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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具体而言，

涉及一种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包括：种蜂群桶养，

育王时将蜂群绑脾过蜂箱，蜂群群壮时培育种用

雄蜂和蜂王；待处女王性成熟后，采取所述种用

雄蜂的精液进行处女王人工授精：授精完成后将

蜂王送入原贮王蜂群，3‑4天后再转送入新分群，

新分群开启防飞逃巢门；蜂王产卵后以其作母本

与新分群中的雄蜂进行自然交尾培育蜂种。该方

法可防止中蜂种群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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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种蜂群桶养，育王时将蜂群绑脾过蜂箱，蜂群群壮时培育种用雄蜂和蜂王，培育蜂

王的种用蜂群采用原生态桶养，培育蜂王时，再进行中蜂过箱；

2)、待处女王性成熟后，采取所述种用雄蜂的精液进行处女王人工授精；

3)、授精完成后将蜂王送入原贮王蜂群，3～4天后再转送入新分群，新分群开启防飞逃

巢门；蜂王产卵后以其作母本与新分群中的雄蜂进行自然交尾培育蜂种；

所述蜂箱为泡沫箱；

所述蜂箱内径长380mm～390mm，宽255mm～265mm，高350mm～360mm；

所述泡沫箱的壁厚度为20mm～40mm；

所述泡沫箱设置有防飞逃巢门；

所述泡沫箱底部设置有抽屉式的清理垃圾装置；

所述人工授精的具体方法为一次性注射4μL～6μL精液；或将精液分两次注射，每次注

射2μL～4μL；

所述中蜂蜂种繁育地区为长白山区；

所述过箱的具体时间为早春或晚秋；

在步骤1)中，所述蜂王的培育时间在所述种用雄蜂的培养开始8天后进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蜂群绑脾过箱的操作

具体包括：

将种蜂群所在的蜂桶慢慢倾斜，连续敲击蜂桶底部驱逐蜂群爬向木桶上部，随后用刀

将木桶底部的巢脾从一侧边脾开始向中间逐一割下，并将割下的巢脾用捆绑到事先准备好

的巢框上放入蜂箱内，最后将桶内的蜂群收集到收蜂罩内，再诱入到蜂箱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采取所述种用雄蜂的精液之

前还包括：

用精子生理液冲洗已灭菌的注射器及采精针头2～4次，在注射器及授精用针头内吸取

加有抗菌素的精子生理液，至针头中注满精子生理液且注射器内有一段精子生理液的液

柱；将注射器固定在授精仪上，针头移到体视显微镜的视野内并调整至视野清晰。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采取所述种用雄蜂的精液的

操作包括：

授精用针头首先吸入1.0μL～1.5μL空气，使精子生理液与精液有气泡相隔，然后再采

集雄蜂精液；在采集下一只雄蜂精液时，将采集到的前一只雄蜂精液推出针尖外一部分，使

其与准备采集的精液面相接触后再吸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授精的操作包括：

A)选择个体大，行动稳健，出房8～10日龄的处女蜂王进行授精；

B)麻醉蜂王后将其固定至授精仪底座的固定器上，持续通入二氧化碳使其昏迷；

C)拉开蜂王蛰针腔找到阴道口，将采集精液的针头由阴道口推进深度1.6mm～2mm，进

针略感受到阻力、阴道口有下陷迹象时，停止进针；将针头稍退出，开始注射精液；

D)一次性注射4μL～6μL精液；或将精液分两次注射，每次注射2μL～4μ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所述新分群的

蜜蜂数量为原贮王蜂群规模的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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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蜂蜂种繁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中蜂蜂种繁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养蜂业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传统副业，随着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蜜蜂为农业服

务，尤其是利用蜜蜂为农作物、果树、蔬菜、牧草等传播花粉，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养蜂业已被列为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蜂业不占耕地、不用粮食，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是一项既不污染环境，又充分利用资

