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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

基数的方法，包括新蜂王培育、蜂巢准备及分离

新蜂群；在移虫育王后第10天前，用立式隔王栅

把全场装蜜蜂的巢箱平分隔成有王区与无王区，

每个蜂群内只保留1张卵虫脾放置在有王区，蜂

巢内不能有封盖子脾；若蜂群中无卵虫脾，保留1

张空脾并放置在有王区，其余巢脾全部撤出群

外；第一次撤子脾后第4‑5天，第二次把有王区的

子脾撤出群外；二次撤子脾完成后第6天开始，每

蜂群都开始加有饲料的巢脾；分离新蜂群指9月9

日把巢箱或继箱中的任一蜂王抓出群外，9月10

日合并巢、继箱蜂巢，并幽闭蜂王停止产卵，准备

分群。本发明能使蜂群数量增加46‑50％，越冬蜂

群势均达到6框的强群，体质健康、死亡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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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包括新蜂王培育、蜂巢准备以及分离新蜂

群，其特征在于，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天前，完成蜂巢准备，最迟不能超过8月8日，所述完成

蜂巢准备包括完成第一次撤子脾和第二次撤子脾：

其中，所述第一次撤子脾，是指用立式隔王栅把全场装蜜蜂的巢箱平分隔成有王区与

无王区，每个蜂群有王区内只保留1张卵虫脾，蜂巢内不能有封盖的子脾；若所述蜂群中无

卵虫脾，保留1张空脾，并将其放置在有王区，其余巢脾全部撤出群外；同时，按如下原则布

置蜂巢：6框蜂以上的群势原蜂群中无王区放置4张巢脾；超过8框蜂在巢箱上叠加以一空继

箱，并在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3‑5框蜂的群势，原蜂群无王区放置2张巢脾，保留原群的

蜜蜂和蜂王；低于3框的小群合并。

到完成第一次撤子脾后第4‑5天，第二次把有王区的子脾撤出群外，同时把蜂王放入无

王区内开始产卵，并拆除立式隔王栅及平面隔王栅。

对于3‑5框蜂的蜂群，二次撤子脾完成后的第6天开始，对于6框蜂以上的蜂群二次撤子

脾完成后的第12天开始，每蜂群都开始加有饲料的巢脾，每3天加一张，直到蜜蜂与巢脾相

称为止，停止加脾。

所述分离新蜂群，是指自9月9日，要把巢箱或继箱蜂巢中的任一蜂王抓出群外储存备

用，备用蜂王数量≥全场蜂群数量1/2，9月10日开始合并蜂群，并且用王笼幽闭蜂王停止产

卵，准备分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S1中撤出群外的巢脾包括工蜂和雄蜂的卵脾、虫脾、封盖蛹脾、饲料脾及多余的空巢

脾。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蜂王的

培育包括以下步骤：

1)在7月中、下旬，选择12框蜂的蜂群组织育王群，并布置蜂巢，移虫培育蜂王，培育蜂

王台数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2。

2)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天，选择达到7框蜂以上的蜂群、数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2蜂

群，在每个巢箱上放一继箱，且巢、继箱间用纱盖和覆布隔开，继箱开后门；从巢箱内提出一

张巢脾带一框足蜂放入继箱内，再添加一张饲料脾，组织成无王群，第二天从育王群提取王

台，导入继箱蜂巢内，同时育王群撤去立式隔王栅及平面隔王栅，恢复正常管理。

3)待新蜂王产卵化虫后，撤掉巢、继箱间纱盖上的覆布通气，把巢、继箱蜂巢互相调换

子脾，每隔4天调一次；对于个别继箱蜂巢内非正常新蜂王或失王的蜂群，废除蜂王，撤掉

巢、继箱间纱盖与覆布，合并巢、继箱蜂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1)中培育蜂王

采用如下方法：若是还没撤子脾准备蜂巢，就在巢箱内放置卵脾、虫脾、蛹脾，共5张子脾，继

箱内放蛹脾、虫脾及饲料脾，共计6张，多余的无子巢脾撤出群外；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

