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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地处中国东南部, 位于 E114°54′～119°37′和

N29°31′～34°38′, 属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地带, 气候温和, 雨

量适中 , 养蜂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各级政府部门

的重视 , 养蜂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蜂群数量成倍增长, 蜂

产品大幅度增加 , 加工业倔起, 蜂业管理和科研、教育加强 ,

安徽已成为全国蜂业大省之一。

2008 年春天持续的冰雪灾害 , 给安徽省蜂农造成了巨大

的损失。仅芜湖县养蜂协会和养蜂合作社的统计数据显示 ,

平均每户蜂农的蜂群直接冻死率达50 % 以上; 有的养蜂户因

没有及时转移蜂群或对气候恶劣变化估计不足, 使整个蜂场

面临灭顶之灾。因此, 加强蜂群的春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分析了安徽省养蜂业的研究现状和特点, 并重点介绍了

蜂群春季管理的重要意义和饲养管理技术。

1  安徽省蜂业资源研究现状

1 .1  蜜源资源 安徽省蜜源植物丰富, 种类多, 分布广。主

要蜜源总面积约233 万hm2 , 其中春季蜜源有油菜、紫云英、

柑桔等, 占全省主要蜜源总面积的61 % ; 夏季蜜源刺槐、泡

桐、苕子、乌桕、枣树等占9 .5 % ; 秋季蜜源芝麻、向日葵、棉

花、薄荷、荞麦等占24 % ; 冬季蜜源枇杷、柃属等占5 .3 % ; 还

有大面积的粉源植物水稻和马尾松等。全省仅农作物和经

济林木提供的蜜源面积就达133 万hm2 。在春季及春夏之

交, 安徽省蜜源资源以油菜、紫云英、刺槐3 种蜜源面积最

大, 泌蜜最丰富 , 产量约占全省总产量的70 % 以上。

1 .1.1  油菜。安徽是油菜种植大省, 种植面积达89 .7 万

hm2 。主要以江淮之间种植最多, 近年逐渐北移 , 淮北地区面

积正逐步扩大。白菜型油菜开花皖南为3 月上旬, 向北花期

逐渐推迟, 淮河流域约比皖南推迟7 d 左右,4 月中旬终花。

甘蓝型比白菜型开花迟7～10 d , 花期约为20 ～25 d。正常年

景每群蜂可产蜜25～35 kg 。

1 .1.2 紫云英。全省种植面积为28 万hm2 。主要分布在巢

湖流域和皖南的水稻产区。开花期为4 月上旬, 花期20 ～25

d。每群蜂产蜜可达30 ～35 kg , 是安徽省较为稳定的优质蜜

源, 也是全国紫云英蜜主要产区, 每年出口量为2 000 t 左右。

1 .1 .3 刺槐。分布于全省各地, 以淮北的宿县、灵壁等地最

多, 成片面积约8 万hm2 。江淮地区开花期为4 月下旬前后 ,

淮北为5 月上旬, 花期10～12 d , 每群蜂可产蜜20～30 kg , 是

安徽主要的出口优质蜜种。

1 .2 蜂种资源 安徽省饲养的蜂种有中华蜜蜂、意大利蜂、

卡尼鄂拉蜂和东北黑蜂等。主要饲养地区为皖南山区和大

别山区 , 江淮丘陵地区也有少量蜜蜂。全省现有中蜂7 万群

左右, 约占全省蜂量的25 % 。意大利蜂在安徽饲养已有80

年历史, 经过长期的繁衍和选育, 已成为适应安徽自然条件

的优良蜂种, 其主要饲养在淮北平原和江淮之间。意大利蜂

现有16 万群左右, 约占安徽省蜂量的54 % 。卡尼鄂拉蜂和

东北黑蜂也有少量引进, 主要是作为杂交素材培育杂交蜂

王。

2  蜂群春季管理意义

去年春天持续的低温冰雪灾害, 春繁蜂群损失惨重。大

部分蜂园成蜂胀死50 % , 有的蜂园甚至出现全群饿死、冻死 ,

安徽省损失蜂群达到1/ 3。通过这次低温雪灾, 笔者认识到

蜂群管理的重要性, 尤其是春季蜂群的管理。因为春季是蜂

群全年饲养管理的开端 , 是蜂群在一年中最弱的阶段, 也是

蜂群个体增殖的起点。此时饲养管理的好坏, 关系到全年蜂

业生产的兴衰, 因此必须加强蜂群春季的饲养管理。

3  蜂群春季管理措施

3 .1  适时排泄  蜜蜂在越冬期间, 要靠吃蜜维持蜂团所需

的温度, 但又不能随时出外排泄 , 只能把粪便积存在后肠中。

尤其在安徽北部, 越冬期长达3 ～4 个月 , 蜜蜂后肠的积粪量

有时达到自身体重的50 % 。因此正常越冬的蜂群 , 必须创造

条件让其提早进行飞行排泄, 以利于春繁哺育和采集工作。

通常情况下在当地蜜源出现前20 ～30 d 排泄。排泄场地要

选在西、北方向有天然或人为防风屏障、干爽的地方 , 当时气

温最好在8 ℃以上、风力2 级以下。室内越冬的蜂群, 必须

在上午11 :00 之前搬到排泄场, 打开巢门放蜂飞翔排泄。各

蜂箱间间隔0 .5 m、前后6 m, 以防蜜蜂偏集。

3 .2 整理蜂巢,处理异常群 春季整理蜂巢, 可给蜜蜂奠定

一个良好的繁殖基础。要利用良好天气的有利时机, 抓紧对

蜂群进行全面检查, 为蜂群的更新和发展创造合适的条件。

检查的主要任务是: 清除箱底的死蜂、蜡屑、下痢斑点和霉

迹; 抽出多余空脾, 使蜂多于脾; 加入粉脾, 饲料不足的还要

补充蜜脾; 合并无王群和弱小群。

早春检查蜂群应快速进行 , 检查蜂群的时间, 应在上午

10 :00 以后开始, 下午2 ～3 点以前结束, 太早太晚飞出的蜜

蜂容易冻僵死亡。检查抽出的巢脾等要及时送回室内 , 防止

引起盗蜂, 一旦起盗 , 应立即停止工作, 待蜜蜂安静后再检

查。这次检查对全年生产至关重要, 对各群的蜂数、饲料贮

备、脾数、蜂王等情况要做好记录。其具体做法如下 :

(1) 换脾缩巢。越冬期巢内的子脾、空脾、结晶蜜脾、发

酵蜜脾、发霉脾、下痢污染脾等, 都要用消过毒的脾换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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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巢内的巢脾若巢房高于产卵巢房应割去过高部分 , 以利

