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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及

其制备方法，属于畜牧兽医技术领域，原料按重

量份计包括：混合物A500份、B族维生素0.003～

0.005份、维生素E0.004～0.006份及糖浆水250

～1000份；混合物A由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

复合花粉及水按照重量比为1:(2～3):1:(2～

3):1组成；将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及复合花

粉混合均匀，之后加入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E，混

合后加入糖浆水，即得所述饲料。本发明提供的

饲料能够有效促进熊蜂的生长发育，降低其死亡

率，为今后以熊蜂作为生物材料奠定了坚实基

础。本发明提供的饲料具有用于生产实际的可行

性，为今后应用于规模生产提供一定的数据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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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其特征在于，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混合物A500份、B族维

生素0.003～0.005份、维生素E  0.004～0.006份及糖浆水250～1000份；

所述混合物A由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复合花粉及水按照重量比为1:(2～3):1:(2

～3):1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豆粉为将大豆饼粉

碎或者将黄豆炒熟粉碎后制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花粉的制备方法

为：板栗花粉、蚕豆花粉、玉米花粉、向日葵花粉及油菜花粉按照重量比为(1～3):1:1:1:(2

～4)混合均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糖浆水的制备方法

为：将蔗糖与水按照重量比为1∶(0.8～1.2)的比例煮沸20～40min。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蔗糖与水的重量比为1∶1。

6.一种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将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及复合花粉研磨后混合均匀，加入水形成混合物

A，之后加入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E，混合后加入糖浆水，即得所述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至200目；所述糖浆水的加入

量以手握饲料放开后可以散团为标准；制备过程中保持温度为25～37℃。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微波灭菌并制成饼干状的步

骤。

9.一种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贮存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将所述饲料压紧堆放，在表层撒上一层白砂糖，之后盖上塑料薄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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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畜牧兽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设施农业产业的迅速发展，设施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和需求日渐增加，这

是由于设施农业封闭或半封闭的环境，阻碍了传粉昆虫的进入，而传统的人工授粉和激素

蘸花不仅增加劳动强度，而且授粉效果不理想，还会造成激素残留。熊蜂以其授粉高效性、

采集专一性和种群社会性等优势在许多农作物授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自然界最重要的

授粉昆虫之一。但与此同时，由于设施作物生长周期较短，病虫害种类繁多、世代叠加、危害

严重，农业生产上不得不使用农药进行防治，不可避免地会对授粉昆虫造成一定的伤害。因

此，建立化学农药对熊蜂毒性研究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0003] 然而，在室内开展化学农药对熊蜂的毒性研究，不可避免就需要进行熊蜂人工饲

养，甚至人工繁育，但是在自然界中，熊蜂可借助采集寄主植物花粉或者花蜜维持生存、进

行种群繁衍，而在人工饲养或是室内繁育条件下，往往因为使用单一花粉或者蜂蜜饲喂，亦

或是所用饲料配比不合适等原因，出现熊蜂存活、化蛹和羽化率低、生存周期短等问题，直

接影响人工饲养效果。

[0004] 因此建立一个可提高熊蜂存活、化蛹和羽化率，延长生存周期的营养配比相对合

理、贮存时间较长的饲料配方及其制备方法，可不断完善人工饲养技术指标，为人工量化生

产熊蜂提供可能，这对于开展化学农药对熊蜂毒性相关研究、进行熊蜂人工繁育及生产应

用，具有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及其制备

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混合物A500份、B

族维生素0.003～0.005份、维生素E0.004～0.006份及糖浆水250～1000份；所述混合物A由

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复合花粉及水按照重量比为1:(2～3):1:(2～3):1组成。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大豆粉为将大豆饼粉碎或者将黄豆炒熟粉碎后制得。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复合花粉的制备方法为：板栗花粉、蚕豆花粉、玉米花粉、向日葵花

粉及油菜花粉按照重量比为(1～3):1:1:1:(2～4)混合均匀。

[0010] 进一步地，所述B族维生素为复合维生素B。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糖浆水的制备方法为：将蔗糖与水按照重量比为1∶(0.8～1.2)的

比例煮沸20～40min。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蔗糖与水的重量比为1∶1，煮沸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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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将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及复合花粉研磨后混合均匀，加入水形成混合物A，之后加

入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E，混合后加入糖浆水，即得所述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研磨至200目；所述糖浆水的加入量以手握饲料放开后可以散团为

标准；制备过程中保持温度为25～37℃。

[0015] 进一步地，还包括微波灭菌并制成饼干状的步骤。

[0016] 本发明同时提供了一种上述所述的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贮存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将所述饲料压紧堆放，在表层撒上一层白砂糖，之后盖上塑料薄膜即可。

