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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为规范临沧市中华蜜蜂的饲养技术，提高蜜蜂养殖业的科学

性和可持续性，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临沧市畜牧站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定《临沧市中

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的立项申请，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24 年 6 月 3 日立项批准。

根据中华蜜蜂的特征特性和养殖技术要点，临沧市畜牧站组

织人员编写《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该标准的制

定对提高蜜蜂养殖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促进临沧市蜜蜂产业的

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参与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云南沧源试验站、

临沧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县农业农村局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左家学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正高级畜牧师 项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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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兆生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畜牧师 项目执行

丁良剑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畜牧师 项目执行

任建勋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高级畜牧师 项目执行

王 梅 女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畜牧师 项目执行

张春利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畜牧师 项目执行

江凌浩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兽医师 项目执行

雷 磊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高级畜牧师 项目执行

赵新富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兽医师 项目执行

杨建开 女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畜牧师 项目执行

曾润木 男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助理畜牧师 项目执行

祁 杰 女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畜牧师 项目执行

刘明菊 女 临沧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助理畜牧师 项目执行

何俊涛 男
临沧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
兽医师 项目执行

徐升声 男 云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畜牧师 项目执行

杨依波 女
临沧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
兽医师 项目执行

二、制定地方规范的必要性和意义

临沧市地处云南省西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

的蜜源资源，是中华蜜蜂的重要分布区域。近年来，随着农业结

构的调整和消费者对健康食品需求的增加，蜜蜂养殖业逐渐成为

临沧市的重要特色产业。蜜蜂产业作为临沧市畜牧业中一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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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同时也是山区群众增加收入的来源之一。临沧市拥有

森林面积 2487.3 万亩，森林覆盖率 70.2%，其中：蜜源植物有

米团花、坚果、棠梨、冬樱、栎树等 12 科 19 种蜜源植物，发展

蜜蜂产业条件优越，潜力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蜜蜂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发展蜜蜂产业前景广

阔。

2023 年，全市共有饲养蜜蜂农户 4.3 万户，养殖蜂群 21.8

万群（其中活框养殖 3.4 万群，传统养殖 17.1 万群,养殖 50 群

以上规模养殖户 415 户,4.1 万群）,蜂蜜产量 1146 吨，（平均

产量 5.6 公斤/群），实现产值 1146 万元。计划到 2025 年，全

市发展蜜蜂养殖 25 万群（其中活框养殖 10 万群），产量 2000

吨以上，实现综合产值 10 亿元以上（其中：一产 3 亿元，二产

4.8 亿元，三产 2.2 亿元）。到 2030 年，全市发展蜜蜂养殖 30

万群（其中活框养殖 20 万群），产量 3000 吨以上，实现综合产

值 20 亿元以上（其中：一产 6.7 亿元，二产 10.7 亿元，三产

2.6 亿元）。

为加快推进蜜蜂产业发展，按照临沧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和要求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临沧市蜜蜂产业发展

规划（2024—2035 年）》的编制，制定了《临沧市蜜蜂产业

三年行动计划》《临沧市推进蜜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临沧市推进蜜蜂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相关实

施意见以及蜜蜂产业扶持政策，目前正在报市委审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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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临沧市蜜蜂产业发展不平衡，生产水平低，养殖不规

范，资源利用率低，养殖效益不高。为进一步提升蜜蜂养殖水平、

规范养殖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制定《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

地方标准显得尤为重要。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写组

由临沧市畜牧站牵头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云南沧

源试验站、临沧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县农业农村局共同

组建地方标准编写小组，主编由临沧市畜牧站站长、正高级畜牧

师左家学担任，成员有：罗兆生、丁良剑、任建勋、王梅、张春

利、江凌浩、雷磊、赵新富、杨建开、曾润木、祁杰、刘明菊、

何俊涛、徐升声、杨依波。

（二）前期工作及编制过程

2023 年 11 月 5 日，根据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安排，成立《临

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编写小组。编写小组于同年

11 月至 12 月对全市蜜蜂产业进行调研，在完成全市蜜蜂产业调

研的基础上开始起草《临沧市滇南中蜂饲养技术规范》（后将文

本名称改为《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

（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 月 15 日，编写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对《临沧市滇

南中蜂饲养技术规范》进行审议，形成《临沧市滇南中蜂饲养技

术规范（讨论稿）》，并于 1 月 22 日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召开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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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市滇南中蜂饲养技术规范专家论证会议，会议邀请中国农业科