源的速效产业，是山区脱贫致富的好项目。我国地域广大，植物种类丰富。饲养蜜蜂在我国

有着良好的传统和基础，许多农民都是通过养蜂走上了致富之路。但是养蜂又是一门科学，

只有科学的养蜂才能获得丰收，获得高利润。

[0003] 蜜蜂良种保护和繁育是养蜂业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些养蜂业发达的国家，对

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有的国家通过法令进行严格控制。如罗马尼亚只允许繁育喀尔巴阡蜂；

德国、奥地利等国在养蜂生产中只用卡尼鄂拉蜂。《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规定“蜂、蚕

的资源保护利用和生产经营，适用本法有关规定”。蜜蜂良种保护和繁育是建立在选种基础

上进行的，在一个种群内，各个蜂群的表现性状会出现一些差异，在繁育时需要选种，同时

通过科学的繁育，可以使选择出来的优良品种的种性得以保持。因此，繁育和选种是两个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环节。

[0004] 长白山中华蜜蜂(中蜂)是中华蜜蜂宝库中的珍贵资源，它抗寒、较耐大群的生物

学特性，在国内外东方蜜蜂中是不可多见的。随着长白山区林业的采代以及野生中蜂的人

收捕，长白山区中蜂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广大中蜂饲养户仍然沿用着

传统的桶养方法，并采用杀蜂毁巢的方式取蜜，严重地破坏长白山区的中蜂自然资源。而如

果采用活框饲养，由于人为的过度管理，长白山区的中蜂的遗传多样性流失严重造成蜂种

退化，使长白山中蜂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因此，提供一种防止中蜂种质资源退化、保障中

蜂产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尤为重要。

[0005]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蜂蜂种繁育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包括：

[0009] 1)、种蜂群桶养，育王时将蜂群绑脾过蜂箱，蜂群群壮时培育种用雄蜂和蜂王；

[0010] 2)、待处女王性成熟后，采取所述种用雄蜂的精液进行处女王人工授精；

[0011] 3)、授精完成后将蜂王送入原贮王蜂群，3～4天后再转送入新分群，新分群开启防

飞逃巢门：蜂王产卵后以其作母本与新分群中的雄蜂进行自然交尾培育蜂种。

[0012] 中蜂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个蜂种，长白山中蜂具有耐寒抗热，饲料消耗省和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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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零星蜜粉源等特点，尤其适应我国广大山区饲养。但由于中蜂饲养分蜂性强，蜂王产卵力

又较低，难以维持强群饲养，无法进一步发挥中蜂的生产潜能和大幅度提高饲养中蜂的经

济效益。

[0013] 本发明选择优良高产的中蜂蜂种，采用人工授精技术进行原种保存繁育，培育近

交系：培育蜂王的种用蜂群采用原生态桶养，培育蜂王时，在进行中蜂过箱。生产巢蜜的蜂

群常年采用活框饲养。这样不仅解决了桶养育王，生产不方便的问题又解决了在活框饲养

过程中由于人为过度管理造成蜂种退化，产量低的矛盾。

[0014]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所述将蜂群绑脾过箱的操作具体包括：

[0015] 将种蜂群所在的蜂桶慢慢倾斜，连续敲击蜂桶底部驱逐蜂群爬向木桶上部，随后

用刀将木桶底部的巢脾从一侧边脾开始向中间逐一割下，并将割下的巢脾用捆绑到事先准

备好的巢框上放入蜂箱内，最后将桶内的蜂群收集到收蜂罩内，再诱入到蜂箱中。

[0016]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在步骤1)中，所述蜂王的培育时间在所述

种用雄蜂的培养开始后8～13天后进行。

[0017]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所述蜂箱为泡沫箱。

[0018]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所述蜂箱内径长380mm～390mm，宽255mm

