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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蜜蜂是自然界最主要的授粉昆虫，蜜蜂授粉在植

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系统平衡维护方面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同时，在全球现代农业系统中，油料作物、

牧草作物、瓜果类、蔬菜类和果树类等主要依赖于蜜蜂

授粉，蜜蜂授粉在农业生产中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十分显著。在农业发达国家蜜蜂授粉已经形成一项独

具特色的产业，实现了商品化和规模化。近10年来中

国蜜蜂授粉业也发展迅速。由于环境恶化、人类活动

的干扰、植被的破坏以及病虫害爆发等原因[1-4]，包括蜜

蜂在内的多种授粉昆虫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近几年

来蜜蜂在北美和欧洲很多国家出现无故消失的现象，

引起了很多国家和部门的高度重视[5-7]。中国现有蜂群

820万群，是当今世界第一养蜂大国，但中国主动应用

蜜蜂授粉的意识并不是很强，养蜂业的发展主要还是

以获取蜂产品为目的，蜜蜂授粉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

潜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为此，笔者分析了全球

主要农作物应用蜜蜂授粉的现状，旨在提高中国民众

的认识水平，增强主要作物应用蜜蜂授粉的力度，进一

步推进蜜蜂授粉为中国现代农业安全、高效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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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蜜蜂是自然界最主要的授粉昆虫，在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尤其是为农作物授粉，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笔者主要从蜜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

用、蜜蜂授粉在全球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发达国家或地区蜜蜂授粉概括、世界农作物属性种植变化趋势

和世界蜂群数量动态变化等方面阐述了全球农作物蜜蜂授粉现状，并分析了中国农作物蜜蜂授粉的现

状、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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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ey bees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pollinators in natural ecosystems world-wide, playing a
major role in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 Honey bees are also of major economic
importance for crop pollin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role of honey bees in ecosystems, the
importance of pollination by honey bees in glob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ollination by honey be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rends in the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crops world-wide, and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honey bee colonies world-wide. Finall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problems, a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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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

1 蜜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1.1 蜜蜂与访花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

被子植物最早出现在侏罗纪，但其花瓣很小，多

为绿色，不太醒目。到白垩纪，被子植物逐渐占据优势

地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花，传粉昆虫的作用逐渐显现

出来，但主要是甲虫。到新生代早第三纪，出现了专门

取食花蜜和花粉的原始蜜蜂类昆虫，它们逐渐成了开

花植物的主要传粉者。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压力下，被

子植物为了吸引更多的蜜蜂，花的颜色越来越鲜艳，而

且花蜜分泌得更多更香甜；同时蜜蜂为了更好地取食

花蜜和花粉，其口器演化得与被访花朵的花冠管长度

更加吻合，体毛更密，而且一些蜜蜂种类的足上发展到

有花粉框、花粉刷等多种携粉器官，其访花行为也更加

复杂多变。为便于蜜蜂对花的采访，花的大小、形态、

结构和蜜腺的位置等常常与访问蜜蜂种类的大小、形

态、口器类型及结构等相适应。这种高度适应，是生物

间长期自然选择和协同进化的结果[8-9]。并且，蜜蜂对

植物的交叉授粉可以提高植物后代的遗传变异，这些

遗传变异使得植物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占据更合适的

生态位[10]。所以，显花植物为蜜蜂提供食物和能量，蜜

蜂为显花植物传花授粉，提高植物后代的生活力，从生

态学的观点看，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进化

关系。

1.2 蜜蜂是多种农作物的主要授粉昆虫

2007 年，Klein 等 [11]报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的数据分析与食品直接相关的 107 种主要农

作物对蜜蜂等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结果表明，在这

107种农作物中，有 91种依赖于蜜蜂等昆虫授粉，占

农作物种类总数的 85%；其中增产幅度达 90%以上的

农作物为 13 种，占 12%；增产幅度为 40%~90%的为

30 种，占 28%；增产幅度为 10%~40%的为 27 种，占

25%；增产幅度 10%以下的为 21种，占 20%；只有 7种

农作物不依赖授粉；另外，还有9种农作物情况不详[11]