蜂王布置在巢箱里，继箱是无王区放育王框。

若是已撤子脾蜂巢准备完成，就用立式隔王栅把巢箱平分成两区，一区是蜂王产卵区，

放置4张有饲料的巢脾供蜂王产卵；另一区是无王区，放置两张饲料脾，两脾中间放育王框，

在巢箱上叠加一空继箱，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新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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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具体包括以下步骤：将巢箱或继箱蜂巢中任一蜂王抓出群外储存备用，把巢、继箱中间的

纱盖撤掉，合并巢、继箱蜂巢，变为单王群，并将蜂王用王笼幽闭控产，蜂场内所有的蜂群调

整保留≥6张子脾，并保持蜂略多于脾，不足的补足，提取储备的蜂王诱入分配到无王群中，

组配成新的越冬蜂群。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S1的要

求，每次撤子脾在2天内完成全场的蜂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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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养蜂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受全球变暖，气候反常，蜜粉源减少，农药中毒，环境污染，病害等不利因

素的影响，尤其是蜂螨传染肆虐，蜜蜂越来越难饲养，每年都有众多养蜂者饲养蜜蜂(越冬

蜂)无名死亡，轻者蜂群(越冬蜂)衰弱，蜜蜂数量减少，重者全场蜂群灭亡。有很多养蜂者为

了继续养蜂生产，不得不耗费很多资金另购蜜蜂补充或加强，达到蜂群生产的规模，形成春

天买蜂，越冬无蜂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养蜂业的发展，为打破传统饲养方法遇到的瓶颈，

繁育出健康强壮的越冬蜂，达到蜂产品高产目的，急需探索科学的繁育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以解决上述现有技

术存在的问题，通过在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培育新蜂王及准备蜂巢，利用始繁期撤出全部

子脾，在无子的前提下重新开始繁育蜂群(越冬蜂)的方法，改变了常规繁殖越冬蜂的弊病，

扩繁出健康强壮蜂群。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包括新蜂王培育、蜂巢准备

以及分离新蜂群，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天前，完成蜂巢准备，最迟不能超过8月8日，所述完

成蜂巢准备包括完成第一次撤子脾和第二次撤子脾：

[0006] 其中，所述第一次撤子脾，是指用立式隔王栅把全场装蜜蜂的巢箱平分隔成有王

区与无王区，每个蜂群有王区内只保留1张卵虫脾，蜂巢内不能有封盖的子脾；若所述蜂群

中无卵虫脾，保留1张空脾，并将其放置在有王区，其余巢脾全部撤出群外；同时，按如下原

则布置蜂巢：6框蜂以上的群势原蜂群中无王区放置4张巢脾；超过8框蜂在巢箱上叠加以一

空继箱，并在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3‑5框蜂的群势，原蜂群无王区放置2张巢脾，保留原

群的蜜蜂和蜂王；低于3框的小群合并。

[0007] 到完成第一次撤子脾后第4‑5天，第二次把有王区的子脾撤出群外，同时把蜂王放

入无王区内开始产卵，并拆除立式隔王栅及平面隔王栅。

[0008] 对于3‑5框蜂的蜂群，二次撤子脾完成后的第6天开始，对于6框蜂以上的蜂群二次

撤子脾完成后的第12天开始，每蜂群都开始加有饲料的巢脾，每3天加一张，直到蜜蜂与巢

脾相称为止，停止加脾。

[0009] 所述分离新蜂群，是指自9月9日，要把巢箱或继箱蜂巢中的任一蜂王抓出群外储

存备用，备用蜂王数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2，9月10日开始合并蜂群，并且用王笼幽闭蜂王

停止产卵，准备分群。

[0010] 优选的是，S1中撤出群外的巢脾包括工蜂和雄蜂的卵脾、虫脾、封盖蛹脾、饲料脾

及多余的空巢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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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是，所述新蜂王的培育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在7月中、下旬，选择12框蜂的蜂群组织育王群，并布置蜂巢，移虫培育蜂王，培

育蜂王台数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2；

[0013] 2)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天，选择达到7框蜂以上的蜂群、数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

