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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为实验材料, 研究了中华蜜蜂群间以及中华蜜蜂与意大利蜜蜂种间未受精卵的辨认与

监督行为特性。结果表明:中华蜜蜂蜂群中工蜂对群间未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差异不显著 ,卵的剩余率都在 93%以上;

但在中华蜜蜂蜂群中 ,工蜂在 2 h之内把意大利蜜蜂未受精卵全部清理 ,而保留了 89%以上的中华蜜蜂未受精卵;在意大利蜜

蜂蜂群中 ,工蜂会在 4 h之内把中华蜜蜂未受精卵全部清理 ,但保留了 94%的意大利蜜蜂未受精卵。

关键词:中华蜜蜂;意大利蜜蜂;未受精卵;辨认;监督

中图分类号:Q969.55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581(2007)10-0121-02

StudyonIdentificationandIntendanceofHaploidEggsinHoneybeeColony
WUXiao-bo, ZENGZhi-jiang＊

(InstituteofHoneybeesResearch, JiangxiAgriculturalUniversity, Nanchang330045, China)
Abstract:ApisceranaceranaandApismelliferaligusticawerechosentostudythebehavioroftheidentificationandintendanceof

haploideggsinhoneybeecolonies.TheresultsshowedthattheeffectofidentificationandpolicingofhaploideggsbetweenApiscerana
ceranaandApisceranaceranacolonieshadnosignificantdifference.AlmostallthehaploideggslaidbyqueenofApisceranacerana
wereremovedafter4hwhen94% ofApismelliferaligusticaqueen-laidhaploideggswerestillremainedinApismelliferaligustica,
whileallthequeen-laidhaploideggsofApismelliferaligusticawereremovedafter2hwhen89%ofqueen-laidhaploideggsofApis
ceranaceranawereleftinApisceranace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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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社会行为学特性一直受到广大生物学家关注 ,

近 20年来 ,蜂群中工蜂辨认与监督一直是蜜蜂社会行为

特性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 。大量研究表明:西方蜜蜂(A-

pismellifera)、东方蜜蜂 (Apiscerana)、小蜜蜂(Apisflo-

rae)、黄蜂(Vespulavulgaris)都存在工蜂辨认与监督现象
[ 1～ 7] 。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华蜜蜂群间以及中华蜜蜂与意

大利蜜蜂种间蜂王产的未受精卵辨认与监督行为特性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饲养在江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的中

华蜜蜂(Apisceranacerana,简称中蜂)和意大利蜜蜂 (A-

pismelliferaligustica,简称意蜂)。

1.2　实验方法

1.2.1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群间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

与监督　任意选择 2群群势较强的中蜂 ,往实验蜂群同

时分别加入 1张经清理并带有大量雄蜂巢房的巢脾 ,并

用框式隔王板限制蜂王在巢脾上产卵 ,每隔 2 h观察新

加入的巢脾雄蜂巢房中是否有足够卵 。当巢房中有足够

的卵时 ,用移卵器在解剖镜下把蜂王产的未受精卵从工

蜂巢房中取出进行辨认与监督实验 ,具体方法参照参考

文献 [ 4, 8] ,即把蜂群间的中蜂未受精卵逐个加入到相

邻的巢房中 ,每行 20个卵 。移好卵的巢脾放入以上卵源

群进行辨认实验 ,定时观察(2、4、6及 24 h)巢房中卵的

剩余数量。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平行实验 ,并另选群势相

当的蜂群进行重复实验 ,根据实验数据 ,计算中蜂蜂群中

工蜂对群间未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 。

1.2.2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意蜂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

与监督　具体实验方法同 1.2.1,不同的是往中蜂和意

蜂实验蜂群里分别加入 1张经清理带有大量雄蜂巢房的

空中蜂工蜂巢脾和 1张经清理的空意蜂雄蜂巢脾 ,并把

中蜂未受精卵和意蜂未受精卵逐个加入到相邻的雄蜂巢

房中 ,每行 20个卵(10个中蜂未受精卵和 10个意蜂未

受精卵)。移好卵的巢脾放入以上中蜂未受精卵卵源群

进行辨认实验 ,根据实验数据 ,计算中蜂蜂群中工蜂对意

蜂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

1.2.3　意蜂蜂群中工蜂对中蜂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

与监督 　实验方法同 1.2.2,不同的是把移好卵的巢脾

放入以上意蜂未受精卵卵源群进行辨认实验 ,根据实验

数据 ,计算意蜂蜂群中工蜂对中蜂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

认与监督效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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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

2.1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群间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与

监督效果　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1所示。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群间未受精卵的

辨认与监督效果不明显 ,差异不显著 ,卵的剩余率都在

93%以上。

表 1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群间未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

时间(h) 卵源 卵的剩余率(%) 时间(h) 卵源 卵的剩余率(%)

2 本群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7.80±5.20 6 本群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6.18±5.57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6.90±4.33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3.29±5.75

4 本群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7.80±5.20 24 本群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5.86±5.61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5.71±4.96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3.10±5.88

注:表中表示同一时间不同卵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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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

2.2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意蜂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与

监督效果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2所示 。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中蜂未受精卵和意蜂未受精卵在中

蜂蜂群里的剩余率差异极显著 ,中蜂蜂群里的工蜂在 2 h

之内全部清理了意蜂未受精卵 ,但保留了 89%以上的中

蜂未受精卵 。

表 2　中蜂蜂群中工蜂对种间未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

时间(h) 卵源 卵的剩余率(%) 时间(h) 卵源 卵的剩余率(%)

2 本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5.20±1.70a 6 本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0.18±2.50a

外来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外来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4 本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3.30±2.20a 24 本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89.86±2.75a

