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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人工添加中华蜜蜂王浆来培育江山 2号与法国意蜂的杂交蜂王 ,并测定江山 2号 、中华蜜蜂 、营养杂

交子一代及子四代抗螨性能和卫生行为能力指标。结果表明:营养杂交蜂群抗螨性均显著高于亲本江山 2号 ,

工蜂卫生行为能力也显著高于江山 2号 ,且随营养杂交代数的增加 ,蜂群的抗螨性也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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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pismelliferaligusticaonResistibilityagainstMite
andHygienicBehaviorAbilityofApismelliferaligustica

HEXu-jiang1, 2 , WANGZhi-ping2＊ , CHENLi-hua2 , DAIShi-zhong2 , YANWei-yu1＊

　　(1.HoneybeeResearchInstitute, JAU, Nanchang330045, China;2.HongxiangBio-TechnologyCo.

ZhejiangProvince, Ltd, Lanxi321100 , China)

　　Abstract:HybridizedqueenswerebredfromJiangshanHoneyBeeNo.2andFrenchApismelliferaligusti-

cabythetechnologyofartificiallyfeedingroyaljellyofApisceranacerana.Thentheresistibilityagainstmite

andhygienicbehaviorofJiangshanHoneyBeeNo.2, Apisceranacerana, thefirstandforthgenernationsof

nutritionalcrossbreedcolonyweremeasur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sistibilityagainstmiteandhygienic

behaviorabilityofhybridizingoffspringbeesweresignificantlystrongerthanthatofJiangshanHoneyBeeNo.

2.Theresistibilityagainstmiteof4 consecutivehybridoffspringsofApismelliferaligusticaisobviouslystron-

gerthanthatofthepreviousgener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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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螨(Varroajacobsonic)是蜜蜂最重要的病虫害之一 ,尤其是对西方蜜蜂危害极为严重 。目前 ,人们

主要以药物来防治蜂螨 ,但近年来由于广泛使用药物 ,蜂螨的抗药性已显著提高 。药物治螨无法从根本

上根除蜂螨 ,并且对蜂产品有一定的污染作用 。因此 ,通过育种技术来培育抗螨性蜂种是从根本上解决

蜂螨危害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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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蜜蜂(Apisceranacerana)(以下简称中蜂)和意大利蜜蜂(Apismelliferaligustica)(以下简称意

蜂)是两种在我国饲养范围最广 、经济效益最高的蜂种 。中蜂对蜂螨有着显著的抗性 ,许多学者认为中

蜂的卫生行为在抗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1]
。但由于中蜂与意蜂存在生殖隔离 ,因此它们之间不能进行

正常有性杂交而产生杂交效应 。

蜜蜂营养杂交又称为蜜蜂无性杂交 ,根据曾志将和张全华等人对营养杂交的定义进一步归纳为在

蜜蜂个体或群体的生长或繁殖期内 ,通过天然换脾或人工饲喂蜂王浆等技术 ,将甲蜂种(或品种)的新

鲜蜂王浆饲喂给乙蜂种(或品种)的幼虫后 ,由乙种蜂(或品种)幼虫发育的蜜蜂具有甲蜂种(或品种)

遗传特性
[ 2-3]

。利用营养杂交方式来培育具有中意蜂特性的杂交蜂种成为可能
[ 4-6]

。

本实验通过利用人工饲喂新鲜中蜂蜂王浆来培育江山 2号与法国意蜂杂交的蜂王 ,并测定了江山

2号 、中华蜜蜂 、营养杂交子一代(F1)和子四代(F4)工蜂的幼蜂蜂螨寄居率 、工蜂封盖子蜂螨寄居率 、雄

蜂封盖子蜂螨寄居率和卫生行为能力指标 ,现将实验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实验蜂群为兰溪市鸿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种蜂场江山 2号 、法国引进纯种意大利蜂和中华蜜蜂 。