于蜂王产卵。早春要蜂多于脾, 即2 .5～3 框蜂放2 张脾,3 .5

～4 框蜂放3 张脾 ,5 框蜂放4 张脾, 蜂路不超过9 mm, 这样

处理之后的蜂群, 在新蜂出房之前, 既使越冬培养蜂衰老死

亡一部分 , 也能够保持蜂略多于脾。早春只有在蜂多于脾的

基础上开始繁殖, 卵虫和蛹才能发育正常, 工蜂体质健壮, 蜂

群才能迅速发展。同时检查蜂群时要削除非种用雄蜂 , 因为

雄蜂营养需求量大, 春季在外界蜜、粉源稍差时, 雄蜂幼虫发

育期易患病。

( 2) 调整饲料。早春作为繁殖基础的巢脾应是浅褐色

脾, 每张脾上要有1 kg 蜜。以优质蜜脾为主, 无蜜脾可以补

喂蜂蜜或浓度较高的糖浆。每群蜂还要有半张到1 张花粉

脾, 强群放面积大的粉脾 , 弱群放面积小的粉脾。放1 张脾

气蜂群, 要选用既有蜜粉又有产卵巢房的巢脾 , 若脾上蜜少

可灌入糖浆。如果使用大粉脾只能放在隔板外侧, 内侧另放

带蜜的产卵巢脾。放2 张脾的蜂群, 应为1 张蜜脾、1 张花粉

脾。在脾少蜜蜂多、补充饲料受限制时, 可在隔板外保留1

张蜜脾, 经常削开蜜盖饲喂蜂群 , 这样既保证了饲料充足, 又

起到奖励饲喂的作用, 同时还能避免由于早春喂含水分大的

饲料而引起疾病。

(3) 处理越冬异常群的蜂群时 , 要兼顾全场蜂群的群势

和蜂王情况, 针对异常群的特点进行。①下痢群。因下痢 ,

工蜂体质差, 所以 , 处理蜂脾关系时要蜂数多一些, 换箱换

脾, 以备工蜂过早死亡一部分后 , 还能维持蜂脾相称 , 照常繁

殖。②无王群。要趁蜜蜂无大量活动之前直接诱入蜂王, 或

者并入有蜂王的蜂群。已排泄的蜂群, 要用间接方法诱入蜂

王或进行合并。③弱群。若全场群势3 ～5 框, 可把部分优

质蜂王的产群作为储备王群, 其余全部合并, 使全场群势不

低于2 .5 框, 否则生产能力下降。

3 .3  及早防治病虫害  春季蜜蜂易患痢疾、大肚病、蜂螨、

孢子虫病、巢虫及欧洲幼虫腐臭病, 同时也是麻痹病、白垩病

的高发病期。麻痹病适宜发病的温度为14 ～21 ℃, 相对湿

度为45 % ～50 % ; 白垩病的发病季节多在春季和初夏。如蜂

群中饲料不足或劣质, 常可见到幼虫发育不良 , 采集力和抗

病力明显下降。在遇到外界环境急剧变化, 如长期阴雨、持

续高温、农药中毒等, 很容易感染白垩病。饲养管理过程中

不重视卫生操作规程, 对蜂场、蜂具没有消毒或消毒不严格 ,

或随意调换来路不明的蜂具与饲料, 极易引起白垩病或发病

率升高。

加强对蜂群的综合饲养管理, 创造有利于蜂的抗病力 ,

控制真菌繁殖的环境条件, 增加蜂群的群势, 采取保持足够

的紧脾蜜蜂。实行定地饲养、适当与小转地饲养相结合、喂

奖励饲料 , 饲料要严格保持清洁卫生, 可以65 ℃8 h 或者70

℃2 h 水浴处理, 并适当加入3 % 柠檬酸钠助消化, 箱内保持

一定蜂胶 , 更换患病群的蜂王和患病蜂具等。坚持防与治相

结合, 做到无病先防, 有病早治, 重点放在切断传染源, 提高

蜂群抗病能力上, 做到综合防治。

早春在蜂群内未封盖子脾的时候 , 是蜂螨生活史上的薄

弱环节, 也是防治蜂螨的良好时机。检查时发现有封盖子脾

的巢脾, 应抽出来或用刀把房盖割开, 防治蜂螨2 ～3 次, 把

螨害的寄生率控制在最低限度。一般采用水剂喷治较为安

全, 不宜使用熏蒸药剂。如果蜂螨寄生率较高, 在整理蜂巢

时要撤出全部蛹脾和大幼虫脾, 以便消灭潜伏在第一批蛹房

里的越冬螨, 然后再以药物杀死蜂体上的寄生螨。春季治螨

宜使用低毒高产的杀螨药物, 如杀螨剂1 号、杀螨剂2 号。

