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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养蜂不仅能获得价值较高的蜂产品，而且对农业增产增效、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山东省五莲

县养蜂产业存在深加工落后、产品附加值低、养殖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不高、蜜蜂授粉普及不高等问题，建议出台

扶持政策、搭建产业发展服务平台、开展技术培训、培育新型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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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不但能获得蜂蜜、蜂王浆、蜂胶等蜂产品，

而且还为农作物和果林传花授粉，对农林业生产和

增产、增收起着重要作用，而最为重要的是能为维

持生态平衡做出巨大贡献。养蜂业是一个潜力很大

的、古老而又新兴的产业，是一项生态、健康且甜蜜

的产业。根据前阶段开展的调查，现就山东省五莲

县蜂业生产情况报告如下。

1 五莲县蜂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1）发展历史。五莲县的规模养蜂业起步于 20世

纪 70年代末，历经 40 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

起步期（1977-1984年）、低潮期（1985-2000年）、复

苏期（2000-2010年）、发展期（2011年至今）。第一

阶段起步期，即大集体期，20世纪 70年代末至 20

世纪 80年代初各乡镇、村发展集体创汇项目，其中

蜜蜂养殖是新上项目之一，全县新上养蜂场 50余

家，存养蜂群 4 000 余箱，主要饲养方式是南北流

动放蜂。第二阶段低潮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政策的落实，集体蜂场也纷纷倒闭或分产到户，

个别有养殖经验的蜂场饲养员承包了部分蜂场资

产开始了个体经营，进入了大包干后的低潮期，据

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年存养蜂群 2 000余箱，小规模

定地放养户约占 70%，转场放蜂约占 30%。第三阶

段复苏期，进入 21世纪，随着人们对蜂产品保健价

值的认识，蜂产品价格的缓慢上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蜂业发展，此阶段年存养蜂群约 4 500箱，养蜂

户 65个，转场放蜂户 8个。第四阶段发展期，2011

年后蜂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县域内建设生态林场

和林果生产发展迅猛，进一步刺激了蜂产业的蓬勃

发展，截至 2016年底，存养蜂群 1.05万箱，养蜂户

168个，转场放蜂户 26个。

2）养殖品种及数量。五莲县现有大小蜂场 168

个、蜂群 10 580箱。饲养品种为意大利蜂及少量的

中华蜜蜂和东北黑蜂，其中意大利蜂 10 400箱、中

华蜜蜂 460箱、东北黑蜂 80箱。正常年景约产蜂蜜

300 t，其中荆条蜜约 170 t、槐花蜜 70 t、杂花蜜 60

t；年约产蜂王浆 15 t、花粉 20 t、蜂蜡 10 t、蜂胶

600 kg；年产值约 3 000万元以上。

3）产品加工企业及合作组织。五莲县内现有 2

个蜂蜜加工企业，主要收购外省大宗非成熟蜜，加

以过滤和浓缩加工，年加工能力达 1.3万 t。其中，山

东华瀚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能力达 1万 t，注册了

“嗡嗡乐”商标，主要出口欧盟、美国、日本、中东、东

南亚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 1.7亿元，年出

口额 4 000万美元。现有 2个养蜂协会，协会会员

达到 210余人；4个养蜂合作社，吸纳社员 180余

人。

4）蜂产品类型及销售渠道。除 2个蜂蜜加工企

业外，县内蜂场对外销售的蜂产品主要是以原蜜和

冷冻蜂王浆形式出售，多为自行零售或卖给蜂蜜加

工企业。县内养蜂场及合作社开办各类蜂产品专卖

店 6家，消费人群为周边居民，年销售额约 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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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 2013年起陆续网上销售，开办蜂产品网店 11

