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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蜂混合饲养对意蜂蜂螨寄生率的影响

刘益波 ,曾志将＊

(江西农业大学 蜜蜂研究所 ,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选取 4群群势相当的意大利蜂群(Apismelliferaligustica),测定其蜂螨寄生率。然后在其中两群蜂中各加

入一块带封盖子脾的中华蜜蜂(Apisceranacerana)巢脾 , 使中意蜂合群饲养 , 30 d后再次测定 4群蜂的蜂螨寄

生率。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 , 加入中蜂子脾的两群蜂的蜂螨寄生率显著(P<0.05)或者极显著(P<0.01)

下降。这说明往意蜂群中加入中蜂封盖子脾 , 可以提高意蜂蜂群的抗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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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MixedColonyofApisceranaceranaand
ApismelliferaligusticaonthePercentofMiteParasitism

ofApismelliferaligustica

LIUYi-bo, ZENGZhi-Jiang＊

　　 (HoneybeeResearchInstitute, JAU, Nanchang330045, China)

　　Abstract:Inthisstudy, fourApismelliferaligusticacolonieswereestablishedwhichwereatthesamelevel

ofpopulation, thenthepercentofthemiteparasitismwasmeasured.AfterthattwoframeswithApisceranacera-

nabroodwereinsertedintotwoofthecolonies.30dayslater, thepercentofthemiteparasitismwasmeasured

again.Theresultsshowedthatthepercentofmiteparasitismdecreasedafterinsertingtheframeswiththat

broodandthemite-resistantabilityofthecolonywas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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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氏瓦螨(Varroadestructor),俗称 “大蜂螨”,最初是在东方蜜蜂(Apiscerana)上寄生 。在长期协同

进化过程中 ,东方蜜蜂对大蜂螨产生了很强的适应性
[ 1]
。东方蜜蜂对蜂螨的寄生非常敏感 ,当感染蜂

螨后 ,工蜂即刻做出反应并发生自我清理行为 ,快速摆动身体和用足清扫 ,将感染在身体上的蜂螨除去 ,

如果蜂螨藏到蜜蜂胸部或者腹部节间内 ,自行清理不能去除 ,蜜蜂将跳起清洁舞 ,引导其它蜜蜂帮助清

理
[ 2]
。东方蜜蜂对蜂螨的气味非常敏感 ,它们能咬开巢房 ,及时清理出侵染到蜜蜂幼虫巢房中的蜂螨 ,

使整个蜂群的蜂螨寄生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基本不造成危害
[ 1 ～ 3]

。

20世纪初西方蜜蜂(Apismellifera)引入中国 ,蜂螨逐渐在西方蜜蜂体上寄生
[ 4]
。大蜂螨在幼虫巢

房产卵 ,繁殖于封盖幼虫巢房 ,寄生于成虫蜂体 ,造成蜜蜂寿命缩短 ,采集力下降 ,影响蜂产品产量。受

害严重的蜂群甚至出现幼虫和蛹的大量死亡 ,新羽化出房的幼蜂残缺不全 ,幼蜂到处乱爬 ,蜂群群势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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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削弱 。蜂螨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西方蜜蜂一个危害最大的寄生虫病 ,严重地影响养蜂业的发展。

目前 ,防治大蜂螨的药物主要以化学药品为主 。由于化学药物在蜂产品中会形成残留 ,不仅严重影

响了蜂产品质量和出口 ,还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同时许多用于杀螨的化学药品多已产生耐药性 ,从而使

得杀螨药不能起到良好的杀螨效果。显然单靠药物治螨是不够的 ,还必须寻找其它途径来防治蜂

螨
[ 5 ～ 7]

。实践证明:当把中华蜜蜂(Apisceranacerana,简称中蜂)封盖子脾加入意大利蜜蜂(Apismellif-

eraligustica,简称意蜂)蜂群 ,或者把意蜂的封盖子脾加入中蜂蜂群 ,可实现中蜂与意蜂混合饲养
[ 8 ～ 10]

。

但到目前为止 ,还不清楚中蜂与意蜂混合饲养是否能提高意蜂群抗螨力 。正是鉴于这个原因 ,我们开展

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现总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用中蜂和意蜂(有蜂螨)都饲养于江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

1.2　实验方法

1.2.1　实验过程　选取 4群群势相当且有蜂螨感染的意蜂蜂群(群号分别标为 A、B、C、D), A群和 B

群为实验组 , C群和 D群为对照组 。先分别测定 A、B、C、D4群蜂中的蜂螨寄生率。然后往 A群和 B

群中分别加入 1张中蜂的封盖子脾 ,当中蜂封盖子脾上的工蜂羽化出房后 ,便形成了中蜂与意蜂混合饲

养
[ 9, 10]

