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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唇壁蜂的访花习性及必要放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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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凹唇壁蜂雌蜂用腹毛屠ff采集携带花粉，访花植物种类主要为苹果、梨、桃、杏、 

李 、樱桃等北方 常见落叶果树t也采访早春开花的十字花科及少数杂草。雌蜂访花频率为 8～ 

16朵／raint El访花数约为 5 486朵(苹果花) 单位面积必要放蜂量为雌蜂 525~885只／hm 。 

[关键词]磐星璧苎；堕垄翌丝；鬯要塾璧量．惶粕 嘧． ●对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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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唇壁蜂(Osmia zcnw加 Alfken)是我国北方早春活动的传粉昆虫，它对苹果、梨 、 

桃等果树有 明显的授粉作用，并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 自l 990年开始，模仿角额壁蜂 

(Osmia∞m 一 (Rad．))人工应用技术 ，凹唇壁蜂在我国山东、陕西、北京等地，首先开 

始用于苹果、梨等果树授粉‘ 。虽然近年来 凹唇壁蜂已经应用于生产，但由于对 凹唇壁 

蜂的访花植物种类、访花频率、访花活动范围等访花习性缺乏系统研究，单位面积必要授 

粉数缺乏科学依据 ，从而影响了授粉效果 ，甚至出现 由于放蜂量过多 ，座果率过高，反而增 

加了果农的负担，为了在生产上更合理地使用凹唇壁蜂授粉及进一步合理开发传粉昆虫 

资源 ，作者对凹唇壁蜂的访花习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1 材 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凹唇壁蜂试验种群一部分系 1 990年从中国农科院生物防治研究所引进，另一部分为 

用芦苇巢管在陕西省礼泉县、周至县等地诱集到的。引进的和诱集到 的凹唇壁蜂一起用芦 

苇巢管作蜂巢，在陕西礼泉、杨陵等地苹果园和梨园 自然繁殖 3年以上。试验所用的蜂种 

即为在陕西本地果园经多年繁殖的凹唇壁蜂，在本地已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1．2 方 法 

试验于 1994~1998年先后在陕西省礼泉县、太荔县、洛川县、铜川市、周至县等地果 

园进行，定点试验主要在礼泉县和大荔县进行。①访花植物种类调查。野生自然调查及人 

工释放后调查相结合 ．于早春初花前后．在山区、管理粗放的果 园，观察 自然野生种访花植 

物种类 另外，人工释放后，于花前、花期、花后系统观察壁蜂访花植物种类及对不同的植 

物花的趋性 。②访花特征及访花频率调壹。分别在筑巢前期和筑巢期 ，观察营巢雌蜂采粉、 

采蜜、筑巢等行为特征。在不同果树盛花期，观察成虫在 l min内访花数，并记录当时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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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2 结果与分析 