～265mm，高350mm～360mm：

[0019] 更优选的，所述泡沫箱的壁厚度为20mm～40mm。

[0020] 每个蜂箱可以放8～12个巢框。

[0021] 更优选的，本发明所用的巢框为发明人提交的申请日为2016-07-25，申请号为

201610590604.5的“一种巢框及使用该巢框的蜂箱”专利文件中记载的巢框。

[0022]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所述泡沫箱设置有防飞逃巢门；

[0023] 所述泡沫箱底部设置有抽屉式的清理垃圾装置。

[0024] 本发明采用了一种高窄式泡沫中蜂箱，蜂箱里放置了方便主产巢蜜的塑料巢框，

泡沫蜂箱底部有个抽屉式的清理垃圾装置，这样可及时清理蜂巢内的垃圾，防止滋生巢虫。

采用泡沫箱优点是：夏天隔热、冬天防寒，蜂巢内较黑暗，泡沫中蜂箱特别适合山区饲养中

蜂。同时，为了解决山区蚂蚁多，进而阴雨天时，钻入蜂巢的问题，从而造成中蜂严重飞逃，

优选的，将泡沫中蜂箱常年放置在防蚂蚁蜂箱支架上。

[0025]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采取所述种用雄蜂的精液之前还包括：

[0026] 用精子生理液冲洗已灭菌的注射器及采精针头2～4次，在注射器及授精用针头内

吸取加有抗菌素的精子生理液，至针头中注满精子生理液且注射器内有一段精子生理液的

液柱；将注射器固定在授精仪上，针头移到体视显微镜的视野内并调整至视野清晰。

[0027]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采取所述种用雄蜂的精液的操作包括：

[0028] 授精用针头首先吸入1.0μL～1.5μL空气，使精子生理液与精液有气泡相隔，然后

再采集雄蜂精液；

[0029] 在采集下一只雄蜂精液时，将采集到的前一只雄蜂精液推出针尖外一部分，使其

与准备采集的精液面相接触后再吸入。

[0030]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所述人工授精的操作包括：

[0031] A)选择个体大，行动稳健，出房8～10日龄的处女蜂王进行授精；

[0032] B)麻醉蜂王后将其固定到授精仪底座的固定器上，持续通入二氧化碳使其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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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C)拉开蜂王蛰针腔找到阴道口，将采集精液的针头由阴道口推进深度1.6mm～

