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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蜜蜂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蜂场。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病群 diseased colony
    具有典型症状的发病蜂群。

2.2

    疑是病群 suspicious diseased colony
    没有症状但与病群有密切接触的蜂群，其病害可能处于潜伏期。

2.3

    假定健康群 supposed health colony
    与病群没有密切接触的，表面观察健康的蜂群。

2.4

    消毒 disinfection

    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而采取的抑制或杀灭周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的方法。

2.4.1

    预防性消毒 preventive disinfection
    结合平时的饲养管理，对蜂场周围环境、蜂具、蜂箱、仓库等进行的定期消毒。

2.4.2

    随时消毒 constant disinfection

    在传染病发生时对被病群污染的蜂箱、蜂具和蜂场环境等进行的彻底消毒。

2.4.3

    终末消毒 final disinfection

    在病群解除隔离之前对隔离区的蜂箱、蜂具等各种用具及环境进行消毒。
2.4.4

    机械性消毒 mechanical disinfection

    用机械方法(如清扫铲刮、洗涤和通风等)抑制或杀灭周围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

2.4.5

    物理消毒 physical disinfection
    用物理方法(如日晒、烘烤、灼烧、煮沸等)抑制或杀灭周围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

2.4.6

    化学消毒 chemical antisepsis
    用化学药物抑制或杀灭周围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

3 蜜蜂病虫害预防要求

3. 1 蜂场场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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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蜂场要选择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温度适宜、远离噪声的地方;远离铁路、公路、大型公共场所。

3. 1.2 定地蜂场周围要有丰富的蜜、粉源，并有良好的水源。

3. 1.3 要避开有毒蜜、粉源植物。

3.1.4 蜂场应远离化工区、矿区、农药厂库、垃圾处理场及经常喷施农药的果园和菜地。

3. 1.5 蜂场应远离糖厂和生产含糖量高食品的工厂。

3.1.6 蜂场正前方要避开路灯、诱虫灯等强光源。

32 蜂场管理要求和卫生制度

3.2. 1 要保持蜂场清洁卫生。在蜜蜂传染病发病期间，及时清理蜂尸、杂物，将清扫物深埋或焚烧，并

在蜂场地面撒生石灰消毒。

3.2.2 蜂箱、蜂具按规定进行消毒，及时淘汰霉变、被巢虫蛀咬和传染病发生后的巢脾。不用被蜜蜂

病原体污染的饲料喂蜂。

3.2.3

3. Z. 4

蜂场库房墙壁、地面应易于消毒处理，蜂产品与蜂具在库房内要分类摆放。

不到疫病区购蜂或放蜂。

4 蜜蜂病虫害治疗原则

4.1 隔离

4.1.1 发现传染病，应立即将病群隔离，并报告当地动物检疫单位。同时对蜂群逐群进行检查，根据检

查结果分别处理。

4.1.2 病群:选择远离蜂场，不易散播病原体，消毒处理方便的地方隔离治疗。病蜂的蜂产品、蜂具等

不得带回健康蜂场。如果属烈性传染病或国内首次发现的传染性病害，应予以焚烧处理。

4. 1.3 疑是病群:应另选地方远离健康蜂群进行隔离观察，也可预防性给药。

4. 1.4 假定健康群:进行观察，必要时转移到其他地方。

4. 1.5 隔离的病群在没有病蜂出现，又过了该传染病潜伏期2倍的时间后，经过全面消毒，可以解除隔

离;如果经过传染病后蜂群十分衰弱，失去经济价值，又有带菌(毒)危险的应焚烧蜂群。

4.2 消毒

4.2. 1 消毒方式

    根据饲养管理及疫病发生情况选择消毒方法。

4.2.2 消毒方法

    机械性消毒、物理消毒应配合化学消毒使用。化学消毒方法见附录A表A. 1.

4.3 传染性病害的治疗原则

4.3. 1 蜜蜂主要传染病、原虫病及常用药物，见附录B表B. 1~表B. 3,

4.3.2 使用国家规定的药物，按剂量给药。

4.3.3 大流蜜前一个月停止蜂群用药。

4.3.4 使用过药物的生产蜂群，到大流蜜初期应彻底清除巢内存蜜。

4.4 大、小蜂蛾综合防治原则

4.4. 1 大、小蜂蜡寄生率和寄生密度测定按式(1)和式((2).

。、*，。/、_有蜻蜂数(或有蜡蜂房数)、，，。
节丁生 之午=k is，一 店 茱孺石正石了二砰飞凡王 下王下牙面不 八 1以u

                        丁以 】到买刁臼几、上猛 门览1呈J平2万 比几产
(1)

寄生密度仁蜡/蜂(房)]=
大蜂蜡总数

检查蜂数(或检查蜂房数)
(2)

4.4.2

4.4.3

4.4.4

  z

使用国家允许的杀蜡剂。最好几种杀蜡剂交替使用。

结合化学防治，同时采用扣王断子和割除雄蜂脾等生物学防治措施综合治靖。

为保证蜡寄生率常年控制在为害水平以下，即大流蜜期前靖寄生率为3%(不超过5%)，每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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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次数1次一3次为宜。大流蜜期前1个月停止生产蜂群用药。

4.5 花粉、花蜜等中毒防治原则

4.5.1 引起蜜蜂花粉、花蜜中毒的成分见附录B表B. 4.