学院蜜蜂研究所沧源试验站黄家兴研究员、丁桂玲研究员、国占

宝研究员参会，研讨《临沧市滇南中蜂饲养技术规范（讨论稿）》，

并进行审核、论证。根据专家组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

行了全文修改，同时对标准名称进行修订，由《临沧市滇南中蜂

饲养技术规范（讨论稿）》修订为《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

地方标准。

（四）征求意见

2024年7月15日，临沧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官网发布《临沧市

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通告，同日，

印发《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修改意见建议的通知，

征求8县区农业农村局、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产业服务中心意见

建议。8县区农业农村局、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产业服务中心已

书面回复无意见建议（未收集到关于本技术规范的意见建议）。

详见《临沧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五）标准技术审查

2024年8月—9月，编写小组召开编写会议，通过对《临沧市

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反复讨论、再次

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送审稿）》，

提交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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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6日开展《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送审稿）》

标准技术审查。审查会后，标准编写组按照技术审查意见对《临

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送审稿）》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逐条修

改完善，形成本标准报批稿，并报请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

四、制订地方规范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标准原则

本标准明确中华蜜蜂饲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为养殖户提供

科学指导，提高蜜蜂养殖业的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

健康发展目标，遵循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针对中华蜜蜂养殖技术，在畜牧业标

准化生产中落实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做到技术先进，切实可行。

确保标准的科学性。

2.协调性原则。标准条款内容与我国现行的法规、管理规定

及相关标准协调。

3.适用性原则。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中华蜜蜂养殖技术的养

殖条件和原则效果，保证标准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4.统一性原则。本标准注重以前所发布的现行国家、行业、

地方标准引用和参照近年立项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与现行标

准，做到完全统一、协调。

5.规范性原则。标准起草完全遵循 GB/T1.1-2009《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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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适用、可行”的原则，以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为编写依据，规范蜜蜂养殖的各个环节，包括种蜂选择、饲

养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保障蜜蜂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维护消费

者权益。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地方推荐性标准的要求。与有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2.制定《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地方标准，按照国家相

关程序，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接受行业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关于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参考了国家、农业农村部有关中华蜜蜂饲养地方标准，

本标准共设置 9 章，各部分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的术语和定义、饲养程

序、蜂场选址及蜂箱选择、基础管理、四季管理、蜂蜜的采收、

过滤、保存、饲养记录等内容。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

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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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19168 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GB/T20014.27 良好农业规范第 27 部分：蜜蜂控制点与符合

性规范

NY/T1160 蜜蜂饲养技术规范

（三）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蜜粉源植物

能分泌花蜜或产生花粉的植物总称。

3.2 流蜜期

有一种以上蜜粉源植物开花，能供蜜蜂采集利用的时期。

3.3 蜂群

以群体为单位，由蜂王、工蜂和季节性出现的雄蜂组成，能

独立生活的蜜蜂群体。

3.4 交尾群

供处女王交尾期间生存的蜂群。

3.5 子脾

以卵、幼虫、封盖蛹为主的巢脾。

3.6 群势

衡量蜂群强弱的指标，通常以“框蜂”或“千克蜂”计算。

3.7 分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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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蜂场的选址（见 5.1 章节）