[0017] 撒盖白砂糖的作用：白砂糖在合适条件下，自身贮藏时间就比较长，此处撒上白砂

糖，目的在于通过最节省成本的方式，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利于厌氧菌发酵；与此同

时，白砂糖一定程度上还可加速酵母菌发酵；另外由于饲料发酵后微酸，有白糖覆盖，也是

为了增加蜂的取食量。白砂糖厚度，以完全覆盖饲料表面为准(表面看不到饲料本身)，也可

酌情增加厚度。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根据熊蜂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水等物质，通过合理搭配熊蜂发育所需必要营养物

质，以及建立合理的制备方法，使所得饲料能够有效促进熊蜂的生长发育，降低其死亡率，

进一步完善室内人工饲养熊蜂的技术指标，为今后以熊蜂作为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条件下

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0020] 通过验证发现，本发明提供的饲料具有用于生产实际的可行性，为今后推广应用

于规模生产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现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多种示例性实施方式，该详细说明不应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而应理解为是对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特性和实施方案的更详细的描述。应理解本发明中

所述的术语仅仅是为描述特别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2] 另外，对于本发明中的数值范围，应理解为还具体公开了该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之

间的每个中间值。在任何陈述值或陈述范围内的中间值以及任何其他陈述值或在所述范围

内的中间值之间的每个较小的范围也包括在本发明内。这些较小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可独立

地包括或排除在范围内。

[0023]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本发明所述领域的常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虽然本发明仅描述了优选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在本发明的

实施或测试中也可以使用与本文所述相似或等同的任何方法和材料。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

有文献通过引用并入，用以公开和描述与所述文献相关的方法和/或材料。在与任何并入的

文献冲突时，以本说明书的内容为准。

[0024]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下，可对本发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多

种改进和变化，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由本发明的说明书得到的其他实

施方式对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发明说明书和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

[0025] 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包含”、“包括”、“具有”、“含有”等等，均为开放性的用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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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包含但不限于。

[0026] 以下实施例及对比例中，所采用的B族维生素为购自山东怡丰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复合维生素B，货号为YFC18。

[0027] 实施例1

[0028] 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29] (1)将大豆榨油后得到的大豆饼粉碎得到大豆粉；

[0030] (2)将板栗花粉、蚕豆花粉、玉米花粉、向日葵花粉及油菜花粉按照重量比为2:1:

1:1:3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花粉；

[0031] (3)将酵母粉、步骤(1)得到的大豆粉、脱脂奶粉以及步骤(2)得到的复合花粉分别

进一步研磨粉碎，过200目网筛后称重，将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复合花粉及水按照重

量比为1:2.5:1:2.2:1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物A；

[0032] (4)每500g上述混合物A中分别加入4mg  B族维生素和5mg的维生素E，混合得到混

合物B；

[0033] (5)用蔗糖与水按照重量比为1:1混合，加盖煮沸30min制成糖浆水；

[0034] (6)将步骤(4)得到的混合物B与步骤(5)得到的糖浆水按照质量比为2:1混合，手

握饲料放松后可以散团，微波灭菌，并制作成为饼干状为成品饲料，以供熊蜂食用；

[0035] 饲料制备过程中，全程温度控制在25～37℃之间，以使饲料微酸(最终得到的饲料

的pH在3～5之间)；

[0036] (7)饲料贮存：将成品饲料稍微压紧，放置在塑料桶中或者箱子中，放置好以后再

在饲料表层加上一层白砂糖，以白砂糖刚好盖满饲料为准(表面看不到饲料)，然后盖上塑

料薄膜保存以供使用。

[0037] 实施例2

[0038] 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39] (1)将黄豆炒熟(以豆衣恰好能剥离为宜)后粉碎得到大豆粉；

[0040] (2)将板栗花粉、蚕豆花粉、玉米花粉、向日葵花粉及油菜花粉按照重量比为1:1:

1:1:2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花粉；

[0041] (3)将酵母粉、步骤(1)得到的大豆粉、脱脂奶粉以及步骤(2)得到的复合花粉分别

进一步研磨粉碎，过200目网筛后称重，将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复合花粉及水按照重

量比为1:2:1:2:1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物A；

[0042] (4)每500g上述混合物A中分别加入3mg  B族维生素和6mg的维生素E，混合得到混

合物B；

[0043] (5)用蔗糖与水按照重量比为1:0.8混合，加盖煮沸20min制成糖浆水；

[0044] (6)将步骤(4)得到的混合物B与步骤(5)得到的糖浆水按照质量比为1:1混合，手

握饲料放松后可以散团，微波灭菌，并制作成为饼干状为成品饲料，以供熊蜂食用；

[0045] 饲料制备过程中，全程温度控制在25～37℃之间，以使饲料微酸最佳(最终得到的

饲料的pH在3～5之间)；

[0046] (7)饲料贮存：将成品饲料稍微压紧，放置在塑料桶中或者箱子中，放置好以后再

在饲料表层加上一层白砂糖，以白砂糖刚好盖满饲料为准(表面看不到饲料)，然后盖上塑

料薄膜保存以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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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实施例3