4.5.2 正确选择蜜源场地，避开有毒蜜粉源植物。

4.5.3 发现中毒，应及时从蜂箱中取出有毒的蜜、粉脾，并予以销毁。

4.5.4 饲喂比例为50%的淡糖浆。
4.5.5 必要时，根据有毒成分的性质饲喂药物:甘露蜜中毒时可用复合维生素B、酵母片等;枣花中毒

时，可用4%^5%食醋糖浆。

4.6 化学中毒防治原则

4.6. 1 常见化学中毒种类:引起蜜蜂中毒的农药和有害物质有拟除虫菊酷类、有机氯类、有机磷类和氨

基甲酸醋类农药，工业污染包括工业烟雾、粉尘、废水等。

4.6.2 经常了解蜂场所在地所施农药种类和施药时间，对蜂群毒性大时，应尽早撤离;毒性较小，暂闭

巢门1天一2天，同时打开蜂箱通气窗。

4.6.3

4.6.4

发现中毒，应及时从蜂箱中取出污染的蜜、粉脾，并予以销毁。

有机磷、有机氮农药中毒时，可在20%糖浆中加。.1%食用碱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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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化学消毒药物及使用方法

表 A. 1 化学消毒药物及使用方法

名 称
常用浓度(%)

及作用时间
配 制 作用范围 使 用 方 法 备 注

84消毒液

0.4%作用 10 min用于

细菌污染物。

5%作用90 min用于病

毒污染物

水溶液
细菌、芽抱、

病毒、真菌

蜂箱、蜂具洗涤，巢脾浸泡，

金属物品洗涤时间不宜

过长

日用百货

店有售，

避光贮存。

漂白粉
5%一10%作用30 min

-2卜。
水溶液

细菌、芽抱、

病毒、真菌

蜂箱洗涤，巢脾、蜂具浸泡

1h一Zh，金属物品洗像时

间不宜过长。

水源消毒:1 m'河水、井水

加漂白粉6 g-10 g,30 min

后可以饮用

  食用碱

(Naz CO, )

3%一5%水溶液作用

30 min-2 h,
水溶液

细菌、病毒、

    真菌

蜂箱洗涤，巢脾((2 h),蜂具、

衣物浸泡30 min-1 h,越冬

室、仓库墙壁、地面喷洒。

石灰乳 10%一20%水溶液.

1份生石灰加1

份水制成消石

灰，再加水配成

10%--20%悬液

细菌、芽抱、

病毒、真菌

10%一20%水溶液粉刷越

冬室、工作室、仓库墙壁、

地面。

现配消石灰粉，撒布蜂场

地面。

现配现用

饱 和 食

盐水

36%水溶掖作用 4 h

以上。
水溶液

细菌、真菌、

抱子虫、阿米

  巴、巢虫

蜂箱、巢脾、蜂具浸泡4 h

以上

冰醋酸
80%一98%熏蒸l d--

5 d,
10 m1/箱一20 -L/箱

蜂蜡、抱子虫、

阿米巴、蜡螟

的幼虫和卵

每只蜂箱用80%--98%冰

醋酸 10 mL-20 mL,洒在

布条上，每个欲消毒巢脾的

继箱挂一片。将箱体摄好、

栩好缝，盖好箱盖熏蒸24 h,

气温低于180C,应延长熏蒸

时间至3 d-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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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名 称
常用浓度(%)

及作用时间
配 制 作用范围 使 用 方 法 备 注

福尔马林

2% -̂4%福尔马林水

溶液。

1份福 尔马林 加

水9份~18份。

  细菌、芽抱、

病毒、抱子虫、

    阿米巴

2%-4%福尔马林水溶液

喷洒越冬室、工作室、仓库

墙壁、地面。也可1 g/m'一

3 g/,., 加热熏燕。4%福尔

马林水溶液浸泡蜂箱、巢

脾、蜂具12 ho

注意密闭

原液熏蒸。

每只继箱用量:福尔

马林 10 mL,热水

sm工，高 锰 酸 钾

10 g,

  细菌、芽抱、

病毒、抱子虫、

    阿米巴

福尔马林和热水加人容器，

放入擦好的箱体中，蜂箱间

用纸糊好，再加人高锰酸钾

立即盖好，密闭12 h,

室内消毒 (每立方米):

30 mL福尔马林、30 mL水、

18g高锰酸钾。

注意密闭

硫磺 (姗

烧 时 产

生 二 氧

化硫)