家，年销售额约 100万元。

5）从业人群。目前从事养蜂的大致有 300余

人，年龄结构较差，其中 50 岁以上的占 55%，40～

50岁的占 30%，40岁以下的只占 15%。从事养蜂一

线生产的多为 40岁以上的人群，年轻人多为销售

人群。但近几年随着养蜂效益的提高以及人们保健

意识的增强，80后、90后有意愿从事蜂产业的人群

越来越多，相信有经验丰富的老蜂农带动，有励志

从事甜蜜事业的年轻人，五莲蜂产业的发展前景会

越来越好。

6）养蜂机械产业。现有蜂机具生产企业 1家，

五征集团公司生产养蜂车平台已开发到第 3代，年

均销售 100台左右，年销售额 1 000万元。

2 五莲县发展蜂业的地理优势

1）气候适宜。五莲县地处鲁东南，属低山丘陵区，

境内大小山头 3 000余座。海拔高度在 18～706 m，属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寒暑适中，年平均

气温为 12.9 ℃，年平均降水量 835.4 mm，年平均相对

湿度 65%，境内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

充沛、光照充足，非常适合蜜蜂的生长和繁衍。

2）蜜粉资源丰富。五莲县境内立体气候明显，

生态植被良好，森林覆盖率达到 53.4%，12处乡镇

均适宜养蜂，最适宜养蜂的要数松柏镇、街头镇、户

部乡、石场乡。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大青山、七

连山、李崮寨等山麓原始风貌浓郁，自然生态独特，

生物资源丰富，是蜜蜂的“生态乐园”，是天然的动

植物基因库。五莲县境内蜜粉资源丰富，据初步调

查，五莲县蜜粉源植物有百余种，蜜粉源面积大约

5.21万 hm2，其中刺槐面积有 1.2 万 hm2，荆条面积

（实折）约有 0.67万 hm2，果园面积 1.67万 hm2，板栗

园面积有 1万 hm2，野花、药材、油菜等植物有 0.67

万 hm2左右，至少能养 3万箱蜂。主要蜜粉源有刺

槐、荆条、樱桃、桃树、苹果树、杏树、枣树、梨树、山

楂树、板栗树、油菜和各种花卉等。据调查，可以生

产药用特种蜜的植物有丹参、金银花、黄芩、防风、

紫苏、远志、薄荷、荆芥等 20余种，为蜜蜂养殖和生

产特种药用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境内以刺槐蜜源

最好，荆条流蜜期最长，而且五莲县小气候多样，同

一种蜜源植物，开花期相差 20多天，是一个天然的

“立体蜜库”。

3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深加工落后，产品附加值低。对于蜂产品

加工的研发投入少，加工水平落后，绝大多数蜂场

都是出售蜂产品原料，有些甚至连最简单的过滤设

备都没有，出售的原蜜中甚至含有蜂巢、蜂蜡、蜂虫

等杂质，致使售价低廉，只能走低端市场。

二是养殖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不高。168个养蜂

场，养殖 100箱以上的只占 20%，少于 50箱的占

46%，没有规模效益，基本都是定地放养，转场放蜂

的养殖场不到 10%。虽然县内有 2个协会 6个养蜂

合作社，但组织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行业规范和自律，还是存在各自为阵一家一户作

坊式生产，不时还出现低价倾销、掺假现象。

三是蜜蜂授粉普及不高，对促进农业增产的意

识不强。对蜜蜂授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宣传力度

不够，专业性授粉蜂群数量较少，养蜂为农作物授

粉增产技术普及率不高。

2）建议。

一是以发展蜂业纳入全省重点产业规划为契

机，积极搞好与省市业务部门对接，了解产业政策，

争取上级扶持。结合五莲县实际出台扶持政策，鼓

励产业发展。出台养殖环节扶持政策，财政每年拨

出一定的补助经费，对蜜蜂养殖大户进行适当补

助，鼓励年轻人从事养蜂生产；鼓励加工企业争创

无公害、绿色及有机蜂产品认证，对通过认证的企

业给予资金扶持；对生产加工企业在用地融资方面

给予政策倾斜，鼓励产业发展。

二是搭建产业发展服务平台。成立五莲县蜂业

产业协会，组建蜂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协会或

合作社开展横向交流，抱团闯市场，打入大中城市

超市及开设蜂产品专卖，打响五莲蜂业品牌。

三是开展技术培训、培育新型蜂农，提高从业

人员素质。通过组织人员外出学习或邀请专家开展

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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