2的蜂群，在巢箱上放一继箱，且巢、继箱间用纱盖和覆布隔开，继箱开后门；从巢箱内提出

一张巢脾带一框足蜂放入继箱内，再添加一张饲料脾，组织成无王群，第二天从育王群提取

王台，导入继箱蜂巢内，同时育王群撤去立式隔王栅及平面隔王栅，恢复正常管理；

[0014] 3)待新蜂王产卵化虫后，撤掉巢、继箱间纱盖上的覆布通气，把巢、继箱蜂巢互相

调换子脾，每隔4天调一次；对于继箱蜂巢内个别非正常新蜂王或失王的蜂群，废除蜂王，撤

掉巢、继箱间纱盖与覆布，合并巢、继箱蜂巢。

[0015] 优选的是，1)中培育蜂王采用如下方法：若是还没撤子脾准备蜂巢，就在巢箱内放

置卵脾、虫脾、蛹脾，共5张子脾，继箱内放蛹脾、虫脾及饲料脾，共计6张，多余的非子脾撤出

群外；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蜂王布置在巢箱里，继箱的无王区两子脾间放育王框。

[0016] 若是已撤子脾蜂巢准备完成，就用立式隔王栅把巢箱平分成两区，一区是蜂王产

卵区，放置4张有饲料的巢脾供蜂王产卵；另一区是无王区，放置两张饲料脾，两脾中间放育

王框，在巢箱上叠加一空继箱，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

[0017] 优选的是，所述分离新蜂群具体包括以下步骤：将巢箱或继箱蜂巢中任一蜂王抓

出群外储存备用，把巢、继箱中间的纱盖撤掉，合并巢、继箱蜂巢，变为单王群，并将蜂王用

王笼幽闭控产，蜂场内所有的蜂群调整保留≥6张子脾，并保持蜂略多于脾，不足的补足，提

取储备的蜂王诱入分配到无王群中，组配成新的越冬蜂群。

[0018] 优选的是，按照S1的要求，每次撤子脾在2天内完成全场的蜂群操作。进一步地，蜂

巢准备在8月8前完成；新蜂王培育要保证在8月20前产卵。

[0019] 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20] 1)利用始繁期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蜂群内的子脾分两次撤出，第一次

撤子使生存其中的蜂螨根除，第二次撤子清除了蜂体内的大多数蜂螨，大大降低蜂群内的

蜂螨寄生率，使越冬蜂在安全的蜂螨寄生率下繁殖，撤子除螨的方法环保、特效且能避免蜂

螨对蜜蜂的危害。

[0021] 2)由于蜂群无子，断种的危机感，促进蜂王产卵和工蜂哺育蜂儿的情绪高涨。

[0022] 3)蜂群放置少量的巢脾开繁，蜜蜂高度密集，负担轻，哺育力强，不仅蜂王得到充

足的饲喂和照顾，促进蜂王的产卵积极性，保持旺盛的产卵力，卵质量优，而且蜂王减少巡

查蜂巢时间，增加蜂王产卵时间；另外，蜜蜂幼虫也得到充足的哺育与关照，发育良好。

[0023] 4)培育的新王产卵后，定期从原大群撤出正出房的大面积蛹脾与新分群的卵虫脾

互换，这样既加强继箱中的新分群，发挥新蜂王的旺盛产卵力，又发挥巢箱原蜂群的蜜蜂的

哺育力；新蜂王能产20‑30天卵的适龄越冬蜂(7月中旬开始培育的蜂王能产30天左右，7月

下旬开始培育的蜂王能产20天左右)，发挥双王的繁殖优势，使得蜂群能繁育到11张子脾的

强大蜂群。

[0024] 5)待越冬蜂繁殖结束后(9月10日止)，合并巢、继箱双王群，变为单王群；蜂场内所

有的蜂群保留≥6张子脾，并保持蜂略多于脾，不足的补足，提取储备蜂王诱入分配无王群

中，组配成新的越冬蜂群，这样蜂场的蜂群基数能增加46‑50％，而且都是强群；同时蜂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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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笼幽闭控产，避免了越冬蜂泌浆哺育蜂儿的无益劳动，保持了健康年轻的体质。

[0025] 6)利用始繁期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在蜂群彻底无子后重新开繁，消除

