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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取蜂毒不利于蜜蜂群势发展和养蜂生产。电取蜂毒 3 d 1 次，连续 10 次，可使蜂蜜减产 45 . 64% ～
49 . 90%，差异显著（P < 0 . 05）；蜂王浆产量平均降低 46 . 17%，差异极显著（P < 0 . 01）；移虫接受率平均降低

31 . 05%，差异极显著（P < 0 . 01）；但对单台产浆量、饲料消耗量、蜂王有效产卵量等影响不大。连续取毒后 11 d，对

蜜蜂群势的发展影响不大，而 23 d 后蜜蜂群势比对照组低 12 . 87%，35 d 后低 28 . 81%，差异均极显著（P <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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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llection of bee venom by using electric shocking is not beneficial to honeybee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 The output of honey dropped significantly（P < 0 . 05）by 45 . 64 - 49 . 90%，the output of roy-
al jelly dropped 46 . 17%，very significant（P < 0 . 01）and the rate of larval acceptance dropped 31 . 05%，very
significant（P < 0 . 01）when the venom was collected continuously once per three days and up to ten times.
However，the venom collecting had not influenced the average output of royal jelly of individual cup and the ef-
fectiveness of queen’s oviposition very much，and the volume of sugar consumption was not changed much，too .
There were no apparent differences on the honeybee population after collecting venom continuously for 11 days，
but the population had reduced 12 . 87% after 23 days and 28 . 81% after 35 days，both very significant（P <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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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毒是由工蜂附腺和毒腺分泌并贮存于毒囊中

的挥发性液体，在蜜蜂螫刺行为中排出体外。蜂毒

是一种宝贵的医药资源。主要应用于各种炎症，心

血管、神经系统等方面疾病的治疗，特别对关节炎和

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更为显著。此外，蜂毒还具有

抗辐射、抗癌、脱敏等作用［1］，是一项很有开发潜力

的蜜蜂产品，蜂毒资源的开发利用，已逐渐被人们所

重视［2］。1980 年以来，国内外对取毒设备的研制和

电取蜂毒对蜜蜂及养蜂生产的影响的研究都取得了

一些进展［3 ～ 6］。

蜂毒生产一般采用电刺激方法，使工蜂被激怒

排毒［7］。电取蜂毒对蜜蜂及养蜂生产的影响，一直

是许多养蜂人所顾虑的问题［8］。人们关注的焦点

主要是电取蜂毒对蜂群的温驯性、工蜂寿命、群势发

展以及蜜蜂产品生产、饲料消耗等方面的影响。由

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试验条件方法的不同，以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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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主观经验，人们对电取蜂毒所造成的影响观

点各异。有人认为，电取蜂毒对工蜂寿命和群势发

展［9 ～ 11］、蜂蜜和蜂王浆的生产［12，13］、蜂群的温驯

性［11，12］等无明显影响；也有人认为，电取蜂毒会使

蜜蜂 变 凶［8，14］、工 蜂 寿 命 缩 短 和 蜜 蜂 群 势 下

降［14 ～ 17］、饲料消耗明显增多［14］、抗敌害的能力降

低［17］。为了深入了解蜂毒生产对蜜蜂及养蜂生产

的影响，科学地指导蜂毒生产，笔者对此课题进行了

系统 研 究。试 验 证 明，电 取 蜂 毒 不 会 使 蜜 蜂 变

凶［17，18］，但能使工蜂寿命缩短［19，20］。在此基础上，笔

者在试验中进一步研究了电取蜂毒对蜜蜂群势发展、

蜂王有效产卵量、蜂蜜和蜂王浆生产，以及糖饲料消

耗等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蜜蜂群势的测定

以意大利蜜蜂的工蜂封盖期为周期，每隔 12 d
测定 1 次。为了避免电取蜂毒操作的当天对蜂群造

成更多的干扰和影响定群（全面检查）的准确性，定

群均在电取蜂毒前一天进行。

1 .1 .1 蜂群中工蜂数量的测定 工蜂的数量以千

克为单位。为保证测定的准确性，避免蜜蜂出巢造

成定群误差，清晨在蜜蜂出勤前，关闭蜂箱巢门。蜂

箱整体用磅秤称重后，用手工抖蜂的方法将蜜蜂脱

除，再称其空蜂箱及蜂箱中巢脾、隔板、隔王栅、饲喂

器等附件的重量。前后 2 次称重的重量差为蜂群中

工蜂的数量。

1 .1 .2 蜂王有效产卵量的测定 蜂群有效产卵量

可从蜂王产卵力和蜂群哺育力两个方面，综合反映

蜂群繁殖能力，是影响蜜蜂群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蜂群的有效产卵量采用测量封盖子脾面积的方法测

