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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海拔蜜蜂养殖实用技术

一、技术概述

（一）技术基本情况

西藏地域辽阔，养殖蜜蜂的空间十分巨大。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和纬

度、海拔的不同，据有几种不同气候环境的地带，因此气候类型的多样

性使蜜源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能够获得商品蜜的蜜粉源植物大概有近 100

种。丰富多彩的蜜源植物为我区养蜂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还可以发展在不同生态环境培育不同生物学特性和产品特性的地域品种，

以提高蜜蜂在高原的适应性和提高蜂产品的品质水平。

（二）技术示范推广情况

从 2006年本技术推广以来，目前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南木林县、仁

布县，山南市乃东区、扎囊县、贡嘎县、林芝市米林县、波密县等地成

立 6个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培养 30多名养蜂专业户，目前共拥有蜂群

8500多群，2020年度在藏期间示范蜂场产蜜量 212.5吨，蜂蜜销售收入

达 1000余万元。

（三）提质增效情况

为发展壮大西藏养蜂产业，西藏自开展意大利蜜蜂养殖技术研究和

推广以来，引进优良蜂种，引进和繁育意大利蜜蜂 8000余群；多次带领

我区蜂农到区外学习，并对引进的养蜂实用技术进行改良，以适应我区

特殊的气候条件和蜜源条件。累计培养了 150余名养蜂技术人员，针对

养蜂知识宣传培训农牧民 1500余人，已培养出 30名当地养蜂带头人，

每户蜂产品销售收入最低 4万元以上，最高实现收入 30余万元。蜜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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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对植被保护与恢复，异化授粉作物特别是油菜增产达 10%以上，

为我区农牧民增产增收做出较大贡献。由于养蜂需要根据蜜源情况在全

区范围内实施，很多实施地点的农牧民看到了养蜂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主动要求学习养蜂技术。蜜蜂为农作物的授粉作用，从而保护生态环境，

提高蜜源作物产量和品质，辐射带动了基地周边蜜源作物种植户共同致

富；由于西藏蜂产品品质优异，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本成果的应用，可有效增加农牧民收入、解决农牧民就业，保护生

态环境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二、技术要点

西藏意大利蜜蜂饲养管理技术

西藏发展现代养蜂业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养蜂是一

项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养殖业。经我们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形成

西藏高海拔地区意大利蜜蜂饲养管理技术，对于养蜂者，必须结合西藏

的蜜源情况和气候特点，熟练掌握意大利蜜蜂饲养管理技术各个环节，

才能取得较好的养蜂效益。

（一）繁殖期管理技术

1.选择场地

选择背风、向阳、干燥，有榆、杨、柳等早期蜜源的地方摆放蜂群，

蜂路开阔，避开风口，尽量就近在油菜蜜源场地繁殖。蜂群两箱一组或

连着放，但不宜过长，前后排间隔不超过 3m。

2.促蜂排泄

蜂群进场后，或在越冬室的蜂群搬到场地摆放好后，选择中午气温

在 10～11℃的晴暖无风天气，10～14时打开大盖，使阳光直照覆布，提

高巢内温度，促使蜜蜂出巢排泄，连续排泄 2～3次。

3.调整蜂群

蜜蜂排泄飞翔后，及时开箱用王笼把蜂王关起来（与后面治螨结合），

吊在蜂团的中央，控制蜂王产卵。同时抽出多余的巢脾，使蜂脾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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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王群、弱群进行合并，淘汰老劣王。对缺蜜的蜂群，趁傍晚蜂补给

蜜脾。

4.换箱整脾

蜂王刚产卵时，选晴暖天气的午后，对全场蜂群治螨 1～2次。一般

用杀螨剂喷脾（群内有封盖子的用螨扑），因这时群内蜂少，蜂螨抵抗力

弱，治螨省工、效果好。治螨后或治螨时，可把清扫干净并经过消毒的

空箱与原蜂箱调换，换入适合产卵的粉蜜脾。换入的巢脾如为空脾，要

用水浸泡 24～48h，用割蜜刀削低巢房口，甩净凉干；然后，把花粉用

15%的温水润透，加少量蜂蜜或白糖粉，加压到脾的两头和上梁下边巢

房，并淋稀蜜水，最后加入蜂巢。

5.繁殖时间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关王的蜂群要及时放王繁殖。

6.饲料供应

早春繁殖，尽可能利用贮备的蜜粉脾和自然蜜粉源。喂糖：如果饲

料充足，就喂 1:0.7的糖水，以够吃不产生蜜压卵圈为宜。如果缺食，先

补足糖饲料，使每个巢脾上有 0.5㎏糖蜜，再进行补偿性奖饲，以当天

够消耗为准。不喂锈桶盛装的蜂蜜，否则蜜蜂爬出箱外，若处置失当，

将会全场覆没。另外，在蜂数不足的情况下，每次用脾喂冷糖浆的量不

宜过大，防止蜂巢温度急剧下降。有寒流时多喂浓一点的糖浆或加糖脾，

以防拖虫和子圈缩小。在蜂巢内有较多封盖糖的情况下，要及时割去封

盖，注意喂水。

7.保持温度

早春采取适当的措施，尽可能以蜂群自身的能力达到繁殖温度，人

为地加强保温，只是一个辅助措施。

8.调节巢门

早春繁殖，晴暖时开大巢门，低温或早晚缩小巢门。巢门向南的蜂

群，刮东北季风开右门，刮西风开左巢门，不顶风开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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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防止空飞

