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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蜜蜂不够用了？
研究发现全球农用传粉蜜蜂严重不足

蜜蜂是靠光线和气味导航回家的能
手，但它们也可能迷途失踪。2022年夏
天，韩国4000多名蜂农饲养的大约78亿
只蜜蜂集体消失，造成巨额损失。其实，
在全球范围内，类似韩国蜂群集体“蒸
发”的事件并非个例，这种现象也被称为

“蜂群崩溃失调症”。
“蜂群崩溃失调有两个典型特征：一

是蜂群中的工蜂突然消失，但蜂群附近
极少发现或并无死亡蜜蜂；二是蜂箱内
留有蜂王、未成年工蜂、幼虫以及蜂蜜和
花粉储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朱朝东解释，“显然，若没有成年工蜂
来采集花粉、花蜜并育雏、筑巢，家养蜜
蜂蜂群最终必将崩溃。”

中国农科院蜜蜂所资源昆虫保护团
队研究员代平礼表示，成年工蜂飞离后
不返回蜂巢却离奇失踪，这与家养蜜蜂
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相背离，是极为异常
的现象。

蜂群为什么会突然“蒸发”呢？十余
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探寻蜂群崩溃的原
因。由于很难获得消失工蜂的样本，至今
未有确切结论。不过，多位专家表示，这
背后有自然因素，如蜂螨、真菌和病毒等

各种寄生虫和病原体的入侵；也有人为
因素，如化学农药、劣质饲料、工业污染、
对蜜蜂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手机通信设
施增加对蜜蜂导航能力的潜在干扰等。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特聘教授吕
陈生介绍，很早就有人怀疑，普遍使用的
新烟碱类农药可能是蜜蜂消失的主要原
因。吕陈生与同事通过实验发现，在喂养
低剂量新烟碱类农药后，4个蜂箱中所
有的蜜蜂都不见了，几乎没留下一点痕
迹，而正常喂养的蜂箱里，则未出现蜂群
消失的现象。

国外研究也发现，使用噻虫胺、噻虫
嗪等新烟碱类农药，对蜜蜂健康产生了
负面影响，包括降低越冬和繁殖成功率
等。这类农药会影响蜜蜂利用嗅觉寻找
花朵，同时会影响蜜蜂的记忆，使其无法
回巢，最终死在野外。即使部分蜜蜂回
巢，它们采来的花蜜也含有一定量的农
药残留，影响下一代健康，从而导致蜜蜂
大量死亡。

蜜蜂耐受的温度极限在13℃-39℃
之间，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其生存，
有专家认为，韩国这次蜜蜂集体消失事
件，可能与气候、温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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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在《科学报
告》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在受控实验室
条件下，研究人员饲养的蜜蜂平均寿命
为17 . 7天，而上世纪70年代为34 . 3天。
也就是说，这些饲养的蜜蜂，其寿命比50
年前缩短了50%。

研究者指出，蜜蜂平均寿命下降，与

蜂群中的蜜蜂减少有关。这与过去十多
年来，美国养蜂人报告冬天蜜蜂损失率
30%和年度损失率40%非常相似。研究
显示，随着蜂群中工蜂死亡率增加，蜂群
数量、蜂蜜产量和蜂群寿命皆会下降。这
意味着养蜂人必须更换更多健康的蜂
群，才能维持养蜂业的稳定。

在人们眼中，蜜蜂一直都是
“辛勤的园丁”，不仅能为农作物
传授花粉，还能为我们提供香甜
的蜂蜜。不过，最新研究表明，50
年来，蜜蜂的寿命减少了一半，而
且受到杀虫剂等因素影响，大约
8 9%的野生蜜蜂已无法正常繁
殖，目前蜜蜂数量已远远不够全
球农业授粉的需求。

古代火星的大气

可能没有氧气

火星探测器曾在火星发现锰氧化物，此
前科学家认为，这类矿物需要水和强氧化条
件才能形成，因此认为火星大气中曾含有丰
富的氧气。然而近日，发表于《自然·地球科
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类似火星表面的条件
下，大气中没有氧气也能形成锰氧化物。