（图1）。

世界上大部分农作物属虫媒植物，作物通过昆虫

授粉可以提高产量，改善果实和种子品质，提高后代

的生活力。尽管双翅目的蝇类、鳞翅目的蝶类和鞘翅

目的甲虫类等许多昆虫都可为农作物授粉。但是，膜

翅目的蜂类具有独特的形态结构和生物学特性，在授

粉昆虫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是农作物最理想的授粉

者[9,12]。近20年来，全球设施栽培业发展迅猛，温室内

缺乏自然授粉昆虫，作物依赖蜜蜂授粉来提高产量和

品质的重要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3-14]。

2 世界蜜蜂授粉概况

2.1 蜜蜂授粉在全球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世界上主要农作物的85%都依赖于蜜蜂等昆虫授

粉[11]，尤其是油料作物、蔬菜类、水果类和坚果类等蜜

蜂授粉的效果尤为显著，这几类作物在全球分布非常

广泛，所以蜜蜂授粉在农业生产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

位。

2009年，Gallai等[15]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

世界农作物种植区系的划分，分析了蜜蜂等昆虫授粉

在全球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结果表明，世界各个地区

的农作物生产都依赖于蜜蜂等昆虫授粉。其中，中东

亚地区农作物依赖授粉的程度最高，蜜蜂等昆虫授粉

的贡献占农业总产值的15%；中亚地区次之，蜜蜂等昆

虫授粉的贡献占农产品总产值的14%；北非、西非、东

亚、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蜜蜂授粉贡献值占农产品总

产值的 10%~12%；中非、南非、大洋洲、南亚、东南亚、

南美和中美等地区的蜜蜂授粉贡献值占农产品总产值

的6%~7%；东非地区农作物依赖蜜蜂等昆虫授粉的程

度最低，蜜蜂等昆虫授粉的贡献仅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5%[15]（表1）。

作物种类属性不同，对蜜蜂授粉的依赖程度也不

要一样，其中，刺激类作物（咖啡、可可豆、可乐树和茶

等）依赖蜜蜂等昆虫授粉的程度为36.8%；坚果类作物

蜜蜂等昆虫授粉的贡献为31%；水果类、蔬菜类和油料

作物等在全球农产品总产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几

类作物蜜蜂等昆虫授粉的贡献在 12.2%~23.1%之间；

豆类作物昆虫授粉的贡献仅占 4.3%；香料作物占

2.7%；而谷类作物、糖料作物和薯类作物不依赖蜜蜂

授粉。但总体而言，蜜蜂等昆虫为全球农作物授粉的

增产价值达1530亿欧元（折合2008年9月15日的汇率

约为 2170 亿美元），占全球食用农产品总产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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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如果授粉昆虫消失，全球消费者剩余每年将减

少1900~3100亿欧元[15]（表2）。

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尤其是在设施生产中，蜜蜂

授粉可代替繁重的人工授粉，降低社会成本。在设施

瓜果类和水果类等生产过程中，蜜蜂授粉还可以取代

2,4-D等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不仅可以促进座果，

提高产量，更为重要的是蜜蜂授粉改善了果实品质，避

免了激素污染，有利于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利用蜜蜂

授粉还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减少化学

农药的使用[16]。所以，农作物利用蜜蜂授粉，不仅经济

效益显著，而且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深远。

2.2 主要国家或地区蜜蜂授粉概况

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化、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大

量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致使野生授粉昆虫锐减，因

此，家养蜜蜂的授粉作用尤显突出。世界上许多经济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利用蜜蜂为农作物授粉，以改善

