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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箱养蜂指的是将蜂巢与继箱相互叠加的一种蜜蜂养殖方式,是利用蜜蜂的生活方式和习性

实现蜂蜜产值增加的有效手段。本文根据蜜蜂的生活习性和适应环境,综合分析了培育适龄采集蜂的方

法,并且以此为研究基础探索新王培育、组织继箱群建立以及继箱排列模式等相关因素。 

[关键词] 中蜂；继箱饲养；养殖环境；蜜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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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蜂品种能否利用人工养殖手

段进行继箱饲养,技术人员依靠众多资料

和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得出相关结论：蜜

蜂是可以使用人工进行饲养的,但是在实

际养殖过程中,通常离不开意蜂的管理模

式,由于意蜂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习性都

存在许多不同,因此技术人员应该积极引

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蜜蜂成活机率。 

1 培育适龄采集蜂 

1.1中蜂概论。中蜂又称为中华蜜蜂,

土蜂等,是东方蜜蜂的一个主要品种,属

于中国独自拥有的蜜蜂品种,其主要分布

在我国杂性树木为主体的森林群体,或者

大规模农业种植区域内的授粉、传份昆

虫。中蜂的生存能力强,不仅可以在大规

模授粉区域,还可以利用小范围内,零星

蜜源作为传份点,自身具有采集能力极

强、实际应用率较高、全年可采蜜周期长、

抗病能力强等优势特点。在实际养殖中,

由于中蜂的自身体积较小,因此消耗养殖

饲料少,成本低,并且非常适合我国山区、

林区进行定点养殖。我国蜜蜂历史悠久,

自身具备7000多万年的进化史,我国本土

的中蜂在生存能力和抗病能力上,远远超

过西方外来蜜蜂品种,尤其是在冬季开放

的花朵如果没有蜜蜂进行大规模授粉,必

定会影响其生长和繁衍,因此中蜂的作用

功不可没。我国本土中蜂针对于水果的授

粉效果和范围比西方外来蜜蜂高出了30%,

并且自身耐寒能力、耐病能力较强,而且

在授粉过程中,可以自行寻找零星花源,

为生态平衡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我

国工业化生产进程不断推进,加上城市化

建设加深,对于环境破坏严重,直接影响

了中蜂的生存条件,造成大面积蜜蜂死亡

事件。加上许多地区为了提升花粉传输的

速度,引进国外西方蜜蜂品种,这一定程

度上也对本土中蜂造成了生存危机,由于

西洋蜜蜂身形较大,并且具有明显的攻击

性,同时西洋蜂的翅膀震动频率与本土中

蜂十分相近,导致中蜂受到迷惑而进入到

西洋蜂的生存范围,然而不同品种必定不

能共存,因此西洋蜂在攻击时杀死蜂王的

情况屡见不鲜,直接造成中蜂数量急剧减

少,岌岌可危[1]。 

1.2中蜂适龄培育。由于我国本土中

蜂的特点和优势,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养

殖和保护,加上我国甘肃省天水市的自

然环境特点和养殖条件,可以大规模形

成蜜蜂的养殖区域。 

1.2.1养殖环境特征。由于判断蜜蜂

的发源地好坏在国家标准上,通常需要

具备七大换进标准指数。 

第一,养殖区域需要保持在维度

33-38度。第二,养殖区域需要满足整体地

势海拔在1千米到3千米之间,同时环境温

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并且适合蜜

蜂生长。第三,养殖区域需要保持相对湿

度70%-90%,同时保证养殖区域内光照时

间长、整体山地地形和生态环境需要保持

良好的温度和环境,而甘肃天水是我国惟

一一个世界级别的蜜蜂源头生产地,其中

所生产的蜜蜂质量比较优良,在世界大环

境中也具备一定的知名程度。而蜜蜂所授

粉区域,植物和花朵所生长条件中,不仅

需要满足气候适宜,并且需要生长环境完

全无污染、无公害。同时植物需要满足花

蜜源头的储备量充足,花果生长期限长,

花朵品种衔接能力优良,所产出的蜂蜜浓

度较高,品质好,花朵种类较多,是我国西

部比较优秀的天然生态养殖基地。 

1.2.2蜜源分布。由于我国西部蜜蜂

养殖基地中,甘肃天水秦州南部的蜜蜂

生长源头具有大量的蜜源植物,比如：槐

树、枣树、狼牙刺、椴树等,因此此次实

际案例地点选择在当地区域内的天水娘

娘坝镇,因为该区域的山林区域较多,森

林的整体覆盖率较高,植物和树木的种

类较多, 适合养殖中蜂。 

1.2.3中蜂培育。在中蜂培育的过程

中,需要选择适合的时期进行蜂种选择,

在蜂巢流蜜期来临之前的45天之内,需要

选择合适的蜂种大小进行适龄培养集蜂
[2]。尤其是开始繁衍之前,工作人员应该随

着蜂群的整体长势选择不少于3脾蜂,并

且在整体养殖期间,必须保持喂养饲料充

足、注意保持温度平衡以及针对已经完整

培育过一代、二代子脾的蜂巢脾进行相应

的奖励。在培育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把

蜂巢结构中的空闲巢脾利用人工全部抽

出,使用硫磺消毒熏杀后在进行妥善安放,

这样操作可以使培育出来的子脾保持密

封状态,其中密封盖整体要保证整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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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此实现蜜蜂的快速繁殖。由于蜜蜂

