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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
没见过
蜜蜂了？
它们的急剧减少
正在对生态系统
造成影响

“不论平地
与山尖，无限风
光尽被占。采得
百花成蜜后，为
谁 辛 苦 为 谁
甜？”唐朝诗人
罗 隐 的 这 首
《蜂》，道尽了蜜
蜂为人类“鞠躬
尽瘁”的一生。

很多市民可
能有印象，以前
在农村，房前屋
后总能看到蜜蜂
忙碌的身影。可
如今，蜜蜂已经
难 得 一 见 了 。
“这里以前随处
能看到蜜蜂的，
最近几年越来越
少了。”海曙区
章水镇李家坑村
村民说。

李家坑位于
四明山上，村民
们所说的蜜蜂，
就是四明山中华
蜜蜂，也称四明
山土蜂，是宁波
特有的一种蜜
蜂。在蜜蜂专家
金汤东看来，由
于病害、农药、
外来蜂种的侵害
等多种因素，导
致了野生的四明
山土蜂数量急剧
减少。“是时候
关注这种小小的
昆虫了”。

金汤东是慈溪市农业农村
局高级畜牧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蜂业专家，数十年来
一直在研究蜜蜂。“目前所知蜜
蜂共有40多种，一般分为两大
种群，即东方蜜蜂和西方蜜
蜂。”其中，东方蜜蜂大概有10
种，包括中华蜜蜂、印度蜜蜂、
日本蜜蜂等，西方蜜蜂有近30
种，包括意大利蜜蜂、欧洲黑
蜂、突尼斯蜜蜂、东非蜜蜂等。

四明山土蜂是中华蜜蜂的
一种，其个体较西方蜂种小，体
色偏黑，具有灵敏的嗅觉和良
好的抗寒能力，对自然环境的
适应性较强，善于采集山区、丘
陵的野生蜜源。

历史上，宁波早有饲养四
明山土蜂的传统。明成化年间
的资料记载：“蜜乃春蜂采花所
酿。”清康熙《慈溪县志》记载：

“蜜蜂蚕虫二者民利存焉。”春
蜂和蜜蜂指的都是土蜂。新中
国成立以来，饲养土蜂一直是
宁波许多山区、半山区农村的
一项副业。土蜂所产蜂蜜宁波
老话叫“蜜糖”，蜜香浓郁，营养
丰富，既可鲜食，亦可入药。

让金汤东忧心的是，近几
年来，野生土蜂越来越少。他
认为，除了全球变暖、手机信号
干扰以及农药的滥用等原因
外，随着山林植被的改善，一些
捕食性昆虫如胡蜂数量猛增，
个体弱小的土蜂随时都有可能
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土蜂的
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土蜂减少还与国外蜜蜂品
种的引进有关。在宁波的国外
蜜蜂主要是意大利蜜蜂（意
蜂）。在缺少蜜源植物的情况
下，意蜂会倚仗其大而强壮的
身体，攻入土蜂巢，夺取蜂蜜，
迫使土蜂弃巢而逃。此外，意
蜂的存在也干扰了土蜂的自然
交尾，还给土蜂带来了传染病。

“意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浙江金华人到宁波采摘棉
花的时候带来的。”金汤东说，
意蜂进来后，土蜂生存范围受
到影响，给宁波生态造成的影
响也越来越大。

“曾有人说，当蜜蜂从地球上消
失的时候，人类最多只能生存4年。
因为没有蜜蜂，就没有授粉，继而没
有可食用的食物，也就没有人类。”对
这句话，金汤东深以为然。他强烈呼
吁关注这种小小的昆虫。

