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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省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湖北十堰442000;

2.湖北省十堰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十堰442000

  十堰市位于湖北西北部、汉江中上游,是华中、
西南、西北三大经济板块的结合部,是鄂、豫、陕、渝
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鄂西生态文

化旅游圈的中心城市之 一。全 市 国 土 面 积2.3
万km2,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源头和核心水

源区,属秦巴山区汉水谷地;冬季比同纬度其他地区

略为温暖,属于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光热资源较丰富。十堰享有独特的天

然环境,苍山似海莽莽起伏、吞入云霄气势恢弘,四
季鸟语花香,气候宜人,十分适合动植物生存和生

长。境内有大面积的油菜、柑橘、刺槐、樱花、野菊花

等花类植物,为养蜂生产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故
而十堰成为全国少有的优质蜂王浆产地之一。

1 现 状

1.1 蜜粉源

十堰市养蜂历史悠久,区位优势明显,养蜂基础

较好,蜜粉源植物丰富,主要有油菜、桂花、荆条、刺
槐、柑橘、紫云英、野菊花等花类植物。这些植物在

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丹江口市、房县、郧县等地

区分布极广,尤以菊花主产区丹江口市和郧县分布

面积较大。

1.2 蜜蜂品种

十堰养殖的蜂种有意大利蜜蜂、中华蜜蜂(也称

“中蜂”)、野地蜂等,其中以意大利蜜蜂和中华蜜蜂

为主。

1.3 养殖规模

意大利蜜蜂和中华蜜蜂的养殖在十堰市已形成

了一定规模。野地蜂主要生活在深地层中,当地农

民只是零星采集蜂蛹。

1)意大利蜜蜂。据2012年统计,十堰市共有蜂

农156户、蜂箱14800多箱,其中房县有蜂农43
户、蜂箱4200多箱,丹江口市有蜂农42户、蜂箱

4000多箱,郧县有蜂农60户、蜂箱5500多箱,十堰

城区有蜂农8户、蜂箱700箱,竹山县有蜂农3户、
蜂箱400多箱;年产蜂蜜740t、蜂王浆20t、花粉

5t、蜂蜡4000kg、蜂胶150kg;年产值达1300
万元;还有待开发产品———蜂毒和雄蜂蛹。意大利

蜜蜂的养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需要专业的蜂农饲

养,常饲养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流动运输。

2)中华蜜蜂。中华蜜蜂是中国独有的蜂种,

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
该蜂种具有抗病性和抗逆性强、能充分利用蜜粉源

(善于利用零星蜜粉源)、采集能力强、利用率高、采
蜜期长、蜂蜜质量上乘(酿造出的蜂蜜比西蜂蜜营养

值高)等优点,特别适合在十堰地区养殖。引进西方

蜜蜂之后,中华蜜蜂日益衰退,现已面临濒危的处

境。中华蜜蜂目前在十堰地区还处于散养状态,产
量低、规模小、人工饲养介入度低,只有蜂农105户、
蜂箱600多箱,年产中蜂蜜仅维持在15t左右。

2 存在的问题

2.1 养蜂业队伍老龄化

由于养蜂产业收入不稳定、风险较高、受气候和

环境影响较大,且长年在外、居无定所、条件艰苦;加
之,十堰是一个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打工的收

入较高且较稳定,所以有知识的年轻人大多不愿从

事养蜂业,而缺乏知识的人又经营不好,以致逐步形

成断层的局面。据统计,目前十堰养蜂人员98%是

60年代出生的人,“80后”基本上没有人加入,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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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

2.2 养蜂技术落后

养蜂业是一个技术性相当强的行业,而十堰市

没有专业的养蜂管理机构,民间养蜂协会也无力对

蜂农进行系统的技术培训,目前都是以师带徒的方

式传授技术,以致很多蜂农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不
注重创新蜜蜂饲养方式和疫病防控措施。如:2011
年某蜂农饲养的蜂群患了白垩病,当蜂农发现患病

