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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碳汇——一场双赢革新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

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

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目前主要的碳汇种类有：森林碳

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土壤碳汇、海洋碳汇。

养蜂碳汇是指在养蜂过程中，让蜜蜂通过给植物

授粉，促进植物的繁殖，增加植物多样性，从而达到

固碳效果。蜜蜂授粉所固二氧化碳主要储存在被授粉

植物发育出的种子、果壳和种子自然再生形成的植物

等。福州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陈文锋副教授团队近年

来开展的养蜂碳汇项目，这个项目获得了“榕城杯”

留学人员创业大赛决赛三等奖，并列入2023数字中国

创新大赛数字人才赛道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优

秀方案。

蜜蜂是自然界固碳的法宝，当蜜蜂访问一朵花

时，它会启动一系列事件，包括给植物传粉后使其发

育出种子和使植物繁殖的结构得到一系列优化等。传

粉可以保护并优化发育中胚胎的果壳及其散布结构，

例如梧桐种子的翅膀。所有这些被优化过的结构及其

种子都含有非常高比例的碳，一旦它们完成了功能使

命，就会掉到地上，在那里它们作为锁定碳的来源进

入土壤。恢复自然栖息地以帮助对抗全球变暖的最佳

方法是通过种子的自然再生，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传粉

者，尤其是蜜蜂。蜜蜂可以通过为植物授粉来确保植

物种群的延续，而这些植物种群可将碳锁定在其木质

部茎、根、鳞茎和块茎等中。把大气中的碳封存起来

需要多种方法，目前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没

有蜜蜂作为盟友，扭转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将更

加困难。

传统蜂业需要一场双赢革新：养蜂+碳汇
陈文锋出生于泉州南安，父亲是一名蜂农。从小

到大，他都与蜜蜂为伴，本科在福建农林大学蜂学专

业就读，后考研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之

后又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昆虫学博士。2013年陈文锋

作为人才被引进到福州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任教，并

于2017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内华达大学进行生

物学方面的研究。

养蜂行业长期收益低，年轻人不想干、老年人干

不动。陈文锋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觉得必须学以

致用，去研究一些新的技术和设备，来突破行业的困

境。”2019年，陈文锋组建了一支由2名博士、4名硕

士、16名本科生组成的队伍，深入田间地头，为蜂农

提供技术支持。随着智能蜂箱为基础的数字化养蜂系

统的研究，开始了养蜂碳汇的项目。

陈文锋说：“有了蜜蜂碳汇，就能把蜜蜂的生态

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提高蜂农的积极性，让行业重

焕生机。”碳汇养蜂可以带动农民就业与增收，一个

数字化蜂箱年产值=500元蜜蜂碳汇收入+500元蜂产品

收入。假设每人管理10个数字化蜂箱，便可以实现年

收入10000元。那么全国蜂群增量1000万群，可带动

农村100万农民就业与增收。

碳汇试验地孵化出来养蜂碳汇
福建作为农业碳汇的试验地，已经走出一条先

行者的路。2022年5月，全国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台

在厦门落地。2022年5月，福建首例双壳贝类海洋渔

业碳汇交易项目完成。目前福建有鲍鱼碳汇、茶叶碳

汇、红树林湿地碳汇等碳汇项目，养蜂碳汇也在紧锣

密鼓准备当中。

目前该项目已经积累了2021和2022年的碳汇数

据，产生了大约300吨左右的蜜蜂碳汇。2023年的碳

汇也将在2024年出炉。项目除了现有的两个蜜蜂碳汇

试点基地外（福州鼓岭和福州闽侯），也在积极拓展

更多的蜜蜂碳汇基地。前两年产生的蜜蜂碳汇，已经

销售了一部分，主要用于低碳研学、低碳会议、低碳

旅游、低碳居家及低碳婚礼等的碳中和。为了后期销

售和操作便利，项目正在开发蜜蜂碳汇小程序，预计

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小程序开放后便可以实现蜜蜂

碳汇线上销售。

蜜蜂固碳效果的可计算性
蜜蜂对生态多样性的价值广为人知，但其价值

大小却一直没能数据化。当蜜蜂遇上碳汇，这个价值

刘世丽│文

蜂业创新
2023 年 10 月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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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盗蜂

