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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蜜蜂是人类的朋友，发展养蜂业，不仅能够提供大量
营养丰富、滋补保健的蜂产品，促进人民身体健康，增加农
民收入，而且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和维护
生态平衡、增加生物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现代
农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被誉为“健康产业”“空中农业”。

我国是世界养蜂大国，蜂群数量和蜂产品产量多年来
一直稳居世界首位。但我国养蜂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
不牢固，标准化规模生产水平还有待提高，组织化社会生
产理念还需加强，一些蜂农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特别
是蜜蜂授粉促进农作物增产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养蜂
对促进作物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应有的功效远未发
挥。尤其是涉“蜂”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相对分
散，尚未有一本相对系统介绍蜂业管理规范的参考书，以
便于行业内外能够正确认识蜂业、科学对待蜂业和规范管
理蜂业，致使蜂业发展步履维艰、产业调控莫衷一是。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变养蜂业发展
方式，保障蜂产品质量安全，着力强化蜜蜂授粉的产业功
能，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提高综合效益，推动现代蜂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借助山东省财政支持推广“优质蜂蜜生产及
蜜蜂授粉技术”的有利时机，编者在多年从事蜂业科研与
技术推广的基础上，结合“十二五”期间承担农业部建设现
代蜂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示范的实践经验，参阅了大量国内
蜂业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政策法规，爬梳剔抉，编写了该
部《实用蜂业管理规范》。

该书围绕蜜蜂的饲养管理、蜂病防控、访花授粉、蜂产
品质量管控和蜂业政策法规等方面展开论述，以地方养蜂
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和蜂业生产、经营、发展为出发点，以
蜜蜂产业科学发展和转型升级为着眼点，以蜂农标准化操
作应用为落脚点，整合具有针对性的蜂业相关标准、规范、
政策法规，紧扣实践，学以致用，将现行法律法规作了选择
性摘录，并对相关技术操作规范作了一些注释、分析和补
充，以供业内人士和有志于蜂业发展的仁人志士参考
使用。

愿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学习蜂业相关法律规范、技术
标准，携手共进，为我国蜂业的健康发展奉献一己之力。

２０１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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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蜜蜂饲养管理

蜜蜂饲养技术规范
ＮＹ／Ｔ　１１６０－２００６

前言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农业部蜂产品

质量检测监督测试中心（北京）。
本标准起草人：韩胜明、吴黎明、石巍、陈黎红、赵静。

　　１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蜜蜂饲养的环境与蜜粉源场地选择、蜂场卫生、

蜜蜂饲料、蜂机具及卫生消毒、蜂群饲养管理、转地放蜂、蜜蜂病敌
害防治、蜂产品生产等技术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西方蜜蜂和东方蜜蜂（特指中华蜜蜂，简称中
蜂）的活框饲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
修订版均不适合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ＧＢ／Ｔ　１９１６８　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规规规规规规规规规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

２　　　　

ＧＢ／Ｔ　６３７　蜂花粉生产技术规范
ＧＢ／Ｔ　６３８　蜂王浆生产技术规范
ＧＢ／Ｔ　６３９　蜂蜜生产技术规范
ＧＢ／Ｔ　５１３９　无公害食品　蜜蜂饲养管理准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蜂群ｈｏｎｅｙｂｅｅ　ｃｏｌｏｎｙ
蜜蜂的社会性群体。是蜜蜂自然生存和蜂场饲养管理的基本

单位。一个蜂群常由１只蜂王、万只以上工蜂和千百只雄蜂组成。
雄蜂只在群体需要时期存在。

３．２　巢脾ｃｏｍｂ
由蜜蜂筑造的、双面布满巢房的蜡质结构，是蜂巢的组成部

分。蜜蜂生活栖息在巢脾上，在巢房里培育幼蜂、贮存蜂蜜和
花粉。

３．３　群势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ｙ
蜂群中工蜂和子脾的数量状况，群势是衡量蜂群强弱的主要

指标。

３．４　蜂路ｂｅｅ　ｓｐａｃｅ
蜂箱内巢脾与巢脾、巢脾与箱壁、隔板之间蜜蜂活动的空间。

３．５　蜂脾关系ｂｅ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指蜜蜂在巢脾上爬附的密集程度。常用蜂少于脾、蜂脾相称

