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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营养与饲料配制技术
高志鸿│文

阳泉市畜牧技术服务中心，045000

蜜蜂营养是指蜜蜂在生命活动中摄取、消化、吸

收和利用食物中营养素的过程。通过营养，蜜蜂将摄

取的食物中的各营养物质消化分解为能被消化道吸收

的营养液。营养素是指食物中可为生物体提供能量，

作为机体构成成分和进行组织修复的以及生理调节功

能的化学成分。这些进入血淋巴的营养素通过组织和

器官的转化，为蜜蜂的生长发育提供物质基础，为蜜

蜂的生命活动提供能源。蜜蜂所需的营养素包括糖、

蛋白质、脂类、无机盐（矿物质）和维生素。

蜂蜜、花粉、蜂王浆是蜂群最佳的天然饲料。为

了保持蜂群的生产力和群势，尤其是蜂群的休整期，

常要给蜂群补充充足的营养，即蜜蜂的人工饲料。蜜

蜂的繁殖、生长需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

生素、矿物质和水。蜜蜂的营养对饲养强群、夺取高

产和防治蜜蜂病虫害至关重要。蜂群无论在繁殖期、

生产期还是休整期，都要保持充足的食物来源和良好

的营养素配比，一旦出现食物不足或营养素比例失调，

则会出现个体发育不良，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病

虫害危害等现象。不论何种营养素缺失，都会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失，像群势下降，生产力降低，繁殖力差