饲喂越冬饲料时出现盗蜂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之

一，主要是由于管理不到位或饲喂的时间不对。比如

蜂群大小不一或者蜂群内贮蜜不足，或者白天进行饲

喂，用荞麦蜜等气味大的蜂蜜进行饲喂，都非常容易

引起盗蜂。

二、饲喂越冬饲料需要注意的问题
饲喂越冬饲料要在充分了解蜜蜂习性的情况后，

采取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饲喂效果。最

好在最后一个蜜源后期饲喂越冬饲料，此时可以充分

利用采集蜂将越冬饲料喂足。饲料如有欠缺在蜂群断

子后再适当进行补喂，这样可充分减少越冬蜂的体能

消耗。前期没有饲料贮备的话，可以在蜂群断子后集

中补喂，但要注意以下问题。

1.饲喂的时间

饲喂越冬饲料一般宜早不宜晚，以饲喂后蜜蜂

有充分的时间将饲料酿造成熟为标准。大多数时候都

是在蜂子出净后进行，但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需灵活

掌握。同时，饲喂蜂群最好在傍晚进行，避免引发盗

蜂。

2.饲料的质量

越冬饲料一般以优质的白砂糖为主，在采购时，

优选自己曾使用过的优质糖，谨慎购买小厂生产的陌

生品牌。如果秋季干旱，发现有甘露蜜，要将蜜脾全

部撤除或将甘露蜜摇净后再进行饲喂。尽量不要添加

柠檬酸，避免饲料结晶，影响蜂群正常越冬。

3.饲料的浓度

饲喂越冬饲料属补助饲喂，当以高浓度快速喂

足为原则。糖的浓度尽量要高，以减少蜜蜂酿造的时

间，一般比例为2份白砂糖加入1份水。化糖的水要清

洁，冷水或开水均可，为增加糖的溶解速度可以采取

温开水化糖的方法。但用开水化糖时，切忌不可在火

上熬制，避免使糖变性。

4.饲喂量

越冬蜂的饲喂量应采取宁多勿少的原则。由于

不同地区越冬期的长短不同，而且蜂群的群势大小也

有一定差异，加之越冬方式和管理水平都有一定的差

异，正常情况下，一般每脾蜂每月需要消耗越冬饲料

约0.5kg。因此，要根据自己蜂场所处地区的实际情况

灵活掌握。最好还要有一定的饲料脾贮备。

5.加强饲喂期的管理

（1）注意通风

大量饲喂越冬饲料时，蜜蜂取食时身体产热增加，

会导致巢内的温度上升，蜜蜂会因此加大酿造的力度，所

以，在饲喂期间要注意适当开大巢门和加强通风。

（2）防止遗洒

在进行饲喂时，应小心谨慎，尽量不要将糖浆洒

在箱外，如果洒落需要第一时间进行清除，防止出现

盗蜂。

总之，饲喂越冬饲料是保证蜂群安全越冬的一个

重要因素，应格外重视。以上是我对饲喂越冬饲料理

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就能确切计算出来了。“我们已经利用智能蜂箱监测

‘蜜蜂碳汇’很长时间了。通过蜜蜂的出勤数据可算

出每天蜜蜂授粉的花朵数，进而计算出这些花朵结出

的果实、种子等重量，最终计算出蜜蜂的碳汇量。”

陈文锋介绍。蜜蜂固碳效果通过数字化碳汇蜂箱记录

的数据，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一箱蜜蜂为植物授粉后所

固的二氧化碳量。这种固碳计算算法已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

按照该专利方法计算，其思路为通过装置获取蜜

蜂的出勤、访花数量，以及蜜蜂有效采集花朵数，然

后计算授粉产生的含碳量以及蜜粉源植物吸收空气中

二氧化碳转化成有机物的比率，来得出蜂群通过为蜜

粉源植物授粉的碳汇数量。最终通过碳汇数量能监测

蜂群通过为植物授粉间接固碳能力，为数字农林业生

态服务提供数据凭证。

经过测算，一群蜜蜂一年的授粉行为可为大气

固二氧化碳量约为20吨，相当于30亩竹林一年的碳汇

量。目前中国现存蜂群总量约为1000多万箱。按照一

箱健康的蜜蜂一年的碳汇量20吨的年碳汇量推算，全

年碳汇总量约为2亿吨。在碳汇交易平台，20吨碳汇的

观察价值在1000元左右。可以展望下，碳汇给传统蜂

行业带来的革新和升级，会引发多大的产值升级。

技术问答
2023 年 10 月   养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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