或蜂多于脾来表述。其中蜂脾相称是指每个巢脾两面均匀又不重
叠地爬附约２　５００只（中蜂约３　０００只）工蜂，期间不留空隙。

３．６　主要蜜粉源植物ｍｉａｎ　ｎｅｃｔａ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ｐｌａｎｔ（ｍｉａｎ　ｂｅｅ
ｐｌａｎｔ）

数量多、面积大、花期长、蜜粉丰富，能生产商品蜂蜜或蜂花粉
的植物。

３．７　辅助蜜粉源植物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ｎｅｃｔａ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ｂｅｅ　ｐｌａｎｔ）

能分泌花蜜、产生花粉，并被蜜蜂采集利用，对维持蜜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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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和繁殖起作用的植物。

３．８　有毒蜜粉源植物ｐｏｉｓｏｎ　ｎｅｃｔａ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ｐｌａｎｔ
产生的花蜜或花粉会造成蜜蜂或人畜中毒的植物。主要有雷

公藤（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Ｈｏｏｋ．ｆ．）、博落回（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
ｄ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Ｒ．Ｂｒ．）、狼毒（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　Ｌ．）、羊踯躅
（Ｒｈｏｎ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ｍ　ｍｏｌｌｅ　Ｇ．Ｄｏｎ）、藜芦（Ｖｅｒａｔｒ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Ｌ．）、紫
金藤（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ｕｍ（Ｌ．）Ｈｕｔｃｈ）、苦皮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　Ｍａｘｉｍ．）、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　ｈａｅｌｉ　Ｄｅｂｘ）等。

　　４　蜂场环境与蜜粉源
４．１　蜂场环境
按ＮＹ／Ｔ　５１３９对环境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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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ＮＹ／Ｔ　５１３９－２００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蜜
蜂饲养管理准则》

４　蜂场环境

４．１　蜂场周围空气质量符合ＧＢ　３０９５中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二类区要求。

４．２　蜂场场址应选择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小气候适宜的
场所。

４．３　蜂场附近应有便于蜜蜂采集的良好水源，水质符合ＮＹ　５０２７中幼
畜禽的饮用水标准。

４．４　蜂场周围３ｋｍ内无大型蜂场，以蜜、糖为生产原料的食品厂、化工
厂、农药厂及经常喷洒农药的果园。

附表１
ＧＢ　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４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分类和标准分级

４．１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类
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二类区为城镇规划中确定的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一般
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三类区为特定工业区。

蜂场周围空气质量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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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各项污染物的浓度限值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浓度单位

二氧化硫

ＳＯ２

年平均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０

日平均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２５

１小时平均 ０．１５　 ０．５０　 ０．７０

总悬浮颗粒

物ＴＳＰ

年平均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３０

日平均 ０．１２　 ０．３０　 ０．５０

可吸入颗粒

物ＰＭ１０

年平均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５

日平均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２５

氮氧化物

ＮＯｘ

年平均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０

日平均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５

１小时平均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３０

一氧化碳

ＣＯ

日平均 ４．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１小时平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臭氧Ｏ３ １小时平均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２０

ｍｇ／ｍ３

（标准状态）

铅Ｐｂ
季平均 １．５０

年平均 １．００

苯并［ａ］芘

Ｂ［ａ］Ｐ
日平均 ０．０１

μｇ／ｍ３

（标准状态）

氟化物Ｆ

日平均 ７①

１小时平均 ２０①

月平均 １．８② ３．０③

植物生长季平均 １．２② ２．０③

μｇ／（ｄｍ２·ｄ）

注：①适用于城市地区；

②适用于牧业区和以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蚕桑区；

③适用于农业和林业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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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ＮＹ／Ｔ　５０２７－２０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畜禽饮用水水质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畜禽饮用水水质安全指标

