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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蜂与意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
种蜂子及改造王台特性

＊

吴小波　颜伟玉　曾志将
＊＊

(江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　南昌　330045)

Emergency cells and breeding broods of the introduced Apis species in queenless colonies of Apis mellifera

ligustica and Apis cerana cerana.WU Xiao-Bo , YAN Wei-Yu , ZENG Zhi-Jiang＊＊(Institute of Honeybee Research ,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nchang　330045 , China)

Abstract　The behaviors of emergency cells and breeding broods of the introduced Apis species in queenless colonies

of Apis mellifera ligustica(AML)and Apis cerana cerana (ACC)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most all

of the eggs laid by the queen of AML were removed , and only a few larvae of AML were accepted as the quantity of

AML workers was increasing.When the brood comb of AML was introduced to the queenless colonies of ACC , the

new queen of ACC was finally reared without emergency cell of AML in queenless colonies of ACC.The eggs and

larvae of ACC would be accepted as the quantity of ACC workers was increasing while the emergency cells of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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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 and ACC were made and the brood comb of ACC was introduced to the queenless colonies of AML , but only the

new queen of AML was reared in queenless colonies of AML.

Key words　Apis mellifera ligustica , Apis cerana cerana , queenless colony , emergency queen cell

摘　要　以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为试验材料 ,通过组织相应无王群 ,把一蜂种无王群中的子脾加入到

另一蜂种无王群中 ,进行中蜂和意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特性研究 ,当未培育出蜂王

时 ,分别从原有王群中调入子脾进行第 2 、第 3 期试验。结果表明:中蜂无王群中的工蜂会清除引入意蜂

子脾中的蜂卵 ,但随着引入意蜂子脾封盖子羽化出房的意蜂幼蜂数量增加而逐渐接受意蜂幼虫 ,蜂群未

改造意蜂王台 ,只培育出中蜂蜂王;意蜂无王群中的工蜂会随着引入中蜂子脾中羽化出房的中蜂幼蜂数

量增加而逐渐接受中蜂卵及幼虫 ,并从第 2 期试验开始会改造中蜂王台 , 但最终只培育出意蜂蜂王。

关键词　中华蜜蜂 , 意大利蜜蜂 , 无王群 , 改造王台

　　中华蜜蜂 Apis cerana cerana , 简称中蜂与

意大利蜜蜂 Apis mellifera ligustica , 简称意蜂是

2种不同的蜂种 ,它们之间存在生殖隔离 ,因此

中蜂和意蜂蜂种间不能进行正常的生殖杂交 。

我国许多研究工作者利用我国同时大量饲养中

蜂和意蜂的优势 ,先后开展了中蜂与意蜂蜂种

间营养杂交 、交哺 、行为等研究 。结果发现:当

把中蜂幼虫放入意蜂群中饲喂后 ,中蜂腹部出

现了意蜂特有的 2 ～ 3条浅黄环;同理当把意蜂

幼虫放入中蜂群中饲喂后 ,结果意蜂也具有中

蜂某些体色特性
[ 1, 2]

。曾志将等人研究了营养

杂交对工蜂形态指标 、苹果酸脱氢酶 Ⅱ的影

响
[ 3 ,4]

。谭垦等研究了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互

相交换子脾进行哺育的行为
[ 5]
。王启发等人进

行了蜂种间自然交尾干扰问题的观察
[ 6]
。吴小

波等研究了中蜂与意蜂种间卵及幼虫的辨认与

监督 、中蜂与意蜂合群饲养及其工蜂监督
[ 7 ～ 10]