农田的生态环境，保证粮食、油料、水果、蔬菜、牧草等

农作物的优质高产。

2.2.1 美国 美国是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十分

注重蜜蜂授粉的应用。美国养蜂业的主要目的是提供

蜂群为农作物授粉，蜂农的收入 90%依靠出租蜜蜂授

粉获得，蜂产品的收入仅占 10%。2000年，Morse[17]的

表1 全球不同地区蜜蜂等昆虫授粉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

地区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

南美和中美

地理分布

中非

东非

北非

南非

西非

中亚

东亚

中东亚

大洋洲

南亚

东南亚

欧盟（25国）

非欧盟

百慕大、加拿大、美国

中美洲和加勒比

南美洲

农产品总产值/×109欧元

10.1

19.6

39.7

19.2

48.9

11.8

418.4

63.5

18.8

219.4

167.9

148.9

67.8

125.7

51.1

187.7

授粉产生的价值/×109欧元

0.7

0.9

4.2

1.1

5.0

1.7

51.5

9.3

1.3

14.0

11.6

14.2

7.8

14.4

3.5

11.6

授粉的贡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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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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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2 不同农作物蜜蜂等昆虫授粉的贡献

作物分类

刺激类作物

坚果类

水果类

油料类

蔬菜类

豆类

香料类

谷类

糖料类

薯类

总和

平均价格/（欧元/1000 kg）

1225

1269

452

385

468

515

1003

139

177

137

农产品总产值/×109欧元

19

13

219

240

418

24

7

312

268

98

1618

授粉产生的价值/×109欧元

7.0

4.2

50.6

39.0

50.9

1.0

0.2

0.0

0.0

0.0

152.9

授粉的贡献/%

36.8

31.0

23.1

16.3

12.2

4.3

2.7

0.0

0.0

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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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绝大多数作物对蜜蜂授粉的依赖

程度很大，其中，杏100%依赖蜜蜂授粉，苹果、洋葱、花

椰菜、胡萝卜和向日葵等依赖蜜蜂授粉的程度均在

90%以上，甜瓜的依赖程度在70%以上，苜蓿的依赖程

度在60%以上，其他水果类、坚果类、瓜果蔬菜类等对

蜜蜂授粉也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美国现有蜂群 240

多万群，其中约 200万群是用来出租授粉的；据估算，

美国蜜蜂对主要农作物授粉的年增产价值达到146亿

美元。

美国依赖蜜蜂授粉程度最强，蜜蜂授粉在其农业

生产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利福尼亚州仅杏树

一种果树每年需要约 150万群蜂为其授粉。2007年，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昆虫系[18]分析了北卡罗来纳州主

要水果和蔬菜利用蜜蜂授粉的情况，结果表明，2000

年至2006年连续7年，蜜蜂为这几种主要水果和蔬菜

授粉的价值均占总产值的 60%以上。由于种种原因，

近几十年来美国蜂群数量逐年下降，而依赖蜜蜂授粉

的作物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导致美国农场主租蜂的

价格逐年上涨，例如，每群蜂的出租价格从 1997年的

20多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70多美元，价格增长了近

8倍；尤其是近 3~4年来，欧美等国蜜蜂无故消失的现

象严重，蜜蜂出租价格急剧上升[19]（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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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蜜蜂租赁授粉的价格变化

2.2.2 欧洲 1994年，Williams[20]报道，在欧洲超过 150

种农作物直接依赖蜜蜂等昆虫授粉，这 150种作物占

欧洲作物种类总数的 84%。2008年，Tauts[21]在《蜜蜂

的神奇世界》一书中表明蜜蜂是欧洲第三大最有价值

的家养动物，在畜牧业中，其经济地位仅次于牛和猪。

2009年，Gallai[15]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欧洲蜜蜂为农作

物授粉的年增产价值为 142亿欧元，其中欧盟成员国

蜜蜂等昆虫授粉的价值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10%，欧盟

非成员国蜜蜂授粉的价值更高，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12%，均超过9.5%的世界平均值。英国蜜蜂授粉的年

