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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過去還在中、低年級時，校園裡的馬櫻丹步道常能看到辛勤採蜜的蜜蜂們，但

不知為何，升上了高年級之後，就很少看到蜜蜂來到校園，反而是常見到總務處的

叔叔們在摘除虎頭蜂窩。 

        蜜蜂在生態圈裡扮演媒介的重要角色，許多植物需要他們協助授粉。真難想像，

我們的世界如果少了這群辛勤工作的昆蟲朋友們，將會是什麼模樣？ 

        當學校師長們正忙著招生，以化解少子化的衝擊時，我們也希望能藉由資料研

讀與訪問專家，找出蜂群數量減少的可能原因，更重要的是尋求讓蜜蜂族群興旺的

作法，期待我們的努力能為他們盡一分心力，千萬別讓小蜜蜂也少子化了。 

 

 

 

二、研究問題 

    （一）探討蜜蜂在自然生態扮演的角色。 

    （二）探討蜜蜂族群數量減少的現況。 

    （三）探討蜜蜂們所面臨的困難。 

    （四）探討幫助蜂群再度繁盛的可行作法。 

 

 

三、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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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種類豐富的蜂家族 

        蜂是屬於昆蟲綱下的膜翅目，全世界蜂類約超過 12 萬種。由於我們對蜂類稱

呼使用的不一致，因此容易導致名稱的混淆。一般而言，蜜蜂狹義指的是 honey bee，

是會分泌蜂蠟做蜂房與釀蜜的，而其餘大多數的蜂則是有別於 honey bee，雖然也有

會訪花協助植物授粉功能的蜂，但並不會釀蜜，例如熊蜂、木蜂、蘆蜂等。本文要

討論的『蜜蜂』是廣義的能協助植物授粉功能的蜂，當然，能釀蜜的更是受到我們

的歡迎。 

        花蓮縣內的蜜蜂主要分為兩大類，一種是蜂農所飼養的馴養蜂，本縣多為西洋

蜂（義大利黃金蜂）；另一類是本土蜂（野蜂），常見的有東方蜂、熊蜂、大腿小

蜂、大腿青蜂、長腹青蜂、切葉蜂、隧蜂、紅胸木蜂、臺灣花蘆蜂等。 

    二、參訪蜜蜂生態教育館 
         

         為了進一步解蜜蜂的與生態的關係， 我們來到了位於鳳林鎮的蜜蜂生態教育

館（圖一、圖二）。透過靜態展列以及多媒體的呈現 ，讓我們對可愛的小蜜蜂有多

一分的認識。蜂巢中的成蜂有蜂王、雄蜂以及工蜂，我們最有興趣的是就是工蜂了。

工蜂都是沒有生育能力的雌性， 他們的體長在成蜂中最小，從受精的卵孵化後僅僅

只吃二到三天的蜂王漿。工蜂的角色可以分為保育蜂、築巢蜂和採蜜蜂。負責所有

工作，直到死亡，生命週期大約是 1 個半月到兩個月。 

 

 

        蜜蜂與我們人類關係是如此密切，我們的食用的農作食物，如稻、麥、蔬菜、

果樹等，有三分之一來自於開花植物，其中約有 80%需要蜜蜂來協助授粉，一個蜂

 

 

 

 

 

 

 

 

圖一、圖二：我們到鳳林鎮的蜜蜂生態教育館，探索蜜蜂精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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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每日能幫助三百萬朵花授粉。野蜂雖然也可以為大自然植物授粉，但難以在某一

作物花季限定時間內密集工作，因此許多農場（例如東華有機專區）會與蜂農合作，

請馴養的蜜蜂為農作物授粉 。 

 

    三、拜訪劉爺爺的養蜂場 

 