。

但未进行中蜂与意蜂种间无王群改造王台行为

特性等研究。

当蜂群中要自然培育蜂王时 ,工蜂就面临

选择不同亲缘关系指数的卵或幼虫来培育。在

选择卵或幼虫育王的过程中 ,各亚家庭之间就

存在冲突。在蜂群中 ,各亚家庭的工蜂都希望

把自己亚家庭的卵或幼虫培育成蜂王 ,以便使

自己的基因得到更多的繁衍 ,这也就是矛盾的

焦点。当不同品系选择育王时 ,工蜂会选择自

己品系的卵或幼虫来培育蜂王
[ 11]
。Page 等研

究结果发现工蜂显著用全同胞姐妹幼虫来培育

蜂王
[ 12]
。Noonan 等研究结果表明工蜂会优先

用自己亚家庭的幼虫培育蜂王
[ 13]
。但也有人

报道不同结果 , Visscher等研究发现 ,用幼虫培

育蜂王时 ,工蜂没有表现优惠行为 ,但是工蜂对

用卵来育王表现出优惠行为
[ 14]
,他认为可能是

蜂王浆掩盖了不同幼虫的气味。无王群是一种

特殊的蜂群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急需蜂王或改

造王台 。但目前还没有人进行中蜂与意蜂种间

无王群培育蜂王研究 ,鉴于此 ,我们对中蜂和意

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特性

进行了初步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蜂群

饲养在江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的中蜂和

意蜂。

1.2　试验方法

任意选择群势较好的中蜂和意蜂各 5群 ,

蜂群均为含有 5脾蜂的新蜂王群 ,其中封盖子

与未封盖子均衡 、饲料充足。把试验蜂群分别

标记为 A中 , B中 , C中 , D中 , E中 和 A意 , B意 , C意 ,

D意 ,E意 。傍晚时从每群分别提出两脾蜂组成

中蜂无王群和意蜂无王群(每块脾中均有不同

日龄的卵 、幼虫及蛹),并使蜂多于脾 ,以免次日

蜂群中只有少量的工蜂 ,标记为 a中 , b中 , c中 ,

d中 , e中 和 a意 ,b意 , c意 , d意 , e意 。组织无王群后 ,

将标号字母相同无王群中的一脾中蜂子脾和意

蜂一脾意蜂子脾脱蜂并进行对换 ,进行中蜂与

意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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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 。每天早上观察蜂群巢脾中卵 、幼虫变

化以及王台出现的数量。当蜂群中没有幼虫和

卵且没有王台时 ,重新从子脾原有王群中调入

中蜂和意蜂子脾各一脾到无王群中(脾中需有

不同日龄的卵 、幼虫及蛹),并把无王群中的原

试验巢脾移出 ,进行中蜂与意蜂无王群培育非

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第 2期试验 ,同理进

行第 3期试验。

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如表 1至表 5所示 。从表 1中我

们可以看出 ,在中蜂无王群中工蜂没有接受意

蜂卵和幼虫 ,也没有改造王台。从表 2中我们

可以发现 ,中蜂无王群中的工蜂在第 2期试验

过程中会接受部分意蜂幼虫 ,但对意蜂卵进行

了清除 ,改造了中蜂王台并羽化为蜂王 ,但没有

改造意蜂王台的现象 。

在向意蜂无王群中加入中蜂子脾的第 1期

试验中 ,意蜂工蜂接受部分中蜂幼虫而不接受

中蜂卵 ,没有改造中蜂王台 ,但改造了意蜂王

台 ,未培育出新王(表 3);在第 2 期试验中 ,意

蜂仍仅接受中蜂幼虫而不接受中蜂卵 ,也改造

了中蜂王台 ,但大部分是假王台(无幼虫),而改

造的意蜂王台中大部分有幼虫。在第 2期试验

过程中 ,只有一群在此其试验中培育出了新王

———意蜂蜂王(表 4),并交配成功 ,也正常产卵

了 。对未培育出新王的意蜂无王群进行第 3期

试验发现 ,意蜂接受了大部分中蜂幼虫和中蜂

卵 ,也改造了中蜂王台 ,并且也有中蜂王台封

盖 ,但在封盖的第 2 天被咬破 ,王台里只有王

浆 ,并且有 3群无王群在该期试验中培育出新

王 ———意蜂蜂王(表 5),并交配成功 ,也正常产

卵了。还有一群无王群未培育出新王 。

表 1　中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

改造王台对比效果(第 1期)

试验群中

子脾种类

加入子脾后不同时间的子脾状况

36 h 60 h 84 h

中蜂 正常 正常 正常

意蜂 卵无 少量幼虫 少量幼虫 空脾

表 2　中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对比效果(第 2 期)

试验群中

子脾种类

加入子脾后不同时间的子脾状况

36 h 60 h 84 h 108 h 20 d

中蜂 正常 出现工蜂产卵 有王台 有王台
中蜂蜂王

意蜂 卵无有幼虫 有幼虫 几只幼虫 ,有封盖子封盖子(几只大幼虫)