相比地球，火星表面富含氯和溴，这可能
会影响锰氧化物的形成。研究者在实验室中
参考了氯和溴在火星上的主要存在形式，并
使用氯酸盐和溴酸盐尝试氧化水中的锰。结
果显示，在这样的条件下，水中的锰离子转化
为锰氧化物的速度，比在氧气中的速度快了
数千至数百万倍。

另外，研究者认为，在早期火星表面的弱
酸性环境下，溴酸盐产生锰氧化物的速率最
快，而氧气则无法有效氧化锰元素。但研究者
也表示，大气中缺少氧气并不意味着火星上
不可能有生命存在，他们希望能够模拟更多
地球化学环境进行实验，以了解更多行星上
的地球化学和地质环境。

摇一摇

“晶体婴儿”也会长得快

轻轻摇晃或搅拌食盐浓溶液，细小的食
盐晶体就会出现。古人制盐时就注意到了这
种现象，日本研究人员借助现代科技解释了
其中原理，即摇一摇这样的机械刺激，如何加
速食盐“晶体婴儿”生长。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发表论文说，他
们使用能看清单个原子的高速、高分辨率电
子显微镜，成功将食盐晶体在机械刺激下加
速生长的现象影像化。

据介绍，晶体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生成晶核，研究人员称之为“晶体婴儿”，
第二阶段是晶体生长。研究团队已于去年使
用电子显微镜捕捉到了“晶体婴儿”诞生的场
景，今年他们使用的电子显微镜拍摄速率与
去年相比快了10倍，以1秒钟300帧的高速影
像，记录了“晶体婴儿”在缓缓振动的容器中
成长的样子。

研究人员说，同样的方法可用于在分子
层面观察其他晶体形成的过程，这有助于药
物研发、材料制造等领域开发高效生成高品
质晶体的方法。

日饮咖啡超两杯

严重高血压患者死亡风险翻倍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研究显示，饮用咖啡可以降低普通人的高
血压发病风险和死亡率，但也会导致高血压
患者的血压短期升高。

日本大阪大学通过一项长达 1 9年，
18609人(40—79岁)参与的健康跟踪调查发
现，与不喝咖啡相比，2-3级高血压(≥160/
100 mm Hg)患者如果每天饮用的咖啡量超
过两杯的话，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会翻
倍。而少量(≤1杯/天)饮用咖啡，不会增加该
群体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每天饮用咖啡的量与非高血压、1级高
血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并没有显著
关联。同时，该研究还发现，饮用绿茶不会影
响参与调查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该
研究提示，患有严重高血压的人群，在饮用咖
啡时要注意量的把握，如果可能，尽量避免饮
用咖啡。

什么时候量血压更准确

最近，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医学院收集了
2676名病患的3113份全天血压数据，并将其
按照6小时或8小时进行了分段分析。结果显
示，去除性别、年龄和季节等因素影响，下午
2点到晚上10点之间测量所得的舒张压和收
缩压(均计算的平均值)分别与全天舒张压和
收缩压存在明显关联。

研究人员认为，该时间段可作为疾病初
始筛查时进行短期血压监测的理想时间，也
适用于无法完成全部动态血压监测的患者。
研究者同时指出，由于该时段不包括深夜时
间，因此存在对夜间血压异常诊断不足的风
险。 据新华社、环球科学

蜜蜂成群“蒸发”，谁在背后捣鬼

五十年来，蜜蜂寿命缩短了一半

蜜蜂虽小，却是授粉网络的核心

有人曾断言：“如果蜜蜂从地球上
消失，人类将只能再存活4年。”这句话
虽然过于夸张，不过，如果蜜蜂持续减
少，确实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巨大的损
失。

蜜蜂虽小，却是授粉网络的核心，
直接关系到全球76%的粮食作物和84%
植物的花粉传播，影响了世界35%的农
作物产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与
人类密切相关的107种重要农作物中，
91种依赖蜜蜂授粉。

经过蜜蜂授粉后，13种农作物增产
达到90%以上，30种增产40%-90%，27种
增产10%-40%，21种增产幅度在10%以
下。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的一项研
究显示，蜜蜂授粉对我国36种作物生产
贡献的经济价值达到3042 . 20亿元，占
作物总产值的36 . 25%，相当于全国农业
总产值的12 . 30%。

