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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东方蜜蜂的发源地。来自中
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团队，发
现了蜜蜂的两个秘密。

蜂王的任务是产卵，而雄蜂的唯一职
责是与蜂王交尾，交尾时蜂王从巢中飞
出，全群中的雄蜂随后追逐，此举称为婚
飞。蜂王的婚飞择偶是通过飞行比赛进
行的，只有获胜的一个才能成为配偶。

要知道，蜂王出巢进行交尾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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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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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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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蜜蜂在遭遇危险时，通常会释
放一种报警信息素。这种报警信息素平
时储存在毒囊的毒液里，当受到刺激时，
通过蜇针将毒液和报警信息素释放到体
外。研究人员发现，除了用自己的报警信
息素外，东方蜜蜂还能够窃听马蜂的报警
信息素，用来交流报警信息，从而通过结
团的方式防御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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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5月20日，因为谐音“我爱你”，不少
伴侣选择在这一天领证，其实这一天不仅是表
达爱意的日子，还是世界蜜蜂日。

在人们眼中，蜜蜂一直都是“辛勤的园丁”,
不仅能为我们提供香甜的蜂蜜，还为农作物传
授花粉。可是你知道吗，目前蜜蜂数量已远远
不够全球农业授粉的需求。另外，在不少人的
直觉里，在温暖潮湿的热带应该是蜜蜂最多的
地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并不适宜植物生长
的沙漠地区，反而有更多种类的蜜蜂。为什么
会出现这些情况？今天的《谈天说地》就来聊聊
蜜蜂那些事。

在世界范围内，近 90%的野生开花植物物种在某种
程度上依赖于动物介导的授粉繁殖，蜜蜂被认为是世界
范围内最重要的作物传粉者群体。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20000种蜜蜂，中国大约有1400种。

由于蜜蜂采蜜总是需要花丛，所以可能很多人会下
意识地认为蜜蜂种类多样性最多的地方可能在温暖潮湿
的热带。但是反直觉的是，有研究者在收集了全球范围
内20000多种蜜蜂的分布信息数据后，经过统计分析，惊
讶地发现，在特定情况下，干旱地区中蜜蜂种群的数量是
高于热带地区的。

为什么在沙漠地区反而有更多种类的蜜蜂呢？
众所周知，沙漠几乎是全方位不适宜植物生长的地

方。沙漠中的温度是大陆性气候的极端情况，每天昼夜
温差变化非常大，可以高达50℃以上。

由于蜜蜂需要采蜜，所以沙漠中存在更多种类蜜蜂
的关键条件就是存在更多种类的花。而花的存在需要有
以下几个条件：合适的生长温度、充足的光照、足量的水
分以及供花生长的基质土壤。但这些条件中，沙漠只能
满足光照这一条。

那么有没有一种情况，能够让沙漠同时满足花儿生
长开花的几种条件呢？自然是有的，那就是沙漠中的“及
时雨”。当遇到特定的气候条件时，沙漠中就会下起大
雨，并且雨水充足。雨水的到来，将彻底改变沙漠的情
况，降雨的一部分转换为水蒸气升入空中变为云，阻挡了
太阳直射地表，控制地面升温过程。到了晚上，因为水蒸
气也是一种强力的温室气体，它会帮沙漠保持温度，从而
使沙漠昼夜温差缩小。

而沙漠的地面由于吸收了许多的水分，导致其保水
保肥能力提升，有了花儿成长的土壤条件。在下“及时
雨”的情况下，温度、光照、水分和土壤条件都有了，于是
在沙漠地下的种子开始蠢蠢欲动。

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
芽开花，而蜜蜂这种勤劳的小动物，对周围环境极为敏
感，能迅速感知这些信号，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沙漠。

虽然热带地区树木较多，但树木给蜜蜂提供的食物
有限。而在沙漠中，气候、环境变换频繁，每年的资源分
布都不相同，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物种。物种多了，自然蜜
蜂就有了更多食物选择。因此，在特定条件下，沙漠地区
的蜜蜂物种数量比热带地区还要多。

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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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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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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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蜜蜂耐受的温度极限在 13℃~39℃
之间，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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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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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年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0年，全球养殖蜜蜂约 9399万
群。那么，农业对家养蜜蜂的需求量又有
多少呢？科学家研究发现，过去30年，全
球农业授粉需求以每年 1.78%的平均速
度增长，是家养蜜蜂蜂群年增长速度的2
倍。到 2019年，全球农业对传粉蜜蜂的
需求量高达21061万群，是实际蜂群数量
的2.3倍。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所长彭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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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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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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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地区 蜜蜂种类反更多？
五十年来

蜜蜂寿命缩短了一半

蜜蜂成群“蒸发”
谁在背后捣鬼

全球蜜蜂数量
真的不够用了

蜜蜂不仅是“学霸”
还是窃听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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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正在火龙果花上采蜜（本版图片均为海都记者马俊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