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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新乡市蜜粉源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 新乡市有蜜粉源植物191 种, 隶属于63 科125 属 ; 该区蜜粉源植物种类丰富 ,
产蜜量大 , 对这些资源应合理地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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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ectar and Pollen Plant Resources in Xinxiang City of Henan Province
YANG Xiang-fu et al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 Xinxiang , Henan 453007)
Abstract  Preli minary i nvestigation on nectar and pollen plant resources in Xinxiang City was carried out . Result showedthat there were 191 species nec-
tar and pollen plant in Xinxiang City , belonging to 125 genera and 63 families . The nectar and pollen plants inthis region were various with high yield of
honey .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should be reaso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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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粉源植物可为蜜蜂提供花粉和花蜜的来源, 是蜜蜂赖

以生存、繁殖和发展的生活资料, 是发展养蜂生产的物质基

础[ 1] 。利用蜜蜂从蜜粉源植物资源中直接( 蜂蜜、花粉、蜂

胶) 或间接( 蜂王浆、蜂蜡、蜂毒等) 获取天然营养性、功能相

关性、医食同一性的蜂产品, 深受人们的青睐 , 既可增加社会

财富, 还可给农林作物传粉, 进而提高作物产量, 具有较高的

生态效益[ 2] 。为此, 笔者对新乡市蜜粉源植物进行了调查研

究, 旨在为开发利用新乡市蜜粉源植物提供科学依据。

1  自然地理概况

新乡市位于113°23′～114°59′E,34°53′～35°50′N, 面积

8 169 km2 , 自西北向东南分为山区、丘陵和平原3 大类, 山区

峰峦连绵, 九峰山十字岭为最高点, 海拔1 732 m。气候具有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年均温14 ℃ ,1 月平均气

温- 0 .8 ℃,7 月平均气温27 .2 ℃, 年降水量573 .4 mm, 无霜

期215 d。该区处于南暖带落叶阔叶林带, 山区为天然次生

栎类林 , 盐碱地有柽柳、罗布麻、碱蓬、蒺藜等盐生植被,“四

旁”绿化有杨树林、榆树林、泡桐林、刺槐林等, 温带水果桃、

苹果、山楂丰富。

2  河南省新乡市蜜粉源植物资源概况

2 .1 蜜粉源植物种类  通过对新乡市蜜粉源植物标本采

集、鉴定, 初步调查有蜜粉源植物191 种, 隶属于63 科125

属。其中裸子植物有3 科3 属3 种 , 被子植物有60 科122 属

188 种。蜜粉源植物主要集中于蔷薇科( Rosaceae) , 种最多 ,

为28 种; 蝶形花科( Papiliaonaceae) 19 种; 菊科( Compos itae) 14

种;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12 种; 杨柳科( Salicaceae) 和葫芦科