项　　目
标 准 值

畜 禽

感官性状及一般

化学指标

色 ≤３０°

浑浊度 ≤２０°

臭和味 不得有异臭、异味

总硬度（以ＣａＣＯ３计），ｍｇ／Ｌ ≤１　５００

ｐＨ　 ５．５～９．０　 ６．５～８．５

溶解性总固体，ｍｇ／Ｌ ≤４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硫酸盐（以ＳＯ２－４ 计），ｍｇ／Ｌ ≤５００ ≤２５０

细菌学指标 总大肠菌群，ＭＰＮ／１００ｍｌ 成年畜１００，幼畜和禽１０

毒理学指标

氟化物（Ｆ－计），ｍｇ／Ｌ ≤２．０ ≤２．０

氰化物，ｍｇ／Ｌ ≤０．２０ ≤０．０５

砷，ｍｇ／Ｌ ≤０．２０ ≤０．２０

汞，ｍｇ／Ｌ ≤０．０１ ≤０．００１

铅，ｍｇ／Ｌ ≤０．１０ ≤０．１０

铬（六价），ｍｇ／Ｌ ≤０．１０ ≤０．０５

镉，ｍｇ／Ｌ ≤０．０５ ≤０．０１

硝酸盐（以Ｎ计），ｍｇ／Ｌ ≤１０．０ ≤３．０

４．２　蜜粉源条件
４．２．１　定地蜂场半径３ｋｍ范围内，具有一种以上的主要蜜

源植物和多种花期相互交错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且开花泌蜜稳定。
转地蜂场放蜂场地的蜜粉源植物长势良好，泌蜜稳定。

４．２．２　半径５ｋｍ范围内有毒蜜粉源植物分布量多的地区，
有毒蜜粉源植物开花期不能放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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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蜂场的卫生保洁
按ＮＹ／Ｔ　５１３９对环境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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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ＮＹ／Ｔ　５１３９－２００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蜜
蜂饲养管理准则》

９　蜂场、蜂机具的卫生消毒

９．１　消毒剂
应对人和蜂安全、无残留毒性，对设备无破坏性，不会在蜂产品中产生有

害积累。

９．２　蜂场环境的卫生消毒

９．２．１　每周要清理一次蜂场死蜂和杂草，清理的死蜂应及时深埋。

９．２．２　蜂场每季应用５％的漂白粉乳剂喷洒消毒一次。

　　６　饲料
６．１　糖饲料

６．１．１　可用蜜脾、分离蜜或优质白砂糖作为蜜蜂的糖饲料。

６．１．２　不明来源的分离蜜未经消毒不得做糖饲料喂蜂。

６．１．３　重金属污染、发酵变质的蜂蜜不能用作蜜蜂糖饲料喂蜂。

６．２　蛋白质饲料

６．２．１　可用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作为蜜蜂蛋白质饲料。

６．２．２　饲喂蜜蜂的蜂花粉或花粉脾应新鲜、洁净卫生；陈旧、
发霉变质的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不能作为蛋白质饲料。

６．２．３　从其他蜂场获取蜂花粉喂蜂时，需把花粉消毒处理。

６．２．４　可用脱脂大豆粉、脱脂花生粉、玉米蛋白粉、啤酒酵母
粉、氨基酸、维生素等配制人工花粉代用品饲喂蜜蜂。但不得添加
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抗氧化剂、防霉剂、激素等添加剂。

　　７　蜂机具及卫生消毒
７．１　养蜂机具

７．１．１　饲养西方蜂应选用朗氏标准蜂箱，饲养中华蜜蜂应选
用中蜂十框标准蜂箱。

７．１．２　隔王板、饲喂器、集胶器、取毒器、台基条、移虫针、取
浆器具、起刮刀、蜂扫、幽闭蜂王和脱蜂器具等都必须无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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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异味。

７．１．３　选用不锈钢或全塑无污染分蜜机。

７．１．４　选用不锈钢割蜜刀。

７．１．５　蜂产品储存器具要无毒、无害、无异味。

７．２　养蜂机具的卫生消毒
按ＮＹ／Ｔ　５１３９中蜂机具的卫生消毒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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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ＮＹ／Ｔ　５１３９－２００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蜜
蜂饲养管理准则》

