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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顺县百花蜜蜂专业合作社、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浙江省标准化

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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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蜜蜂人工育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华蜜蜂（简称中蜂）人工育王的育王时间、育王场地、种用群选择与管理、哺育群

选择与管理、移虫法育王、移巢法育王、割脾法育王、诱导法育王、交尾群选择与管理、疫病防控、育

王记录等。 

本文件适用于中蜂养殖场人工育王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014.27 良好农业规范 第27部分：蜜蜂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NY/T 1159 中华蜜蜂种蜂王 

DB33/T 2495 中华蜜蜂饲养技术规范 

GB/T 19168 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育王 queen rearing  

用人工的方法诱导蜂群培育蜂王的技术，包括移虫法、移巢法、割脾法、诱导法等。 

3.2  

    种用群 breeding bee colony 

为人工培育蜂王提供种用雄蜂、卵或小幼虫的蜂群。 

3.3  

哺育群 nurse bee colony    

哺育和护理王台的蜂群。 

3.4  

    交尾群 mating bee colony 

贮存成熟王台、供处女王生活和交尾的蜂群。 

4 育王时间 

4.1 春季或秋季，宜选择在第一个主要流蜜期或主要辅助蜜源期进行。温州地区一般在 3月份。 

4.2 午间气温稳定在 20 ℃ 以上，蜂群群势较强，有雄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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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育王场地 

5.1 应符合 GB/T 20014.27 的要求。 

5.2 周边 6 km 内不应有其它蜂场。 

6 种用群选择与管理 

6.1 选择原则 

种用群来源于本地。经过上一年度的综合考察，饲养方法参考 DB33/T 2495，种蜂王评价参考 NY/T 

1159。 

6.2 种用群选择 

根据全场蜂群考察结果，选择群势强、采集力强、抗病力强、性情温驯的优良蜂群作为种用群。种

用群一般不少于20群。 

6.3 种用雄蜂培育 

在育王前1个月，对种用群进行适度紧脾密集群势，将中间子脾的两下角切下一小块，促使工蜂筑

造雄蜂房。割除非种用群的雄蜂蛹或雄蜂房。 

6.4 种用母群管理 

在种用群中选择工蜂和雄蜂体色一致、蜂王健壮、产卵力强、群势强、分蜂性弱的蜂群作为种用母

群。一般选择2～5群。育王前4 d 插一张较新的带蜜粉的巢脾，适当进行奖励饲喂，促使蜂王在巢脾上

产卵。也可以在育王前7 d 将蜂王关入王笼，前4 d 放出蜂王，加入半新脾供蜂王产卵。 

7 哺育群选择与管理 

7.1 哺育群选择 

选择群势强、分蜂性弱、健康无病、蜜粉充足、封盖子和哺育蜂多的蜂群，宜从种用群中选择。 

7.2 哺育群组织 

在育王前 1 d～2 d 组织。宜采用无王群，直接将蜂王移去或用王笼囚禁后置于框梁上。也可以采

用分区法，用隔王板将蜂王限制在箱内一侧产卵繁殖，另一侧放2个有蜜粉的成熟封盖子脾和2个幼虫脾，

幼虫脾居中作为育王区。 

7.3 哺育群管理 

育王框放入前彻底检查除去所有急造王台。在王台培育期间每晚进行奖励饲喂，直到王台封盖。每

3 d 彻底检查和毁掉非人工育王的自然王台和急造王台。无王群哺育一批王台后，应及时诱入王台换王

或释放所囚蜂王。 

8 移虫法育王 

8.1 准备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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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蜡碗棒，人工制作蜂蜡台基。也可以使用塑料台基，高度截去1/3。将台基固定在育王框的台