1.2　试验方法

1.2.1　亲本蜂群的组织　选择产浆性能优越且群势很强的江山 2号 3群 ,产蜜性能优越的法国意蜂 1

群 ,群势强的健康中华蜜蜂 3群 。种蜂场周围 10 km内无其他意蜂蜂群 。整个实验过程对蜂群进行奖

励饲喂 。

1.2.2　王台的制备与新鲜中蜂蜂王浆采集　人工制作蜡质中蜂与意蜂王台。用中蜂王台生产足量中

蜂王浆 , -20 ℃保存备用 。

1.2.3　蜜蜂营养杂交　本实验从春繁开始 ,每隔 7 d检查割除法国意蜂雄蜂蛹 ,直至实验结束。制作

蜡质意蜂王台放入中蜂群清理 12 h。移入中蜂幼虫 ,产浆 3 d后 ,去除中蜂幼虫(不破坏王浆),移入法

国意蜂 1日龄幼虫。放入中蜂群继续哺育 10 ～ 12 h后移出 ,放入江山 2号强群 ,每天用注射器往王台

中人工注射 50 μL新鲜中蜂王浆 ,直至封盖 。营养杂交子一代蜂王出房 ,并与江山 2号雄蜂自然交尾产

卵后 ,取其 1日龄幼虫按上述方法培育子二代 、子三代和子四代营养杂交蜂种。并每隔 7d割除子一

代 、子二代和子三代雄蜂蛹 ,直至实验结束 。至 2009年 12月选育出营养杂交子代四代各 5群 。

1.2.4　蜂群抗螨性测定　本试验蜂群在实验过程中未进行任何抗螨药物处理。按标准方法采集各实

验组蜂群刚羽化的工蜂 100只 ,仔细检查并记录寄生蜂螨的工蜂个数 ,统计幼蜂蜂螨自然寄居率
[ 7]
。即

蜂螨寄居率 =有蜂螨寄生的蜜蜂数 /检测的蜜蜂总数。按五点取样法随机抽取各实验组蜂群子脾上的

工蜂封盖子与雄蜂封盖子各 100只 ,仔细检查并记录寄生了蜂螨的封盖子数量 ,统计工蜂封盖子与雄蜂

封盖子蜂螨寄居率。即工蜂(雄蜂)封盖子蜂螨寄居率 =有蜂螨寄生的封盖子数 /检测的封盖子总数 。

1.2.5　蜂群卫生行为能力测定　实验蜂群均为 8足框蜂的强群 ,从蜂群中用刀切取 5 cm×5 cm成片

的封盖子脾 ,放入 -18℃冰箱冷冻 24 h,直至封盖幼虫全部冻死 ,重新放回蜂群并固定好 。 30 h后每

半小时观察封盖子清理情况 ,直至全部清理结束 ,记录清理时间。 48 h之内清理完全的蜂群即为具有

抗螨性
[ 8]
。实验重复 6次。

1.3　数据处理

使用 StatView软件 ,采用 ANOVAandt-tests中的 ANOVAorANCOVA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蜂与意蜂营养杂交对意蜂抗螨性的影响

从表 1可知:中华蜜蜂抗螨性能最强;F1代与 F4代蜂群在幼蜂蜂螨自然寄居率 、工蜂封盖子寄居

率和雄蜂封盖子寄居率指标上显著低于亲本江山 2号 ,且 F4代显著低于 F1。即中蜂与意蜂营养杂交显

著提高了意蜂的抗螨性能的各项检测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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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山 2号 ,中华蜜蜂与营养杂交 F
1
, F