2．1 访花植物种类 

调查 发 现．凹 唇 壁 蜂成 虫 访 花 植 物 主 要为 杏 (Prunus a~lenla(d)、李 (Prunus 

saliciffa)、樱桃 (Prunus microcarpa)、桃(Prunus persica)、梨 (Pyrus bretschneider1)、苹果 

(Rosa pomifera)等 蔷薇 科 (Rosaceae)果 树，当缺 乏 上述 蜜 源 植 物 时，也 采访 草莓 

(Fragaria chiloensis)及 十 字 花 科 (Cruciferae)的 白 菜 (Brassia pekinensis)、荠 菜 

(BigaVo~．er ucea)、油菜 (Brassica campestri)、甘蓝 (Brassica oleracea)等，还有 萝 

(Daucus carota)及早春 开花 的一些 菊科 (Compositae)植物，另外 对 萎灵菜 (Potentilla 

fissa)、风铃草(Campanula medium)等野草也有一定趋性。 

苹果、梨等蔷薇科果树开花时，壁蜂访花具较强的专一性。在苹果花期 ，对营巢蜂在巢 

管中做的花粉团进行镜检 ，结果发现花粉 团基本上 由苹果花粉和花蜜组成 ，可见凹唇壁蜂 

在苹果花期主要采访苹果花。在苹果、梨等果树开花前及开花后 ，壁蜂也采访油菜、甘蓝等 

作物的花 ，可以利用此特性 ，在果园中零星栽植 一些油菜、甘蓝等，以便在初花前放蜂时， 

提高雌蜂回巢率，也可在末花后延长蜜源，有利于种群繁殖。 

2．2 访花行为与访花频率 

访花行为特征 在不同果树花期观察凹唇壁蜂雌 、雄蜂的访花情况，发现雌蜂利用腹 

部腹面腹毛刷采集携带花粉，而雄虫腹部没腹毛刷，不采粉和营巢，只吸食少量的蜜。雌虫 

访花动作不同于一般家养蜜蜂 ．访花时，直接落在花朵雄蕊群上，腹毛刷贴雄蕊群，通过腹 

部运动采集花粉，头从侧面弯伸向下吸蜜，采粉采蜜同步进行。统计表明，雌蜂每次访花， 

腹毛刷与柱头的接触率达到 1O0 。 

访花频率 在不同果树花期，观察雌蜂每分钟访花数结果(表 1)表明，成虫对苹果、 

梨、李 、樱桃 4种果树，每分钟访花数为 8～16朵，平均访花频率在不同果树问没有差异， 

但每分钟访花数存在差异，其原因与观察的温度不同有关，温度高访花频率相对较高。在 

梨盛花期，成虫访花时在花朵上滞留时问的观察结果表明，滞留时间为 3～5 s／朵，平均为 

3．7 s／朵 ，如果不计飞行时间，每分钟访花数为 12~20朵 ，平均为 l 6朵。 

表 1 凹唇壁蜂在不同果树花期的访花频率 

果树种类 霎孕 ， 平皂望甍 率 果树种类 (篓譬 平 甍 宰 
苹果 9～ 16 12．7±2 69 a 李 10～16 13．0士2．76 a 

梨 8～16 12．O±3 02 a 樱桃 8～14 11．3士2．38 a 

注：观察温度为 1 4~25℃；平均访花数后标相同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无显著差异。 

2．3 日访花数的估计 

系统观察筑巢雌蜂日活动，发现雌虫访花采粉是为了制做花粉团、产卵、繁衍后代，日 

活动主要表现为频繁的采粉、采泥和筑巢活动 壁蜂的 日访花数与筑巢活动密不可分 ，对 

营巢雌蜂的观察统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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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雌蜂营巢所用时间(苹果花期) s 

项 目 所用时间 平均用时 项 目 所用时间 平均用时 

瑟予粉和运输花粉 出巢 18。～645 36。 采泥、运输(出巢1趺) 4 5~240 135 

嫠 制做花粉团‘进巢 6。～l2。 90 筑造泥壁(进巢1改) 3O～90 45 

壁蜂访花采粉即出巢 1次，所用时间与花粉蜜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初花期和末花期， 

所用时间相对较长；盛花期，所用时问相对较短。由于花期不同，所用时间存在较大差异， 

平均为6 min。壁蜂制做花粉团、采泥、筑壁所用时间在不同花期没有明显差异，采泥时间 

在环境干旱时与雨后天晴时有明显差异，在人工管理条件下，由于人为保持巢箱附近一直 

有湿泥土，所用时间差异不大。 

由于壁蜂采粉制做花粉团与采泥筑壁，在行为上存在明显差异 ，观察雌蜂制做 1个花 

粉团所需 出巢次数 ，结果表明为 16~28次，平均为 24次 ，那么制作 1个花粉 团平均需要 

的采粉时问即(24×360)／6O=144 nlin。通过观察透明玻璃管和解剖壁蜂正在筑巢的巢 

管，结果发现凹唇壁蜂 1 d平均可制做3个花粉团，结合表 2，可以推断出凹唇壁蜂日平均 

采粉时间为 3×144—432 nlin。 

由此可以推断每个凹唇壁蜂在不同果树花期平均 日访花数为 ： 

苹果花期 ：日访花数一432×12．7：5 486朵 

梨花期 ：日访花数=432×3×12—5 184朵 

同样可计算出李花期为 5 616朵；樱桃花为 4 882朵 。 

2．4 单位面积必要放蜂数 

在果品生产上并不是座果率越高越好，这就要求单位面积有一个合理放蜂数 ，根据凹 

唇壁蜂 日访花数及 日活动规律，单位面积的必要授粉数估计如下 (见表 3)。 

表3 单位面积必要放蜂数估计值(苹果) 

