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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植物
,

是指不是用人工栽种培植的

植物
。

全世界约三十万种植物
,

野生植物的

种类占99 % 以上
。

我国幅员辽阔
,

地 形 复

杂
,

气候多样
,

有着十分丰富的野生植物资

源
,

仅高等植物就有三万余种
。

人 们 誉 称
“
植物王国

”

的云南省
,

据初步统计
,

仅高

等植物有 2 79 科 2 1 3 1属
,

约 1 万 3 千 种 左

右
。

在数 以万计的高等植物中
,

蜜源植物有

数百种之多
,

从南到北一年四季都有花开
,

对发展养蜂生产是十分有利的
。

解放以来
,

我国比较注意合理的开发利

用野生植物资源
,

但由于有时不科学不合理

的开发
,

野生植物资源的破坏程度也是值得

关注的
。

森林复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仅 12
.

7 %
,

据调查还在下降
。

保护森林和野

生植物资源是当务之急
,

刻不容缓
。

国家规

定的三百五十四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

是我

国的珍贵稀有植物
,

其中许多种也是花蜜丰

富的蜜源植物
。

比如械树科中有五种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
,

但这五种以及许多种类的械树

科植物都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

保护森林
、

保

护珍稀树种
,

对保护和开发利用蜜源植物有

着直接的关系
。

野生蜜源植物
,

从蜜蜂采花

蜜的植物种类来讲
,

要占蜜源植物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
。

因此
,

野生蜜源植物的保护对

养蜂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

保护野生植物的首要 目标是 保存 植 物
“

种质
” 。

所谓种质
,

就是决定植物的种性

并把它的遗传信息从亲代传给后代的遗传物

质的总体
。

野生植物的大多数有遗传上的多

样性
,

人们在创造新品种时
,

用与野生种进

行杂交
,

是能获得成功的重要手段之一
。

为

创造对人类有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新品种
,

就

必须有多种多样的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
。

保

存现有的蜜源植物
,

是发掘和创造对人类有

更高经济效益的蜜源植物所必须的
。

保护野生蜜源植物的意义
,

还可以从保

持自然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认识
。

保持自然生

态系统的平衡
,

是当前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之

一
。

植物是 自然生态系统中维持人类和其它

动物 (当然包括蜜蜂 ) 生命的食物链的第一

阶段
,

人类的全部食物都是由植物直接或间

接产生的
。

什么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大

呢 ? 凡是占有的生态空间愈大
,

组成的结构

复杂
,

生物的种类愈多
,

食物链的关系愈复

杂
,

内在的调节机制愈完善有效
,

自然生态

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性就愈大
。

因此
,

生物种

的多样性就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

关键
。

生物种的多样性又取决于作为
“

第一

生产力
”

的绿色植物的多样性
。

有人估计
,

每灭绝一个植物种
,

伴随而来的将会是 10 一

30 种其它生物种的灭绝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如果听任植物的种质不断流失
、

减少
,

最终

必将威胁人类的生存
。

还要看到野生植物是一个利用潜力无限

的宝库
。

从野生蜜源植物角度来看
,

现在人

们仅知道四百种左右
,

但人类利用野生植物

的历史显示了
:

随着生产和认识的发展
,

某

些曾被认为最无用的植物
,

可 以突然被发现

是个宝
。

真是
“不识是颗草

,

认识是个宝
。 ”

野生蜜源植物开发利用的潜力是很大的
。

当前
,

保护野生植物及野生蜜源植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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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到寒流这个不利因

素
,

要尽量避免在处女王的

交尾期遇到长期阴雨
。

5
。

注意寒流特点
,

探讨

合理管理措施
:
要注意蜂脾

比例问题
,

寒流到来前几天
,

天气往往很好
,

这是
“
暖尾

冷头
”

阶段
,

加脾过速
,

容

易产生许多不良后果
。

在寒

流已过的
“

冷尾暖头
”

期
,

早春蜂群繁殖速度快慢关系重大
,

然而

早春气候多变
,

寒暖不定
,

经常遇到寒流袭

击
,

对蜂群为害很大
。

通过对寒流规律的了解
,

我们采取相应

的管理措施
,

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

1
.