1.2 蜂箱的选择（见 5.2 章节）

2.1 引种
（见 6.1 章节）

蜂群在分蜂前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如工蜂出勤减少，蜂

王产卵急剧下降等。

3.8 蜂脾相称

每个巢脾两面均匀又不重叠地附着工蜂，其间没有空隙。

中华蜜蜂饲养流程图

2.2 蜂群摆放
（见 6.2 章节）

2.3 蜂群检查
（见 6.3 章节）

2.4 巢脾管理
（见 6.4 章节）

2.5 蜂群饲喂
（见 6.5 章节）

2.6 蜂群合并
（见 6.6 章节）

2.7 分蜂热控制
和自然分蜂处理
（见 6.7 章节）

2.8 人工分群
（见 6.8 章节）

2.9 蜂王诱入

（见 6.9 章节）

2.10 被围蜂蜂
王解救（见
6.10章节）

2.11 盗蜂预防
与制止（见
6.11 章节）

2.12 适龄采集
蜂培育（见 6.12

章节）

2.13 蜂群转地
（见 6.13 章节）

2.14蜂场消毒
（见 6.14章节）

4 蜜蜂病敌害防治

（见 8 章节）

6 记录
（见 10 章节）

3.1 春季管理
（见 7.1 章节）

3.2 夏季管理
（见 7.2 章节）

3.3 秋季管理
（见 7.3 章节）

3.4 冬季管理
（见 7.4 章节）

3 季节管
理（见 7
章节）

2 基础管
理（见 6

章节）

5.1采收（见 9.1 章节）

5.2过滤（见 9.3 章节）

5.3 保存（见 9.4 章节）

5 蜂蜜的采收、过滤、
保存（见 9 章节）

1 蜂场的选址及
蜂箱的选择（见

5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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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蜂场选址及蜂箱选择

4.1 蜂场选址应符合 GB/T20014.27 的要求。

4.2蜂场选址对于养蜂成败以及蜂产品的产量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蜂场的选址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宜选在蜜粉源植物丰

富的地方，以保证蜂群的生存和繁殖需要；二是宜选择在地势高、

背风向阳的地方，避免强气流和烈日暴晒对蜜蜂的影响；三是宜

选择在前面有开阔地、环境幽静、交通便利、有洁净水源的地方，

不宜选择农药污染、天敌危害严重或有毒蜜粉源植物多的地方以

确保蜜蜂的健康和蜂蜜的质量。四是距蜂场半径 2km 范围内不宜

有西方蜜蜂蜂场，以减少蜜源竞争和蜂病传播的风险，确保蜂群

安全。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蜂场选址实例见图 1。

图 1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蜂场选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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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蜂箱选择，要选择活框蜂箱饲养，活框箱一般规格的长、

宽、高分别为长 51cm、宽 41cm、高 26cm、厚 2cm。由于临沧市

内海拔高低悬殊较大，对于海拔高、气候较寒冷潮湿的地方要适

当加厚蜂箱的板材。考虑蜂箱的保温、防寒等性能建议将蜂箱板

材加厚到 2.5cm 至 3cm。

蜂箱的摆放需要综合考虑地形、地貌、间距、巢门方向等多

个因素。合理的摆放方式有助于减少蜜蜂的冲突和迷巢现象，提

高蜜蜂的采集效率和蜂产品的产量。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蜂

箱摆放要依据地形、地貌分散摆放，蜂群（蜂箱）前后左右间距

至少 3 米；相邻蜂群的巢门方向宜错开，摆放实例见图 2。

图 2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蜂箱的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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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础管理

5.1 引种

优先使用本地种群。依据《云南省种畜禽管理办法》开展，

禁止从疫区引进种王、种群。

5.2 蜂群摆放

5.2.1 宜根据蜂场半径 2km 范围内蜜粉源植物的量、蜂群群

势来确定蜂群数量。

5.2.2 宜依据地形、地貌分散摆放，蜂群间距至少 2m；相邻

蜂群的巢门方向宜错开。

5.2.3 宜用铁架或木桩等将蜂箱支离地面 30cm～50cm；蜂箱

放置稳定，左右平衡，后部略高于前部。

5.2.4 交尾群巢门互相错开，相邻交尾蜂群箱体巢门面颜色

应不同。

5.3 蜂群检查

5.3.1 箱外观察

观察蜜蜂飞翔、巢门前活动、死蜂及蜜粉采集等情况，判断

蜂群是否有中毒、盗蜂、爬蜂、分蜂热、失王等现象。

5.3.2 箱内检查

5.3.2.1 局部检查

选择部分巢脾进行检查。重点检查边脾储蜜情况，中心巢脾

卵、虫和病害情况，是否失王和蜂脾相称等。

5.3.2.2 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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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脾检查。重点了解蜂群群势、蜂王产卵、子脾、蜜粉储存

量、蜂脾关系、健康状况等。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一般每隔

5～7 天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观察蜜、粉、子、蜂王等情况，全

面检查实例图见图 3。

图 3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蜂群全面检查

5.4 巢脾管理

5.4.1 在蜜粉源丰富的季节，集中快速造脾。

5.4.2 及时割掉赘脾、更换老巢脾和劣脾。

5.4.3 增减巢脾，保持蜂脾相称；繁殖期，宜蜂略多于脾。

5.4.4 抽出的优质巢脾-20℃冷冻 48 h，用塑料膜密封保存。

5.5 蜂群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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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子、育王、造脾期及繁殖期，如果蜂群缺粉，利用饲喂器

