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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王出巢与雄蜂进
行交尾飞行，以及工蜂出
巢进行采集活动与它们
各自的学习记忆能力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
为蜜蜂需要记住其居住
蜂巢的精确位置、蜜粉源
与巢址的路线和各种蜜
粉源植物的地点，甚至需

要记住所采集蜜粉源的
外部特征和气味，以获得
最佳的采集方案。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化学生态
研究组龚志文博士与谭
垦研究员等，此前通过
蜜蜂对某一特殊气味的
伸吻反应行为，来测试
蜜蜂蜂王与工蜂学习记
忆能力的差异，他们首
次发现蜜蜂蜂王具有出
色的学习记忆能力。5
日龄蜜蜂蜂王的学习记
忆能力，显著高于同日
龄工蜂的学习记忆能
力，相当于工蜂采集蜂
20 日龄至 25 日龄的学
习记忆能力。

春季百花盛开，也是蜜蜂采蜜酿蜜
的最佳时节。

蜜蜂不仅能为我们提供香甜的蜂
蜜，还为农作物传授花粉。而蜜蜂授粉
是农业提质增效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关
键。不过,最新研究表明，50年来,蜜蜂
的寿命减少了一半,而且受到杀虫剂等
因素影响,大约 89%的野生蜜蜂已无法
正常繁殖,目前蜜蜂数量已远远不够全
球农业授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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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马里兰大学
在《科学报告》上发表了一
项新研究：在受控实验室条
件下,研究人员饲养的蜜蜂
平均寿命为 17.7 天,而上世
纪 70 年代为 34.3 天。也就
是说,这些饲养的蜜蜂,其寿
命比50年前缩短了50%。

研究者指出,蜜蜂平均
寿命下降,与蜂群中的蜜蜂减
少有关。研究显示,随着蜂群
中工蜂死亡率增加,蜂群数
量、蜂蜜产量和蜂群寿命皆
会下降。这意味着养蜂人必
须更换更多健康的蜂群,才能
维持养蜂业的稳定。

有人曾断言：“如果蜜
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
能再存活4年。”这句话虽然
过于夸张,不过,如果蜜蜂持
续减少,确实会给我们生活
带来巨大的损失。

蜜蜂虽小,却是授粉网
络的核心,直接关系到全球
76%的粮食作物和 84%植物
的花粉传播,影响了世界
35%的农作物产量。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数据,与人类密
切相关的107种重要农作物
中,91种依赖蜜蜂授粉。

经过蜜蜂授粉后,13种
农作物增产达到 90%以上,

30种增产 40%~90%,27种增
产 10%~40%,21种增产幅度
在10%以下。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
所的一项研究显示,蜜蜂授
粉对我国 36种作物生产贡
献的经济价值达到 3042.20
亿 元, 占 作 物 总 产 值 的
36.25%,相当于全国农业总
产值的12.30%。

在大棚中使用蜜蜂传
粉,已经越来越普遍。中国农
科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安建
东介绍：“比如，北京郊区的
草莓大棚中,基本全部采用蜜
蜂传粉的方式,设施草莓种植

户,每年会主动租赁或购买蜜
蜂传粉；一些蔬菜制种企业,
也会租赁蜜蜂传粉。”

“我国设施农业面积超
过 6000万亩,靠蜜蜂传粉提
质增效的潜力巨大。”中国
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张红以河西走廊戈壁
设施番茄为例介绍,与人工
振动授粉和激素喷花相比,
熊蜂传粉番茄坐果率分别
提高 14.1%和 45.1%,单果重
分别增加了18.7%和21.6%。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数

量的养殖蜂群。据
《2021—2025年中国
蜜蜂养殖行业竞争分
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
告》,目前我国家养蜜
蜂蜂群总数已达到920万群,
占世界蜂群总数的13%。

在中国农科院蜜蜂研
究所所长彭文君看来,蜜蜂
本身是生产资料,是农业变
革的动力,我们不应仅仅关
注蜂蜜产业,而忽视了蜜蜂
授粉其实是农业提质增效
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关键。

