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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艳圆、周佰成、许威、马芝祥、陈永伟、郭继军、韩学平、王存、姚国良、

韩明清、李林霞、雒文捷、郭乾城、徐可、严顺伟、李生辉、李静、方永嵘、韩生财、张积英

本文件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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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蜜蜂饲养技术规范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华蜜蜂的蜂场选址、饲料、常规饲养管理、季节性饲养管理及取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青海省内中华蜜蜂的饲养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版）适用于

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NY/T 639 蜂蜜生产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无公害食品  兽医使用准则

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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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3.1中华蜜蜂

中华蜜蜂简称中蜂，是我国独有的、养殖历史悠久的优良蜜蜂品种。对我国自然环境有极强的适应

能力，比较适合在地形复杂且蜜源分散的山区养殖。

3.2蜂巢

供蜜蜂繁衍生息、贮存饲料的场所。

3.3蜂群

是蜜蜂自然生存和人工饲养管理的基本单位。一个自然蜂群通常由 1只蜂王，数千至数万只工蜂和

数百至上千只雄蜂(季节性出现）组成。

3.4巢脾

蜂巢的组成部分，是由蜜蜂筑造的、两面布满六角形巢房的蜡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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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子脾

养育蜂子的巢脾，包括卵脾、虫脾、蛹脾。

3.6群势

蜂群中工蜂数量状况，是衡量蜂群强弱的主要指标

3.7蜂路

蜂巢内巢脾与巢脾、巢脾与箱壁或隔板之间蜜蜂活动的空间。

4  蜂场选址

4.1 地势高燥、开阔，背风向阳，排水良好，远离河流、湖泊、水库。

4.2 空气质量符合 GB 3095要求。

4.3 附近水源水质符合 NY 5027要求。

4.4 距蜂场 3 千米范围内应具备丰富的蜜粉源植物，至少要有 1种以上主要蜜粉源植物或种类多、花期

不一的辅助性蜜粉源植物。

4.5 距蜂场 5 千米范围内无化工厂、农药厂等污染源，有毒蜜粉源植物分布少。

5  饲料

5.1 在外界蜜粉源缺乏、蜂巢内饲料不足时补充饲喂。

5.2 用蜂蜜、蜜脾或优质白砂糖作为蜜蜂的能量饲料，用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作为蜜蜂蛋白质饲料。

5.2 饲喂的蜂蜜、蜜脾、蜂花蜜迎来自健康蜂群，不明来源的饲料不能饲喂。

6常规饲养管理技术

6.1 蜂箱摆放

6.1.1 箱体摆放前对场地进行彻底的平整、清扫和消毒，消毒方法按 NY/T 5139 执行。

6.1.2 蜂箱摆放时，根据周围的自然环境，把蜂箱排列在避风向阳的地方，可单箱分散排列或分组排列。

6.1.3 单箱分散排列时各箱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巢门方位朝着不同的方向，并利用场内的自然目标作

为天然目标。

6.1.4 分组排列时每 3 群至 5 群为一组，每组相隔 2 米-3 米，利用地形环境中的自然物作为明显的标记，

便于蜜蜂认巢。

6.1.5 准备支架把箱体垫高 30 厘米-40 厘米，箱体左右保持平衡，前低后高倾斜角 10 度。

6.2 蜂群检查

6.2.1 以箱体外检查为主，生产期每日进行 1 次箱体外观察，重点观察箱体外死蜂、蜂蜜和花粉采集情

况，是否有盗蜂、病害及胡蜂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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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活框饲养在生产期每周进行 1 次开箱检查，主要检查箱内蜜蜂、蜂王、王台、产卵、幼虫发育、

蜂脾关系、饲料、以及病害等情况，要求开箱、提脾动作要轻、稳、快。

6.3 蜂群的饲喂

6.3.1 补助饲喂

6.3.1.1 根据缺蜜期的长短、地区气候、群势强弱、缺蜜的程度情况，及时补给优质饲料。

6.3.1.2 补助饲喂常采用饲喂器和灌脾的方法进行。蜂蜜按 4：1 的比例加温水稀释后饲喂；结晶蜜用火

加热熔化后饲喂，糖水按 2：1 加热熔化冷却后饲喂。要求 1 次-2 次喂足。

6.3.1.3 补助饲喂在晚上进行，注意不要把饲料洒在地上和蜂箱周围，以免引起盗蜂。

6.3.2 奖励饲喂

6.3.2.1 在大流蜜前 30-50 天（早春 3 月底至 4 月上旬）左右进行奖励饲喂促进蜂王产卵繁殖。

6.3.2.2 奖励饲喂应根据箱内蜜蜂具体情况而定，每晚 1 次或隔晚 1 次。糖水的比例为 1：1，并加少量

的抗菌药物预防疾病，抗菌药物符合 NY/T 5030 的规定。在缺粉时饲喂采集的天然花粉或酸母糖浆。

7 季节性饲养管理技术

7.1 春季饲养管理

7.1.1 越冬后选择晴暖无风、外界温度在 10 度以上的天气，取下蜂箱保温层，让阳光直射蜂箱，促使

蜜蜂出巢排泄。同时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群势、蜂王、饲料和病害等情况，清扫箱底的死蜂等。

7.1.2 根据群势确定巢脾，做到蜂大于脾，并缩小蜂路使蜜蜂高度密集。蜂量不足时合并或组成双王群

饲养，促进蜂群春繁。

7.1.3 加强蜂群保温，维持恒定巢温。随外界温度上升按照先撤四周、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

的顺序逐渐撤除箱体外保温层和巢门大小调节。

7.1.4 在气温逐渐稳定，外界有少量蜜粉源时，每日进行 1次奖励饲喂。

7.2 夏季饲养管理

7.2.1采取通风、遮阴、调节巢门、喂水等措施做好防暑降温。

7.2.2 在流蜜开始前 40天到流蜜结束前 30天采取奖励饲喂措施，促使蜂王多产卵，为流蜜期多培育适

龄采集蜂。

7.3 秋季饲养管理

7.3.1 入冬之前，采用更换老劣蜂王、密集群势、奖励饲喂等措施培育适龄越冬蜂，蜂群保持在每脾 3200

蜂-3300蜂的密度。

7.3.2越冬前（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补足蜂群饲料。入冬前少取蜜多留蜜脾，每个蜂箱留 3张蜜脾作

为越冬饲料，并将贮备的蜜脾添加到边脾，也可配置蜜水或糖浆饲喂蜂群。补喂过程要严防盗蜂。

7.4 冬季饲养管理

7.4.1 做好越冬前蜂群检查，重点检查蜂群群势大小，弱群合并，并留足饲料。

7.4.2 室外越冬蜂群在外界温度降至-5℃以下时进行箱体保温包装，保温材料可选用麦草或者保暖布；

室内越冬蜂群在 11 月下旬后将蜂箱搬入室内，保持室内温度在 0℃左右，室温升高时开窗通风。

7.4.3 越冬期要保持蜂群安定，采用箱外观察和听诊的方法判定蜂群越冬状况，不开箱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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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越冬后期（次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选择晴暖无风的天气快速打开蜂箱盖，检查蜂群结团、

饲料剩余情况，必要时调乳蜜脾。

8 取蜜方法

8.1 在蜂群生产期间，当封盖率达到 80%以上时开始取蜜。取蜜时要错开采集高峰，在清晨取蜜，取蜜

时要留足饲料。

8.2 活框取蜜的顺序为抖蜂离脾、割除蜡质、放入摇蜜机摇蜜、过滤、灌装、清理归位。

8.3 蜂蜜贮存、标志等标准化生产应符合 NY/T 639 规定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