补充饲喂蜂蜜、花粉等是至关重要的。

——育子期：在育子期，幼虫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和营养物质

来支持其生长发育。花粉作为蜜蜂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对于幼虫

的生长至关重要。因此，在育子期缺粉时，需要及时补充饲喂花

粉，以确保幼虫的健康发育。

——育王期：育王期是培育新蜂王的关键时期。新蜂王的健

康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蜂群的未来。因此，在育王期缺粉时，同

样需要利用饲喂器补充饲喂花粉等营养物质，以培育出健康强壮

的新蜂王。

——造脾期：造脾期是蜜蜂建造新巢脾的时期。巢脾是蜜蜂

储存食物、繁殖幼虫的重要场所。在造脾期缺粉时，蜜蜂可能因

缺乏营养物质而无法正常建造巢脾。因此，及时补充饲喂花粉等

营养物质有助于蜜蜂顺利完成造脾工作。

——繁殖期：繁殖期是蜜蜂扩大种群规模的关键时期。在繁

殖期缺粉时，蜜蜂的繁殖能力会受到影响，导致种群增长缓慢。

因此，利用饲喂器补充饲喂蜂蜜、花粉等营养物质对于提高蜜蜂

的繁殖能力至关重要。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蜂群饲喂工具及原料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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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蜂群饲喂工具及原料

5.5.1 饲料饲喂

5.5.1.1 补助饲喂

蜂群储蜜不足时，可把蜜脾添加到边脾与隔板间或隔板外，

或用蜜水（蜜：水=4:1）在傍晚饲喂蜂群，1～2 d 内补足。饲

喂方法按照 NY/T1160 的要求执行。

5.5.1.2 奖励饲喂

在育子、育王和造脾期，配制蜜水（蜜：水=2:1）于傍晚连

续饲喂 1～3 次，每次饲喂量 50～200g，注意避免蜜压子脾。饲

喂方法按照 NY/T1160 的要求执行。

5.5.2 蛋白质饲喂

在繁殖期缺粉时，饲喂优质蜂花粉。饲喂方法按照 NY/T1160

的要求执行。

5.5.2.1 加粉脾

直接将花粉脾加在边脾与隔板间。

5.5.2.2 灌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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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蜜水拌和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抹入空巢房内，放入蜂群

隔板内饲喂。

5.5.2.3 框梁饲喂

用蜜水将蜂花粉或花粉代用品调制成花粉饼，视蜂群强弱每

次取 50～100g 放于上框梁供蜜蜂取食，花粉饼上部用塑料薄膜

或蜡纸覆盖。

5.5.3 喂水

采用巢门、巢内、蜂场饲水器喂水等。在春、夏、秋季水中

添加少许食盐，浓度不超过 0.2%。

5.6 蜂群合并

蜂群合并，指的是两群或两群以上的蜜蜂合并为一群，达到

高产、稳产的目的，也是防止盗蜂和蜂病发生的基础。蜂群合并

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蜂群合并可以提高蜂群的哺育率和生产效率。通过将

多个蜂群合并，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增强蜂群的哺育能力，从而

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春季的第一个流蜜期到来前，通过合并

蜂群，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提高哺育率，从而在流蜜期获得更

高的产量。

其次，蜂群合并有助于解决特定问题。例如，当蜂群失去蜂

王或蜂王老化时，通过合并可以将无王群或失王群并入有王群中，

避免因蜂王问题导致的生产中断。此外，合并蜂群还可以解决弱

群问题，通过将弱群与强群合并，可以加快弱群的恢复速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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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整体的养殖效益。

再次，蜂群合并有助于管理上的优化。通过合并蜂群，可以

更好地管理蜂群，避免因单个蜂群管理不善导致的问题。例如，

通过合并可以平衡各蜂群的群势，避免自然分蜂现象的发生，从

而提高整个蜂场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蜂

群合并实例图见图 5。

图 5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蜂群合并实例图

蜂群合并主要有直接合并法和间接合并法两种。

5.6.1 直接合并

5.6.1.1 早春、晚秋气温较低，蜜蜂活动性较弱或大流蜜期

蜜蜂对群味不太敏感时，可直接合并蜂群。

5.6.1.2 蜂群直接合并就近进行，弱群并强群，无王群并入

有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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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3 合并前彻底检查有无蜂王群。被并群若有蜂王，在