[0048] 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49] (1)将大豆榨油后得到的大豆饼粉碎得到大豆粉；

[0050] (2)将板栗花粉、蚕豆花粉、玉米花粉、向日葵花粉及油菜花粉按照重量比为3:1:

1:1:4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花粉；

[0051] (3)将酵母粉、步骤(1)得到的大豆粉、脱脂奶粉以及步骤(2)得到的复合花粉分别

进一步研磨粉碎，过200目网筛后称重，将酵母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复合花粉及水按照重

量比为1:3:1:3:1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物A；

[0052] (4)每500g上述混合物A中分别加入5mg  B族维生素和4mg的维生素E，混合得到混

合物B；

[0053] (5)用蔗糖与水按照重量比为1:1.2混合，加盖煮沸40min制成糖浆水；

[0054] (6)将步骤(4)得到的混合物B与步骤(5)得到的糖浆水按照质量比为1:2混合，手

握饲料放松后可以散团，微波灭菌，并制作成为饼干状为成品饲料，以供熊蜂食用；

[0055] 饲料制备过程中，全程温度控制在25～37℃之间，以使饲料微酸(最终得到的饲料

的pH在3～5之间)；

[0056] (7)饲料贮存：将成品饲料稍微压紧，放置在塑料桶中或者箱子中，放置好以后再

在饲料表层加上一层白砂糖，以白砂糖刚好盖满饲料为准(表面看不到饲料)，然后盖上塑

料薄膜保存以供使用。

[0057] 对比例1

[0058] 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不包括步骤(2)，即不用制备复合花粉，将步骤(3)中的复合

花粉等量替换为油菜花粉。其余步骤及原料种类、用量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59] 对比例2

[0060] 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步骤(7)为：

[0061] 饲料贮存：将成品饲料每500g加入0.2g鲜榨柠檬汁，搅拌均匀后稍微压紧，放置在

塑料桶中或者箱子中，盖上塑料薄膜保存以供使用。

[0062] 其余步骤及原料种类、用量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63] 对比例3

[0064] 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65] 用蔗糖与水按照重量比为1:1混合，煮沸30min制成糖浆水，作为室内饲养熊蜂的

饲料。

[0066] 对比例4

[0067] 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步骤(2)为：将蚕豆花粉、玉米花粉、向日葵花粉及油菜花粉

按照重量比为1:1:1:3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花粉。其余步骤及原料种类、用量均与实施例1相

同。即本对比例在制备室内饲养熊蜂的饲料时，所采用的复合花粉中不包括板栗花粉。

[0068] 效果验证

[0069] 1.不同饲料对熊蜂生长繁殖的影响

[0070] 1.1不同饲料对熊蜂幼虫存活率的影响

[0071] 1.1.1试验方法：

[0072] 以实施例1和对比例1～4制备得到的饲料作为日粮进行试验，每种日粮处理3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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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随机挑取1日龄后期幼虫(白色)放置培养板(48孔)中(每种日粮饲喂的幼虫数量相同)

进行饲喂(分别等量称取各种日粮放置于培养板内，日粮不足时，统一进行等量补充)直至

化蛹期(排出黄色液体后)。全过程观测幼虫生长状况，测定幼虫的存活率；将化蛹期幼虫放

置于高温灭过菌的卫生纸上，轻轻翻滚，清理幼虫体表附着的饲粮或粪便，然后在电子天平

中放上无菌培养皿并去皮，将幼虫轻轻放置于培养皿中，读数并记录各组试验的幼虫体重。

对比5种日粮的饲喂效果。

[0073] 1.1.2试验结果

[0074] 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饲喂实施例1制得的饲料，幼虫生长良好，直至化

蛹期，幼虫存活率和化蛹重均高于其他处理组。饲喂实施例1制得的饲料后，幼虫前2d几乎

不移动，仅采食其身边的食物，第3d起就可以移动到培养板孔的大部分地方采食大量的食

物，且幼虫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第7d逐步有幼虫开始排便。

[0075] 表1

[0076] 饲料组别 幼虫数(只) 存活数(只) 存活率(％) 化蛹重(mg)

