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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养蜂科技的不断进步，养蜂以其集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的优势，奠定了在现代农业

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养蜂是一项不占耕地、不争粮、不污染环境、投资少、见效快

的重要养殖项目。从事养蜂不受年龄、性别、地域、专业的限制，

只要具备养蜂条件，都可经营。

蜜蜂是农作物最理想的授粉昆虫，利用蜜蜂为农作物授粉可以

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蜜蜂授粉在现代农业中已得到

广泛的应用，是设施农业增产提效的一项重要措施。

蜂产品质量与安全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提高蜂产品质量，确保

蜂产品安全是养蜂业永恒的主题，也是蜂群饲养管理要着力解决的

问题。本书共分十一章，主要从蜜蜂生物学特性、蜜蜂品种、蜜蜂

良种选育、养蜂设备、蜂群基础管理、蜜蜂周年综合饲养管理、中

蜂过箱、蜂产品及其生产技术、蜂群转地饲养与放蜂路线、蜜蜂病

敌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介绍，力求简明、扼要、实用。

本书是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南宁综合试验站建设项目成果的组

成部分，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项目依托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蜂

指导站各位同事的大力支持。书中采用福建农林大学黄少康教授提

供的彩图 6 幅，南宁全健蜜蜂养殖场提供的部分蜂机具样品和彩图

4 幅。在此一并致谢！

�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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