2mm，进针略感受到阻力、阴道口有下陷迹象时，停止进针：将针头稍退出，开始注射精液；

[0034] D)一次性注射4μL～6μL微升精液；或将精液分两次注射，每次注射2μL～4μL。

[0035]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在步骤3)中，所述新分群的蜜蜂数量为所

示原蜂群规模的30％以上；优选为30％～50％。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

可以通过市面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37] 实施例1

[003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山区中蜂强群饲养方法，其包括：

[0039] S1、保护措施：饲养长白山中蜂的场地与意蜂场隔离，方圆15公里内无饲养意蜂

的，最好在设有中蜂保护区内饲养。

[0040] S2、蜂箱的选择及消毒：根据野生中蜂在蜂桶的生活习性，我们设计了一种高窄式

泡沫中蜂箱，蜂箱内径长385mm，宽260mm，高355mm；所述泡沫箱的壁厚度为30mm。

[0041] 每个蜂箱可以放10个左右的巢框。发明所用的巢框为发明人提交的申请日为

2016-07-25，申请号为201610590604.5的“一种巢框及使用该巢框的蜂箱”专利文件中记载

的巢框。

[0042] 泡沫蜂箱底部有个抽屉式的清理蜂巢垃圾装置，泡沫中蜂箱夏季隔热，冬季又防

寒，是北方饲养长白山中蜂的最佳选择，泡沫蜂箱内使用了方便生产巢蜜、又利于蜂群繁殖

的塑料巢框装置。平时蜂机具要进行严格消毒，泡沫蜂箱常年放在防蚂蚁放蜂架上。

[0043] S3、蜜粉源的选择：长白山区定地饲养中蜂应尽量选择浅山区和深山区交汇外，春

夏秋三季的主辅蜜粉源相互衔接，也可因地制宜地采取定地与小转地相结全的放蜂方式。

[0044] S4、场地的选择：场地要干燥、正向开阔、阳光充足、背脊有高山为屏。场地内最好

有矮小的树木，蜂场附近无农田及人参等特种经济植物的种植场址：场地附近有洁净的水

源，每个场地饲养50至60群中蜂为宜。

[0045] S5、人工饲喂：在蜂群繁殖期，结合蜜粉源情况，适时进行饲喂花粉和稀糖水。

[0046] S6、蜂种的选择和培育：为防止造成地方品种混杂和因引种传播蜂病，饲养中蜂应

在本场繁育良种。在长白山区做种用的蜂群采用桶养，避免因人为的过度管理，使其蜂种退

化，育王时，选择将具有优良性状的桶养蜂群绑脾过箱，蜂群群壮时培育雄蜂，10天后再进

行人工育王。雄蜂出房后进行点标记，待处女王性成熟后，采取种用雄蜂精液进行处女王人

工授精，保障蜂王的纯度。授精蜂王送入交尾群产卵后送入新分群，进行人工培育处女王，

与具有优良状的种用雄蜂进行自然交尾，产卵的蜂王用做生产王。

[0047] S7、人工分蜂的方法：饲养长白山中蜂进行人工分蜂时，尽量不要伤害子脾，减少

对蜂群的震动。人工分蜂采用原地原群将子脾、蜂数一分为二的方法。使其原群与新分群各

龄蜂比例相应，新分群送入王台或处女王，待新王产卵后，在逐渐将新分群与原群距离拉

开。这样人工新分群产卵快、不易飞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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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实施例2