等现象。

一、糖类物质
1.来源有两种，采集的花蜜，还有40%~60%的蔗糖

蜂蜜是单糖、葡萄糖、果糖，只有单糖才能被蜜

蜂个体直接吸收。此外，蜂蜜还有蛋白质、维生素、

氨基酸、矿物质等。

蜂群越冬前，饲喂越冬饲料。以前是集中几天饲

喂，现在改为秋繁时提前饲喂。目的是让蜂群有充足

的时间将蔗糖（双糖）转化为单糖。没有转化好的饲

料蜜蜂在越冬期食用后，引起消化不良，产生下痢、

大肚等疾病，严重的大量死亡，最终导致越冬失败。

8 月 20 日 ~9 月 25 日建议每天进行饲喂。

2.糖类物质的作用

主要作用是为蜜蜂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工蜂飞

行采蜜需要消耗糖，雄蜂飞的快，需要的糖量是工蜂的

3 倍。工蜂酿蜜过程需消耗糖（消耗 100g 糖才能蒸发花

蜜中 450g 水）。缺糖时，不能飞行，不能爬行，直到

影响幼虫个体成型的分化，到拖子再到最后的整群死亡。

研究表明：工蜂和雄蜂小龄幼虫的食物中主要的

糖是葡萄糖，大龄幼虫食物中的主要的糖是果糖，而

蜂王幼虫在整个发育期均是葡萄糖作为食物的主要成

分，在进行人工育王时可以适当增加葡萄糖的人工饲

喂量。这就要求在王台封盖前每天晚上进行奖励饲喂

的作用，葡萄糖粉市场价 3.0 元 /kg。

3.糖类物质的利用

蜂群四季都离不开糖类，如何没有成熟蜂蜜供蜜

蜂食用时，要用蔗糖替代饲喂，然后转化成葡萄糖和

果糖，作为蜜蜂的储备饲料。一群蜂为维持生命活动

和正常发展，1 年需消耗 50~75kg 蜂蜜。除去消耗后

剩余的才是我们应该取到的蜂蜜，所以到越冬期前一

定要喂，短缺时一定要喂。

二、蛋白质物质
1.蛋白质的来源

主要以花粉中获得蛋白质。蜜蜂羽化后 2 小时就

开始进食花粉，采集回来的花粉，内勤蜂咬碎，掺入

蜂蜜和唾液，放进蜂房后经过一系列生化反应，制成

易被蜜蜂吸收的蜂粮供大幼虫和幼蜂食用。花粉中蛋

白质至少包含有 18 种氨基酸，其中精氨酸、组氨酸、

亮氨酸、赖氨酸等 10 种氨基酸是蜜蜂必需的氨基酸。

哪种氨基酸含量最高，哪种花粉就好。花粉的品种与

植物的种类、气候环境、光照条件和土壤因素有关。

一般认为：油菜＞向日葵＞党参＞荞麦＞玉米＞杂花。

研究表明，用鲜花粉作为饲料繁殖的蜜蜂，比用经过

贮藏花粉作为饲料的好，而贮藏 2~3 年的花粉加入 2

种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其营养效果可以恢复

到新鲜花粉的营养价值。

2.蛋白质的作用

蛋白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生物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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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由细胞构成，细胞结构的主要成为为蛋白质。机

体的生长，组织的修复，各种酶和激素对体内生化反

应的调节，抵御疾病抗体的组成，维持渗透压，传递

遗传信息，无一不是蛋白质在起作用。蜜蜂幼虫的生

长发育，蜂王产卵，工蜂腺体的发育和机能的行使，

都不能缺少蛋白质。食物中缺乏了蛋白质，幼虫死亡，

幼蜂发育不良而失去利用价值。蜂王因得不到充足的

王浆而产卵率下降或停产，工蜂不能正常泌浆、泌蜡

等。蜡腺的发育需要充足的蛋白质（造新脾时，不能

缺粉）。不同品种的蜜源植物，花粉的营养价值也不

相同，蛋白质含量高的鲜花粉，能使蜂群培育出较多

数量的幼虫，并可延长工蜂的寿命。

提醒：外界蜜粉源缺乏时（2/10 外勤蜂带花粉），

巢内存粉不足时（没粉脾，没粉圈），蜂群在快速繁

殖时期（春、秋），群内哺育蜂数量增加时，生产蜂

王浆时，培育越冬蜂时，蜂群患病时（如白垩病、爬

蜂病等），采集力明显下降时，群内饲料不足时（看

到框梁发黑，没蜡茬）都应人工配给蛋白质丰富的饲

料喂蜂。

值得注意的是：蜜蜂发育成熟后各组织器官的细

胞在新陈代谢的作用下不断地进行更新和修补，食物

中提供的蛋白质营养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偿代谢和修

补组织的原料。所以说蜜蜂羽化后要摄入一定量的蛋

白质，因此秋季越冬蜂培育结束后，缺粉的地区需要

继续饲喂花粉，幼蜂出房后需要大量的花粉。

3.蛋白质的利用

蛋白质的利用实质上是蜂花粉的利用的体现。

培 养 1 只 工 蜂 需 要 145mg 花 粉，1 群 蜂 1 年 消 虫 ခ 消 ᙻ 缺 粉 的 地 区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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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含金属元素的维生素，可防止消化不良和预防消化

道疾病。维生素 C 能增强个体体质，使蜜蜂寿命延长

17% 左右。

2.脂溶性维生素

脂溶性维生素对蜜蜂生长发育起着重要作用。研

究表明，用含有 4 种脂溶性维生素的饲料喂蜜蜂，可

多哺育出 1 倍的幼虫，差别还是很大的。

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它可以促进机体细

胞的增值和生长，促进幼虫生长，提高蜜蜂的繁殖力。

维生素 E，是促进幼蜂生长和增强生活力的营养物质，

能提高蜜蜂的繁殖力，维生素 E 可提高免疫力，抗衰

老的作用，增强维生素 E 可延长蜜蜂的寿命。

以前一直讲春天喂花粉时需添加维生素 C、维

生素 B2、B6、B12、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特别是喂大豆粉时一定要添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2。