        劉爺爺的養蜂場位於吉安鄉台九線旁的一處林蔭地（圖三）。爺爺養蜂已經有

30 多年了，在他的養蜂場裡養的是西洋蜂（義大利黃金蜂），一共有 30 多個蜂箱，

每一個蜂箱住了約 2 萬隻蜜蜂，也就是說在這個養蜂場裡一共有將近 70 萬隻蜜蜂。

當爺爺打開一個蜂箱給我們看的時候，只見裡頭密密麻麻、萬頭鑽動的雄偉場面，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爺爺說，花蓮縣的蜂農從新城鄉順著花東縱谷一直到富里鄉，都有養蜂場，主

要是馴養義大利黃金蜂，這是因為他們的性情溫和，定巢性高，相當安定，容易管

理，而且採集力強，能夠採集大量的蜜源，但不善於採零星蜜源，不過，義大利黃

金蜂越冬性能力較差，不耐寒冷。 

        我們問爺爺，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林蔭地呢？爺爺說，蜂箱適合擺在林蔭下，

一則是遮風避雨，另外也可以避免太陽直接照射，因此，林蔭下可以維持比較平均

的溫度。選擇蜂箱的位置也非常的重要，由於蜜蜂飛行的距離大約是 5 公里，因此

為蜜蜂找家的時候，最好不要在會有噴灑農藥的農田附近。許多蜜蜂在採蜜時，可

能誤觸的農作物上的農藥，導致蜂蜜汙染，蜜蜂也可能因此迷航，甚至中毒死亡。

為了防止這種狀況，蜂農多會與農夫合作，確保果園、菜園或花園不使用特定用藥，

才讓蜜蜂授粉。選擇在野地的林蔭下放置蜂箱，是因為在野地上較不會有農藥的問

題，不過，野地裡容易會有蜜蜂的天敵，例如虎頭蜂、蜥蜴和蟾蜍。就在我們參訪

爺爺養蜂場的時候，碰巧來了一隻虎頭蜂，當虎頭蜂準備要攻進蜂箱的時候，從蜂

   

圖三：位於吉安台 9線旁的劉爺爺養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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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出口處，湧出了數百隻的蜜蜂，將虎頭蜂團團包圍，大約過了五分鐘，虎頭蜂就

在蜜蜂群的包圍下活活被熱死了。（圖四、圖五） 

 

 

 

 

 

 

 

 

 

 

 

 

 

 

 

 

 

 

          爺爺說，蜜蜂除了怕農藥以外，也怕病毒的傳染。如果使用抗生素，會汙染

到蜂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花蓮的蜂農們都會使用他們自己的獨家配方，例如劉

爺爺的獨門配方就是把大蒜磨成汁，再加上特調的植物酵素，放在蜂巢裡給蜜蜂食

用，就能提高蜜蜂的免疫力，比較不會生病，原來，蜜蜂界也有增強抵抗力的「精

力湯」。 

        劉爺爺的蜜蜂們在這裡主要是採集野地裡的野花，因此在 9 月和 10 月份主要

的收成是百花蜜。由於花蓮並沒有大片的龍眼果園以及荔枝果園。因此，每逢龍眼

花開和荔枝花開的季節，他就要將這裡所有的蜂箱運送到嘉南、高屏一帶。友善耕

作的果樹可提供這群蜜蜂們安全的棲地，到了採蜜時期，為了製作特定的蜂蜜（龍

眼蜜、荔枝蜜），劉爺爺就帶著蜂群展開一段「逐花粉而遷」的旅程。為了確保蜂

群的安全，劉爺爺會與當地熟識的果農協調，將農藥減量或延後噴灑；一方面可以

降低蜂群採蜜時誤觸危險，另一方面可以讓這群蜜蜂持續進行授粉工作，也增加合

作果園的產量。 

 

    四、拜訪農糧署東區分署 

   

         我們到位於花蓮市中華路的農糧署東區 

分署拜訪負責花蓮養蜂產業的余叔叔（圖六） 

，向他請教有關花蓮縣養蜂產業的管理。余 

叔叔告訴我們，台灣主要有兩種產蜜蜂種， 

數量最多的是西洋蜂，主要在平地採蜜，而 

 

  