早春调整蜂路后, 蜂王未产卵前 , 是蜂螨生命力最弱的时候 ,

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可用25 % 的哒蟥灵逐脾匀喷, 杀螨效

果良好 , 第二天清除螨尸。

3 .4 清洁巢箱,消毒放蜂场地  蜂群经过越冬以后, 箱内很

脏, 易生巢虫, 长久积湿会引起蜂箱霉烂, 影响蜂群的繁殖。

应选择天晴暖和的日子, 全面换箱, 清除污物 , 预防病害虫害

的发生。如果发现其他疾病, 要采用换箱换脾结合药物治

疗。使用药物也应水剂喷治或灌脾喂蜂。换下的蜂箱、巢

脾、隔板、纱盖等, 要刮洗干净, 严格消毒后再用[ 1] 。

养蜂过程中, 为预防蜂群交叉传染各种疾病, 在蜂群摆

放前15～20 d 用1 % ～3 % 的烧碱水溶液喷洒场地,5～7 d 后

再撒些生石灰进行消毒灭菌。最好在非防火期, 抓住时机用

火焚烧场地、高温杀菌。场地摆放蜂群后 , 要挖排水沟, 保障

雨天流水畅通。否则, 蜂场因潮湿诱发蜂病。另外, 蜂场之

间直径距离应在10～15 km 以上, 以免蜂群拥挤, 造成蜂病交

叉感染。

3 .5 防寒保温 蜂群春季管理中防寒保温非常重要。首先

巢内贮蜜要充足。越冬老蜂相继死亡 , 要紧缩巢脾, 使蜂群

密集结团, 做到蜂略多于脾。如果巢脾过多, 空间太大, 蜜蜂

分散, 不利于保温。在第一次开箱检查蜂群时, 将多余的空

脾抽出来 , 使蜂多于脾, 如3 框蜂用2 个脾 ,4 框蜂用3 个脾 ,

每个脾上约有蜜蜂3 000 只, 巢脾间的蜂路缩小到8 ～9 mm。

这样由于用的脾数少, 蜂王产卵比较集中, 子脾面积大; 同时

工蜂密集, 能很好地调节巢内温度, 使幼虫得到很好的哺育 ,

羽化出来的新蜂体质强健; 工蜂密集, 减少了体力消耗, 有利

于延长寿命。其次不要过早解除越冬的包装物, 在外界气温

较稳定的3 月下旬逐渐解除。上午10 :00 蜂群工作繁忙, 巢

门适当扩大, 下午三四点钟以后气温较低时应缩小巢门。

蜂群排泄后开始正常繁殖, 蜜蜂常把巢温稳定在适应蜂

儿发育需要的34 ～35 ℃。但由于春季气温变化较大, 蜜蜂要

维持蜂儿发育的巢温, 必然要多耗饲料和体力 , 因此 , 对蜂群

保温很有必要。首先是箱内保温, 巢脾两侧放木隔板, 箱内

空脾加草或棉等保温物, 蜂箱的覆布上加盖3 ～4 层报纸, 纱

网上加放草帘或棉垫; 因弱群自身抗性能力低 , 可把两个弱

群放在一个箱内饲养, 用木板把巢箱隔成两区 , 每区放一群 ,

巢门留在两群中间隔板的两侧, 巢门之间隔着倒三角形木

板, 外表是一个门, 内里分两个门, 外勤蜂可以互相调换 , 防

止偏集。其次箱外保温, 蜂箱的漏缝要糊严 , 箱底垫干草或

干树叶, 箱下部用干土培起13 .2 cm 高的土围, 箱周围覆盖15

c m 厚的草或草帘, 白天把箱前边的保温物揭开 , 傍晚蜜蜂停

止活动后再放下来, 防止冷空气从巢门侵入, 使巢温不易受

外界气温急剧变化的影响, 有利于蜂群维持巢内温度的稳

定。再次, 由于安徽地区春季连绵阴雨天气 , 蜂农要防止保

温物和蜂箱被淋湿; 同时注意利用晴天中午的阳光, 将箱内

保温物暴晒一段时间 , 保持保温物的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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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补充饲料  早春蜂群恢复活动以后, 蜂王产卵逐步增