合并前 1 d 将蜂王去除，并清除王台。对失王已久的蜂群，补给

失王群 1～2 张幼虫脾，1 d～2 d 后再并入它群。

5.6.2 间接合并

非流蜜期或失王较久，老蜂多、子脾少的蜂群进行合并时，

应利用囚王笼等措施对蜂王进行保护，合并蜂群。

5.7 分蜂热控制和自然分蜂处理

5.7.1 分蜂热控制

当蜜蜂繁殖到一定阶段时，就有可能发生自然分蜂，蜂群出

现分蜂热的表现，及时用优良新蜂王更换老蜂王，抽调有分蜂热

蜂群的封盖子脾给弱群或替换弱群中的卵虫脾。临沧市中华蜜蜂

饲养中分蜂热控制实例图见图 6。

图 6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分蜂热控制实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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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 及时用优良新蜂王更换老蜂王。

选择由卵孵化 24 小时以内、乳浆充足的小幼虫培育新王，

用于更换综合表现差的老王。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人工育王实

例图见图 7。

图 7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中人工育王实例图

5.7.1.2 外界蜜粉源充足、蜂群增长阶段，适时加空脾或巢

础，扩大蜂巢。

5.7.1.3 及时取蜜，避免蜜压子脾。

5.7.1.4抽调有分蜂热蜂群的封盖子脾给弱群或替换弱群中

的卵虫脾。

5.7.1.5 每隔 5～7d 检查一次蜂群，毁净自然王台。

5.7.2 自然分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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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1 蜂王未飞出蜂箱

关闭巢门，打开蜂箱大盖，从纱盖上向巢内适当喷水。待蜂

群安静后，开箱检查，囚闭蜂王，毁净群内自然王台。

5.7.2.2 蜂王飞出蜂箱

蜂群在附近树枝或建筑物上结团时，用收蜂笼或带有少量储

蜜的巢脾接近蜂团，招引蜜蜂爬入蜂笼或巢脾上。将收回的蜂群

置于有子脾和蜜粉脾的空箱中组成新蜂群；或者临时放在原群边，

彻底检查原群，清除王台后并入原群。

5.8 人工分群

5.8.1 单群平分

5.8.1.1 将原群向一侧移动 0.5～1m，在原位置一侧放置一

个空蜂箱。

5.8.1.2 从原群中抽出约一半的带蜂幼虫脾、封盖子脾、蜜

粉脾，放入空蜂箱中，不要将蜂王带出。子脾放置在蜂箱中心，

边脾外加隔板，并将原群剩下的巢脾布置整齐。

5.8.1.3 次日，检查蜂群中蜜蜂数量是否平均分配并调匀，

给新分群诱入一只产卵蜂王。

5.8.2 混合分群

5.8.2.1 从多个蜂群中各抽出 1～2 脾带蜂的成熟封盖子脾

或蜜粉脾，放置在一空蜂箱中，并抖入一些幼蜂，组成一个新蜂

群。

5.8.2.2 次日，诱入 1 只产卵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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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蜂王诱入

5.9.1 直接诱王

5.9.1.1当外界蜜源条件较好，蜂群失王不久或新组织蜂群，

各龄幼虫正常，幼蜂多、老蜂少时，可直接将蜂王诱入。

5.9.1.2 诱入蜂王前，毁净无王群中的王台。

5.9.2 间接诱王

5.9.2.1 外界蜜源不足或蜂群失王已久时，用间接诱入法。

5.9.2.2 间接诱入法包括诱入器、纸筒、扣脾等。

5.10 被围蜂王解救

5.10.1 向围王球上喷以蜜水、清水或烟雾；也可将围王球

投入清水中，驱散围住蜂王的工蜂。

5.10.2 利用间接诱入法将被解救出的蜂王诱入蜂群。

5.10.3 如被解救蜂王已伤残，应及时淘汰。

5.11 盗蜂预防与制止

5.11.1 盗蜂预防

5.11.1.1 放蜂场地蜂群密度较大时，蜜源开始流蜜后进场，

花期结束后及时退场。流蜜期结束前，调整或合并弱群，使蜂场

内蜂群群势保持平衡。

5.11.1.2 堵严箱缝，缩小巢门。

5.11.1.3 蜂场周围不暴露蜂蜜、蜂蜡和巢脾等。

5.11.1.4 饲喂蜂群时，不要把蜜水滴到箱外。滴到箱外的

蜜水，要及时用水冲洗或用土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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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5 在蜜源缺乏时，不做开箱检查；必要时，在早、