圖四：準備進工蜂箱的虎頭蜂（紅圈）         圖五：被蜜蜂團團圍住的虎頭蜂（箭頭） 

 

圖六：拜訪農糧署東區分署 

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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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野蜂屬於東方蜂下的「中國蜂種」，族群較少，棲息地多在中高海拔區。在現

有的慣行農法耕作模式下，農藥（殺蟲劑、除草劑）的大量使用，以及將耕

地整合成大規模的單一作物栽培模式，已經使得野生的授粉者（本土蜂）大

量減少。花蓮的蜜蜂現在也面臨很辛苦的生存挑戰，一則來自於耕地的農藥汙染，

另外則是來自於病毒和寄生蟲的感染。 如果我們不趕緊想辦法保護好蜜蜂，未來的

農業甚至是生態都要面臨很大的衝擊。 

 

    五、蜜蜂們所面臨的困難 

         

       透過研讀與蜜蜂生態相關的書籍、報告，再加上訪問農糧署的相關官員與養蜂

專家，我們整理出幾個會造成花蓮縣蜜蜂族群減少的原因： 

        

     （一）農藥的毒害 

                        花蓮縣的耕地面積大約 46,000 公頃，其中有機耕作 1,724 公頃，也就 

                 是說96%的耕地還在施行慣行農法，使用化學農藥。農藥的殘毒決定一種 

                 殺蟲劑在花期是否能安全地使用。不同種類的農藥、噴灑方式以及氣候  

                 溫度等對農藥殘毒有相當的影響：有些農藥會在夜間的低溫下大幅增加 

                 對蜜蜂的殘毒作用；有些農藥在隔天清晨花朵上的露珠裡，能造成殺蟲 

                 劑的殘毒增強，接觸到露水的蜜蜂被很可能會被毒死了。 

                         除此之外，出外採蜜的蜜蜂可能從採集過程中，接觸到受農藥污染的花  

                   朵或是露水，但如果這些農藥不足讓其致死時，這隻外出採蜜的蜜蜂就會將這  

                   些微量的農藥帶回蜂巢內。而巢內的其他蜜蜂、幼蟲及蜂王，都有可能在取 

                 食過程中攝取到受農藥污染的食物。來自台灣大學楊恩誠教授的一分研究  

                 顯示：低劑量的農藥益達胺，經採蜜的蜜蜂帶回巢後，使得蜜蜂幼蟲接 

                 觸亞致死劑量的益達胺，雖然對於蜜蜂幼蟲的封蓋率、化蛹率與羽化率   

                 並不會有明顯的影響，但是這些幼蟲時接觸過低劑量益達胺農藥的蜜蜂， 

                 在長大成為成蜂後，其神經系統發育會受到影響，進而造成嗅覺能力及 

                 學習能力受損，而無法有效率採蜜。這對於蜂群的繁衍來說是相當大的 

                 威脅。（台灣大學/校園焦點/第三百三十一期） 

 

     （二）病毒感染 

                         在我們訪問農糧署東區分署時，余叔叔告訴我們，近半年來，花蓮      

                 縣的野蜂群大規模的死亡發生，起因疑似有蜂友從大陸偷渡帶有「囊狀  

                 病毒」病原的中國蜂蜂王，使得過去不常出現在台灣的「幼蟲囊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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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台灣野蜂幼蟲集體死亡，疫情一路擴散，從嘉義、南投，甚至往北 

                 部、東部蔓延。目前防檢局已與宜蘭大學、苗栗農改場、嘉義大學合作  

                 組成調查小組，深入各地區蜂場調查確切染病、擴散情況。這不禁讓我  

                 們非常緊張，因為蜂農們還會調製「蜜蜂精力湯」給馴養蜂食用，以增 

                 強抵抗力，但是山林田野間的野蜂們就凡事得靠自己了，面對來勢洶洶 

                 的病毒傳染，真是令人擔心。 

 