实施例1 180 161 89.44a 300.06a

对比例1 180 144 80.00b 282.71b

对比例2 180 150 83.33b 293.82a

对比例3 180 91 50.56c 270.99c

对比例4 180 146 81.11b 283.66b

[0077]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列表同。

[0078] 1.2不同饲料对熊蜂化蛹率、羽化率的影响

[0079] 1.2.1试验方法：

[0080] 将进入排便期即将化蛹的幼虫(预蛹)用移虫针移入铺好化蛹纸的化蛹板孔中，每

孔1只。此后，不再移动虫体，让幼虫在孔中完成排便、吐丝和化蛹的过程，最后羽化为成蜂。

统计蛹的发育时间、化蛹率和羽化率；称量新出房熊蜂的初生重。对比实施例1及对比例1～

4制备的饲料对熊蜂化蛹率、羽化率和初生重的影响效果。

[0081] 化蛹率(％)＝(白眼蛹只数/预蛹虫数)*100％；

[0082] 发育时间(d)＝饲养至羽化出房天数+3d卵期；

[0083] 羽化率＝(羽化出房新蜂只数/白眼蛹只数)*100％。

[0084] 1.2.2试验结果

[0085] 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饲喂本发明技术方案(实施例1)制得的饲

料，幼虫化蛹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羽化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于其他处理组。本发

明技术方案制得的饲料加快了发育时间进程，发育时间平均为19.13d，为各个处理中最短

时间；平均初生新蜂重最高，为203.21mg，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幼虫初生重量。

[0086] 表2

[0087] 饲料组别 化蛹率(％) 羽化率(％) 发育时间(d) 新蜂初生重(mg)

实施例1 98.33a 92.17a 19.13c 203.21a

对比例1 94.58b 88.64b 20.52b 189.03b

对比例2 95.77b 91.16a 20.04b 199.11a

对比例3 61.90c 73.55c 21.86a 161.6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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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4 94.69b 89.11b 20.44b 190.09b

[0088] 1.3贮存时间对不同配方饲料品质的影响

[0089] 1.3.1试验方法：

[0090] 为进一步观察贮存时间对本发明制得饲料饲喂熊蜂效果的影响，以及对比贮存时

间对上述实施例1及对比例2制得的饲料品质的影响，特设置此试验：

[0091] 试验1：将1日龄后期幼虫(白色)放置培养板(48孔)中，分别饲喂本发明技术方案

(实施例1)制得的不同贮存时间的饲料(饲料贮存时间分别为3、6、9、12个月)，直至化蛹期，

记录计算幼虫成活率。

[0092] 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饲喂实施例1制得的不同贮存时间的饲料后，可以看出虽然

随着贮存时间增加，幼虫存活率有一定下降，但差异并不显著，这也说明按照本发明的贮存

方法执行后，延长了饲料的贮存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反复制作饲料耗费的时间、精

力和成本，同时为今后推广应用于生产中，也提供了可能性和适用性。

[0093] 表3

[0094] 饲料贮存时间(月) 幼虫成活率(％)

3 91.55a

6 90.41a

9 87.79a

12 87.22a

[0095] 试验2：将实施例1及对比例2制得的饲料，按照相应技术方法中要求的贮存方式进

行处理，每7d从上述两种饲料中取少量饲料溶于水中，装入锥形瓶后，放置于培养箱中，用

涂布法记录菌落数。

[0096] 试验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按照本发明的贮存方法执行后，降低了饲料贮存期间霉

菌数量，保障熊蜂取食的安全性，有利于今后大量推广生产。

[0097] 表4

[0098]

[0099] 1.4不同饲料对熊蜂授粉技术应用效果的影响

[0100] 将设施草莓大棚用遮帘划分成不同小区，分别使用饲喂实施例1及对比例1～4制

备的5种不同饲料的熊蜂(按照每亩地工蜂80只计算小区所需蜂群数量)进行授粉，测定草

莓单果重、畸形果率等指标，对比观察本发明技术方案制得的饲料初步应于生产中，对熊蜂

授粉效果的影响。

[0101] 试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使用饲喂上述5种配方饲料的熊蜂进行授粉后，观察到不

同配方饲料用于饲养熊蜂，对于草莓单果重影响并不显著。饲喂本发明技术方案制得的饲

料，熊蜂活力更强，出入蜂巢次数更多，对比其他处理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草莓授粉率，降

低了畸形果率。

[0102] 表5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16019182 A

8



[0103] 饲料组别 单果重(g) 畸形果率(％) 授粉率(％)

实施例1 13.21a 6.20a 98.91a

对比例1 13.18a 6.33b 97.20b

对比例2 13.20a 6.21a 97.23b

对比例3 13.16a 7.14c 95.56c

对比例4 13.18a 6.31b 97.18b

[0104] 按照上述效果验证的方法对实施例2～3制备得到的饲料的效果进行验证，所得结

果与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饲料的效果基本相当。

[010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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