金汤东说，蜜蜂除了采蜜外，还
通过授粉保障人类的粮食安全与生
物多样性，进而维持生态平衡。

人类大约1/3以上的食物来源
于蜜蜂授粉的贡献。没有蜜蜂，人类
就只能吃以风媒授粉的大麦、小麦、
燕麦、水稻等农作物，餐桌上90%的
水果也会消失。

80%以上的开花植物需要蜜蜂
授粉，现在的生态系统中大约有17
万种植物。如果没有蜜蜂授粉，一年
大约会有4万种植物消失，17万种植
物大概4年就没了。

同样，四明山土蜂对于四明山乃
至宁波的生态系统来说也至关重
要。土蜂作为传媒昆虫，为当地的植
物、农作物授粉起到了重要作用。“保
护土蜂的生存环境，其实就是保护生
物多样性，使生态平衡不受破坏。”金
汤东说，“按照我的粗略统计，宁波养
殖蜜蜂有六七万箱，每箱有近万只成
年蜜蜂以及数以万计的蜜蜂幼虫。”
这样的数量，相比大自然这么多需要
授粉的植物、农作物来说，远远不够。

为了更好地保护土蜂，金汤东建
议，组织一次全市范围的土蜂资源调
查，彻底弄清其数量、分布及种性。“在
四明山区一带建立起土蜂自然保护
区，保护土蜂种质资源基因库，合理规
划土蜂的分布与生产，缩小土蜂与意
蜂种群间的竞争对立面。”

此外，他还希望能通过研究，开
展优良土蜂品种的培育和扩繁。“人
工授精技术是蜂种定向培育的有效
手段，这一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
进展，并且逐渐成熟和完善。”利
用这一技术，在短时期内，可
定向选育出优良的土蜂新品
种，并可大量推广和扩繁。

金汤东还关注到了宁波
野外的另外一种蜜蜂——熊
蜂。“熊蜂的舌头很长，在为番
茄等茄科植物授粉时效率更
高。”之前，熊蜂少人关注，金汤东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驯化它们，
为茄科类农作物授粉发挥作用。

和金汤东一样“痴迷”土蜂的，
还有宁波市易乐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海红。在短短几年里，
她建成了中华蜜蜂养殖基地，并在
今年3月获批成为省一级中华蜜蜂
繁育场。

张海红从小生活在宁波城郊，
对蜜蜂的记忆大多是在童年时期。

“那时有很多农田，每年油菜花开时
节，成群的蜜蜂在花间采蜜。”张海
红再次和蜜蜂结缘，则始于四年前。

“当时我和一位长辈一起，在庭
院中试着养殖了一箱蜜蜂。春繁期
间经历了收蜂，本来害怕蜜蜂的我
对蜜蜂没了恐惧感。”整个春天，在
亲眼见证蜜蜂采蜜、酿蜜，并收获了
原生态的蜂蜜后，她深刻感受到环
境保护对蜜蜂生存的重要性。

此后，张海红毅然辞去原本安
逸的工作，在海曙龙观乡再次创业，
全身心投入养蜂行业。她选择的蜜
蜂品种就是土蜂。其实，在经济效
益方面，一个拥有150个蜂箱的蜂
农，如果养殖土蜂，一年能收入约15
万元；而意蜂养殖虽然辛苦，为了追
逐蜜源，需要随着花季到全国各地
去采蜜，一年下来的收益却能达到
40万元左右。“相比意大利蜂，土蜂
更适合在定点高山地方采蜜，饲养
者无需赶花，还能够帮助当地野生
植物授粉，对宁波来说其生态价值
更好。”张海红告诉记者，“龙观是生
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蜜蜂是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小卫士，野生植被的繁
衍离不开它们的授粉。只要把土蜂
饲养在这里，方圆5公里的花蜜它
们都能采，产出蜂蜜的同时也促进
了生物多样性。”

龙观乡有着极佳的零星蜜粉源，
也一直有着良好的养蜂基础，但蜂农
的养殖不是很规范，同时蜂蜜的销路
也有一定问题。为此，就在不久前，
张海红与龙观乡的5个村签订了蜂
产业合作协议，在各村发展“小蜜蜂、
大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令人欣喜的是，对于保护四明
山土蜂，龙观乡已经有了举措。“我
们将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养殖场中蜂
种蜂场，建立‘中蜂自然生态科普基
地’，结合龙观龙峰村自然优势条件
打造‘一村一品’蜜蜂文化，将蜜源
地建设与造景相结合，推进农旅养
文化一体化发展。”龙观乡相关负责
人说。而他所说的中蜂，就是四明
山中华蜜蜂。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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