晚进行。

5.11.1.6 长期保持箱内有充足的蜜粉饲料。

5.11.2 盗蜂制止

5.11.2.1 当少数蜂群被盗时，将其巢门缩小到只能容 1～2

只蜜蜂出入，虚掩被盗群巢门。

5.11.2.2 将被盗群搬离原位，放到阴凉处隐藏，原址放一

个空蜂箱，内放 2～3 张空脾。巢门内插一根内径约 1cm、长约

20cm 的细管，外口与巢门平齐，堵严巢门缝隙。幽闭盗蜂 2d 后，

将该蜂箱搬走，打开箱盖让蜜蜂飞走，同时将原群搬回原处。

5.11.2.3 全场互盗，立即将整个蜂场迁移到离原场地 5km

之外的地方。

5.12 适龄采集蜂培育

在主要蜜源期前 45d 至花期结束前 35d，采取奖励饲喂、缩

紧巢脾等措施促进蜂王产卵，培育适龄采集蜂。

5.13 蜂群转地

5.13.1 转地前准备

提前调查了解转运目的地的蜜源状况、场地情况、蜂群密度、

交通路线等。备好转运物资，保证蜂群安全。

5.13.2 转地途中管理

5.13.2.1 宜夜间运蜂，晚上出发，早上到达。

5.13.2.2 装车时，巢门朝前，使巢脾方向与车辆行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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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5.13.3 到达后管理

立即卸车，等蜂群安静后再打开巢门。若出现蜂群飞逃现象，

应立即关闭巢门，晚上再打开巢门。第二天，拆除包装，检查蜂

群，如发现坠脾、失王等现象应及时处理。

5.14 蜂场消毒

5.14.1 消毒剂

选择对人、蜂安全，无残留毒性，对蜂机具无破坏性的消毒

剂。

5.14.2 蜂场环境消毒

每周清理 1 次蜂场死蜂和杂草，清理的死蜂及时深埋，蜂场

周围环境消毒每季不少于一次。

5.14.3 养蜂用具消毒

蜂箱、隔王板每年至少消毒 1 次，巢脾、饲喂器、脱粉器、

起刮刀、割蜜刀、蜂刷等工具在使用前后要洗刷干净、消毒。工

作服每周清洗消毒 1 次。

5.15 蜜蜂病害防治

5.15.1 以预防为主，主要通过蜂群饲养管理手段和蜂群、

蜂场的卫生消毒措施，提高蜂群自身抵抗力。

5.15.2 必要时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和消毒，所用的药物应

符合 GB/T19168 的要求，严格执行停药期的规定。

（六）四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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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春季管理

6.1.1 外界有丰富的蜜粉源，气温 15℃以上，蜂巢内出现白

色蜡鳞和赘脾，蜂群群势 4 框以上时调群。

6.1.2 从强群中调蜂补充给群势较弱的蜂群，使全场蜂群群

势基本一致；抽出多余巢脾，使蜂多于脾。

6.1.3 采取奖励饲喂和蛋白质饲喂方法促进蜂群繁殖。

6.1.4 当蜂群内的子脾开始封盖，蜂王无空巢房产卵时，加

入 1 张巢脾。依此类推加入巢脾供蜂群增长需求。

6.1.5随着气温的升高和蜂群的强壮，可逐步拆除内外保温。

6.1.6 经过 1～2 个繁殖周期后，蜂群之间会出现群势强弱

不均，需将强群中老熟封盖子脾调给弱群，并将弱群的幼虫、卵

脾调给强群。

6.1.7 在米团花、三棱栎、油菜等蜜源流蜜初期，清除底蜜；

流蜜盛期及时采收封盖蜜；流蜜后期留足饲料。

6.1.8 组织交尾群，培育蜂王，用于更换老王或新增蜂群。

6.2 夏季管理

6.2.1 越夏前，应大量培育适龄越夏蜂。

6.2.2 进入雨季，蜂箱加盖防雨棚等防雨措施。

6.2.3 注意防止胡蜂、蟾蜍、巢虫、鸟类等为害蜂群。

6.2.4 合并弱群，保持全场蜂群群势均一。

6.2.5 在橡胶、坚果、板栗、荔枝、芒果等蜜源流蜜初期，

清除底蜜；流蜜盛期及时采收封盖蜜；流蜜后期留足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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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秋季管理