[0049] 过箱操作流程。

[0050] 山区过箱应在早春或晚秋，选择良好天气，将桶养种用蜂群慢慢倾斜，倾斜时桶内

巢脾的竖面始终保持与地面一致的状态，进而避免折断巢脾。然后用木棍连续敲击木桶底

部，桶内中蜂陆续爬向木桶上部，这时用刀将木桶底部的巢脾从一侧边脾开始，慢慢向中间

逐一割下，接近中部时，一般都有子脾，尽量不要碰伤子脾。再将割下的巢脾用线绳捆绑到

准备好的巢框上，然后轻轻的放入蜂箱内，最后将桶内的中蜂收集到收蜂罩内，再诱入到蜂

箱中。为了防备蜂群过箱后飞逃，可在蜂箱巢门上安装防飞逃巢门，过箱后第3～4天，蜜蜂

已用蜂蜡将大部分巢脾粘接在巢框上了，这时就要及时拆去固定巢脾的竹签、线绳等物品。

待蜂群强壮时进行培育雄蜂，培育雄蜂的第10天后进行培育蜂王，雄蜂出房时进行标记，保

障授精蜂王的纯度。

[0051] 实施例3

[0052] 人工授精操作流程。

[0053] 捕捉带有标记的性成熟种用雄蜂，进行采集精液。采集精液前，先将已灭菌的注射

器安装好，然后用精子生理液冲洗注射器及采精针头3次，在注射器及授精用针头内吸取加

有抗菌素的精子生理液，至针头中注满精子生理液且注射器内有一段精子生理液的液柱；

把注射器固定在授精仪上，针头移到体视显微镜的视野内，调整显微镜焦距至针尖清晰，接

着进行采集精液。

[0054] 采集精液时，授精针头首先吸入一段空气，1.0μL～1.5μL的空间，使生理液与精液

有气泡相隔，以免精液混入大量生理液。但吸入的空气量不能太大，在采集下一只雄蜂精液

时，将采集的前一只雄蜂精液推出针尖外一部分，使其与准备采集的精液面相接触后再吸

入，这样既可防止采精时吸入空气，又可以减少吸入黏液的机会。选择个体大，行动稳健，出

房8～10日龄的处女蜂王进行授精。先让蜂王爬入诱入管内，再将麻醉管与其对接，待蜂王

退入麻醉管后，及时将通气活塞推入，让蜂王腹部露出3～4节为止，然后安装到授精仪底座

的固定器上，开启二氧化碳钢瓶阀门，从洗瓶中可以观察到二氧化碳流量，控制流量调节旋

钮至每秒钟流出约5个气泡为宜，通气30秒左右，处女蜂王进入昏迷状态。这时拉开蜂王蛰

针腔，找到蜂王阴道口，将采集精液的针头推进深度达到约1.8mm时，进针略感受到阻力、阴

道口有下陷迹象时，停止进针，然后将授精针头稍退出，开始注射精液。一次性授精通常注

射4μL～6μL精液，两次性授精每次注射2μL～4μL精液，在蜂王苏醒后先送回原蜂群，由于原

蜂群势强壮，有助精液转化，3～4天后再送入新分群，用其蜂王作母本进行培育优良高产蜂

种。新分群的中蜂数量为所示原蜂群规模的30％以上。新分群春季为2框蜂，一张子脾，一张

蜜粉脾。温度高时，蜂数可少些。

[0055] 实验例

[0056] 中蜂在开始饲养的前两几年内，能够较好地表现出繁殖力强、维持大群、产蜜量高

等优良特性，但后来却逐渐表现出蜂王产卵力下降、群势缩小、生产力降低、抗病能力减弱

等情况。后代不能准确地表达亲本所具有的优良性状或性状表现不稳定。在进行杂交组配

时，杂种蜂群产生的优势变小或无优势，降低了品种使用价值。抗病能力也会逐年减弱；抗

逆性(越冬、越夏、防卫)差。为此，本发明采用对中蜂的病害能力对本发明的蜂种繁育方法

做出评价。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均为同年引进的中蜂蜂种的第四代蜂群，实验组采用本发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06900658 B

6



明提供方法进行蜂种繁育，对照组采用始终采用箱养(活框饲养)的方式进行饲养，蜂种繁

育为自然交尾繁育得到的后代，其余日常管理和饲养环境均一致。

[0057] 实验材料：选择颜色较纯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中蜂各3群，分别将它们合并或群势很