( Cucurbitaceae) 均为9 种; 木樨科( Oleaceae) 4 种; 桦木科( Betu-

la) 、桑科( Moraceae) 、毛 茛科( Ranunculaceae) 、云实科( Cae-

salpinaceae) 、槭树科( Aceraceae) 、鼠李科( Rhamnaceae) 、锦葵科

( Malvaceae) 、伞形科( Umbelliferae) 、唇形科( Labiatae) 、玄参科

( Scrophulariaceae) 、禾本科( Gramineae) 、百合科( Liliaceae) 各3

种; 银 杏科( Ginkgoaceae) 、松 科( Pina ceae) 、柏 科( Cupres-

saceae) 、胡桃科( Juglandaceae) 、壳斗科( Fagaceae) 等个别种类

是蜜粉源植物。丰富的蜜粉源植物资源是发展养蜂生产的

物质基础, 按照养蜂生产, 转地饲养 , 增产蜂产品的需要 , 可

分为主要蜜源植物、主要粉源植物和重要辅助蜜粉源植物。

2 .2 主要蜜源  该区主要蜜源植物有 : 油菜( Br assica ca mp

estris var . oleifer a) 。当地栽培, 花期3 月中旬至4 月中、下旬 ,

蜜粉丰富 , 花期一群蜂可产蜜10 kg 。油菜蜜浅黄色, 略带辛

辣或青草味, 极易结晶。毛泡桐( Paulownia tomentosa) 、兰考

泡桐( P . elongata) 。当地种植, 花期4 月下旬至5 月中旬, 是

衔接油菜与刺槐蜜粉源植物, 集中地区可取到商品蜜, 花期

一群蜂可产蜜10 kg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 。当地山

区、黄河岸边、沙丘平原种植, 花期4 月下旬至5 月上旬 , 流

蜜量大, 开花泌蜜约为7 ～10 d , 花期一群蜂可产蜜30 ～40

kg 。刺槐蜜呈水白色, 不易结晶, 气味清香可口 , 是我国优良

的出口蜜种之一。荆条( Vitex negundo var . heterophyll a) 。当地

山区分布, 花期6 月下旬至7 月中、下旬, 泌蜜丰富, 花期一

群蜂可产蜜40 ～50 kg 。荆条蜜浅琥珀色, 气味芬芳, 结晶

细腻。

2 .3 主要粉源 该区主要粉源植物有: 榆树( Ul mus pumil a) 。

当地种植, 花期2 ～3 月, 是开花较早的粉源植物, 对促进蜂

群繁殖 , 提高幼虫质量作用很大。旱柳( Salix matsudana) 。当

地种植, 花期3～4 月, 花粉丰富, 对打好早春强群, 夺取全年

蜂产品丰收极为重要。山楂( Crataegus pinnatifida) 、大山楂

( C. pinnatifida var . major) 。当地山区栽培, 花期4 月下旬至

5 月上、中旬, 花粉多, 对蜂群的繁殖、养王分蜂和王浆生产有

重要作用。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习见各地, 花期

4～6 月, 花粉丰富, 粉质优良, 是刺槐花期良好的粉源植物。

紫穗槐( Amorpha fruticosa) 。栽植于路边、堤岸、沙地、村边, 花

期5 月中旬至6 月中旬, 蜜粉丰富 , 对恢复刺槐蜂群群势作

用很大。田菁( Sesbania cannabina) 。当地沙地、盐碱地栽培 ,

花期7～8 月 , 蜜粉丰富, 对恢复棉花花期群势, 繁殖越冬蜂

有重要作用。黄瓜( Cucumis sativus) 。当地栽培, 花期5 ～7

月, 蜜粉丰富, 是枣花后期、荆花前期粉源植物, 对蜂群繁殖、

王浆生产有利。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当地栽培, 花期6

～7 月, 蜜粉丰富, 养蜂价值与黄瓜相同。玉米( Zea mays) 。

当地栽培 , 花期6 ～8 月, 花粉丰富, 在荆条花期对蜂群繁殖、

产浆作用很大。野菊( Dendranthe ma indicum) 。当地山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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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花期8 ～10 月, 蜜粉丰富, 对促进秋季蜂群繁殖, 采集越

冬饲料有重要作用。

2 .4 重要辅助蜜粉源  该区重要辅助蜜粉源植物有: 毛白

杨( Populus tomentosa) 。当地栽培, 花期3 月上、中旬, 花粉丰

富, 为早春粉源植物, 被蜜蜂采集利用。杏( Pruns armenia-

ca) 。当地栽培, 花期3 月, 蜜粉丰富, 对早春蜂群繁殖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山苦荬( Ixeris chinensis) 。习见各地 , 花期4 ～6