六、蜜蜂环保型平衡饲料的配制及其配套技术
在外界蜜粉源缺乏时，巢内花粉贮存不足时，在

蜂群快速繁殖时期，哺育蜂数量大量增加时，外界缺

粉又生产蜂王浆时，人工育王时，培育越冬蜂时，发

生蜂病时，采集力下降时，都应给蜂群饲喂蛋白质类

的饲料。

蜜蜂饲料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蛋白饲料，二是

糖饲料。蛋白饲料为蜜蜂的生长发育提供必需的蛋白

质、氨基酸、脂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糖饲

料为蜜蜂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离开哪种饲料都不行。

蛋白饲料主要是以花粉为主，但没有鲜花粉时饲

喂配制蛋白饲料，其配制过程中应严格掌握饲料各成

分的含量及比例，否则导致蜂群出现不良症状。

1.蛋白饲料的配制

第一种是贮储花粉脾，将上一年度过剩的花粉脾

提出并妥善保存，同时消毒。这是最理想的蛋白饲料。

第二种调制花粉，将上一年脱落并晾干的花粉与

蜂蜜、水、白砂糖按一定的比例调制，一般情况下，

500g 花粉，250g 水，250g 蜜，500g 白砂糖，充分搅

拌均匀后，加入酵母片（2 片），加做面包用的发酵

粉 10~15g，然后密封后放在 30℃的环境下发酵 72 小

时，发酵成熟后加入氨基酸，人用的含精氨酸、赖氨酸、

亮氨酸、蛋氨酸以及维生素 C 复合维生素或者 VC、

VB2、VB6、VB12、VA、VD、VE 和少量苏打片等，

做成饼状放置框梁上喂蜂，也可加入粉框饲喂。

第三种花粉代用品配合饲料，饲料代用品的配比：

按 1 份蜜 + 1 份水 + 2.2 份代用粉 + 2.2 份白砂糖，建议

加入花粉，按1/2的比例配制，以后逐步减少花粉的用量。

2.糖饲料的配制

第一种是贮存的大蜜脾或半蜜脾，建议最后一次

蜜不取出，留作饲料用。  

第二种是蜜白砂糖水配制，按 1 ∶ 1 ∶ 2 比例配

制，适合于培养适龄越冬蜂时饲喂。

第三种白砂糖溶液，一般用 90℃的热水溶解花

糖，白砂糖和水的比例最好是 1 ∶ 0.6，可加入一些

山楂、枸杞和酒石酸柠檬酸。这是一种饲料添加剂，

使食物具有酸味。

提示：饲喂的量：春繁时：花粉 1.5kg/ 群，代用

粉 0.5~1kg/ 群；空档期和秋季：花粉 1kg/ 群，代用粉

0.5~1kg/ 群。全年喂花粉 2.5kg/ 群，代用粉 1~2kg/ 群。

糖：春繁期 4~5kg/ 群，秋繁期 10~15kg/ 群，全

年平均 15~17.5kg/ 群。

2.抽空脾，掏死蜂

越冬中、后期，由于部分工蜂死亡，群势明显下

降。进入数九寒冬，工蜂会更加缩紧蜂团，部分边脾

就会裸露空余，应及时抽出空脾，有利于保持巢温，

还应定期掏出箱底死蜂。

3.防震动

在整个越冬阶段，切忌人、畜碰撞蜂箱，防止震

动以免蜂团散开。应在气温较高的午后查看蜂况，要

轻拿轻放。对于不慎震散团的蜂群，应暂关巢门，放

在阳光下晒片刻，待工蜂升温复苏，爬上巢脾后，再

开启巢门放回原处。

4.添加蜜脾

如果保温不当，太热会使工蜂活动量增加，尤其是

晴天午后，大量工蜂频繁出巢空飞，使贮蜜消耗过快，

尽管越冬前贮蜜充足，但很快消耗殆尽，若不及时补充

会全群冻饿而死。当然巢温过低，也会使蜂群耗蜜增温，

应及时关注耗蜜量，只有贮蜜充足，才能顺利越冬。

5.防鼠害

越冬蜂群，几乎没有防御的能力，应加强灭鼠工

作，严防啮齿类动物危害蜂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