经济价值达 10亿英镑，油菜、草莓、苹果、山莓和梨是

其主要授粉对象；其中，油菜所占的比例最大，蜜蜂为

油菜授粉的年增产效益达 4亿英镑，占全国农作物蜜

蜂授粉增产总值的40%[22]。

2.2.3 澳大利亚 2009年，据Gordon 和Davis[23]的报道，

蜜蜂为澳大利农作物授粉的年增产效益达 14 亿美

元。2010年，Ware[24]报道澳大利亚的授粉昆虫有1400

多种。但是在农作物授粉贡献中，西方蜜蜂占 80%~

90%，其他授粉昆虫的贡献量仅占 10%~15%，说明蜜

蜂在农作物授粉中占绝对优势。澳大利亚现有蜂群

46~50万群，其中有30万群用于出租授粉，蜜蜂授粉经

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主要有水果类、蔬菜类、坚果类、

牧草类和向日葵等油料作物。

2.2.4 韩国 2008年，Jung[25]分析了韩国主要水果和蔬

菜应用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韩国

主要水果和蔬菜的年产值为120亿美元，其中58亿美

元来源于蜜蜂授粉的贡献；韩国现有蜂群200万群，其

蜂产品的年产值仅为3.5亿美元；即在韩国，蜜蜂授粉

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是蜂产品产值的18倍。

2.3 世界农作物属性种植变化

农作物依赖蜜蜂授粉的程度主要与作物种类属性

有关，非虫媒作物如粮食作物依赖蜜蜂授粉的程度很

低，尤其是谷类和薯类等粮食作物不依赖蜜蜂授粉，而

水果类、蔬菜类、坚果类和油料作物等虫媒作物依赖蜜

蜂授粉的程度很高。2008年，Aizen[26]分析了全球农作

物自1961年以来的种植变化情况，发现近半个世纪以

来，全球农作物在种植属性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全

球虫媒作物不论是在种植面积上还是在产量上均呈现

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非

虫媒作物在发展中国家也略有上升，但在发达国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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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下降的趋势（图 3）[26] 。1961 年农产品总产值的

3.6%依赖蜜蜂授粉，而到2006年这个比例变成6.1%，

增长速度超过69%[27]。总体而言，从种植结构上看，不

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依赖授粉的作物越来

越多，农业生产依赖于蜜蜂等昆虫授粉的程度越来越

高 [26,28]。

2.4 世界蜂群数量动态变化

1961年，全球蜂群数量约 4500万群，发展至 2007

年，全球蜂群数量约7400万群。1961—2006年，全球蜂

群数量呈现基本上升的趋势，但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并

不平衡，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蜂群数量在逐渐上升，欧

洲和北美的蜂群数量则呈现下降的趋势[29]（图4）。就

主要国家而言，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等国的蜂群数量下

降超过了 50%，而一些主要依靠蜂产品出口的国家如

中国和阿根廷的蜂群数量则呈现上升趋势[27]。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蜜蜂数量的增长速度不到

50%，但是全球虫媒作物种植的增加量超过了 300%，

即全球农作物授粉需求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全球蜂

群数量的增长速度[27]。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杏

树栽培面积越来越大，而加州杏的生产100%依赖于蜜

蜂授粉，2009年仅杏树授粉就需要蜂群150万群，其需

求量占全美蜂群总数的50%以上。据估计，到2012年

杏树授粉需蜂量将超过 200万群，而美国蜂群总数也

就240万群，也就是说，美国现有蜂群数量根本无法满

足作物授粉的需求量。

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欧美许多地方发生了蜜蜂

无故消失的现象，导致很多国家蜂群数量急剧下降[29]

（图 5）。蜜蜂无故消失的现象在美国最为严重，2007

年美国蜂群数量下降了 32%，2008 年下降了 35%，

2009年下降了 29%[30]。为此，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蜜蜂

消失的情况，多次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同时加大对蜜蜂

消失原因研究的投入[5]。蜜蜂的消失也引起英国政府

的重视，2009年4月27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在5年时间

内投入近 1000万英镑，寻找蜜蜂、蝴蝶和蛾类等传粉

图3 全球农作物授粉属性的种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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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不断消失的原因，据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