月, 花粉数量较多, 为刺槐、枣树花期辅助蜜粉源植物, 对蜂

群的繁殖极为有利。臭椿( Ailanthus altissi ma) 。当地栽培, 花

期5 月中、下旬 , 蜜粉丰富, 开花泌蜜约半月, 有利于柿树花

期、枣树花前期蜂群繁殖, 花期一群蜂可产蜜5～10 kg 。棉花

( Gossypium hirsutum) 。当地栽培 , 花期7 ～9 月, 泌蜜盛期为7

月中旬至8 月中、下旬, 历时40 d , 泌蜜丰富, 呈水白色或琥珀

色, 易结晶。柽柳( Tamarix chinensis) 。当地盐碱地栽培。花

期6 ～8 月, 蜜粉丰富, 是棉花花期的辅助蜜源, 对蜂群繁殖

有利。芝麻( Sesamaumindicum) 。当地种植 , 花期7 月中、下

旬至8 月下旬, 蜜粉丰富, 该地区常和棉花一起构成夏末秋

初一季蜜源。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当地种植, 花期7

～8 月 , 蜜涌粉盛 , 具有繁殖蜜蜂和王浆生产的作用。黄花蒿

( Artemisia annua) 。分布各地, 花期8 ～9 月, 花粉极丰富, 有

利于蜜蜂繁殖和王浆生产。

2 .5 产蜜品质优良  该区有些蜜源植物自然生长, 所采花

蜜无污染色香纯正。如原阳县黄河滩区大片刺槐林, 延津县

境内黄河故道大片刺槐林, 辉县市境内太行山低山褐土人工

林( 海拔200～500 m, 以刺槐、侧柏、栓皮栎等为主的纯林植

物带和以酸枣、野皂角、荆条等为主的旱生灌草植物带; 海拔

500～800 m, 以栓皮栎、刺槐、侧柏、黄楝木、油松等乔木为主

的纯林植物带) 是很好的放蜂蜜源场地。主要蜜源刺槐和荆

条地理分布不同, 花期也不同。由平原到丘陵, 由阳坡到阴

坡花期逐渐推迟, 生产上表现为连续性。每年4 ～7 月, 湖

北、安徽及浙江的养蜂生产者都要到该地放蜂 , 采集刺槐、荆

条蜜源 , 蜂蜜品质优良, 可达到增收和繁殖蜂群的目的。

3  河南省新乡市蜜粉源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

3 .1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要充分利用蜜粉源植物资源 , 首

先要了解新乡市蜜粉源植物资源状况, 特别是加强重要蜜源

蕴藏量、分布、放蜂路线和年蜂产品量的调查 , 从而为合理利

用提供理论基础。

3 .2 因地制宜,综合开发 对于选定的植物种类, 应充分发

挥其各有用组织和器官的利用价值, 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

经济价值。如以该地区常见的酸枣为例, 资源丰富, 在考虑

利用蜜源的同时, 酸枣仁( 酸枣的种子) 还可药用 , 然而人们

更注重对其果肉的利用, 因其果肉Vc 含量很高, 且含有多种

氨基酸、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除可直接食用外 , 还可加工成饮

料, 并因其营养丰富、酸甜可口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3 .3 兼顾农业生产和蜜源利用  蜜源植物中既有油菜、棉

花、芝麻等农作物, 也有其他经济作物 , 如中草药、蔬菜等。

种植面积的大小也影响蜜源的利用, 如棉花以前是主要的蜜

源, 但现在种植面积很小 , 蜜源利用量较少, 目前国家已加大

棉花生产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时 , 也可

以把养蜂生产作为农业经济部分来规划和实施, 使农业生产

和蜜源利用相结合。

3 .4  结合植树造林和蜜源利用  蜜粉源植物的用途也是多

种多样的, 在植树造林, 绿化荒山秃岭,“四旁绿化”时, 可因

地制宜地栽种有蜜粉源价值植物, 蜜源、粉源植物合理搭配。

如在山区种植刺槐、山楂、侧柏、油松等,“四旁”绿化种植杨

树、榆树、旱柳、刺槐、枣树等 , 既能达到绿化的目的, 又可获

得大量蜂产品, 使植树造林和蜜源利用相结合。

3 .5 保护蜜源种质资源  欲使蜂产品达到稳产高产, 必须

保护蜜源种质资源。由于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 使蜜源的破

坏时有发生 , 这就需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在植物资源丰富

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 尽可能全地收集、保存有用种质资源 ,

为研究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并且通过蜂产品的开发利用提

高人们对野生植物资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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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可湿性粉剂配方的选择。使用原药、载体( 填料) 、表

面活性剂( 润湿剂、分散剂) 、辅助剂( 稳定剂、警色剂等) 配成

达到一定细度的粉体制剂。

2 .2 活性测定  活性测试结果表明, 在试验所设浓度下 ,

9 % 万寿菊水剂50 .0、25 .0 、10 .0、5 .0 、2 .5 mg/ ml ,20 % 万寿菊

提取物悬浮剂对黄瓜枯萎病菌的抑制率见表3 。以浓度对数

为自变量 x 、抑制率几率值为因变量 y , 求得9 % 水剂、20 % 悬

浮剂、助剂对黄瓜枯萎病菌菌丝生长的毒力方程分别为: y =

3 .435 8 + 1 .134 9 x 、y = 3 .238 1 + 0 .972 2 x 、y = 3 .148 0 +

0 .743 3 x , 由此可计算出抑制中浓度 EC50( 抑制菌丝生长

50 % 时的浓度) 和 EC95( 抑制菌丝生长95 % 时的浓度) 值, 结

果见表4 。表4 表明,9 % 水剂对黄瓜枯萎病菌生长有较好的

抑制效果, 其 EC50 和 EC95 分别为23 .9、627 .4 mg/ ml ,20 % 悬浮

剂有一定的效果, 其 EC50 和 EC50 分别为64 .9、3 193 .1 mg/ ml ,

助剂的 EC50 和 EC95 分别为310 .2 、50 647 .8 mg/ ml , 根据2 种

剂型的用量 , 在该抑菌浓度范围内没有实际意义, 可以排除

其影响。

3  结论

用万寿菊根提取出了浸膏, 并用其配制了20 % 农药悬浮

剂、9 % 水剂和40 % 可湿性粉剂3 种农药剂型。用悬浮剂和

水剂对黄瓜枯萎病菌进行了毒力测试, 结果表明,9 % 水剂对

黄瓜枯萎病菌生长有较好的抑制效果,20 % 的悬浮剂有一定

的效果但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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