4
代抗螨性指标检测结果

Tab.1　TheresultofresistibilityonmiteofJiangshanHoneyBeeNo.2, Apisceranacerana,

F1 andF4 ofnutritionalcrossbreed

指标

Indicators

江山 2号

JiangshanHoney

BeeNo.2

中华蜜蜂

Apiscerana

cerana

营养杂交 F1代

F1 ofnutritional

crossbreed

营养杂交 F4代

F4 ofnutritional

crossbreed

幼蜂蜂螨寄居率 /%

Parasitismrateonmite

ofadultworkers

5.21±0.12a 0.00±0.00b 3.54±0.05c 1.66±0.08d

工蜂封盖子寄居率 /%

Parasitismrateonmite

ofworkerpupaes

6.86±0.14a 0.00±0.00b 5.33±0.11c 3.12±0.09d

雄蜂封盖子寄居率 /%

Parasitismrateonmite

ofdronespupaes

16.32±0.27a 0.00±0.00b 13.20±0.16c 9.67±0.13d

　　表中同行比较 , 相同指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不同字母表示显著(P<0.05)。

　　Thesameletterinsamerowindicat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P>0.05), thedifferentletterindicatedsignificantdiffer-

ence(P<0.05).

2.2　中蜂与意蜂营养杂交对意蜂卫生行为能力的影响

从表 2可知:亲本江山 2号蜂群的清理时间为 56.2 h,而 F1代与 F4代蜂群的清理时间均小于

48 h,且显著少于江山 2号 ,而 F4代蜂群的清理时间也显著小于 F1代。即蜂群营养杂交显著提高了亲

本江山 2号意蜂的卫生行为;随着杂交代数的增加其卫生行为能力显著增强 。
表 2　江山 2号 , 中华蜜蜂与营养杂交 F1 , F4代卫生行为能力检测结果

Tab.2　TheresultofhygienicbehaviorabilityofJiangshanHoneyBeeNo.2, Apisceranacerana,

F
1
andF

4
ofnutritionalcrossbreed

指标

Indicators

江山 2号

JiangshanHoneyBeeNo.2

营养杂交 F1代

F1 ofnutritionalcrossbreed

营养杂交 F4代

F4ofnutritionalcrossbreed

清理时间 /hClearingtime 56.2±2.26a 45.7±1.44b 39.2±1.85c

　　表中同行比较 , 相同指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不同字母表示显著(P<0.05)。

　　Thesameletterinsamerowindicat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P>0.05), thedifferentletterindicatedsignificantdiffer-

ence(P<0.05).

3　讨　论

中华蜜蜂是雅氏蜂螨的原始寄主 ,对蜂螨有很强的抗性 。刘益波 、曾志将等人发现利用中蜂与意蜂

合群饲养可以显著提高蜂群的抗螨力 ,但无法长期保存足量中蜂 ,抗螨性能无法长期维持
[ 9]
。本文通

过中蜂与意蜂营养杂交育种途径培育抗螨性较强的意蜂蜂种 ,结果表明营养杂交 F1代和 F4代蜂群在

幼蜂蜂螨自然寄居率 、工蜂封盖子与雄蜂封盖子蜂螨寄居率指标上显著低于亲本江山 2号意蜂 ,且 F4

代显著低于 F1代蜂群 ,这与谢宪兵等人结果相一致
[ 5]
,说明利用中蜂与意蜂营养杂交可以选育出具有

抗螨性优越的意蜂蜂种。许多学者认为蜜蜂工蜂的自清和工蜂间互清行为是抗螨的重要机制之

一
[ 10-12]

。本实验中蜂与意蜂营养杂交可以显著提高意蜂的卫生行为能力 ,且 F4代显著强于 F1代蜂

群 。说明中意蜂营养杂交改变了意蜂的卫生行为能力。而 1964年 WRotherbuhler
[ 13]
发现卫生行为与

抗螨有关 ,且是由基因决定这种卫生行为 ,他认为有两对隐性基因决定了这种行为。到目前为止 ,大多

数科学家公认这种行为是由多个基因决定的。 2002年 Lapidge认为有 7个数量特性位点(QTL)与卫生

行为有关
[ 14]
。因此 ,中意蜂营养杂交很可能使意蜂的卫生行为结构基因发生了改变 。然而 ,营养杂交

是通过蜂王浆这种特殊的食物途径改变了蜜蜂的基因表达 ,进而改变了行为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

程 ,其作用机理与作用形式仍需进一步研究。 (下转第 1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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