在春季日照长的地区春繁，若外界长期无粉可采，应对蜂群进行遮

盖，并注意箱内喂水。

10.造脾生产

当春季蜂群发展到 6框蜂时即可生产花粉，同时加础造脾 2张。发

展到 8框以上，王浆生产也将开始，在蜂数接近满箱暂缓加脾的同时，

如果不进行王浆和花粉的生产，对个别采蜜多的群要进行蜂蜜生产。生

产花粉不得影响繁殖，在大流蜜时停止生产花粉；王浆的生产从此开始，

直到全年蜜源结束为止。

11.春季养蜂王

蜂场每年都要尽早在第一个主要蜜源期更换蜂王。

12.补充育王、更换老劣蜂王

（1）培育雄蜂

（2）移虫育王

（3）安接王台

13.贮备蜜脾、喂越冬底糖

主要秋季蜜源花中后期，逐步停止蜂蜜和王浆的生产，让蜂群稍作

休整，贮留饲料。8月份，这时应保留粉蜜脾，或积极生产花粉，同时

抓紧时机造 2张脾。主要蜜源结束流蜜，秋季繁殖即开始。若贮备的蜜

脾不够越冬用，或蜜脾中的饲料不宜作越冬饲料，应在繁殖越冬蜂前一

个周全部清除，换进优质巢脾，并对蜂群喂大量糖浆，直到越冬饲料达

8成以上且有 2/3以上蜜房封盖为止。

（二）生产期管理技术

蜂群经过一段时间的繁殖，由弱群变成生机勃勃的强群，外界气温

升高，蜜源丰富，蜂群的管理任务由繁殖转向生产，同时蜂群也具备了

群体繁殖～～自然分蜂的基本条件了。蜂蜜收成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气

候、蜜源、蜂群，场地（蜜源）可以选择，蜂群更是人最能控制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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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蜂，还要用好蜂，才会有好效益。而转地蜂场，则需要边生产边繁殖。

因此，流蜜期要根据天气形势、蜜源特点和养蜂计划等选择蜜源场地，

维持强群，保持蜜蜂的工作积极性，以增加蜜、浆、蜡等的产量。

（1）培育适龄采集蜂

（2）修筑巢脾

在主要蜜源期，蜂群需要有足够的浅色巢脾用于贮蜜，转地蜂群，

一个生产蜂群平均要有 15张巢脾，定地蜂场，每群要有 18张脾，多箱

体养蜂则需要更多的巢脾。这些巢脾有 1/3要在主要流蜜期前利用辅助

蜜源先筑造成半成品，主要蜜源期完成。

（3）组织采集群

准确预测群势和蜜源，在主要蜜源植物开花前半个月进行，结合以

上管理，尽可能做到新王、强群生产。

（三）分蜂期管理技术

春末以后，意大利蜂超过 7～8框子脾后，常会发生分蜂。蜂群一旦

产生分蜂趋势（热）后，蜂王产卵量显著下降，甚至停产，工蜂怠工。

这对群势的发展和蜜粉源的充分利用极为不利，尤其是主要蜜源流蜜期

中发生分蜂，分散了群势，会大大影响采蜜量。因此，对于有分蜂趋势

的蜂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利用。分蜂受蜂王年龄、体质、遗传性、

蜂巢内的拥挤程度、地理位置、气候、日照等影响。

（1）预防分蜂热

任何有利于蜂群舒适生活的管理措施都有助于预防分蜂。

（2）选用良种，更换老王

（3）积极生产

蜂群发生分蜂，主要内因是劳动力过剩。因此，及时采出成熟蜂蜜，

进行王浆、花粉的生产或积极造脾，加重工蜂工作负担，可有效地抑制

分蜂，同时又增加养蜂的收益。

（4）扩巢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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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群势发展壮大，要适时加脾、上继箱、扩大巢门，有些地区或

