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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繁殖和
工蜂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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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旨在研究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繁殖和工蜂发育的影响，为蜂农选择蜜

蜂饲粮提供参考。 选用群势相当的本地意大利蜜蜂 １５ 群，随机分为 ５ 组（每组 ３ 群），其中 ４ 组

为不同蜂花粉试验组，１ 组为空白对照组。 ４ 个蜂花粉试验组蜜蜂分别持续饲喂荷花粉、玉米花

粉、茶花粉、油菜花粉 ３６ ｄ，空白对照组蜜蜂不进行饲喂。 结果表明：第 ３６ 天，与荷花粉和玉米

花粉相比，茶花粉和油菜花粉对蜂群群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Ｐ＜０．０５）。 第 ３６ 天，茶花粉组的

封盖子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个蜂花粉试验组（Ｐ＜０．０５），且油菜花粉组显著高于荷花粉组（Ｐ＜
０．０５）。 在饲喂的 ３６ ｄ 期间，油菜花粉组和茶花粉组蜂群的采食量均显著高于荷花粉组（Ｐ＜
０．０５）。 在 １２：００—１２：０５ 和 １４：００—１４：０５ 时间段，茶花粉和油菜花粉组工蜂的采集活性显著

高于其他蜂花粉试验组和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 茶花粉组、油菜花粉组的 ６ 日龄工蜂幼虫虫体

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组（Ｐ＜０．０５）。 与玉米花粉相比，油菜花粉、荷花粉及茶花粉均可显著

提高意大利蜜蜂工蜂的寿命（Ｐ＜０．０５）。 结果显示，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繁殖和工蜂发

育有很大影响，在春繁期间，补饲茶花粉和油菜花粉较有利于促进意大利蜜蜂蜂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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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花粉是由蜜蜂从蜜源植物花朵中采集，混
入花蜜和分泌物后加工而成的不规则团状物，其
营养成分非常复杂，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肪、维生素、类胡萝卜素、类黄酮和色素等。 蜂花

粉作为蜜蜂主要的蛋白质营养源，对维持蜂群正

常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２］ 。
蜂群内花粉短缺、营养供应不足，会出现幼虫被清

理出巢房或发育不良，成年蜂生长受阻，泌蜡、泌
浆能力降低，蜂王产卵能力下降，蜂群感染病害加

重等情况［３－６］ ，严重时还会导致蜂王停止产卵，幼
虫发育停滞，进一步导致蜂群衰弱等情况［７］ 。 因

此，蜂花粉对维持蜂群的最佳生产状态、提高养蜂

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蜂花粉的种类很多，一般按照植物来源分类。
不同植物来源的花粉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和生物学功能均存

在一定差别［８－９］ 。 荷花粉、玉米花粉、茶花粉和油

菜花粉是目前市场上销售量较大的 ４ 种蜂花粉，
也是作为蜜蜂饲粮的主要蜂花粉。 前人的研究表

明，蜂花粉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含

量的不同会对蜜蜂的各发育阶段的群势、封盖子

量、抗氧化活性、产浆性能等产生影响［１０－１３］ 。 蜂粮

和蜂王浆中的多数营养活性物质来源于蜂花粉，
蜂花粉的优劣必定影响蜜蜂各阶段的发育及蜂王

浆的生产。 但目前对不同蜂花粉对蜜蜂繁育效果

的比较研究还鲜有报道。



１０ 期 高丽娇等：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繁殖和工蜂发育的影响

　 　 本试验以意大利蜜蜂（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为研究对象，分析 ４ 种蜂花粉（荷花粉、玉米花粉、
茶花粉和油菜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群势、封盖

子量以及工蜂初生重、采集活性、寿命等指标的影

响，评价不同蜂花粉饲喂蜜蜂的效果，旨在为养蜂

生产中蜂花粉的选择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时间及蜂群

　 　 试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月在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蜂业研究所试验蜂场内进行，试验蜂群为重庆市