多, 所消耗的蜂蜜、花粉、水和无机盐也日益增多[ 2] 。如果缺

乏这些物质 , 就会影响蜂儿和幼蜂的发育, 直接危及蜂群的

发展, 所以要保证饲料的充足供应。缺饲料的蜂群, 要及时

换蜜脾, 没有蜜脾可将较浓的糖浆灌脾或装入饲喂器里, 放

于隔板外侧让蜜蜂吸食清理。早春忌用稀薄糖浆或蜜水喂

蜂, 以防引起消化系统疾病 ; 早春蜂群缺粉又没有花粉脾补

充时, 可以在越冬安全基础上晚排泄, 或者排泄之后再搬回

越冬室继续低温越冬, 待粉源出现前夕再搬出室外。

油菜开花初期, 不论箱内贮蜜丰欠, 都要喂浓度为40 %

～50 % 的稀蜜水, 以刺激蜂王的产卵和促进工蜂的内勤工

作, 喂量: 每箱蜂群在7 框以下, 每次喂量为0 .25 kg ; 在8 框

以上, 每次喂量为0 .5 kg 。勤检查, 吃完再喂[ 3] 。

3 .7  扩大子圈和蜂巢  蜂王产卵通常是从巢脾的中间开

始, 然后逐步向外呈圆圈形扩展, 所以称产卵圈。产卵圈的

大小和完整程度, 直接关系着蜂群的发展速度。产卵圈扩展

得越快, 面积越大 , 蜂群发展就越快。因此, 当发现产卵圈受

到外围封盖蜜的限制, 就需用快刀割开蜜盖。割蜜盖时, 由

前向后或由里向外割开, 使蜜蜂把贮蜜移到巢脾外缘。同时

把那些前半部产满了卵, 后半部还是封盖蜜或者产卵圈受到

外围封盖蜜限制的巢脾 , 都要用快刀由前向后 , 由里向外地

割开蜜盖, 促使蜜蜂把蜜移到巢脾外围 , 这样既扩大了产卵 ,

又起到奖励饲喂的作用。巢房的高度应保持12 mm 左右, 过

高部分用沾热水的刀割去, 便于蜂王产卵。如果巢脾前端产

满了卵, 后端受到蜜房的限制, 而巢内蜂多于脾或蜂脾相称 ,

就把中间的子脾相间地调头, 这样能够促使产卵圈扩大。子

脾调头要和割开蜜盖相结合, 而且要在蜂脾相称的情况下采

用, 不然容易冻伤蜂儿。这样布置后蜜蜂便很快把蜜搬走而

产卵, 使产卵圈扩大。当气温在22 ℃以上, 可开箱检查, 对

老劣母蜂、弱小群、无母蜂群, 应及时进行合并。蜜源好的地

方可以抽出烂脾。补充蜜脾多了会降低巢内温度, 产卵圈缩

小, 分散蜜蜂工作, 影响产卵; 过少又限制产卵面积, 阻碍蜂

王和工蜂的积极性。一般看到边框巢脾的一面已经开始产

卵, 蜜蜂密布, 其他巢脾有70 % 的产卵面积、适宜加脾。

扩大蜂巢就是给蜂群增加巢脾或巢础框, 促进蜂群继续

发展。适时扩大蜂巢是早春加速蜂群发展速度的关键。早

春蜂群处于恢复期, 越冬蜂哺育有限, 平均每只蜂哺育1 个

多幼虫。因此, 整理蜂巢后, 在新老蜂接替之前, 一般不能加

脾扩巢。但是, 由于开始紧脾包装时留脾较少 , 蜂多于脾; 或

者越冬蜂健壮, 寿命较长 , 群势下降幅度低, 以及工蜂偏集等

原因使群势偏强, 当这种群的巢脾全部成为子脾, 仍还处于

蜂多于脾时, 可以加第一张产卵脾。以后每当所加的巢脾子