９．３　养蜂用具的卫生消毒

９．３．１　木制蜂箱、竹制隔王板、隔王栅、饲喂器
可用酒精喷灯火焰灼烧消毒，每年至少一次。塑料隔王板、塑料饲喂器、

塑料脱粉器可用０．２％的过氧乙酸、０．１％新洁尔灭水溶液洗刷消毒。

９．３．２　起刮刀、割蜜刀
经常消毒，可用火焰灼烧法或７５％的酒精消毒。

９．３．３　蜂帚、工作服
经常用４％的碳酸钠水溶液清洗和日光曝晒。

９．３．４　巢脾的消毒与保管

９．３．４．１　巢脾的消毒
选用０．１％的次氯酸钠、０．２％的过氧乙酸或０．１％的新洁尔灭水溶液中

的一种浸泡１２ｈ以上对巢脾进行消毒，消毒后的巢脾要用清水漂洗晾干。

９．３．４．２　巢脾保管
储存前用９６％～９８％的冰乙酸，按每箱体２０～３０ｍｌ密闭熏蒸，以防止

大、小蜡螟对巢脾的危害。保存巢脾的仓库应清洁卫生、阴凉、干燥、通风，以
避免巢脾霉变。

　　８　蜂群饲养管理的常用技术
８．１　蜂群摆放
８．１．１　摆放蜂群时，蜂箱左右保持平衡，后部稍高于前部

５ｃｍ。

８．１．２　摆放西方蜜蜂可单箱排列、双箱排列、三箱排列、多箱
排列，圆形、矩形、Ｕ字形排列。具体排列方法根据放蜂场地面积
和地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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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８．１．３　摆放中华蜜蜂应根据地形、地物分散排列，巢门方向
错开。转地放养中华蜜蜂，以３～４群为一组排列，组距４ｍ左右，
两箱相靠时，其巢门方向错开４５°角以上。

８．１．４　交尾群之间应保持１ｍ以上距离，单箱排列，巢门互
相错开，并尽量使相邻交尾箱颜色不同。

８．２　蜂群检查
８．２．１　开箱检查
８．２．１．１　全面检查　逐脾进行检查，了解蜂群的群势、蜂王

产卵情况、子脾、蜜粉贮存量、蜂脾关系、健康状况等。

８．２．１．２　局部检查　针对性地提出部分巢脾进行检查。如
提出边脾检查储蜜情况，提出中心部位１～２张巢脾检查卵、虫和
病害情况等。

８．２．２　箱外观察　站在蜂箱一侧，观察蜜蜂飞翔及巢门前情
况，判断蜂群是否中毒，是否有盗蜂、螨害、白垩病，进蜜、粉情况等。

８．３　蜂群饲喂
８．３．１　饲喂糖或蜜
８．３．１．１　奖励饲喂　为刺激蜂王产卵和哺育蜂积极饲喂，在

蜂群储蜜充足的情况下，用１份蜜加１份水，或１份糖加２份水搅
拌化开，于傍晚饲喂蜂群，视蜂群强弱每次饲喂量１００～５００ｇ不等。

８．３．１．２　补充饲喂　在蜂群储蜜不充足的情况下，用蜂蜜或
白砂糖进行补充饲喂。可把蜜脾添加到边脾与隔板间或隔板外；
或用４份蜂蜜加１份水；或用优质白砂糖加水搅拌溶解成饱和糖
浆，傍晚饲喂蜂群，直到喂足。

８．３．２　饲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
８．３．２．１　抹脾法　用蜜水拌和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将其抹

入空巢脾，放入蜂群的隔板内，供蜜蜂取食。

８．３．２．２　框梁饲喂法　用蜜水或糖液，将花粉或花粉代用品
调制成花粉饼，视蜂群强弱每次取５０～１００ｇ放于上框梁，供蜜蜂
取食。同时将花粉饼上部用塑料薄膜或蜡纸覆盖，以防花粉饼
干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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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８．３．２．３　液喂法　将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溶入约１０倍的糖
浆中饲喂蜜蜂。