生产的结构中,工蜂普遍寿命较长,因此,

培育期间需要保持蜜蜂数量略大于脾数,

并且在日常工作中,需要不断检查蜜蜂总

体数量,如果出现蜜蜂数量过多,就需要

及时增加脾的数量或者在原有脾的基础

上进行规模扩张。除此之外,在蜂巢的整

体养殖过程中,要尽可能满足蜜蜂繁殖和

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和空间,保证蜂巢

一旦进入流蜜期,整体群势不少于6脾,其

中子脾要达到4-5脾,如果在整体蜂巢中,

个别群势没有达到实际要求,需要直接从

辅助群中连蜂带脾一起补入,以此实现蜂

巢养殖达到集中箱群势的要求。 

2 新王培育 

对于蜜蜂生长和蜂蜜的生产中,蜂

王的质量保证直接影响蜂群群势的发展

以及蜂蜜相关产品的产量,所以想要养

殖出优质的蜂群,蜂王是主要因素之一。

在蜜蜂养殖过程中,培育好一只蜂王,相

当于培育出一群蜜蜂,工作人员在选择

蜂王时,应该选择同时具备产卵能力较

强、性格温和,对蜂群没有攻击意识、抗

病能力佳、产量高的蜂王进行进一步培

育,期培育时间主要选择在蜂巢流蜜时

期前15天左右开始培育新的蜂王,而蜂

王是影响继箱饲养的核心环节,在实际

培养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保持期精力

旺盛,由于蜂王在培育时会大量分泌信

息激素,可以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大规模

的蜂群,促使在整个蜂巢流蜜期间内工

蜂的采集兴致大大提升,并且保证蜂王

在整体培养过程中,不产雄峰卵。以此提

升整体产量。在工作人员培育新的蜂王

时,需要着重注意蜜蜂培育的父亲本体

和母亲本体的品种以及质量,通常母亲

本体会选择每隔两年与选种区域10千米

以外的蜜蜂养殖场的优质蜂王作为 终

的本体,而父亲本体虽然难以使用人工

进行相关控制,但是我国对于蜜蜂的交

配数据进行收集,得出结论,本地场地的

雄峰与母亲本体交配的成功几率高达

50%,所以在父亲本体的选择上,应该以

本地场地为主要选择范围,但是同时需

要关注近亲交配的不良问题,针对以上

交配问题,工作人员应该依靠培养多群

蜂王进行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以此攻

破中蜂在成长中抗病采集力强,易分蜂,

难以饲养强群的不足和技术难点[2]。 

3 组织继箱群 

在蜜蜂培养过程中,王台封盖后的第

6天,工作人员应该积极组织继箱群,通常

继箱群中的巢脾的位置分布和结构布置

通常为上4脾下4脾,或者上3脾下5脾,其

中虫卵脾在位置安排时,必须保证其放置

于巢箱下部分,而继箱上部分,需要安放

成熟模式的密封盖子,以及空脾或者意蜂

脾,并且使用加固设备进行范围管理,放

置隔板外部进行集中保存。在放置培养脾

时无论是蜜蜂巢箱或者继箱都不能安排

过满,同时没有进行相关密封的盖子不能

调整进继箱中,在新蜂王的调整中,如果

处女王交尾失败,应该及时将老王放出,

如果交尾成功后,老王将另行处理。一旦

蜂王交配成功,需要将其引诱进入王台,

但是引诱王台无需像意蜂一样需要提前

几天,只需要提前几个小时进行处理即可,

这样工蜂就不会有意破坏王台。但是在蜜

蜂培育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加继箱中,

在培养时不能增添蜂王隔断板,如果在培

养箱中增加了隔断板材,整体蜂群就会分

为有主区和无主区,导致继箱内部处于失

去蜂王状态,继箱上整体的蜂群会往巢箱

方向移动,不会再进入继箱上。所以继箱