季节蜂箱巢门可朝北开；天气炎热时要注意遮阴、通风、给水降温等措

施，使蜂群经常处于积极的工作状态。

（四）断子期管理技术

1.冬季断子期

蜜蜂属于半冬眠昆虫。在冬季，蜜蜂停止巢外活动和停止产卵育虫，

结成蜂团，以贮备的饲料为食，处于半蛰居状态，以适应寒冷的环境。

我区蜂群的越冬时间长达 5～6个月，冬季断子期管理的任务就是使蜂群

安全越冬，把越冬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具备充足优质的饲料、优

良品性的新蜂王、一定的群势、健康无病、适宜的蜂巢空间、安静的环

境和正确的保暖处置，则是蜂群安全越冬的基本条件。

（五）育王技术

有蜂王才能叫一群蜂，所以每箱蜂里不能没有蜂王。为了补救被处

女王被杀的蜂王或其他原因换蜂王前，必须要一些已成功的新王，所以

之前应该要育蜂王。用移虫针，从蜂脾里挑出比较小（四龄多），虫龄差

不多的幼虫，挑到王台条里。将挑好的王台条放入较好蜂群脾中间。等

头带尾 12天后应该成功王台的幼虫已变成虫。将成功的王台放在已经取

完蜂王的育王箱里，这时应该注意的是：王台放在蜜好，能被蜜蜂围住

的地方，以免饿死或冻死。为了方便从王台里顺利出来，放王台时头部

应稍高一点，一般情况下王台放入育王箱后一天就出来。一出来就叫处

女王，一周左右能跟雄蜂交配，且有产卵就成了蜂王。刚成功后的蜂王，

要急换已经没有繁殖能力的老王或补救没有蜂王的蜂群时，把新王用铁

丝网扣在没王的蜂群脾上，让蜜蜂适应新王。刚开始蜜蜂会围新王，过

两天如果蜜蜂散开，说明这群蜂已经适应新王。可以新王从铁丝网里放

出来，这群蜂会正常繁殖。一般成功的新蜂王，等育王箱里的蜂脾封盖

以后（蜂王成功两周以后）可以直接用来补救或换蜂王，但新王放入半

小时后要检查一次。是否被蜜蜂围了没有，围了继续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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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蜜蜂喂糖技术

蜜蜂过冬是主要给蜜蜂喂糖。喂糖时间主要看蜜源的流蜜来决定，

当外面的蜜源不多时，做好喂糖的准备。离喂糖最少 25天前，把全部蜂

王关在小网里，让蜂王禁止产殖。关好的蜂王应夹在本蜂箱脾中间的上

方，并从继箱里蜜好的脾放入底箱里，以免断蜜源而饿死。等全部蜂王

关好以后拆继箱，确定明后天要喂糖，将底箱里有蜜的脾全部换空脾，

且关好的蜂王移到中间脾下面。喂糖前铁桶里倒白糖、水（5:3），加少

量的食用柠檬酸。再用木棍来搅拌，搅到全部白糖化开为止。到晚上 7

点左右化好的糖，倒入蜂箱里的糖盒里，为了引诱蜜蜂吃糖，蜂脾上也

倒一点。当晚凌晨 2点左右再喂一趟。这样连续几天喂完后，看蜜蜂吃

糖的情况来喂。当蜂脾 1/2左右封盖时，关好的蜂王从网子里放出，次

日再检查，看放出的蜂王是否被蜜蜂围住，假如被蜜蜂围着，此王再关

在网里，继续检查。

三、适宜区域

西方蜜蜂养殖技术可应用于海拔 3000米-4200米的蜜源作物种植连

片区域；先后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墨竹工卡县、达孜县、曲水县、林

周县；山南地区乃东县、扎囊县、贡嘎县、桑日县、错那县、浪卡子县、

琼结县；林芝地区米林县、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南木林县等 10多个县开

展实施。

四、注意事项

1．培训难度较大：所发展的养蜂户由于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动手

能力、勤劳程度等方面差异较大，在养蜂技术学习过程中所掌握的技术

水平差距较大。培训周期长，培训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场操作，

有些情况特别是蜜蜂病虫害不是每年都发生，不能保障全部学员都掌握

所有养蜂技术。而且很多学员不了解西藏蜜源情况，或不愿意转场，想

定点养殖，这样对他们的收益将有很大影响，甚至没有收益。我们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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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这方面的培训。

2．转场难度较大：由于西藏很多农牧民第一次接触蜜蜂，对蜜蜂不

太了解。加之，蜜蜂有一定攻击性，项目在许多地方实施都不能得到当

地农牧民的支持，经常受到驱赶，甚至，部分乡镇领导也不太了解养蜂，

使养蜂在许多地区无法正常开展。这需要我们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农

牧民了解养蜂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3.气候影响：养蜂和农业、气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西藏气候条件

适合生产出高质量的蜂产品，但不排除特殊气候年份对养蜂的影响，我

们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产量，维持蜂群的强势。

4.蜜源资源调查不全面：由于西藏幅员较大，油菜、荞麦等农作物

每年的种植面积和分布都不同，而其他零星蜜源又没有系统深入的调查，

使很多有价值的蜜源没有利用上，在今后将进一步摸清蜜源情况，合理

利用我区丰富的蜜源资源。

五、技术依托单位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通讯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7号

邮 编：850032

联 系 人：扎罗

联系电话：18908999168

电子邮箱：zxlb2007030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