“我国设施农业面积超过6000万
亩，靠蜜蜂传粉提质增效的潜力巨大。”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
红以河西走廊戈壁设施番茄为例介绍，
与人工振动授粉和激素喷花相比，熊蜂

传粉番茄坐果率分别提高 1 4 . 1%和
45 . 1%，单果重分别增加了18 . 7%和
21 . 6%。

而且，与人工振动授粉及激素喷花
相比，熊蜂传粉番茄籽粒饱满、汁液丰
富，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显著升高，而柠
檬酸和苹果酸含量显著降低，吃起来

“更有番茄味”。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养殖

蜂群。据《2021-2025年中国蜜蜂养殖行
业竞争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目
前我国家养蜜蜂蜂群总数已达到920万
群，占世界蜂群总数的13%。

在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所长彭
文君看来，蜜蜂本身是生产资料，是农
业变革的动力，我们不应仅仅关注蜂蜜
产业，而忽视了蜜蜂授粉其实是农业提
质增效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关键。

“中国蜂蜜产值每年为500亿元，而
授粉价值超过它的100倍。”彭文君说，
以北京密云为例，蜜蜂养殖产业每年收
入在3亿元左右，同时，通过蜜蜂这个

“小昆虫载体”，可以看到周围植物多样
性不断提升，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态价
值化”。

蜜蜂整体寿命缩短，加上屡见
不鲜的蜂群衰竭，导致蜂群数量逐
年下降。今年6月，中国农科院蜜蜂
研究所发表文章指出，过去30年
(1989-2019)，全球农业对传粉蜜蜂
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家养蜜蜂
数量及传粉服务能力远远不足，无
法满足全球农业最佳授粉需求。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年公布
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养殖蜜
蜂约9399万群。那么，农业对家养
蜜蜂的需求量又有多少呢？科学家
研究发现，过去30年，全球农业授
粉需求以每年1 . 78%的平均速度增
长，是家养蜜蜂蜂群年增长速度的
2倍。到2019年，全球农业对传粉蜜
蜂的需求量高达21061万群，是实
际蜂群数量的2 . 3倍。油料作物的
授粉需求，占全部作物授粉需求的
70%以上，其中大豆和油菜占比高
达50%以上。

设施农业也是主要的需求者，
如中国6000万亩的设施农业中，在
大棚中使用蜜蜂传粉，已经越来越
普遍。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研究
员安建东介绍，“北京郊区的草莓大
棚中，基本全部采用蜜蜂传粉的方
式，设施草莓种植户，每年会主动租
赁或购买蜜蜂传粉；一些蔬菜制种
企业，也会租赁蜜蜂传粉。”

全球已知有20555个野生蜜蜂
类昆虫物种(预计还有1万种有待发
现)，我国目前已知野生蜜蜂有1372
种。它们和家养蜜蜂一起，在生态系
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传粉服务功能。
然而，监测表明，野生蜜蜂数量存在
下降趋势。其影响因素包括气候环
境变化、杀虫剂和除草剂过度使用
以及蜜粉源植物短缺等。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资源昆
虫生物学与饲养创新团队首席研究
员徐书法说，保护蜜蜂，还要提高蜜
蜂福利，不能对蜜蜂过度使役，尤其
不能不科学地饲养。“把蜜蜂采来的
蜜、蜂王浆等取走，取而代之的是用
糖水饲喂，会导致蜜蜂营养不良，健
康恶化。加之环境恶劣，蜜蜂的生存
会受到极大威胁。”

“蜜蜂类昆虫在地球上已生存
了1 . 5亿年，比人类存在的时间长
得多。全球蜂群的衰退，最终还是反
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我们要
关注蜜蜂本身的健康，人类活动要
给昆虫留一线生机。”彭文君说，“蜂
群衰竭失调的影响是一个紧迫问
题。”

彭文君表示，作为拥有关键物
种和环境指示物种双重身份的蜜
蜂，如果蜂群衰竭失调继续恶化，将
给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巨大
影响。从小的层面看，会导致蜂产品
产量和养蜂人生计受到影响。如果
长期无对应策略，将会引起授粉危
机，波及农业产量，甚至可能会出现
粮食短缺。

全球蜜蜂数量

真的不够用了







蜜蜂授粉其实是农业提质增效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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