蜂螨危害的隐患，蜂王产卵力增强，蜜蜂哺育力增强，哺育蜂儿数量增多，每一个蜜蜂后代

都能健康的发育，出房的工蜂寿命延长，加上培育的新蜂王参与产卵繁殖，又增加了培育蜜

蜂个体数量，提高繁殖效率，到越冬蜂繁殖结束时，蜂群的群势≥起点繁殖的群势，在保持

原蜂群基数基础上，还能扩繁出一定数量的符合越冬标准的蜂群，而且越冬蜂适龄，越冬蜂

群越冬安全，越冬死亡率低，为来年的养蜂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现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多种示例性实施方式，该详细说明不应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而应理解为是对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特性和实施方案的更详细的描述。

[0027] 应理解本发明中所述的术语仅仅是为描述特别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制本发

明。另外，对于本发明中的数值范围，应理解为还具体公开了该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之间的每

个中间值。在任何陈述值或陈述范围内的中间值以及任何其他陈述值或在所述范围内的中

间值之间的每个较小的范围也包括在本发明内。这些较小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可独立地包括

或排除在范围内。

[0028]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本发明所述领域的常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虽然本发明仅描述了优选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在本发明的

实施或测试中也可以使用与本文所述相似或等同的任何方法和材料。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

有文献通过引用并入，用以公开和描述与所述文献相关的方法和/或材料。在与任何并入的

文献冲突时，以本说明书的内容为准。

[0029]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下，可对本发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多

种改进和变化，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由本发明的说明书得到的其他实

施方式对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申请说明书和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

[0030] 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包含”、“包括”、“具有”、“含有”等等，均为开放性的用语，即

意指包含但不限于。

[0031]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试剂或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能通过商业渠道获取。

[0032] 实施例1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a、在7月24日前，选择蜜蜂能飞翔的天气，用立式隔王栅把装蜜蜂的巢箱平分隔成

有王区与无王区，每个蜂群有王区内只保留1张卵虫脾，蜂巢内不能有封盖的子脾，若是无

卵虫脾，那就选留一张空脾，将其放置在王区，其余的所有工蜂和雄蜂的卵脾、虫脾、封盖蛹

脾及多余的巢脾全部撤出群外待处理。同时，按下面方法布置蜂巢：群势达6框蜂以上的原

蜂群中无王区放置4张巢脾，依次为一张粉脾、两张浅色空巢脾、一张2.5kg以上的大蜜脾摆

放；超过8框蜂的蜂群在巢箱上叠加一空继箱，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防止有王区的蜂王

通过继箱进入到无王区内)。3‑5框蜂的蜂群，原蜂群无王区放置2张巢脾，分别是一张约

0.5kg的小粉脾、一张约1kg蜜脾。保留原群的蜜蜂和蜂王。低于3框的小蜂群合并。这项工作

要在2天内，全场的蜂群操作完成。

[0034] 上述方案中，蜂群开始放置2、4张巢脾供蜂王产卵，这样的蜂巢相对较小，蜂王巡

视的范围也变小，能节省蜂王巡视的时间，留有更多的时间安心产卵，到6、12天，2、4张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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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全部变成子脾，蜂王无处产卵，外加有饲料的巢脾，蜂王立即就会上脾产卵，3天就会产

满，每隔3天加脾，这样让蜂王有顺序地一张一张地产卵，保证子脾日龄整齐，密实度高，直

到蜂脾相称停止加脾，最大限度保持越冬蜂子脾数。

[0035] 在2天内全场的蜂群撤脾操作完成，不仅尽量避免未撤脾蜂群中的蜂螨对撤脾蜂

群的传播，而且尽能缩短全场蜂群开繁时间的差距，便于管理。

[0036] b、撤出群外的空巢脾放在密封的空蜂箱中或室内保存备用；有蜜粉的饲料巢脾放

置在冰柜或冷库中低温保存；对于封盖子脾用薄薄的快刀削掉房盖，(未封盖的子脾不削)，

让所有的子脾上的卵、虫、蛹都暴露，放在摇蜜机内快速离心分离，每张子脾两面的卵、虫、

蛹都要甩净，然后把好的巢脾存放在防盗蜂、通风的室内备用，不好的巢脾集中销毁化蜡。

分离出的废弃卵、虫、蛹集中深土掩埋，摇蜜机也要清洗干净晾晒。

[0037] c、到第一次完成撤子脾后第4‑5天(也是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天前)，第二次把有