项 目 估计值 项 目 估计值 

璜花序数／(十 一株I1) 3 500 可鼹授糟时问，d 3～5 

瑗花朵投，(朵 一株I1) 17 500 雌蚌日访花敷垛  5 486 

花朵总数，(朵 一hm ) 29 137 50~(17 500X 111×l 5 雌蚌可能访花数，朵 16 458~27 430 

作为授耪对象的花朵总数／(朵 ·hm ) 14 568 750(29 137 500／2) 盛耍释地雌蜂数，(十 一hm ) 52S~885 

顶层花的花期／d 7 必要放蜂总敷，(十 一hm ) 1 71o～13 275 

洼：∞l株果樽全部顶花序散及花朵敷根据文献[7]资料；喾假设雌蟑访花不重复． 

表 3结果表明，在矮化密植果 园，单位面积 (hm。)必要放蜂数为 1 71O～13 275只，必 

要授粉雌蜂数为 525～885只。 

3 讨 论 ‘ 

1)凹唇壁蜂的形态特征、授粉行为以及访花频率，均确保了其不同于一般家养蜜蜂的 

高效授粉能力，Yamada M 等 报道角额壁蜂个体授粉能力是意蜂的 82倍。因此可以认 

为，凹唇壁蜂授粉能力高于角额壁蜂。 

2)凹唇壁蜂 日访花数受到花期气温、降水、风等气候因素影响，另外也受不同花期(VJ 

花、盛花、末花)及壁蜂出巢括动时问等因素影响。本研究对 日访花数的估计是在果树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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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且不计飞行和寻找 目标所需的时问。由于成虫访花时飞行和寻找 目标也需要时问，但 

在盛花期，由于果园花朵数量繁多 ，因此可以忽略其飞行和寻找 目标所花的时间。另外 ，巢 

箱附近是否有湿泥土对 日访花数也有一定影响。在巢箱附近缺乏湿泥土时，雌蜂采泥筑巢 

所需的时间会增加，从而影响访花时问。但人工释放壁蜂，一般都要在巢箱附近浇水，以确 

保有足够的湿泥土供壁蜂筑巢用，从而使得壁蜂采混所需时问尽可能缩短。 

3)本研究对凹唇壁蜂单位面积必要授粉数的估计 ，以我国 目前矮化密植苹果 园的栽 

培密度(1 665株／hm ．远大于日本)和盛果期果树的顶花序数为基础，在雌蜂访花不重复 

的条件下，结台凹唇壁蜂的日访花数及可能授粉的时间进行的。前田泰生等 关于角额壁 

蜂单位面积必要放蜂量的报道为雌蜂 495～600只／bin 。实际上，雌蜂访花有一定的重 

复率，另外，生产上不但有矮化和乔化之分，栽植密度也常常不相同 果树生产还存在大小 

年、幼树和大树等诸多差异，在不同年份、不同果园，花朵的数量常常有较大差异。生产中 

利用壁蜂授粉，如果是小年、幼龄果园、授粉树少的果园，宜多放蜂，以提高座果率为主；而 

大年、盛果期果园、授粉树较多 的果园，放蜂量宜少，以提高果形指数和果品质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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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visiting habits and the essential number of 0smia 

ezcavata Alfken for economic apple production 

W EI Yong-ping，YUAN Feng，ZHANG Ya lin 

‘1 mfm  of Entomology，Northwest Science and T∞h i。gy Um'v~ ity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YangHng．Shaanxi 712100，C n) 

Abstract：Plant species visited by Osmia excavata Alfken show concentration in the 

family of Rosaceae，including apple，pear，peach，cherry，plum and apricot．The bees visit 

other flowers when absence of flower of Rosaceae，including cabbage，shepherd's—purse， 

co]e，broccoli，radish and a feW of weeds．The number of flower visiting x,VRS from 8 to 16 

a minute and 5 486 a day．The essential number of bees for economic apple production 

was estimated as 525--885 nesting bees／hm0． 

Key words：Osmia excavata Alfken；flower visiting habit；the essential number of 

bees for 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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