     （三）寄生蟲的傷害 

                                                                                  另一種會造成蜂群數量大減的是寄 

                                                                          生蟲問題，尤其是蜂蟹蟎。蜂蟹蟎普遍 

                                                                          存在於臺灣自然環境中，蜜蜂在外採集 

                                                                          花粉、花蜜的過程中，如果沾染上蜂蟹             

                                                                          蟎，並將其帶回蜂巢，蜂蟹蟎就會留在 

                                                                          風巢裡，並寄生於蜜蜂幼蟲蟲體（圖 

                                                                          七）。 

                                                                                  養蜂場劉爺爺告訴我們，成蜂感染 

                                                                           蜂蟹蟎會被吸食體液，造成蜂隻營養  

                                                                           不良，但如果蜂蟹蟎寄生在蜜蜂幼蟲 

                                                                           蟲體，將使得這隻成長中的幼蜂出現 

                「翅膀畸形捲曲」病徵；也就是說，這隻蜜蜂將無法飛行，只能在蜂巢裡 

                  爬行，過不久就會被其他蜜蜂清出蜂巢。台灣野蜂，若遭受蜂蟹蟎侵害， 

                  野蜂會自行抖動翅膀，將蜂蟹蟎抖落，其同伴也會幫忙將蜂蟹蟎咬下； 

                  但是馴養的西洋蜂卻不知如何抵抗，只能任由蜂蟹蟎吸食體液，甚至帶 

                  蜂蟹蟎回巢，嚴重的話，會讓一個蜂箱裡的蜂群們滅亡。 

 

     （四）食物的不足 

                       蜜蜂的主要食物來自於植物的花朵，如果來自於氣候的異常，例如  

                花蓮縣最近這一兩年的夏天，天氣乾旱炎熱，因此會造成植物的花苞減 

                少；有時可能來自於極端氣候，例如颱風， 許多的植物因為受到損害， 

                直接影響到蜜蜂的食物來源。再則，來自於過度開發，使得大量的野地  

                被開墾作為其他的用途，減少了蜜蜂覓食的空間。 

                        倘若蜂群中有足夠的花蜜、但是缺乏花粉，那麼巢內的幼蟲可能會 

                  發育不良；相反的，蜂群中有足夠的花粉、但是缺乏花蜜，那麼會造成 

                  保育蜂、築巢蜂無法工作，也會使得採蜜蜂飛行能力降低。長時期的食 

 
圖七：蜜蜂幼蟲身上的蜂蟹蟎 

         （圖片來自自由時報） 

 

分署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8112/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4iq2c6OndAhVME4gKHV6wBvIQjRx6BAgBEAU&url=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15756&psig=AOvVaw27B5Z9g_p6nvzAzkbqIXcg&ust=153864037509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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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不足，會引發蜜蜂族群抵抗力不足，甚至死亡。 

                          另外，對養蜂場來說，馴養蜜蜂主要是為了取得蜂蜜、蜂王漿，如 

                 果取蜜過度，補充的蔗糖和果糖糖水不足，也都會讓蜜蜂族群們發生營 

                 養不良。 

 

     （五）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是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主要因子之一，對生物的影響涵 

                 蓋不同的層級。就單一物種而言，由於各種生物都有它適合生存的環境 

                 條件，因此當環境條件改變，就有可能會影響到生物的活動或是繁殖， 

                 甚至造成生物的死亡。有些生物與季節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再加上物種 

                 間具有複雜的交互作用，當氣候變遷影響了生長季的長短，以及植物的 

                 開花，也可能進而混亂了其他層級。 

                        氣候變遷也常被用來解釋台灣各地頻傳大量蜜蜂消失的原因。氣候暖化 

                 會造成蜜蜂生理時鐘大亂，壽命變短；但也不排除因為暖冬，花開的特別茂 

                 盛，有可能造成蜜蜂因為忙著採蜜，體力不勝負荷而過勞死亡；天氣變化兩 

                 極下，也容易打亂蜜蜂的導航系統，誤導他們的判斷，使得生活作息受到衝 

                 擊，影響蜂群的發展。 

 