强的亲本。整个实过程对蜂群进行奖励饲喂。另外采购一群蜂螨危害较严重的中蜂，购于吉

林省的长白山区蜂场，用来提供实验所需蜂螨。

[0058] 蜂螨的转接与繁殖

[0059] (1)、接螨巢房的选择：分别从实验组和对照组中蜂第4代蜂群中找出即将封盖的

工蜂幼虫和雄蜂幼虫各50个，用塑料薄膜记号标记并立即放回蜂群令其自然封盖。6h后将

新封盖子脾取出，轻轻抖掉脾上蜜蜂，再用刚标记过的塑料薄膜贴于巢脾上，查找出刚封盖

不久的巢房30个，并另外作好标记用于转接蜂螨。

[0060] (2)、蜂螨的转接过程：先将昆虫针和细毛笔用75％的酒精消毒并令其自然于燥，

把蜂蜡放人蒸发皿中熔解。待接蜂螨巢脾平铺于桌面上，用消过毒的昆虫针经酒精灯火尖

焚烧并冷却后，轻轻地将待接蜂螨巢房的顶盖翻起一个小孔，孔径大小以能放人蜂螨为准。

然后用细毛笔将蜂螨挑人巢房内，再将孔盖铺平，并用另外一支细毛笔粘上液态蜂蜡把孔

口刷平封口。在刷口时要注意蜂蜡不宜太多，并要预防蜂蜡烫伤蜂螨和幼虫。转接下一只蜂

螨前，昆虫针都要在酒精灯上焚烧以减小污染。每群蜂转接30个巢房，每个巢房接1只性成

熟的大蜂螨。

[0061] 将蜂螨转接好的巢脾放回到原蜂群，让蜂螨和幼虫同步发育。由于在蜜蜂封盖期

间，蜂螨基本上能够完成1～2代繁殖，所以12d左右便可取出接螨巢脾检查蜂螨繁殖情况。

[0062] (3)、蜂螨繁殖情况的检查：将转接蜂螨的巢脾去蜜蜂取出，按前面标记找到转接

了蜂螨的巢房，记未接受的巢房数。对已接受巢房，用昆虫针和镊子把巢房打开，分别检查

记录巢房中除母亲螨外已达成熟的女儿螨数量和未发育完全的女儿螨数量(蜂螨成熟与否

可以从其体色来判断，性成熟的女儿螨颜色为紫褐色，未成熟的女儿螨的颜色为白色略带

黄色)。

[0063] 未接受的巢房百分数(％)＝(未接受的巢房数/接蜂螨巢房数)×100％；

[0064] 蜂螨繁殖率(％)＝(巢房中大蜂螨数/接受的巢房数)×100％。

[0065] 自然寄生蜂螨的检查：随机分别从四代中蜂蜂群中随即抽取50只工蜂和50只雄蜂

个体，仔细检查蜜蜂蜂腹部环节间、胸部绒毛上、翅基下有无寄生蜂螨，并统计有寄生蜂螨

的工蜂数量。

[0066] 蜂螨自然寄生率(％)＝(有蜂螨寄生的蜜蜂数/检查的蜜蜂总数)×100；

[0067] 数据处理试验数据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

[0068] 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69]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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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两组蜂群中都有未接受的巢房，从而说明都有工蜂清理蜂螨的

现象，但所占比重对照组显著低于实验组：

[0072] 蜂螨成功繁殖率和蜂螨自然寄生率是衡量蜂群感染蜂螨的容易程度即蜂群的抗

螨力的重要指标，在这两项上，实验组数据依然显著高于对照组。

[0073] 除此之外，经发明人长期实践，在繁殖到第3代时，实验组蜂群的产蜜量也比对照

组要高出40％～60％左右，这些都说明了本发明提供的蜂种繁育方法可大幅度避免中蜂蜂

种的退化。

[0074] 蜂种退化是指某一优良蜂种经过多年饲养和数代繁殖后，其优良性状在使用过程

中不能保持该品种原来的优良特性，致使该蜂种的经济性状在养蜂生产中失去了过去拥有

的使用价值，或者能够使用，但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主要表现为繁殖力(有效产卵量、育虫

能力、工蜂寿命、蜂群发展速度、可维持群势)下降：生产能力低，蜂群的采集力(飞翔力、勤

奋程度、对蜜源的利用)降低；生产力(蜂蜜、王浆、花粉、蜂胶等)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抗逆

性(越冬、越夏、防卫)差。例如：意大利蜜蜂引进我国后，开始饲养的两三年内，能够较好地

表现出繁殖力强、维持大群、产蜜量高等优良特性，但后来却逐渐表现出蜂王产卵力下降、

群势缩小、生产力降低、抗病能力减弱等情况。后代不能准确地表达亲本所具有的优良性状

或性状表现不稳定。在进行杂交组配时，杂种蜂群产生的优势变小或无优势，降低了该品种

的使用价值。

[0075] 蜂种退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与遗传因素有关。蜜蜂近亲繁殖或选种选配等

原因，直接导致种性的退化；另一方面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不适当的饲养管理方法等)。

本发明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同桶养、箱养相结合，克服了中蜂近亲繁殖、雄蜂品质不易控制、

混杂繁育以及过多的人为过度管理造成的蜂种退化，还避免了生产不方便的问题。是一种

值得广泛推广的中蜂蜂种繁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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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尽管已用具体实施例来说明和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意识到，在不背离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作出许多其它的更改和修改。因此，这意味着在所附权利要求中

包括属于本发明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变化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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