王区内的子脾撤出群外，按照b的方法处理，同时，把蜂王放入无王区内开始产卵，并拆除立

式隔王栅及平面隔王栅。蜂王产的卵第4天孵化成虫，这样蜜蜂体上的蜂螨潜入到蜜蜂的幼

虫或刚封盖子脾内，分两步撤子脾，蜂螨的寄生率显著降低，寄生率≤1％，正常情况下，蜂

螨的寄生率≤3％对蜂群危害微乎其微。

[0038] d、对于3‑5框蜂的蜂群，在二次撤子脾完成后的第6天开始，对于6框蜂以上的蜂群

在二次撤子脾完成后的第12天开始，每群都开始加有饲料的巢脾，每3天加一张，贴着蜂巢

边脾位置依次加脾，直到蜜蜂与巢脾相称为止，停止加脾。

[0039] e、在7月10日有计划选择母群，将蜂王用蜂王控产器幽闭在无空巢房的子脾上控

产，过5日，将有饲料并有空巢房的巢脾换出蜂王控产器内的子脾，供蜂王产卵，培育种用大

卵幼虫。

[0040] f、培育种用大卵后的第3日，选择12框蜂的蜂群组织育王群，在巢箱内放置卵脾、

虫脾、蛹脾，共5张子脾，继箱内放蛹脾、虫脾及饲料脾，共计6张，多余的非子脾撤出群外，

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蜂王布置在巢箱里，继箱的无王区两子脾间放育王框。

[0041] 在7月19日(也就是在培育种用大卵后的第4天)，从母群中的蜂王控产器中提出种

用虫脾，向已备好的育王框王台基内移虫，完成后把育王框放到育王群中的无王区两子脾

间。种用虫脾放回母群中。

[0042] 同时，母群蜂王控产器去除，放出蜂王，恢复正常管理。

[0043] 上述方案中，由于蜂王产的卵期3天，虫是5.5天，封盖蛹期7.5天，移虫育王要选择

一日龄的小幼虫，所以蜂王产卵后第4日，移取小幼虫育王，是最佳时期。

[0044] g、在7月29日(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天)，除育王群外，选择达到7框蜂以上蜂群，数

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2的蜂群，取一纱盖上加一覆布，放上一继箱，开后巢门，从巢箱内提

出一张巢脾带一框足蜂放入继箱内，再另加一张饲料脾。盖好箱盖后，连同纱盖与继箱叠加

在每个巢箱上，在7月30日(也就是移虫育王后的第11天)从育王群提取王台，导入继箱蜂巢

内，同时，育王群撤去平面隔王栅，恢复正常管理。待新蜂王产卵化虫后，撤掉巢、继箱中间

纱盖上的覆布通气，巢、继箱蜂巢互相调换子脾，即把巢箱中正在羽化出房大面积老蛹脾与

继箱中卵虫脾互换，这样既加强继箱中的新分群群势，又发挥巢箱老蜂群的哺育力，每隔4

天调一次。对于继箱蜂巢内个别非正常新蜂王或失王的蜂群，人为废除蜂王，撤掉巢、继箱

间纱盖与覆布，合并巢、继箱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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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h、到9月9日，把巢箱或继箱蜂巢中的任一蜂王抓出群外储存备用。第二天，把巢、

继箱中间的纱盖撤掉，上下蜂群合并，变为单王群，蜂王用王笼幽闭控产。全场的每蜂群保

留6张子脾以上，子脾都集中到巢箱中，多余的子脾带蜂集中到准备好的空巢箱中，若巢箱

装满再叠加多个继箱放置子脾与蜜蜂，要保持蜂多于脾，巢、继箱巢门打开，待老蜂飞回原

箱后，把每6张子脾带6框足蜂平均分配到已准备好的若干个巢箱中，另放新址，诱入已储备

的蜂王，使其成为新分群。

[0046] 该实施例，在8月10前新培育的蜂王产卵，利用新蜂王能产30日的适龄越冬蜂。全

场的蜜蜂扩繁蜂群率可增加50％，并且越冬蜂群势均达到6框的强群，越冬蜂体质健康，越

冬死亡率低。

[0047] 实施例2一种利用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8] a：与实施例1a步骤不同之处在于：在8月8日前完成一次、二次撤子脾，在8月20日