（DEFRA）估计，过去 2年时间，英国蜜蜂数量下降了

15%~30%[31]。欧盟第7框架也要求加大对蜜蜂消失原

因的研究[32]。

3 中国蜜蜂授粉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3.1 中国蜜蜂授粉现状

根据农业部的调查，2008年全国蜂群数量达 820

万群、蜂蜜产量超过 40万 t，养蜂业总产值达 40多亿

元[33]。从数量上来说，中国是目前全球当之无愧的第

一养蜂大国，但养蜂业的发展还是以获取蜂产品为主

要目的，出租授粉占养蜂收入的比例很低。

尽管中国大田作物租赁蜜蜂授粉的比例非常低，

但大田作物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依然存在，而且十分

巨大。据农业部估计，每年蜜蜂授粉促进农作物增产

的产值超过660亿元[33]。中国养蜂业以生产蜂产品为

主，为了获取更多的产品，约500万群蜜蜂蜂群为流动

蜂群，即养蜂场跟着大宗蜜源植物的花期而在全国各

地流动，这样，在生产大量蜂产品的同时，也可为大宗

图4 1961—2007年全球不同地区蜜蜂蜂群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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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授粉。例如，蜜蜂为荞麦等粮食作物，为油菜、

向日葵和油茶等油料作物，为苹果、梨、柑橘、荔枝、龙

眼和枇杷等果树，为紫苜蓿、紫云英、苕子和草木樨等

牧草授粉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34]。另外，中国还有约

300万群蜜蜂为固定蜂场，这些固定蜂场在生产蜂产

品的同时，也同样为当地的多种作物、水果和蔬菜授

粉。近 10年来，中国设施农业发展迅猛，设施作物应

用蜜蜂授粉的重要性也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在温

室草莓、桃和杏等水果的生产过程中，租赁蜜蜂授粉的

比例已经达到了 80%以上，其他瓜果蔬菜的应用程度

也在逐步提高。如果将各种作物、果树、蔬菜、牧草和

各种野生蜜源植物计算在内，中国蜜蜂授粉的经济价

值将是十分惊人的。

此外，蜜蜂授粉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受经

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自然界中野生授粉昆

虫的数量大量减少，家养蜜蜂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更加

突出。因为蜜蜂授粉能够帮助野生植物顺利繁衍，修

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其实，蜜蜂在植物多样性保护

和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做出的生态贡献远远大于为

农作物授粉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3.2 中国蜜蜂授粉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一养蜂大国，蜜蜂授粉也产生

了较大的经济价值，但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蜂业

发展一直在以蜂产品生产为重心，对蜜蜂授粉服务于

大农业生产的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主动授粉（出租授粉）的蜂群很少。中国

大田作物租赁蜜蜂授粉的蜂群占不到蜂群总数的5%，

这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农业发

达国家50%以上的蜂群用于专业授粉相比还有很大的

差距。尽管中国蜜蜂在生产大宗蜂产品的同时，也为

大宗农作物起到了较好的授粉作用，但其他零星分布

的果树、瓜果蔬菜、牧草和粮油等大多数作物都没有充

分利用蜜蜂授粉，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

二是中国对蜜蜂授粉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尽

管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蜜蜂对多种粮食作物、油

料作物、果树、蔬菜和牧草等授粉有较好的增产提质的

作用。但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种植者主要考虑的还是

品种和水肥等管理措施。甚至到目前为止还有一部分

种植者认为，蜜蜂采走了花朵的精华，或者说蜜蜂咬坏

了花朵，还要向蜂农收取所谓的损失费。他们没有意

识到蜜蜂采蜜起到了为农作物传花授粉的作用，可以

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一些地区，行业管理部门

不仅没有为流动蜂群提供便利条件，还要强行多次收

取所谓的检疫费和进场费等，致使有些蜂农因为生产

成本过高，放弃了放蜂的计划，最终导致当地作物授粉

严重不足而减产。

三是中国农作物使用农药的现象比较严重。在过

去几十年中，化学农药的使用一直是中国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最有效的手段，其严重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出