８．３．３　喂水
８．３．３．１　可采用巢门喂水、巢内喂水或喂水器喂水等。

８．３．３．２　喂水器具必须定时清洗，保持清洁。可根据需要，
在水里添加少许食盐，浓度不超过０．０５％。

８．４　蜂群合并
８．４．１　蜂群合并可直接合并或间接合并。

８．４．２　蜂群合并应就近进行，弱群并入强群，无王群并入有
王群。被并群若有蜂王，合并前１天将蜂王去除。合并前对无王
群彻底检查并清除王台。对失王已久的蜂群，合并前，需先补给失
王群１～２脾幼虫，１～２天后再并入他群。

８．４．３　早春、晚秋气温较低，蜜蜂活动弱或大流蜜期，蜜蜂对
群味不太敏感时，可以直接合并蜂群。

８．４．４　非流蜜期或失王较久，老蜂多、子脾少的蜂群，进行蜂
群合并，需要采取蜂王保护措施间接合并。

８．５　分蜂热的控制和自然分蜂的处理
８．５．１　自然分蜂热的控制
８．５．１．１　及时用优良蜂王更换老蜂王。

８．５．１．２　蜂群壮大，繁殖迅速时，及时加空脾和巢础，及时加
继箱，扩大蜂巢。

８．５．１．３　生产蜂王浆。

８．５．１．４　及时取蜜，避免蜜压子脾。

８．５．１．５　抽调有分蜂热蜂群的封盖子脾给弱群或换取弱群
中的卵虫脾。

８．５．１．６　扩大巢门，改善通风条件。

８．５．１．７　每隔７～９天检查一次蜂群，毁掉所有自然王台。

８．５．２　自然分蜂的处理
８．５．２．１　自然分蜂刚开始，蜂王尚未飞离蜂巢，立即关闭巢

门，打开蜂箱大盖，从沙盖上向巢内喷水，待蜂群安静后，开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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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查，用扣王笼把蜂王扣在巢脾上，毁掉群内所有自然王台。

８．５．２．２　蜂王已飞出蜂巢，在附近树枝或建筑物上结团。用
收蜂笼或带有少量贮蜜的巢脾靠近蜂团，招引蜜蜂爬进蜂笼或巢
脾上。

８．５．２．３　收捕过程中注意查找蜂王，发现蜂王上脾后，将巢
脾放入蜂群，打开巢门，其他工蜂会自然飞回。

８．５．２．４　逃亡的中蜂蜂群收回后必须扣王。

８．５．２．５　可借机人工分群，如不进行人工分群，应该将收回
的临时蜂群放在原分蜂群旁。２～３天后并入原群。

８．６　人工分群
８．６．１　单群平分　从原群中抽出一半的带幼虫脾、封盖子

脾、空脾、蜜粉脾放入旁边的空蜂箱中，子脾放置在蜂巢中心，边脾
外加隔板。蜂王留在原群，并向另一侧移动一箱之距。次日，给新
分群介绍一个产卵王。

８．６．２　混合分群　从３～５个蜂群中各抽出１～２张带蜂的子
脾或蜜粉脾，置于一空箱中，每群抖入１～２脾幼蜂，组成一个新分
蜂群，次日给新分蜂群介绍一个产卵蜂王。

８．７　诱王
８．７．１　直接诱王　当外界蜜源条件较好，蜂群失王不久，各

龄幼虫正常，幼蜂多老蜂少，诱入的蜂王产卵力强，可直接将蜂王
放入无王群。诱入蜂王前，必须先毁除无王群中所有自然王台。

８．７．２　间接诱王　在外界蜜源不足，蜂王直接诱入较难成功
时，采取诱入器、纸筒、扣脾等方法给蜂群间接诱入蜂王。

８．８　被围蜂王的解救
８．８．１　蜂王被围，往围王球上喷以蜜水、清水或烟雾，驱散围

住蜂王的工蜂。也可以将围王球投入３０℃左右的温水中，驱散围
住蜂王的工蜂。

８．８．２　将被解救出的蜂王关入诱入器，扣在有少量储蜜的巢
脾上，再将其送回蜂群。２～３天后，蜂王被接受，再将其放出。

８．８．３　如被解救蜂王已伤残，应及时淘汰，再诱入新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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