前新培育的蜂王产卵；其他同实施例1的a。

[0049] c‑d同实施例1的c‑d；

[0050] e、在7月20日有计划选择母群，将蜂王用蜂王控产器幽闭在无空巢房的子脾上控

产，过5日，将有饲料并有空巢房的巢脾换出蜂王控产器内的子脾，供蜂王产卵，培育种用大

卵幼虫。

[0051] f、培育种用大卵后的第3日，选择12框蜂的蜂群组织育王群，若是还没撤子脾准备

蜂巢，那就在巢箱内放置卵脾、虫脾、蛹脾，共5张子脾，继箱内放蛹脾、虫脾及饲料脾，共计6

张，多余的非子脾撤出群外，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蜂王布置在巢箱里，继箱的无王区两

子脾间放育王框。

[0052] 若是已撤子脾蜂巢准备完成，用立式隔王栅把巢箱平分成两区，一区是蜂王产卵

区，放置4张有饲料的巢脾供蜂王产卵；另一区是无王区，放置两张饲料脾，两脾中间放育王

框。在巢箱上叠加一空继箱，巢、继箱间加平面隔王栅。

[0053] 在7月29日，(也就是在培育种用大卵后的第4天)，从母群中的蜂王控产器内提出

种用虫脾，向已备好的育王框王台基内移虫，完成后放到育王群中的无王区两子脾或饲料

脾间。种用虫脾放回母群中。

[0054] 同时，母群蜂王控产器去除，放出蜂王，恢复正常管理。

[0055] g、在8月8日(也就是在移虫育王后的第10日)，除育王群外，选择达到7框蜂以上蜂

群，数量＞全场蜂群数量的1/2蜂群，取一纱盖上加一覆布，放上一继箱，开后巢门，从巢箱

内提出一张脾带一框足蜂放入继箱内，再添加一张饲料脾，盖好箱盖后，连同纱盖与继箱叠

加在每个巢箱上，在8月9日(也就是移虫后第11天)从育王群提取王台，导入继箱蜂巢内，同

时，育王群撤去立式隔王栅及平面隔王栅，恢复正常管理。待新蜂王产卵化虫后，撤掉巢、继

箱中间纱盖上的覆布通气，把巢、继箱蜂巢互相调换子脾，即把巢箱中的正在羽化出房大面

积老蛹脾与继箱中卵虫脾互换，这样既加强继箱中的新分群群势，又发挥巢箱老蜂群的哺

育力，每隔4天调一次。对于继箱蜂巢内个别非正常新蜂王或失王的蜂群，人为废除新蜂王，

撤掉巢、继箱间纱盖与覆布，合并巢、继箱蜂巢。

[0056] h同实施例1的h；

[0057] 该实施例，在8月20日前新培育的蜂王产卵，利用新蜂王产20天卵的越冬适龄蜂。

全场的蜜蜂扩繁蜂群率可增加46％，并且越冬蜂群势均达到6框的强群，越冬蜂体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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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死亡率低。

[0058] 对比例1

[0059] 和实施例1、2不同之处在于，不进行a和c的撤子脾步骤。

[0060] 公知，工蜂的发育期是从卵到羽化出房为21天，繁殖越冬蜂产卵的期限是8月10日

至9月10日，出房时间是9月1日至10月1日，所以蜂王9月10日产的卵到10月1日才能出房，越

冬蜂的繁殖期结束。该对比例中，不经过a和c的撤子脾步骤经观察发现：至10月1日剩余的

蜂群数量相比原蜂群数量减少10.3％，剩余的蜜蜂数量相比原蜜蜂数量减少62％；至蜂群

越冬结束时剩余的蜂群数量相比原蜂群数量减少34.5％，剩余的蜜蜂数量相比原蜜蜂数量

减少82.5％，可见，相比原蜂群，经过越冬后，越冬蜂群死亡率高，群势变得很弱。

[0061] 对比例2

[0062] 和实施例1、2不同之处在于，a步骤中6框蜂以上的群势原蜂群中无王区放置≥8张

巢脾。

[0063] 结果发现至10月1日剩余的蜂群数量相与原蜂群数量没变化，但剩余的蜜蜂数量

相比原蜜蜂数量减少21 .4％；至蜂群越冬结束时剩余的蜂群数量相比原蜂群数量减少

24％，剩余蜜蜂数量相比原蜜蜂数量减少40.5％。

[0064] 实施例3

[0065] 本发明利用始繁期无子繁殖提升蜂群基数的方法与常规繁育方法比对

[0066] 在2018、2019、2020年，多家蜂场采用本发明利用始繁期无子繁育提升蜂群基数的

方法，扩繁蜂群率46‑50％，平均越冬蜂群势6框，越冬死亡率17.9‑18.8％。常规繁育的方

法，扩繁蜂群率‑10.3％，平均越冬蜂群势3.6框，越冬死亡率53.8％。如下表是2019年的测

试结果：

[0067]