基条上，每个台基条安装6个～8个台基，每个育王框不超过15个。将育王框置于哺育群的中间位置2 h 左

右，待台基修补后拿出。 

8.2 移虫 

移虫前往台基中点一滴王浆。从种用母群中取岀幼虫脾，选择1日龄以内的幼虫，用移虫针将幼虫

移入育王框的台基中，放入哺育群。也可以在次日用镊子去除幼虫后，进行二次移虫。 

9 移巢法育王 

从种用母群中取岀幼虫脾，切割带有卵或 3 日龄以内幼虫的单个巢房，直接粘放于育王框的台基

条上。使用蜡碗棒将巢房口适当扩开。将育王框放进哺育群，让工蜂改造成王台。 

10 割脾法育王 

从种用母群中取岀幼虫脾，将巢脾下部割去约 50毫米使卵虫暴露，放入哺育群，让工蜂筑造王台。

也可以将种用母群的蜂王移出或者关王放在隔板外，作为哺育群。注意掌握不同王台新蜂王的出房时间。 

11 诱导法育王 

将种用母群的蜂王移出或者关王放在隔板外，促使蜂群产生改造王台。注意掌握不同王台新蜂王的

出房时间。 

12 交尾群组织和管理 

12.1 交尾群组织 

在介入成熟王台前1 d 组织交尾群。从强群中抽取2张带有蜜粉和工蜂的子脾，放入交尾箱中组成

交尾群。也可以将蜂场老王群的蜂王关在王笼中置于框梁上，组成交尾群。交尾群较多时，应分散摆放，

可用颜色标记蜂箱。 

12.2 介入成熟王台 

完整割取形状匀称、粗壮的成熟王台，固定在交尾群巢脾下部，动作要轻。 

12.3 交尾群管理 

介入王台后第3 d 进行检查，选留体型匀称、发育正常的处女王。检查并毁除急造王台。奖励饲喂，

促进蜂王交尾。介入王台后第10 d～12 d 查看蜂王产卵情况，巢脾上有卵虫说明蜂王交尾成功。淘汰

第15 d 未产卵的蜂王。把新王介绍到其它蜂群，交尾群可重复使用。 

13 疫病防控 

按GB/T 19168 的要求执行。 



DB 3303/T XXXX—XXXX 

6 

14 育王记录 

    记录种用群来源、育王时间、天气、温湿度、育王数量等。对新蜂王编号，记录父母群、培育时间、

产卵日期等。 

15 模式图 

    中华蜜蜂人工育王标准化生产模式图见附录A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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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中华蜜蜂人工育王标准化生产模式图 

 

 

人

工

育

王

阶

段

管

理 

种用群选择与管理 哺育群选择与管理 

选择原则 种用群选择 种用雄蜂培育 种用母群管理 哺育群选择 哺育群组织 哺育群管理 

       
种用群来源

于本地。经

过上一年度

的综合考

察。 

根据全场蜂群考

察结果，选择群

势强、采集力强、

抗病力强、性情

温驯的优良蜂群

作为种用群。种

用群一般不少于

20群。 

在育王前1个月，对

种用群进行适度紧

脾密集群势，促使

工蜂筑造雄蜂房。

割除非种用群的雄

蜂蛹或雄蜂房。 

在种用群中选择

工蜂和雄蜂体色

一致、蜂王健壮、

产卵力强、群势

强、分蜂性弱的蜂

群作为种用母群。

一般选择2～5群。 

选择群势强、分蜂

性弱、健康无病、

蜜粉充足、封盖子

和哺育蜂多的蜂

群，宜从种用群中

选择。 

在育王前 1 d～2 

d 组织。宜采用

无王群，直接将

蜂王移去。也可

以采用分区法。 

育王框放入前彻

底检查除去所有

急造王台。每晚进

行奖励饲喂，直到

王台封盖。 

 

 

 

人

工

育

王

阶

段

管

理 

人工育王 交尾群组织和管理 

移虫法育王 移巢法育王 割脾法育王 诱导法育王 交尾群组织 介入成熟王台 交尾群管理 

       
人工制作蜂

蜡台基，固

定在育王框

上。哺育群

对台基修补

后拿出。选

择种用母群

1日龄以的

幼虫，进行

人工移虫。 

从种用母群中切

割带有卵或3 日

龄以内幼虫的单

个巢房，直接粘

放于育王框的台

基条上。使用蜡

碗棒将巢房口适

当扩开，放进哺

育群，让工蜂改

造成王台。 

从种用母群中取岀

幼虫脾，将巢脾下

部割去约50毫米使

卵虫暴露，放入哺

育群，让工蜂筑造

王台。 

将种用母群的蜂

王移出或者关王

放在隔板外，促使

蜂群产生改造王

台。 

在介入成熟王台

前1 d 组织交尾

群。从强群中抽取

2张带有蜜粉和工

蜂的子脾，放入交

尾箱中组成交尾

群。 

完整割取形状匀

称、粗壮的成熟

王台，固定在交

尾群巢脾下部，

动作要轻。 

介入王台后第3 d 

进行检查，选留体

型匀称、发育正常

的处女王。介入王

台后第10 d～12 d 

查看蜂王产卵情

况，巢脾上有卵虫

说明蜂王交尾成

功。 

 

时

间

环

境

要

求 

育王时间 育王场地 疫

病

防

控

要

求 

疫病防控 育

王

记

录

要

求 

育王记录 

春季或秋季，宜选择在第一个主要流蜜

期或主要辅助蜜源期进行。温州地区一

般在 3月份。午间气温稳定在 20 ℃ 以

上，蜂群群势较强，有雄蜂出现。 

应符合 GB/T 20014.27 的要

求。周边 6 km 内不应有其

它蜂场。 

 

按 GB/T19168 的

要求执行。 

 

记录种用群来源、育王时间、

天气、温湿度、育王数量等。

对新蜂王编号，记录父母群、

培育时间、产卵日期等。 

 

图A.1 中华蜜蜂人工育王标准化生产模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