6.3.1 全面检查，调整群势，采取奖励饲喂、补助饲喂及蛋

白质饲料饲喂、紧脾等措施繁殖蜂群。

6.3.2 组织交尾群，培育蜂王，更换老、劣蜂王，合并弱群。

6.3.3 防止盗蜂，防止胡蜂、蟾蜍、巢虫、鸟类等为害蜂群。

6.4 冬季管理

6.4.1 利用稻草、保温膜等措施进行蜂箱内外保温。

6.4.2 采取奖励饲喂、补助饲喂及蛋白质饲料饲喂、紧脾等

措施繁殖蜂群，及时扩巢，培育适龄采集蜂。

6.4.3 在野桂花、野坝子、冬樱花等蜜源流蜜初期，清除底

蜜；流蜜盛期及时采收封盖蜜；流蜜后期留足饲料。

6.4.4 防止盗蜂，防止鸟类等为害蜂群。

（七）蜂蜜的采收、过滤、保存

中蜂的主要产品是蜂蜜，因此在大流蜜期到来时，一定要及

时采收，以保障经济上的收益。

7.1 采收

7.1.1 时间

在大流蜜到来时，天气良好，蜂群出勤积极，蜜蜂回巢时腹

部饱胀，有时需在巢门歇息片刻才爬进巢里；晚上全场蜂群扇风

酿蜜，发出的“嗡嗡”声很响亮；巢脾贮蜜区 80%已封盖，此时

可进行取蜜，取出蜂蜜达到成熟蜜标准，才能达到厂家收购要求。

以后如贮蜜区封盖，就可再收一次蜜，一直到流蜜期即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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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时为止。为保证蜂蜜的质量，每天取蜜最好在工蜂出勤高峰期

之前，一般在早上进行。

7.1.2 方法

取蜜前要准备好摇蜜机、割蜜刀、带滤网的漏斗、放封盖蜡

的盆、巢脾架、蜂帚、蜂蜜收集专用容器（食品级）、喷烟器和

干净的水、毛巾等。用两台摇蜜机分开摇未封盖蜜和成熟封盖蜜，

用割蜜刀割取采集的蜜脾后置于清洁卫生的食品级容器，运到取

蜜处进行过滤。

7.2 过滤

采用 60 目滤网进行初过滤，除去蜡屑、蜂尸等较大的杂质

后，再采用 80 目或 100 目滤网进行过滤。

7.3 保存

蜂蜜的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应符合 GB 14963 标准的规

定。

（八）记录

蜂场基本情况、蜂场饲料、兽药使用情况、蜂场发病、死亡、

逃亡、无害化处理情况、蜂产品生产销售及贮存情况等，并建档

保存。

8.1 建立养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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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记录包括以下内容：蜂场基本情况、蜂场饲料、兽药使

用情况、蜂场发病、死亡、逃亡、无害化处理情况、蜂产品生产

销售及贮存情况等。详见附录：1-4。

8.3 记录准确、完整，并建档保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在本标准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了 8 县（区）农业农村局、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产业中心畜牧领域相关专家的意见，对本标

准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临沧是云南省中华蜜蜂养殖重要组成部分，但所在区域集边

疆、民族、贫困、山体“四位一体”的农业市，蜜蜂产品（主要

是蜂蜜）在山区生产，产出效能不高，没有规定为国家或省级主

要产区，主要以农民自主化生产转化，因此不作强制性标准。

八、贯彻地方规范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一是要及时转发至 8 县（区）农业农村部门，

做好标准的宣传工作，使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了解标准、掌握标

准、自觉执行标准；二是积极争取相关项目或结合蜜蜂产业发展，

加大对中华蜜蜂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确实让该标准在中华蜜蜂

养殖中发挥作用。同时，对标准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

评估，及时发现问题，不断修改完善，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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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预期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该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明确中华蜜蜂饲养的基本

原则和要求，为养殖户提供科学指导，促进全市中华蜜蜂养殖产

业健康稳定发展。

2.经济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有效规范蜜蜂养

殖的各个环节，包括种蜂选择、饲养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对促

进全市蜜蜂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经济效益明显。

3.生态效益：该标准的实施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

通过对标准的应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较好的生

态环境。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编写了一本《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

术》（附后），作为技术手册，是该技术规范的应用化、操作化、

具体化，也是该技术规范的重要补充。

临沧市中华蜜蜂饲养技术

地方标准编写小组

202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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