的幼虫体表覆盖着一层白色的霉菌、整个幼虫体长

满白色菌丝时不知所措,请师傅来帮忙,结果也不能

正确的分析和诊断,就随便将几种药物混在一起为

蜂群用药,因药不对症,没有任何治疗效果,损失惨

重。最后在兽医的指导下,进行了有效冶疗,病情很

快得到了控制。

2.3 机械化程度不高

目前,十堰地区蜂农的观念还比较陈旧,仍然采

用的是人挑、手搬等人工劳作方式。蜂农由于年龄

渐长、力不从心,且全市没有养蜂车,在运输过程中

只好请人帮忙,无形中加重了蜂农的负担,加之政府

没有相关的扶持资金和政策引导,许多蜂农表示不

打算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几年来,全市蜂农数量一

直维持在150户左右,且养殖规模也一直难以壮大。

2.4 掠夺性饲养

由于蜂农缺乏专业知识,总是让蜂群尽可能多

地酿蜜,却忽视了供给蜂群所需要的营养。中蜂易

受蜜粉源的影响,巢内缺蜜少粉,蜂群长期处于饥饿

状态,造成哺育出的蜜蜂体质虚弱、生活能力低、寿
命短,致使经济效益不高。

3 建 议

根据湖北省养蜂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房县、郧
县、丹江口等县市已列为养蜂重点县(市、区)。畜牧

部门应巧抓机遇、不断调整养蜂产业经济结构的整体

思路,对养蜂业这一生态产业进行正确的引导,努力

把十堰的“神农蜂语”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知名品牌。

3.1 发挥专业化、合作化服务职能

认真履行养蜂协会在协调、服务、监督、管理等方

面的职能,正确引导蜂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并做到

“六统一”(即统一技术推广、指导和服务,统一技术操

作规程,统一防治蜂病,统一提供优良蜂种,统一蜂产

品质量标准,统一采购养蜂生产资料、蜂机具等用

品),进而逐步发展成“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企农共赢的格局。

3.2 完善蜂产品质量和安全监督体系

当前,由于蜂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蜂产品

中兽药超标、掺杂使假现象比较突出,损害了广大消

费者的利益。因此,畜牧部门要完善蜂产品质量和安

全监督体系,并引导蜂农树立质量至上的养殖理念,
严格兽药等投入品使用,提高蜂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3.3 合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

十堰是神农架的“近邻”,神农架又是国家级中

蜂(华中中蜂)保护区,而且十堰具有交通便利、旅游

业发达的优势,还有“神农蜂语”这一知名品牌资源。
畜牧部门应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打造

绿色蜂产品及独有地区特色产业,探索养蜂业与有

机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的模式,创建鄂

西北特色的养蜂业发展之路。

3.4 稳定养蜂从业人员队伍

畜牧部门应将养蜂业与其他畜牧产业摆在同等

位置上紧抓严管,出台优惠政策,与大中专院校建立

人才培训机制,创建行业信息发布和交流机制;积极

开展疫病防控技术的培训和指导,及时发布蜜蜂病

虫害预警信息,指导蜂农及时对蜜蜂疾病对症施药

治疗;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后备人才,确保

十堰养蜂业稳定、持续发展。

3.5 健全工作机制

目前,十堰养蜂业基本处于自由发展和“三无”
(无工作机构、无经费、无工作人员)状态,加上蜂农

长年在外,遇到纠纷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和协调,
蜂农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而且,动检部门对养蜂

场蜂群检疫大多流于形式,缺乏相应专业人员,一旦

蜂病蔓延,蜂农损失惨重。因此,要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保障蜂农的合法权益,确保养蜂业健康发展。

4 结 语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蜂产品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加。养蜂业属于投资小、见效快、用工省、
无污染、回报率高的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也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发展养蜂业,维护养蜂生产者

的合法权益”。因此,作为畜牧部门,更应该积极宣

传、支持这一产业的发展。十堰市应充分发挥“神农

蜂语”这一知名品牌优势,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推进

生产、加工、经营一体化,通过基地示范带动作用,辐
射当地和周边地市县的养蜂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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