[0068] 注：1、表中10月1日是蜂群内的子脾都出房、繁殖期结束的时间，此时的蜂数是越

冬期前的蜂数；2、表中次年3月28日是指第二年春天蜂群越冬结束的时间；3、扩繁蜂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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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蜂群总量(箱)‑8月1日的蜂群总量(箱)]/8月1日的蜂群总量(箱)×100/100；4、平

均越冬蜂群势＝越冬前的蜜蜂总量(框)/蜂群的总量(框)；5、越冬死亡率＝[越冬前蜜蜂总

量(框)‑越冬结束时蜜蜂总量(框)]/越冬前蜜蜂总量(框)×100/100。

[0069] 养蜂者常规繁殖越冬蜂方法：到8月10日前，用杀螨水剂喷雾治螨后，把蜂巢内的

子脾集中巢箱内，最多放8张脾，多余的巢脾(包括子脾、蜜脾、粉脾、空脾)放在继箱内，保持

巢脾略多于蜜蜂的蜂脾关系，蜂王留在巢箱的子脾上产卵繁殖。

[0070] 常规繁殖越冬蜂存在以下的弊端：

[0071] 1、在椴树蜜期外界粉源少，蜂群缺粉，这时期繁殖的蜜蜂体质差，蜜蜂分泌的营养

物质不足，直接导致椴树蜜期繁殖的蜜蜂哺育越冬蜂幼虫营养物质不足，发育不良，体质不

健康。

[0072] 2、蜂王在繁殖期始终再不停的产卵，乏力疲惫，而且蜜蜂的哺育力不足，对蜂王哺

喂和照顾就不到位，使蜂王产卵力表现不强；

[0073] 3、此期的温、湿度，是非常适合蜂螨生存，寄生在子脾内蜂螨大量快速繁殖，蜂螨

吮吸蜜蜂幼虫和蛹体、蜂体的血淋巴，造成大量的虫、蛹不能正常发育，侥幸出房的，也是

翅、足残缺，失去飞翔能力而爬，严重危害越冬蜂的体质健康，导致寿命缩短，群势快速下

降。

[0074] 4、施药只能降低蜂体表面的蜂螨，不能防治子脾内的蜂螨；施药会造成药物残留，

导致蜜蜂慢性中毒死亡。

[0075] 5、巢脾较多，占用很多蜜蜂清理巢房，护理巢脾，增加负担，减弱蜜蜂哺育力。

[0076] 6、巢脾较多，蜂王巡视蜂巢的面积大(不断查看是否有其他蜂王)，耗费大量时间，

产卵面积小，不集中，子脾零散，出蜂率不高。

[0077] 7、由于蜂王产卵力不强，蜜蜂哺育力不足，蜂螨的侵害，繁殖的蜜蜂体质不健康，

寿命严重减短，蜜蜂个体在不断地减少，到繁殖越冬蜂结束时，群势低于开始繁殖越冬蜂时

的群势，到越冬前，原蜂群难以达到越冬蜂群势标准，为了应对越冬，不得以将弱群合并越

冬，减少了蜂群数量。越冬蜂体质差，越冬死亡率高，到越冬结束时，蜂群数量与蜜蜂数量更

是大幅减少，群势变得很弱，严重者整群灭亡，当年的蜂群基础薄弱，无法正常养蜂生产，只

得合并或买蜂加强。

[0078] 由于常规繁育存在上述的弊端，导致蜂群中越冬的蜜蜂质量差、数量少，越冬死亡

率高，而发明人经过改进，显著提升越冬蜂群数量，大大提高了越冬蜂质量、数量，以及越冬

蜂的存活率。

[007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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