荣昌区本地意大利蜜蜂。
１．２　 蜂花粉及蜂群

　 　 供试蜂花粉为荷花粉、玉米花粉、茶花粉和油

菜花粉，所有供试蜂花粉均为意大利蜜蜂采集的

新鲜花粉，纯度大于 ９５％，存放于洁净的样品袋

中，贮藏在－２０ ℃的冰箱中备用。
　 　 在意大利蜜蜂越冬后，选取同一品种、群势相

当、无花粉贮备的意大利蜜蜂 １５ 群，随机分为 ５ 组

（每组 ３ 群），其中 ４ 组为不同蜂花粉试验组，１ 组

为空白对照组。 ４ 个蜂花粉试验组蜜蜂分别持续

饲喂荷花粉、玉米花粉、茶花粉、油菜花粉 ３６ ｄ，空
白对照组蜜蜂不进行饲喂。 试验开始前，各组选

用孔径较小的脱粉器控制外勤蜂采进花粉。 试验

期间，将不同花粉与水按一定比例揉制成花粉团，
投喂到对应的蜂群中，定期更换花粉团，确保蜂群

长期处于食源充足的状态，试验持续 ３６ ｄ。
１．３　 指标测定及方法

１．３．１　 蜂群群势及封盖子量的测定

　 　 试验开始前（第 ９ 天）以后试验开始后每隔

１２ ｄ（第 １２ 天、第 ２４ 天和第 ３６ 天）观察并记录各

组蜂群群势、封盖子量，共计 ４ 次。 蜂群群势以足

框蜂进行统计［１４］ ，并详细记录每张脾上封盖子的

面积，计算各蜂群的群势及封盖子量。 试验采用

设计好的木制巢脾框（巢脾框中部被细线分隔成

４５ 个大小一致的格子）记录蜂群群势及封盖子量。
１．３．２　 蜂群采食量的测定

　 　 试验期间每 ３ ｄ 更换 １ 次花粉团，记录每次投

喂的花粉团重量及剩余花粉团重量，统计试验期

间各蜂群的采食量，并根据蜂群群势计算各组蜂

群的足框蜂采食量。
１．３．３　 蜂群采集活性观察

　 　 试验开始 ２０ ｄ 后，选择 ３ ｄ 晴朗无风天气对

各个蜂群的工蜂采集活性进行观察，记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５、１２：００—１２：０５、１４：００—１４：０５ 这 ３ 个时间

段内出巢采集工蜂的数量。
１．３．４　 工蜂初生重的测定

　 　 试验结束后，在各组蜂群随机选取刚羽化出

房的工蜂 ２０ 只称重，统计各组工蜂初生重。
１．３．５　 工蜂虫体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饲喂 ２０ ｄ 后，选取 ６ 日龄工蜂幼虫及新出房

工蜂，按 １∶９（质量体积比）加入生理盐水，采用玻

璃研磨器研磨成浆，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采用考

马斯亮蓝法测定各组蜜蜂虫体的蛋白质含量。
１．３．６　 工蜂寿命的测算

　 　 试验结束后，每个蜂群选取 ３５ 只新出房的工

蜂放入昆虫饲养箱，提供 ５０％糖水及对应的适量

花粉供其食用，每天记录饲养箱中工蜂的死亡数

量，绘制生存曲线。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对数据进行分析，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显著，多重比较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

法进行。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群势及封盖

子量的影响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群势的影响如

图 １ 所示。 随着饲喂时间的延长，蜂群群势的发

展不同，各蜂花粉试验组蜂群群势整体表现为先

略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空白对照组则表现为先下

降后保持平稳趋势；第 ３６ 天，４ 个蜂花粉试验组的

蜂群群势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且茶花

粉组和油菜花粉组的蜂群群势显著高于荷花粉组

和玉米花粉组（Ｐ＜０．０５），茶花粉组与油菜花粉组

的蜂群群势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荷花粉组与玉

米花粉组的蜂群群势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封盖子量的影响见

表 １。 第 ２４ 天、第 ３６ 天，４ 个蜂花粉试验组的封盖

子量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第 ３６ 天，茶
花粉组的封盖子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个蜂花粉试验

组（Ｐ＜０． ０５），且油菜花粉组显著高于荷花粉组

（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采食量的影响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采食量的影响

１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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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２。 在饲喂的 ３６ ｄ 期间，油菜花粉组和茶花

粉组蜂群的采食量均显著高于荷花粉组 （ Ｐ ＜
０．０５），且茶花粉组和油菜花粉组蜂群采食量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

　 　 第 ３６ 天的数据点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Ｏｎ ｄａｙ ３６， ｖａｌｕ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Ｐ ＜ ０． 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图 １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

蜜蜂蜂群群势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２．３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采集活性的影响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采集活性的影

响见表 ３。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油菜花粉在 ３ 个时

间段均可以显著促进意大利蜜蜂工蜂的采集活性

（Ｐ＜０．０５）。 在 １２：００—１２：０５ 和 １４：００—１４：０５ 时

间段，茶花粉和油菜花粉组工蜂的采集活性显著

高于其他蜂花粉试验组和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４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初生重的影响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初生重的影响

见表 ４。 ４ 个蜂花粉试验组工蜂初生重显著高于

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而不同蜂花粉试验组之间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５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虫体蛋白质含

量的影响

　 　 以牛血清标准蛋白添加量为横坐标（Ｘ，μＬ），
５９５ ｎｍ 处吸光度值为纵坐标（ Ｙ）作图，所得标准

曲线在 ０ ～ ２４０ μＬ 内符合方程 Ｙ ＝ ０．００３Ｘ＋０．０３７
（Ｒ２ ＝ ０．９９５）。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虫体蛋白质含