圈面积达到底部时, 则可继续加脾, 使每个巢脾的蜂量维持

在5 ～6 成即可。当群内巢脾达到9 框时就暂停加脾, 使工蜂

逐渐密集, 达到蜂脾相称或蜂多于脾的程度, 从而为育王、分

群、加继箱、组织生产群等奠定基础。

3 .8 淘汰劣质蜂王, 培育新蜂王  优质的蜂王是繁殖强群

的关键措施 , 而劣质的蜂王不但群势繁殖不起来, 且是诱发

蜂病的隐患, 尤其春季群势、外界气候、蜜粉源尚不具备育王

条件。检查蜂群时发现产卵异常的蜂王未淘汰, 直到培育出

新王才更换, 由此引发蜂病, 蔓延至整个蜂场。所以, 发现劣

质蜂王要及时淘汰、合并群势 , 控制因蜂王因素诱发的蜂病。

培育出新蜂王通常在春分以后 , 当蜂群发展至6 、7 框出

现分蜂热时, 并出现有雄蜂, 就可以培育出一批新蜂王。通

常采用人工分蜂的方式 , 及时更换老劣蜂王, 培育强壮的新

蜂王来壮大群势, 赢取采花夺蜜的大丰收。

3 .9  以强扶弱,酌情分蜂 由于群势、蜜蜂质量、蜂王质量、

蜂种和巢内饲料贮备的不同, 在蜂群发展过程中, 常出现有

的蜂群蜂多子少, 哺育蜂过剩; 有的蜂群蜂少子多, 哺育蜂不

足。因此 , 要及时相互调整, 把哺育蜂不足的虫、卵脾调给哺

育蜂过剩的群哺育。或者把哺育蜂不足的卵虫脾与哺育蜂

过剩蜂群中的封盖子脾对换, 这样即发挥了各群蜂王的产卵

力, 又能充分发挥各群哺育蜂的积极性。随着蜂群的发展 ,

可以从强群中抽一部分有新蜂出房的老封盖子脾 , 带蜂补助

弱群, 扶助弱群迅速发展。但是调补的子脾要以不影响原群

的发展, 弱群能养护为准, 每次调补1 ～2 张老封盖子脾 , 弱

群经过2 ～3 次补充, 就能满箱。当蜂场里大部分蜂群满箱

后, 需要用加继箱来进一步扩大蜂巢。当蜂群普遍发展到8

框时, 巢内哺育蜂过剩, 应根据距离流蜜期的时间, 适当用贮

备蜂王或新培育蜂王组织分蜂群,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繁殖、

分蜂和采蜜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能使新分群的秋季主要流蜜

期到来时, 适时强大和投入生产。

4  小结

蜂群的春季管理是蜂群管理的重要环节, 蜂群的春季管

理关系到全年蜂群的发展和养蜂者的经济效益。安徽作为

全国的养蜂大省, 其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地区, 气候多

变。因此, 蜂农要及时根据当时的气候和蜂群状况, 抓好春

季管理每一个环节, 从而保证春夏蜜源获得丰收, 为全年养

蜂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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