定［21］。先制作子脾测量框，将标准空巢框用图钉将

上下梁和侧梁各等分 5 和 4 个区段。再用细线连接

图钉，将巢框的一面等量分隔出 20 个小格，每张标准

巢脾两面共有 40 个小格。根据每张标准巢脾的巢房

数 7 200 个巢房［22］，换算出每小格有 180 个巢房。

用子脾测量框测出封盖子脾面积的小格数后，乘

以 180，换算成封盖子的巢房数；然后再除以意大利蜜

蜂工蜂封盖发育周期 12 d，即为蜂王有效产卵量。

1 .2 试验蜂群的调整与分组

4 月初，在福建省福州市西郊福建农林大学校

园内，选 择 群 势 发 展 正 常 的 意 大 利 蜜 蜂（ Apis-
melli fera ligustica Spinola）10 群，采用配对试验 2
个样本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方法。第 1 次定群

后，将两群工蜂数量和子脾数量基本相同的蜂群配

成 1 个子对，共配成子对 5 个。配对后在每 1 个子

对中，随机确定取毒蜂群和对照蜂群。

电取蜂毒前测定，5 个子对的试验蜂群工蜂数

量，取毒组和对照组平均分别为 2 . 03 kg 和 2 . 08
kg；蜂群有效产卵量分别平均为 807 和 801 粒·d- 1，

差异均不显著（P > 0 . 05）。

1 .3 电取蜂毒方法

电取蜂毒采用巢内箱顶取毒方法。在早晨蜜蜂

尚未大量出巢活动时，将直流电压为 30V 的电取蜂

毒器放置箱顶，进行巢内取毒。取毒时，取毒器间隔

通电和断电各 5 s，每次取毒 5 min。每隔 3 d 取毒 1
次，连续取毒 10 次。

1 .4 蜂王浆生产及产浆量、移虫接受率等测定

1 .4 .1 蜂王浆生产 继箱群产浆，用平面隔王栅将

巢箱和继箱隔开。移取孵化后约 12 h 工蜂小幼虫，

每 3 d 取浆 1 次，每群蜜蜂每次移虫 80 个。第 1 次

电取蜂毒后的第 2 天开始移虫，进行第一批次产浆。

1 .4 .2 产浆量、移虫接受率等测定 用最大称量

500 g 的托盘天平分别称量每群蜜蜂的蜂王浆产

量，同时记录移虫接受的台数。根据群产浆量、移虫

数和接受的王台数，计算每群蜜蜂每次产浆的移虫

接受率和平均单台产浆量。

1 .5 蜂蜜产量的测定

当蜂巢内的贮蜜 50%以上封盖时，用摇蜜机将

蜂蜜取出。每群蜜蜂的每次产蜜量单独称重记录。

称重方法是在摇蜜前，先用磅秤称量摇蜜机的

重量，将一群蜂的巢中的蜂蜜全部取尽后，再次称量

摇蜜机。这 2 次重量差为一群蜜蜂的一次产蜜量。

1 .6 蜂群饲料消耗量的测定

在电取蜂毒前 10 d，用补助饲喂和调整蜜脾的

方法，将取毒组和对照组蜂群巢内贮存的糖饲料数

量调整一致。每天根据蜂群实际消耗的饲料量进行

饲喂，分别记录每群蜜蜂每次的饲喂量，直到连续取

毒结束。糖饲料的饲喂方法，将蔗糖和水以 5 : 3 的

比例配制成糖液，傍晚放入蜂箱内的饲喂器中。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电取蜂毒对蜜蜂群势发展的影响

2 .1 .1 电取蜂毒对蜜蜂群势发展的影响 开始电

取蜂毒后11 d 测定，取毒组比对照组蜂群的平均群

势有所减少，但差异不显著（P > 0 . 05）；随着电取蜂

毒继续进行，取毒组和对照组的蜜蜂群势差别增大，

试验进行到第 23 天和 35 天时，与对照组相比，取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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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工蜂数量平均分别下降 12 . 87%和 28 . 81%，差

异极显著（P < 0 . 01）。尤其在电取蜂毒 24 d 后，对

照组蜂群的工蜂数量继续直线增长的同时，取毒组

蜂群已大幅度下降（图 1）。

图 1 电取峰毒对蜜蜂群势发展的影响

Fig . 1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ng bee venom on the population
of bee colony

2 .1 .2 电取蜂毒对蜂王有效产卵量的影响 在电

取蜂毒的过程中，连续 3 次测定每天的蜂王平均有

效产卵量，取毒组分别为 978 . 0、868 . 5 和 993 . 0 粒，

对照组分别为 1077 . 0、1077 . 0 和 1150 . 5 粒，但差异

均不显著（P > 0 . 05）。

蜂群中的工蜂数量由蜂王有效产卵量和工蜂寿

命共同决定的，由于电取蜂毒未显著减少蜂王平均

有效产卵量，由此可以推断工蜂寿命缩短的主要原

因是工蜂数量显著下降造成的。电取蜂毒显著缩短

工蜂寿命，已被试验证明［19，20］。

2 .2 电取蜂毒对蜂王浆生产的影响

蜂王浆生产共 11 批次，在连续取毒期间产浆 9
批次。为探讨停止取毒后，电取蜂毒对蜂群产浆的

后续影响，又继续产浆 2 批次。

2 .2 .1 电取蜂毒对移虫接受率的影响 取毒组移

虫接受率总平均为46 . 79%，对照组为 77 . 84%，差

异极显著（P < 0 . 01）。连续取毒 20 d 以后，产浆移

虫接受率大幅度下降（表 1）。

表 1 电取蜂毒对移虫接受率的影响

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ng bee venom on the rate of accepted larva