量的影响如图 ２ 所示。 茶花粉组、油菜花粉组新

出房工蜂虫体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玉米花粉组和

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而茶花粉和油菜花粉组之

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茶花粉组、油菜花粉组

的 ６ 日龄工蜂幼虫虫体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玉米

花粉组、荷花粉组和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而茶花

粉组和油菜花粉组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 １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封盖子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ｅａｌｅｄ ｂｒｏｏｄ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足框蜂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封盖子量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ｅａｌｅｄ ｂｒｏｏｄ

第 ０ 天 Ｄａｙ ０ 第 １２ 天 Ｄａｙ １２ 第 ２４ 天 Ｄａｙ ２４ 第 ３６ 天 Ｄａｙ ３６

空白对照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４３±０．０７ ０．３８±０．０８ａ ０．３０±０．０６ａ ０．１９±０．０７ａ
荷花粉 Ｌｏｔｕｓ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４６±０．０４ ０．５８±０．２３ａｂ ０．８６±０．１６ｂｃ １．０８±０．０６ｂｃ

玉米花粉 Ｃｏｒｎ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４８±０．０６ １．０３±０．０７ｃ １．０８±０．０９ｃ １．３１±０．２４ｃｄ

茶花粉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４６±０．０５ ０．９９±０．１０ｃ １．７７±０．３４ｄ ２．０１±０．３８ｅ

油菜花粉 Ｒａｐｅ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４９±０．０２ １．３１±０．０８ｄ １．５９±０．１７ｄ １．６１±０．３１ｄ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同列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无字母或相同字母表示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 下表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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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采食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ｇ ／足框蜂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采食量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１～ １２ ｄ １３～ ２４ ｄ ２５～ ３６ ｄ

荷花粉 Ｌｏｔｕｓ ｐｏｌｌｅｎ ３５．５６±３．０６ａ ４３．９９±７．３０ａ ３４．９３±５．２２ａ

玉米花粉 Ｃｏｒｎ ｐｏｌｌｅｎ ４５．２８±２．１０ｂ ４６．４６±６．２６ａ ４８．００±１．８４ｂ

茶花粉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ｏｌｌｅｎ ４９．６５±６．７６ｂｃ ５２．１２±１．９４ｂ ６５．５８±４．０８ｃ

油菜花粉 Ｒａｐｅ ｐｏｌｌｅｎ ５４．４３±２．７６ｃ ４９．５７±４．７９ｂ ６２．３８±６．７６ｃ

表 ３　 不同花粉饲料对意大利蜜蜂工蜂采集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不同时间段工蜂出巢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０：００—１０：０５ １２：００—１２：０５ １４：００—１４：０５

空白对照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４．６７±７．４７ａ ５７．３３±８．０７ａ ６６．３３±１２．６６ａ

荷花粉 Ｌｏｔｕｓ ｐｏｌｌｅｎ ３７．００±７．１６ａ ６７．００±１５．５８ａ ９３．００±２３．８７ａｂ

玉米花粉 Ｃｏｒｎ ｐｏｌｌｅｎ ４２．３３±１２．６３ａｂ ４９．００±１８．５３ａ １１１．００±１３．３０ｂ

茶花粉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ｏｌｌｅｎ ４６．００±９．９７ａｂ ９５．６７±１４．３０ｂ １５９．６７±１２．３０ｃ

油菜花粉 Ｒａｐｅ ｐｏｌｌｅｎ ６３．６７±１５．０１ｂ １５７．３３±２３．０１ｃ １７３．００±２０．５４ｃ

表 ４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初生重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ｎｅｗ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ｇ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初生重

Ｎｅｗ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空白对照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１１４±０．００６ａ

荷花粉 Ｌｏｔｕｓ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１２７±０．００８ｂ

玉米花粉 Ｃｏｒｎ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１３０±０．０１１ｂ

茶花粉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１２９±０．０１０ｂ

油菜花粉 Ｒａｐｅ ｐｏｌｌｅｎ ０．１３０±０．０１２ｂ

２．６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寿命的影响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寿命的影响如

图 ３ 所示。 饲喂 ３０ ｄ 后，油菜花粉组的意大利蜜

蜂工蜂寿命显著高于其他组（Ｐ＜０．０５），且茶花粉

组和荷花粉组意大利蜜蜂工蜂寿命显著高于玉米

花粉组和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群势及封盖

子量的影响

　 　 春繁期是蜂群从越冬后期进入早春繁殖，并
逐渐发展成强群，为各种产品获取奠定基础的一

个重要阶段，故在该阶段需要给蜂群提供充足的

营养以满足蜂群快速繁育的需要，部分养蜂者利

用一定配比的大豆粉、玉米粉、豆粕等蛋白质饲料

对蜂群进行补充饲喂［１５－１６］ ，但仅提供此类饲料往

往是不够的，还需补喂蜂花粉饲料，因为蜂花粉除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外还含有其他活性成