外来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外来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2.3　意蜂蜂群中工蜂对中蜂蜂王产未受精卵的辨认与

监督效果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3所示 。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中蜂未受精卵和意蜂未受精卵在意

蜂蜂群里的剩余率差异极显著 ,意蜂蜂群里的工蜂在 4 h

之内基本清理完中蜂未受精卵 ,但保留了 94%以上的意

蜂未受精卵 。
表 3　意蜂蜂群中工蜂对种间未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

时间(h) 卵源 卵的剩余率(%) 时间(h) 卵源 卵的剩余率(%)

2 本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8.00±1.20a 6 本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5.80±2.20a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30.00±2.00b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4 本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6.00±1.90a 24 本群意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94.60±2.60a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外来群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0b

3　讨论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 ,中蜂蜂群间蜂王产未

受精卵的辨认与监督效果差异不显著 ,而且剩余率都在

93%以上。这似乎说明蜂群间对蜂王产未受精卵不存在

工蜂监督 ,我们推测可能是不同中蜂蜂王产的未受精卵

形态和表面信息素相同或相似 ,也有可能是为了蜂种的

群体效应而接受其它群的未受精卵 ,或是中蜂群间未受

精卵有相同的 “家庭基因”[ 9] ,还有可能是未受精卵和雄

蜂一样具有无界性 ,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通过实验结果 ,我们还发现:意蜂蜂群里的工蜂会

对中蜂未受精卵和意蜂未受精卵进行辨认 ,并对意蜂未

受精卵进行偏袒;同样 ,中蜂蜂群里的工蜂也会对中蜂未

受精卵和意蜂未受精卵进行辨认 ,并对中蜂卵进行偏袒 。

带有蜂王特给 “蜂王信息素 ”的中蜂和意蜂蜂王产的未

受精卵在中蜂蜂群里和意蜂蜂群里存活率差异都极显

著 ,说明这两种卵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从而有

利于工蜂辨认 。可能是特给的“蜂王信息素”成分不同 ,

Z.Y.Huang[ 10]等就曾发现幼虫信息素的不同导致工蜂

对幼虫的辨认。也有可能是卵的形态不同 ,还有可能是

卵的 “语言”不同 ,即卵在孵化过程中形态、信息素等变

化不一样 ,每一种蜜蜂通过这种 “语言 ”进行辨认。更有

趣的是 ,意蜂在 4 h基本清理了中蜂未受精卵 ,而中蜂却

在 2 h之内就全部把意蜂未受精卵清理了。笔者认为可

能是中蜂蜂群中工蜂的嗅觉比意蜂蜂群里的工蜂灵敏 ,

从而更能辨认出不同蜂种蜂王特给的 “蜂王信息素 ” ,具

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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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 ,遵循以人的感知为设计

依据的指导思想 ,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 ,考虑人的尺度和

心理需求 ,将人的活动性与舒适性作为景观规划的出

发点。

在城镇居民较为集中的居住区景观设计中 ,我们可

以借鉴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 ,讲究空间的收放与转

移 ,推敲移步异景 ,设计出有趣味 、有层次 、有变化的生活

空间 ,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规划过程中 ,对于

小区的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须认真研究 ,合理安排 ,如

小区的入口空间、主要道路空间、公共绿化、公共广场 ,还

有院落空间。要设计出有利于住户健康的各种室外活动

空间 ,如尺度宜人的交往空间 、安全舒适的儿童活动场

所 、体育健身活动场所等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年龄阶段

人活动的需求 。

在小城镇广场等大型公共空间的设计中 ,应当考虑

其空间功能的多样性及层次化 ,让人可亲、可歇 ,真正体

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避免追求所谓的气派与壮观 ,尺度

过大的空间只会使人感到冷漠 ,从而失去了小城镇公共

景观应当给人的亲和力与归属感。

2.3　“特色 ”理念　小城镇的地域自然条件、建筑风格 、

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等 ,都是塑造景观特色的重要元素。

小城镇根据地形地貌、水体 、气候等地理条件可分

为山岗型、河湖州岛型 、大漠高原型、田园型、平原型等类

型 ,在自然景观设计中应“因势利导 ,因借巧施” ,根据地

方自然条件特征进行因地制宜的设计。如山岗型小城

镇 ,应突出山坡、丘陵地形地貌特征造成的特定环境形

象 ,巧妙利用地势 、活化地形。

由于小城镇的相对传统与封闭 ,大量保留了能够将

当地的气候条件、地形和社会价值取向完美结合的以及

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乡土建筑 。这些建筑往往具有历史重

要性和文化价值 ,在景观设计当中应保留城镇原有的建

筑风格 ,保留历史的烙印。对于乡土建筑的地域特征性

的保存 ,是小城镇景观特色建设的重要环节 。

独特的民风民俗 ,也是构成小城镇景观特色的重要

方面 。目前 ,我国有许多小城镇保留着自己的服饰与语

言特色 ,进入小城镇 ,与当地居民交往 ,独特的生活方式 ,

独特的语言 、服饰给人留下非同一般的感受 ,这些独特的

民风民俗给了城镇特色鲜明 、文化久远的形象。

3　结语

小城镇的发展经历着上升 -停滞 -上升的周期性

变迁 。随着开发强度的增强 ,大量存在的问题如果得不

到行之有效的控制与管理 ,其结果必将阻碍城镇的可持

续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景观形象必将丧失殆尽 。

小城镇是人性化的生活空间 ,是对自然 、文化 、生活

的反映 ,把生活和自然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让小城镇

变成风光秀美、生活方便、特色鲜明、具有浓厚人情味的

生活空间 ,变成民众诗意生活的环境 ,将是我们应当坚持

不懈 、努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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