。 30 d后再测定 4群蜂的蜂螨寄生率 。

1.2.2　蜂群自然寄生蜂螨的检测　用于检测蜂群中蜂螨的方法较多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1]
:①乙醚摇

动法;②酒精冲洗法;③洗洁精冲洗法;④检查巢房幼虫法;⑤冻晕蜜蜂直接检查法;⑥糖粉摇动法 ,本

实验采用最为简单的冻晕蜜蜂直接检查法测定蜂螨的寄生率 。

用吸蜂器在蜂群中随机吸取约 150 ～ 200只工蜂(注意不要吸到蜂王),然后将蜜蜂放置于冰箱 -

20 ℃中约 10min,直至冻晕。用镊子夹起冻晕的蜜蜂 ,逐个仔细检查其腹部环节间 、胸部绒毛上 、翅基

下有无寄生蜂螨 ,并统计有寄生蜂螨的工蜂数量 ,计算蜂群蜂螨自然寄生率 。每群蜂平行测定 6次。蜂

螨自然寄生率(%)=(有蜂螨寄生的蜜蜂数 /检查的蜜蜂总数)×100%。

1.2.3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StatView5.0的 ANOVAandt-tests进行统计分析 ,各处理平均

数间用 ANOVAorANCOVA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及相关分析 。

2　结果分析

从表 1可知:加入中蜂子脾前 , A、B、C、D4群意蜂的蜂螨寄生率差异不显著(P>0.05);加入中蜂

子脾后 ,实验 A与 B、对照组 C与 D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但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显著

(P<0.05)。从表 2可知:实验组 A群在加入中蜂封盖子脾后 ,其蜂螨寄生率极显著下降(P<0.01),
表 1　不同群蜜蜂前后的蜂螨寄生率比较

Tab.1　Thepercentofmiteparasitisminthedifferentcolonies

群号 A B C D

加入中蜂子脾前的蜂螨寄生率 /% 3.415±0.154a 3.446±0.191a 3.213±0.356a 3.200±0.269a

加入中蜂子脾后的蜂螨寄生率 /% 3.152±0.122a 3.007±0.403a 3.499±0.205b 3.693±0.249b

　　注:不同群意蜂前后的蜂螨寄生率比较(即同行间比较),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0.05),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

显著(P<0.05)。

表 2　同一群蜜蜂前后的蜂螨寄生率比较

Tab.2　Thepercentofmiteparasitisminsamecolony

群号 A B C D

加入中蜂子脾前的蜂螨寄生率 /% 3.415±0.154A 3.446±0.191a 3.213±0.356a 3.200±0.269A

加入中蜂子脾后的蜂螨寄生率 /% 3.152±0.122B 3.007±0.403b 3.499±0.205b 3.693±0.249B

　　注:同一群前后的蜂螨寄生率比较(即同列间比较),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 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显著(P<0.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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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群蜂螨寄生率显著下降(P<0.05),对照组 C群的蜂螨寄生率显著升高(P<0.05),而对照组 D的蜂

螨寄生率在 1个月后极显著升高(P<0.01)。蜂螨自然寄生率是衡量蜂群感染蜂螨的容易程度即蜂群

的抗螨力的重要指标 ,寄生率越低 ,说明蜂群的抗螨能力强 。以上结果说明:往意蜂群中加入中蜂封盖

子脾 ,可以提高意蜂蜂群的抗螨力。

3　讨　论

(1)因为社会性昆虫具有亲属辨认能力
[ 12]
,所以在挑选中蜂子脾时 ,应挑选幼虫已经封盖的 ,如果

幼虫没有封盖 ,意蜂工蜂能辨认出中蜂幼虫并及时清除它们。另外 ,应该在中蜂子脾上喷洒适量糖水 ,

以便掩盖中蜂巢脾本身具有的气味。

(2)加入意蜂群中的中蜂能与意蜂和平共处 ,但是在春夏采集时期 ,工蜂的寿命只有 1个多月 , 1个

多月后 ,蜂群中的中蜂逐渐消失 ,影响了抗螨效果。另外加入中蜂巢脾后 ,蜂王会在中蜂巢房里产卵 ,使

得后代工蜂个体偏小 。

(3)中蜂是通过何种机理帮助意蜂清除蜂螨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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