蜜蜂是靠光线和气味
导航回家的能手,但它们也
可能迷途失踪。2022 年夏
天,韩国 4000多名蜂农饲养
的大约 78亿只蜜蜂集体消
失,造成巨额损失。其实,在
全球范围内,类似韩国蜂群
集体“蒸发”的事件并非个
例,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蜂群
崩溃失调症”。

“蜂群崩溃失调有两个
典型特征:一是蜂群中的工
蜂突然消失,但蜂群附近极
少发现或并无死亡蜜蜂；二
是蜂箱内留有蜂王、未成年
工蜂、幼虫以及蜂蜜和花粉
储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朱朝东解释,“显
然,若没有成年工蜂来采集
花粉、花蜜并育雏、筑巢,家

养蜜蜂蜂群最终必将崩
溃。”

蜂群为什么会突然“蒸
发”呢？十余年来,科学家一
直在探寻蜂群崩溃的原
因。由于很难获得消失工
蜂的样本,至今未有确切结
论。不过,多位专家表示,这
背后有自然因素,如蜂螨、真
菌和病毒等各种寄生虫和
病原体的入侵；也有人为因
素,如化学农药、劣质饲料、
工业污染、对蜜蜂栖息地的
破坏,以及手机通信设施增
加对蜜蜂导航能力的潜在
干扰等。

蜜蜂整体寿命缩短,加
上屡见不鲜的蜂群衰竭,导
致蜂群数量逐年下降。去
年 6 月,中国农科院蜜蜂研

究所发表文章指
出 ，过 去 30 年
（1989—2019 年），
全球农业对传粉蜜
蜂的依赖程度越来
越高,但家养蜜蜂数
量及传粉服务能力
远远不足,无法满足
全球农业最佳授粉需求。

彭文君表示,作为拥有
关键物种和环境指示物种
双重身份的蜜蜂,如果蜂群
衰竭失调继续恶化,将给经
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巨
大影响。从小的层面看,会
导致蜂产品产量和养蜂人
生计受到影响。如果长期
无对应策略,将会引起授粉
危机,波及农业产量,甚至可
能会出现粮食短缺。

最新研究发现，蜜
蜂需要从小跟随成蜂学
习蜂舞，才能精准传递信
息；成蜂的教学对幼蜂影
响巨大。该成果近日以
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在
国际期刊《科学》上。

蜜蜂被视为“勤劳、
合作”的象征，它是自然
界中社会化程度很高的
物种。在蜂群中，各工种
分工明确：蜂王负责产
卵；雄蜂负责和蜂王交
配；工蜂则负责侦察、采
集和守卫。

为了实现最佳任务
分配，蜜蜂需要准确的语
言交流，而它们的语言就
是舞蹈。其中，蜂巢内的
蜜蜂通过接收同伴跳“8”
字舞的信息，最终找到食
物位置。“8”字舞的持续
时间、角度、摇摆次数分
别对应食物的距离、方向
和质量。

“有趣的是，有时采
集蜂从未离过巢，却能读
懂同伴的舞蹈，从而成功
找到食物，可见舞蹈传递

出巨大的信息量。”论文
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
员谭垦说。

为了研究蜜蜂的语
言，谭垦带领团队用一种
崭新模式，创建了全部由
刚出房的幼蜂组成的蜂
群。这群幼蜂有舒适的
温度和稳定的食源，但与
在自然巢中成长的幼蜂
比，它们缺失了向成蜂学
跳舞的机会。

结果表明，实验蜂
群中长大的采集蜂在跳
舞时存在明显缺陷，舞蹈
传递的食物方位、距离、
质量等信息都不准确，特
别是蜜源地与蜂巢距离
的信息，误差极大。

“也就是说，蜜蜂学
跳舞就像人类学说话一
样，新手向有经验的老师
学，比自己独自摸索能更
好地获得技能。幼蜂耳
濡目染，才能精准掌握舞
蹈的含义，如果幼教缺
失，会终身影响舞蹈的准
确性。”谭垦说。

蜂王是个“学霸”

蜜蜂也需从小学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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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蜜蜂寿命缩短了一半

全球76%粮食作物，由蜜蜂授粉

蜜蜂成群“蒸发”，谁在背后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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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开花，引来忙碌的蜜蜂（海都记者 马俊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