參、結論: 

                 

                面對蜜蜂朋友們辛苦的處境，我們更清楚知道了原來是人類只顧著自己     

        的豐衣足食，無度地向土地消費，卻不知失衡的生態，會先傷害了我們的蜜蜂 

       朋友們，終究也會害了我們自己。為了彌補貪心的過錯，為了不要讓蜜蜂們也 

       少子化，我們提出幾個可以身體力行的方法來幫忙他們： 

 

一、支持友善環境農業 

                我們花東縱谷平原得天獨厚，  

     土壤肥沃、水源純淨，沒有工業污  

     染，而且這裡的農業生態多樣又豐  

     富，非常適合發展友善大地的耕作  

     方式，也就是不使用化學農藥、化  

     學肥料，不種植基改作物並尊重生  

     態的友善環境農業。然而，我們花  

     蓮縣的耕地面積大約是 46,000 公頃， 
 

圖八：支持友善農業，就是支持蜜蜂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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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機耕作才 1,724 公頃，還有 96%的耕地仍在施行慣行農法，使用農藥， 

      對蜜蜂族群的發展來說，是個嚴重的威脅。 

              支持農委會以及縣府所推行的友善環境耕作（圖八），購買有機或是友善 

      耕作的蔬果、農產品，就能擴大有機耕作的耕地面積，讓蜜蜂族群有安全的覓 

      食天地。農業發展與環境生態息息相關，唯有透過友善的生產方式，才能達到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例如在壽豐鄉的東華有機專區，常會吸引許多蜂農將蜂 

      箱放置在有機專區附近的林地。蜜蜂們可以安心地在有機專區裡採粉、採蜜， 

      而有機專區裡的作物也因為得到充足的授粉，生長繁盛。蜜蜂與農作間的和諧 

      交響曲，正是大自然裡美麗的一章。 

 

二、保留野地，維護物種多元化 

               還好我們花蓮縣不像是臺灣西部其他縣市一樣的高度開發，花蓮的鄉鎮分 

        布很廣，因此仍保有許多未開發或低度開發的野地、林地。少了人為的破壞， 

        沒有化學物的污染，野地裡自成一個均衡的小天地，處處生機盎然。散佈在鄉 

        鎮間的野地除了保留無污染的蜜源植物，提供蜂群生存的空間，更重要的是能 

        保留物種（蜂種）的多元化。 

                雖然講到蜜蜂，大家比較注意的是養蜂場的馴養蜂，但以花蓮縣而言，我 

        們主要的馴養蜂幾乎都是外來的西洋蜂。從本土演化的原生種蜜蜂，如東方蜂、 

         熊蜂、大腿小蜂、大腿青蜂、長腹青蜂、切葉蜂、隧蜂、紅胸木蜂、臺灣花蘆蜂等， 

         在生態上原來就有他們各自的一席之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保育蜜蜂物種多元化， 

         是避免蜂群滅絕的最好方法。 

 

三、冬季農地休耕，廣植油菜花 

 

                                                                               花蓮縣地形狹長，且因北迴歸線通  

                                                                       過瑞穗鄉，因瑞穗鄉以南呈現熱帶氣候， 

                                                                       以北則是副熱帶氣候。花蓮北區在冬季 

                                                                       的 1 月、2 月時，吹東北季風，較常下雨， 

                                                                       均溫約為 18℃，感覺比較濕冷。這個時 

                                                                       節的氣候對蜜蜂來說，除了不適合外出 

                                                                       採蜜之外，連蜜源也比較缺乏。 

                                                                               還好農糧署鼓勵農民於冬季農田休 

                                                                        閒期種植油菜等綠肥作物，免費提供綠 

      肥種子，而分送的綠肥種子，由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統籌供應。花東縱谷裡 

 

圖九：油菜花是極佳的蜜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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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稻米栽培區，每年從十二月到次年一、二月份冬季休耕期間，從花蓮縣 