加强保温
:

早春应注意保温
,

特别是寒

流到来之际
,

更应加强保温
,

并缩小巢门
。

2
.

保持充足饲料
: “

蜜足
”

是养蜂成功

的关键之一
,

应该在不影响子脾发展的情况

下
,

保持充足的贮蜜
。

阴雨天发现饲料缺乏

时才饲喂
,

这样做弊病不少
,

容 易 造 成 疏

忽
,

轻者抛弃幼虫
,

甚者整群蜜蜂饿死
;
而

且饲喂后
,

刺激蜜蜂飞翔
,

空耗体力
。

有的养蜂者认为寒流期奖励饲养
,

能刺

激蜂王产卵
,

提高巢温等
。

这并不尽然
,

因

为蜂王产卵是呈波浪形的
,

时高时低
,

不可

能永远保持高峰
。

在环境不利时产卵减少
,

这是生物适应环境的表现
。

而要在强寒流袭

击的不利环境下
,

勉强提高蜂王产卵率
,

只

能是事倍功半
,

特别是早春
,

一般蜂群都较

弱
,

这祥做更是加重负担
,

俗语说
: “

逆水

行舟难
,

顺水推舟易
。 ”

这是很有道理的
。

由于寒流袭击
,

如果再加上保温不 良
,

词料缺乏
,

造成成蜂或幼虫营养不足
,

削弱

蜂群抗逆性和抗病能力
,

容易诱发
、

引起蜂

病
:

成蜂大肚
、

拉痢
、

并发抱子虫病 ; 幼 虫

感染欧幼病
、

囊状幼虫病等
。

3
.

蜂群需水
,

不可忽视
:

早春蜂群需要

不少水分
,

就是在寒流阴雨天
,

仍有不少蜜蜂

外 出采水
,

不慎死亡
,

应采用喂水器或其它

方法喂水
。

4
.

育王分蜂时注意寒流期
:

现在常采用

早育王
,

早分蜂的措施来加快繁殖速度和避

见处理分蜂热的被动局面
。

在这个问题上
,

也

可以根据蜂群具体情况
,

奖励饲养
,

大胆加

脾
,

加快繁殖速度
。

在长途转运前
,

要注意天气预报情况
,

做到心中有数
,

事前采取必要措施
,

预防气

温突然变化
,

途中遇到寒冷而造成损失
。

笔

者1 9 8 0年 3 月间曾见浙江某蜂场在这个问题

上注意不够
,

途中遇到强寒流
,

子脾大量冻

伤
,

损失不少
。

以上浅谈的寒流特点及相应管理措施
,

可供养蜂工作者参考
,

但应根据各地具体情

况
,

灵活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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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紧迫性
。

据估计
,

本
一

世纪以来
,

世界

上平均每八个月就消失一个物种
。

面对我国

森林资源的迅速减少
,

生物种类濒于灭绝的

现状
,

我们要大声急呼
:

不要自毁家园
。

保

护森林
,

保护蜜源植物是我们的责任
。

如不

加保护
,

不但影响养蜂生产
,

人们还将受到

大 自然更加严励的惩罚
。

如何保护蜜源植物呢 ?首先要摸清家底
,

对一个地区
、

一个地区的蜜源植物进行全面

考察
,

搞清其种类
、

数量
、

开花期
、

泌蜜量
,

为规

划养蜂生产和制定养蜂技术措施以及蜜源植

物的合理开发利用
,

提供科学依据
。

蜂场附近

的蜜源树种应有计划的划为养蜂蜜源林
,

加

以保护并合理利用
。

第二
,

重要的木本野生蜜

源树种如锻树
、

鸭脚木
、

械树
、

检
、

荆条
、

榆
、

女

贞等一定要注意保护
,

砍伐时应间伐或择伐
,

绝不能
“杀鸡取卵

”一扫而光
,

影响养蜂生产
。

等三
,

大力宣传野生蜜源植物的保护
,

科学养

蜂
,

合理利用蜜源植物的知识
。

只要保护好

森林
,

合理利用好蜜源植物资源
,

就能为养

蜂生产创造长期的高产稳产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