分，能够增强蜜蜂体质，刺激蜂王产卵意愿［１７－１９］ 。
在本研究中，春繁阶段意大利蜜蜂群势总体表现

为先略下降后上升的规律，与冯倩倩等［２０］ 的研究

结果相似。 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早春处

于新老蜂更替时期，越冬蜂的主要任务是培育新

蜂，而新出房幼蜂数量少于消耗的越冬蜂数量，故
蜂群群势开始增长缓慢甚至呈一定下降趋势，待
蜂群中营养补充后，蜂群不断哺育出新蜂，群势逐

渐上升。 在本试验后期，茶花粉组和油菜花粉组

蜜蜂蜂群群势和封盖子量显著高于荷花粉组和玉

米花粉组，说明补饲茶花粉和油菜花粉后工蜂哺

育能力提高，蜂王获得较全面且充足的营养，产卵

力提高，从而封盖子量增加，群势增强。 在春繁阶

段，意大利蜜蜂蜂群补饲茶花粉和油菜花粉表现

出繁育效果较好的原因可能是该 ２ 种花粉中含有

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酸［９］ ，其成分组成更符合蜜

蜂的营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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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柱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字

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０． 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图 ２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

虫体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ｂｏｄ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第 ３０ 天的数据点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Ｏｎ ｄａｙ ３０， ｖａｌｕ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Ｐ ＜ ０． 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图 ３　 不同花粉饲料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寿命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ｏｎ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３．２　 不同花粉对意大利蜜蜂蜂群采食量及工蜂

采集行为的影响

　 　 采食量可以反映饲料的适口性及营养状况，
是蜜蜂摄入营养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影响蜜蜂的

生长发育和生产性能，故要求蜂花粉饲料要有一

定的适口性，前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蜜蜂对天

然花粉的偏好性［２１］ 。 而花粉的颜色、气味、蛋白质

与脂类物质含量等因素对蜜蜂的偏好性均有影

响，故花粉来源不同，对蜜蜂的吸引力也有所差

异［２２］ 。 本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蜜蜂对 ４ 种不同

蜂花粉的采食量不同，可能是因为来源不同的蜂

花粉，其蛋白质、脂类物质含量具有较大差异，尤
其是脂类中的亚油酸和亚麻酸可能会对蜜蜂有一

定的诱食作用［２３］ 。 对本试验中采用的 ４ 种蜂花粉

的营养成分及含量的分析结果显示，油菜花粉和

茶花粉中蛋白质、亚油酸和亚麻酸的含量显著高

于玉米花粉和荷花花粉［９］ ，这可能就是造成蜜蜂

对茶花粉和油菜花粉的采食量较高的原因。 本试

验结果显示了茶花粉和油菜花粉可以提高工蜂的

采集活性。
３．３　 不同蜂花粉对意大利蜜蜂工蜂初生重、虫体

蛋白质含量及寿命的影响

　 　 工蜂初生重、虫体蛋白质含量及寿命是衡量

蜜蜂个体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其哺育能力及采集活性，进而影响蜂群的生

产性能及繁殖性能［２４－２５］ 。 前人研究表明，工蜂体

重尤其是工蜂初生重、工蜂体蛋白质含量和寿命

与蜂群的营养状态具有很大的相关性［２６］ 。 在本研

究中，４ 个蜂花粉试验组工蜂初生重、新出房工蜂

虫体蛋白质含量和寿命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说明充足的蜂花粉饲料保证了工蜂的质量。 在本

研究中，茶花粉组、油菜花粉组和荷花粉组均表现

出较长的寿命，可能与其含有较多的蛋白质有

关［９］ ，此结果与郑本乐［２７］ 在意大利蜜蜂春繁阶段

代用花粉中适宜蛋白质水平的研究中得出的工蜂

寿命随蛋白质水平的升高而延长的结果相似。 但

是 ４ 种不同蜂花粉对工蜂初生重的影响不显著，
原因可能是不同蜂花粉在促进蜂群群势及封盖子

量发展的同时消耗了蜂花粉中大量的蛋白质，蛋
白质营养不充足限制了新出房工蜂的质量［２５－２６］ ，
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蜂花粉对新出房工蜂

体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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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相对于荷花粉和玉米花粉，茶花粉和油菜花

粉能够显著提高意大利蜜蜂蜂群群势、封盖子量

及采集活性。 因此，在意大利蜜蜂的春繁期，为了

促进群势发展、提高蜂群采集活性、加强蜂群繁

殖，补饲茶花粉和油菜花粉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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