      壽豐鄉台 11 丙線、鳳林、玉里、富里一直到台東縣，可以看到盛開的大片油菜 

      花田景觀（圖九），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增進農田地力，兼顧農業生產與農田 

      生態環境平衡，菜花當綠肥，是極佳的蜜源植物，而且也沒有施灑農藥的問題。 

      在冬季蜜源較不足的時候，能提供蜂群們安全又及時的蜜源補充。 

 

四、不過度消費蜜蜂相關產品 

                人類養蜂，雖是為了取其相關產品，但與其將蜜蜂視為生財工具，我們覺  

        得應該將他們當作是夥伴才對。蜜蜂每日的工作，不但為開花植物授粉，助其 

        繁殖，而蜜蜂自己在巢裡產出的蜂蜜、蜂花粉、蜂王漿、蜂膠、蜂蠟更是提供 

        人類珍貴的商品。對蜜蜂族群而言，釀製成熟的蜂蜜能夠抑制細菌生長，因此 

       可以長期保存，在沒有花蜜可吃的時候，蜜蜂就靠著先前儲存下來的蜂蜜果腹； 

       蜂花粉是蜜蜂採集的花粉粒，再混合少許蜂蜜與唾液分泌物所製成，蜂花粉是 

       提供蜜蜂蛋白質、脂類、礦物質與維生素的主要來源；蜂王漿則是工蜂的分泌 

       物，用來給蜂王及幼蟲食用；而蜂膠是蜜蜂從特定植物的樹皮、樹枝等，採集 

       出的樹脂狀物質，帶回蜂巢並加入分泌物及蜂蠟等物質所製成，可以說是蜜蜂 

       的草藥，用來增強蜂群免疫力的物質。 

               蜜蜂終其一生，為自然生態的平衡貢獻良多，也提供人類來自大自然的珍 

       貴禮物。我們實在要感恩蜜蜂的辛苦付出，絕對不過度掠取，也不應將蜜蜂視 

       為工具，而是一同努力的夥伴。 

 

五、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 

                近年來，全球氣候產生極大的變化，日益嚴重的暖化現象，讓整個地球不   

        僅氣候變異、環境生態改變，更會造成新疾病的產生與擴散。面臨全球暖化時， 

        我們不該只侷限於自我的防災而已，而是要對我們在地球上其他的夥伴們多一 

        點關心與照顧，在動、植物的食物鏈，若是某一個環節產生缺口，出了問題， 

        即有可能會造成生態上的重擊，也可能會來反噬我們，終究要付出代價。生活 

        上一個小善念，哪怕是隨手關燈、節約用水、做好環保等等，每一個尊重環境 

        與生態的行動，聚眾起來，才能舒緩日益嚴重的暖化現象。而天氣穩定，植物 

        自然生長順利，開花茂盛，這樣才有利蜜蜂族群的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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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院子裡多種一盆花 

                                                                             

                                                                              我們非常喜歡「蜜蜂消失後的世界」 

                                                                       這本書的作者，在文末建議讀者，愛蜜  

                                                                       蜂，不希望他們消失，就在在院子裡多 

                                                                       種一盆花吧！多種一盆蜜蜂會喜歡的花， 

                                                                       歡迎蜜蜂在晴朗舒適的天氣裡，來到我 

                                                                       們院子裡的花園作客。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我們人類是不是應該先放下凡事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的作法，好好看一下這些安分守

己、努力工作、任勞任怨、不會抗議的蜜蜂朋友們，在自然生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

角色，卻在人類的自私之下，承受重大損傷。 

        當我們早上起床後，拉開窗簾，美麗的陽光灑在院子裡的花朵上，蜜蜂嗡嗡嗡

正勤勞的在採花蜜。盥洗好，坐在餐桌旁，一杯黃澄新鮮的柳丁汁，香甜的蜂蜜淋

在剛烤好的鬆餅上。因為有了蜜蜂，我們的世界這麼美好。請加入我們，讓我們一

起引領「蜂」潮，別讓小蜜蜂也少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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