内部如果不设立隔断板可以有效的促使

蜂王之间的信息素进行快速传递,蜜蜂群

体成整体结构状态,比较符合蜜蜂的生活

习性。而不设立隔断板,有利于蜜蜂之间

的流通顺畅,工蜂采取的花粉和花蜜可以

畅通无阻的进入继箱,极大程度的节省了

传输效率和时间。处女王从出台到交尾需

要8天左右的时间,由于巢内大部分的密

封盖子已经出房,巢内已经足够的空间和

内部结构,并且尚无幼虫产生,促使巢内

结构中并没有相应的工作负担,可以有效

的推动蜂群全部投入到采集蜂蜜和花粉,

无形之中提升了蜂蜜整体的产量。 

4 排列继箱 

4.1继箱排列方式。由于中蜂蜂王的

交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加上新王

出台后具有5-7天的出巢和新婚飞的过程,

但是回巢时极易出现进错邻群的现象。因

为中蜂蜂王的认巢能力远不不如意蜂,同

时意蜂的排队队形比较随意[3]。比如：方

形模式、圆形模式、直线型模式等,但是

中蜂则不能随意排列,否则非常容易错投

邻群,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上中蜂的

排列方式应该结合当地实际地形,群与群

之间需要间隔一段距离,防止出现同一方

向,同时在在处女王峰交尾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应该在巢门外部设置一些颜色不

同的标志或者明显区分,以此提升女王蜂

的分辨能力,从而防止女王蜂错投入了邻

群,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生产损失。 

4.2经济预期收益。根据甘肃省天水

市的养殖项目计划方案,本项目试验规模

为100箱中蜂养殖,通过项目实施取得了

年产蜂蜜3000 千克 ,总产值3000 ×

90=270000元,其中授粉之间产生的间接

经济收益为100000元。在社会效益体现中,

瞄准精准扶贫的开发对象,势必将蜜蜂养

殖行业定义为畜牧产业,作为扶贫特色优

势项目,以此实现提升经济实力,增加农

民养殖的总体收入,加强资金投入力度,

力求走上脱贫的新道路,促进养蜂行业的

新发展,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更好地辐射发

展带动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也更好地践

行了“两山论”的重要思想理念,本着创

新的发展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5 结束语 

由此可见,中蜂对于环境的温度、湿

度以及自然环境变化比较敏感,因此当

使用继箱进行养殖时,不仅需要保证巢

箱空间充足,还要保证其主要结构的散

热性能和通风性能,尽可能减少蜂群的

分散,保证其成活率维持在标准范围内。 

[参考文献] 

[1]张由亮,何国敬.浅论中蜂继箱饲

养技术[J].蜜蜂杂志,2016,36(4):31-32. 

[2]徐祖荫,韦小平,林黎.不同类型蜂箱

饲养中蜂比较试验(上)——兼论配套浅继箱

生产[J].蜜蜂杂志,2018,38(11):19-22. 

[3]廖启圣,徐祖荫,韦小平.中蜂浅继

箱的利用[J].中国蜂业,2019,70(4):49-50. 

作者简介： 

赵小强(1975--),男,甘肃天水人,本

科,汉族,中级畜牧师,从事珍稀水生生物

及栖息自然环境保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