表 3　意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对比效果(第 1 期)

试验群中

子脾种类

加入子脾后不同时间的子脾状况

36 h 60 h 84 h 132 h

中蜂 卵无 有幼虫 幼虫被喂 幼虫被喂 ,幼虫封盖 封盖子脾

意蜂 正常 4个王台 4个王台封盖 王台被毁

表 4　意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对比效果(第 2 期)

试验群中

子脾种类

加入子脾后不同时间的子脾状况

36 h 60 h 84 h 108 h 132 h 156 h 20 d

中蜂
幼虫被喂(卵无),

4个王台(无王浆)

6个王台

(无王浆)

8个王台

(1个有王浆)

8个王台

(1个有王浆)

8个王台

(1个有王浆)

8个王台(1个

有王浆无幼虫)
意蜂蜂王

意蜂
3个王台

(3个有王浆)

5个王台

(4个有王浆)

9个王台

(6个有王浆)

10个王台

(5个有王浆)

6个王台(4个

有王浆 , 1个封盖)

4个王台

(1个封盖)

　　注:表 4为 b意群的试验效果。其它群的试验效果与 b意相似 ,不同之处是在 132 h王台基本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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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意蜂无王群培育非自身蜂种蜂子和改造王台对比效果(第 3 期)

试验群中

子脾种类

加入子脾后不同时间的子脾状况

36 h 60 h 84 h 108 h 132 h 156 h 20 d

中蜂
大部分卵和

幼虫保留

3个王台

(1个有王浆),

有卵和幼虫

4个王台

(2个有王浆),

大量小幼虫

4个王台

(3个有王浆),

大量中幼虫

5个王台(2个

有王浆及幼虫 ,

1个有浆无幼虫)

1个封盖 , 2个

有王浆但无幼虫

(封盖王台后

被咬破)
意蜂蜂王

意蜂
无明显

变化

5个王台

(2个有王浆)

10个王台

(5个有王浆)

10个王台

(6个有王浆)

8个王台(5个

有王浆 , 1个封盖)

1个封盖 , 2个

有王浆

　　注:表 5为 a意 , c意 , e意 群的试验效果 ,表中的数字为平均值。

3　讨论

从试验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 ,中蜂和意蜂

蜂种间无王群中的工蜂只培育出自身蜂种的蜂

王 ,可能是由于种内之间的亲缘关系比蜜蜂蜂

种间的亲缘关系要近的缘故。

在中蜂无王群中 ,加入的意蜂子脾中卵在

36 h之内全部被清理 ,只保留了小部分幼虫 ,这

也说明中蜂蜂群中的工蜂能辨认出意蜂卵和幼

虫并进行清理 ,小部分幼虫之所以能被保留 ,可

能是幼虫房中的蜂王浆气味掩盖了幼虫的标记

外激素 ,也有可能是为了群体效应 ,毕竟无王群

最终面临灭亡
[ 15]
。在第 2 期试验中 ,部分意蜂

幼虫封盖 ,可能是刚羽化出房的意蜂对意蜂幼

虫进行了保护 ,使其能孵化成蛹 ,具体原因有待

于研究。

在意蜂无王群中 ,前 2期试验中 ,工蜂接受

了中蜂幼虫 ,但在 36 h之内把中蜂卵全部清理

了 ,这还是说明卵更容易辨认 ,幼虫有王浆掩盖

了气味而难于辨认。与中蜂无王群不同的是在

第1期试验就出现了中蜂封盖子 ,可能是意蜂

的嗅觉没有中蜂灵敏 ,没有及时清除完中蜂幼

虫。从第 2期试验时就开始出现改造中蜂王台

现象 ,可能是由于有羽化出房的中蜂更急于改

造自身蜂种王台的缘故 ,或是意蜂为了群体利

益而匆忙改造了中蜂王台 。在第 3期试验中却

接受了大部分中蜂卵 ,可能是由于蜂群中羽化

出房的中蜂数量比较多的缘故;封盖的中蜂王

台在封盖的第 2 天被咬破 ,可能是被意蜂工蜂

咬破 ,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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