更准确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如利用气相色

谱、液相色谱、质谱色谱联用等技术对蜂王浆中农药、

杀虫剂、抗生素、重金属等残留进行测定[25]。

5 小结

本文结合目前蜂王浆的生产情况，从蜂王浆生产

全过程中蜂群管理、原料生产与贮存、产品加工与运

输以及蜂王浆质量评价体系建立方面提出了高品质蜂

王浆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建议规范，覆盖蜂王

浆生产的产前、产中与产后，以期促进蜂王浆严格标

准化生产，提高养殖效益，同时，规范和提升蜂王浆

的品质，提高消费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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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蜜等多个样本通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蜂蜜

品质评价研究报告，山仓子、五倍子、飞龙斩雪等单

花蜜也在进一步开发中。三是拓宽营销渠道，促进产

品多元营销推广。启动了“探蜜武夷”——集文化宣传、

科学研究、生产加工、展示销售、办公交流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通过蜂产业的生态

发展与蜂文化的挖掘，拓展养蜂业的休闲旅游文化功

能。让人们亲近蜜蜂，品尝蜂蜜，体验采蜜，感受蜂

文化的熏陶。利用好互联网渠道，开辟蜂产品电商直

播基地，培养直播电商人才，提供达人带货等渠道。

三、健全蜜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
1.设立政策和资金支持

出台环带加快蜂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将蜂业列入

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加强政策和

资金的扶持力度。建议：一是对饲养农机具普惠性政

策支持，给予一定的补贴，如每个蜂箱 20~30 元，扩

大饲养面，做足“量”的文章。二是对示范养殖区、

良种场等大户重点扶持，每年每次补助 10 万元，做足

“质”的文章。三是利用科技特派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对有市场前景的蜂企投资，缓解蜂企资金、技术方面

的困难与压力，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四是建立和完善“政

府主导，蜂农参与”的政策性保险体系，提高抵御自

然灾害和病害的能力，降低养殖风险。保费由财政负

担 90%，蜂农自费 10%。

2.开展中蜂遗传资源保护，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蜂业发展不仅要打好蜜粉源基础，还需要优质种

蜂做保障。划定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中蜂保

护区，开展资源调查与蜂种保护。以市农业农村局为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完善的保护技术方案、管理制度等，

严禁外来蜂种入侵。通过扶持建设 5 个以上标准化中

蜂良种繁育场，在实现中蜂种质资源有效保护的同时，

还能为蜂农提供优质种王、基础蜂群，有效保障中蜂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延伸中蜂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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