来。农药的大量使用，在杀死作物害虫的同时，也杀死

了大量的授粉昆虫，影响了作物授粉受精，严重破坏了

农田生态平衡。化学农药残留在作物体内形成一定的

累积，也不利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同样，蜜蜂对化学

农药非常敏感，尤其是一些毒性较大的农药或缓释性

农药，对蜜蜂的毒害非常大，这种现象在中国设施生产

中更为常见。人们经常见到蜜蜂在温室内，宁愿在巢

内饿死，也不会飞出蜂箱去采集，这主要是温室内过度

用药的缘故。

四是中国设施果菜滥用化学激素。近10年来，随

着中国种植结构的不断调整，设施农业迅猛发展，现在

各类设施栽培面积达400万hm2，是当今世界设施生产

的第一大国。但中国设施生产的产品品质不高、效益

低下，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昆虫授粉是影

响中国设施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之一。茄果类和

瓜果类在中国设施栽培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在生产

过程中绝大部分采用喷施化学激素物质来促进座果。

激素喷花的生产成本很低，座果也比较理想，但是生产

者没有认识到采用 2,4-D、吲哚乙酸、赤霉素等激素物

质处理的花朵，没有经过正常的授粉受精，只是激素刺

激子房发育长大成果实，果实没有种子，品质较差。另

外，激素处理会增加番茄等作物灰霉病等发生的概率，

又会造成激素污染果实，影响食品的安全。在很多农

业发达国家已经禁止使用的激素喷花方法，严重影响

了中国设施农产品的质量，阻碍了蜜蜂授粉的进程。

3.3 中国蜜蜂授粉产业发展的应对措施

第一，加强对养蜂业的组织领导。最近，国家对

蜜蜂授粉高度重视，农业部相继出台了“农业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蜜蜂授粉技术规程（试行）》的通知”和“农业

部关于加快蜜蜂授粉技术推广促进养蜂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2个指导性文件[33,35]。各级农牧部门应把加

强蜜蜂授粉促进养蜂业健康发展列入重要的议事日

程，加强指导和管理力度。在转地放蜂集中地区，农牧

部门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妥善解决治安、收费、蜜蜂农

药中毒和人蜂安全等问题，切实保护蜂农的合法权

益。蜜蜂授粉技术的应用不仅涉及到养殖业，还涉及

种植业。各级农业和畜牧兽医等相关部门应密切配

合、通力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联合相关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行业学会（协会）和企业等方面的力

·· 380



安建东等：全球农作物蜜蜂授粉概况

量，加强组织领导，共同促进养蜂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强化蜜蜂授粉的科学研究。蜜蜂授粉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一系列配套技术的研究，应加强蜜

蜂、熊蜂、壁蜂和切叶蜂等各类蜜蜂资源的开发力度，

选育出适合为不同类型作物授粉的蜂种；支持蜜蜂授

粉机具、病虫害防控和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加

大蜜蜂授粉的生态效益评价和对农作物增产的机理研

究力度；挖掘蜜蜂授粉对农作物增产的潜力。

第三，加大蜜蜂授粉技术的宣传。为了提高民众

的认知程度，应大力宣传蜜蜂授粉对农作物增产和促

进生态农业发展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力宣传各地推

行蜜蜂授粉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例。在蜜蜂授粉的关

键季节，尽量避免花期喷施农药，改进传统农作物病虫

害的防控方式，加大生物防治和生态控制等绿色植保

技术的推广力度。使蜜蜂授粉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为社

会所认同，营造推广蜜蜂授粉技术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大力推广普及蜜蜂授粉技术。首先，应选

择种植面积较大、蜜蜂授粉增产提质作用明显的农作

物品种推广蜜蜂授粉技术。例如在油菜、棉花、向日

葵、苹果、柑桔、西瓜和草莓等主产区建立蜜蜂授粉示

范基地，进行蜜蜂配套技术的集成与示范推广。在需

要授粉的农作物主产区，将蜜蜂授粉技术列入农技推

广部门的主推技术，加快普及应用步伐。其次，在经济

发达地区，可以探索建立蜜蜂授粉的补偿机制，推动养

蜂业健康持续发展。蜜蜂授粉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产

量，而且在植被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一些经济较好的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养蜂补偿计

划，例如北京市延庆区政府连续多年实施养蜂补偿办

法，使当地的养蜂业、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均得

到了很好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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