取浆日期
The date of collecting royal jelly

（mo-d）

取毒组
The group of collecting venom

（%）

对照组
The group of non-collecting venom

（%）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

（ p）

4-10 40 . 50 63 . 25 < 0 . 05
4-13 40 . 00 69 . 50 < 0 . 01
4-16 57 . 25 76 . 75 < 0 . 05
4-19 57 . 50 86 . 25 < 0 . 05
4-22 60 . 45 85 . 75 < 0 . 05
4-25 69 . 50 83 . 00 < 0 . 05
4-28 64 . 75 82 . 00 < 0 . 05
5-1 38 . 75 78 . 00 < 0 . 01
5-4 40 . 25 83 . 50 < 0 . 01
5-7 34 . 50 74 . 00 < 0 . 01
5-10 24 . 50 74 . 25 < 0 . 01

从表 1 分析，在电取蜂毒初，第 1 批产浆的接受

率就明显下降，说明取毒过程对移虫接受率有显著

影响。第 10 ～ 11 次产浆时，已停止电取蜂毒操作，

但与对照组比较，移虫接受率仍继续下降。其原因

是电取蜂毒造成蜜蜂群势下降，因群势下降影响了

移虫接受率。因此，电取蜂毒对蜂王浆生产中移虫

接受率的影响，主要受取毒过程的干扰和群势下降

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2 .2 .2 电取蜂毒对蜂王浆单台产量的影响 每次

取浆的每群蜜蜂单台产浆量：取毒组为 0 . 20 ～ 0 . 53
g，对照组为 0 . 23 ～ 0 . 47 g。经差异显著性检验，取

毒组和对照组平均单台产浆量差异均不显著（P >

0 . 05）。

2 .2 .3 电取蜂毒对蜂王浆产量的影响 无论在电

取蜂毒的初期，还是停止取毒后，蜂王浆产量都显著

减少（图 2）。取毒期间产浆 9 批次，蜂王浆分别减

产 46 . 61%、47 . 31%、39 . 13%、36 . 43%、39 . 78%、

25 .46%、26 . 19%、58 . 85%和 58 . 09%；取毒后生产

2 批次，蜂王浆分别减产 59.48%和 68.10%。由此可

见，电取蜂毒对蜂王浆产量的影响也是在于取毒过程

对蜂群的干扰和取毒造成群势下降两方面因素。

2 .3 电取蜂毒对产蜜量的影响

试验期间共取蜜 4 次。连续取毒 15 d 后第 1
次取蜜，取毒组与对照组蜂群的产蜜量相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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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取蜂毒对蜂王浆的影响

Fig . 2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ng bee venom on the output of
royal jelly

减产 46 . 55%、45 . 64%和 49 . 90%，差异显著（P <
0 . 05）（表 2）。

2 .4 电取蜂毒对糖饲料消耗的影响

电取蜂毒期间，取毒组和对照组蜂群平均每群

饲喂蔗糖 2 . 175 kg 和 1 . 644 kg，但差异不显著（P
> 0 . 05）；取毒组平均每群蜜蜂消耗蔗糖 123 . 8 g，对

照组 平 均 每 群 消 耗 蔗 糖 78 . 1 g，差 异 也 不 显 著

（P > 0 . 05）。

3 讨论

（1）连续电取蜂毒约 20 d，群势明显大幅度下

降；连续电取蜂毒约 30 d，蜂群已失去生产能力。因

此，用 30V 直流电压，间隔通电和断电各 5 s，每次 5
min的电取蜂毒方法，每隔3d取毒1次，连续取毒

表 2 电取蜂毒对蜂蜜产量的影响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ng bee venomon the output of honey

取蜜日期
The date of extraction of honey

（mo-d）

取毒组
The group of collecting venom

（kg）

对照组
The group of non-collecting venom

（kg）

主要蜜源
Nectar plant

4-21 10 . 30 10 . 35 柑橘 Citrus
5-11 8 . 90 16 . 55 荔枝 Litchi
5-15 9 . 35 17 . 20 龙眼 Longan
5-20 12 . 50 24 . 95 龙眼 Longan

不宜超过 5 次。

（2）单台产浆量主要受接受的王台数量和蜂群

哺育力（泌浆能力）两方面的影响。由于哺育力强和

接受的王台数量少，单台产浆量将增加。电取蜂毒

虽然影响了蜂群的产浆能力，但没有显著减少单台

产浆量，主要是因为移虫接受率降低所致。

（3）本项研究是在蜜源丰富的蜂群繁殖期和流

蜜期进行，今后还应在越夏前和越冬前研究电取蜂

毒对蜂群越夏和越冬的影响。

（4）电取蜂毒对蜜蜂及养蜂生产影响的研究是

一项较复杂的工作。应继续进行电取蜂毒方法的改

进研究，包括电击蜜蜂的电压、电击取毒的持续时

间，连续电取蜂毒的间隔时间和连续次数等对蜜蜂

和养蜂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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