粉剂熏蒸 24 h以上，

2g/蜂箱 -̂59/蜂箱。

蜂蜻、螟蛾、

巢虫、真菌

5个蜂箱为一体，每个继箱

8张巢脾，巢箱中放一瓷容

器。使用时，将嫩烧的木炭

放人容器内，立即将硫磺撤

在木炭上，密闭蜂箱，熏蒸

12h以上。

由 于 该 药

对卵、封盖

幼 虫 及 蛹

无效，每隔

7d要重复

一 次。 连

续 重 复 2

次一3次。

1. 根据消毒药的类型与本蜂场的常见病、多发病选择消毒药。

2， 无论使用何种化学消毒剂，以浸泡和洗涤形式处理的，消毒过后用清水将药品洗涤干净，巢脾用分蜜机摇出

    巢中水分;熏燕消毒的蜂具等，应在流通空气中放置72 h以上。

3. 巢脾上如有花粉等存在，其消毒的浸泡时间，可视药品作用时间而适当延长，以达到消毒确实的目的.



GB/T 19168-2003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蜜蜂传染性病害及其防治

B.1 蜜蜂细菌性传染病及其防治见表B.1.

                              表B. 1 蜜蜂细菌性传染病及其防治

类 别 病 名 病 原 危 害
    常用剂量

(1。框蜂每次用量)

幼虫病

美洲幼虫腐臭病 幼虫芽抱杆菌G' 封盖后幼虫死亡。 、
红霉素0. 05 g喷雾或饲喂，隔日一

次，连用5次一7次为一疗程.
欧洲幼虫腐臭病 蜂房蜜蜂球菌G十

2日龄 一3日龄幼虫

死亡.

成蜂病

蜜蜂败血病 蜜蜂败血杆病G- 成蜂死亡解体。
氟呱酸0. 025 g喷雾或饲喂，隔日一

次，连用5次一7次为一疗程。
蜜蜂副伤寒 副伤寒杆菌G- 成蜂腹泻、死亡.

B. 2 蜜蜂螺原体病和病毒病及其防治见表B. 2 0

                              表B. 2 蜜蜂螺原体病和病毒病及其防治

类 别 病 名 病 原 危 害
    常用剂量

0。框蜂每次用量)

成蜂螺原体病 蜜蜂螺原体病 蜜蜂螺原体 成蜂死亡
红霉素0.05 g喷雾或饲喂，隔日

一次，连用5次 -̂7次为一疗程

引 ，日，心之 目手去尧 囊状幼虫病 囊状幼虫病毒 封盖后幼虫死亡.
盐酸金刚烷胺片。.05 g喷雾或

饲喂，隔日一次，连用5次一7次

为一疗程，对病毒有一定抑制

作用。

J甲」二‘刀、 弓移 冲公

蛹病毒病 蜜蜂蛹病 蛹病毒 蛹死亡。

成蜂病

    慢性麻痹病

  急性麻痹病

    云翅病毒病

克什米尔病毒病等

  慢性麻痹病病毒

  急性麻痹病病毒

  云翅病毒病病毒

克什米尔病毒病病毒

成蜂死亡

盐酸金刚烷胶片。05 g喷雾或

饲喂，隔日一次，连用5次一7次

为一疗程，对病毒有一定抑制

作用。

B. 3 蜜蜂真菌病和原虫病及其防治见表B. 3.

表B. 3 蜜蜂真菌病和原虫病及其防治

类 别 病 名 病 原 危 害
    常用剂量

(10框蜂每次用量)

幼虫真菌病

白至病 蜂囊球菌
幼虫死亡呈石灰

质状.
制霉菌素10万1u喷雾或饲喂，

隔日一次，连用 5次一7次为一

疗程。

黄曲霉病 黄曲每菌
幼虫死亡呈石子状，

成蜂死亡。

蜂王真菌病 蜂王卵集黑变病 黑色素沉积真菌
蜂王生殖系统变黑，

停止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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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3 (续)

类 别 病 名 病 原 危 害
    常用剂量

(1。框蜂每次用量)

成蜂原虫病

抱子虫病 蜜蜂徽泡子虫 成蜂下痢死亡。
1 000 mL糖浆中加人4 mL食

醋,250 mL/(次 ·10框蜂),2 d

-3d一次，连用4次一5次为一

疗程阿米巴原虫病 马氏管变形虫 成蜂下痢死亡。

注: 10框蜂一次用药童加人250 mL 1，1糖水中喂蜂，或加人淡糖水中喷洒。

B.4 引起蜜蜂花粉、花蜜中毒的植物及有毒成分见表B. 4 ,

                  表B. 4 引起蜜蜂花粉、花蜜中毒的植物及有毒成分

植物名称 有毒成分

黎芦、毛葛、乌头白头翁、杜鹃、苦皮藤、博落回、羊哪周、

曼陀罗、喜树
生物碱、糖昔、毒蛋白、多肤、胺类、草酸盐、多搪等

甘露蜜 糊精、无机盐

茶花 花蜜中的半乳糖

枣花 生物碱、钾含量过高

油茶 花蜜中的半乳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