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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蜂作为蜜蜂科的重要类群，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显花植物常见的传粉者．木蜂具
有访花的季节时间长、访花植物种类多、能耐高温或低光照、能嗡声传粉等特点．这些访花特
点是木蜂作为热带植物、尤其是温室作物、夜间开花植物和部分茄属植物的重要传粉者．近年
来国外已经证明木蜂能有效为蓝莓、西番莲、荷包豆、温室西红柿和温室甜瓜授粉，但我国有
关木蜂为多数农作物传粉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证据较少．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木蜂的访花行为
和传粉作用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保护、管理和利用木蜂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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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粉昆虫类群中，只有蜜蜂类的昆虫种群，其
成虫和幼虫是完全依赖植物的花粉和花蜜等资源生

存，其采食方式和采食能力密切联系其传粉效率．长
期的自然选择造成蜜蜂种类在形态构造、生理机能

和行为习性上更适于采食花粉花蜜和传播花粉，而
这种演化的速度和深度在不同的类群中并不一

致［１］ ．木蜂是隶属于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蜜蜂科

（Ａｐｉｄａｅ）木蜂属（Ｘｙｌｏｃｏｐａ）蜜蜂的总称．据报道，全
世界木蜂种类约 ４７０ 种［２］，我国木蜂约有 ４０ 余

种［３］ ．木蜂个体大，雌雄形态差异明显，其地理分布

区域广泛［２－３］ ．木蜂访花植物种类多、访花季节时间

长、具有耐高温或低光照等特点，部分种类夜间访

花．木蜂的采食方式多样，有正常采集花粉蜜、有在

花管上打洞盗取花蜜，或通过嗡振方式振落花粉后

完成采集行为．木蜂是多种虫媒植物特别是热带作

物、夜间开花的植物、温室作物和红树林植物的理想

传粉者［４－７］ ．本文对木蜂的访花行为特点和传粉作用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同时分析了我国木蜂的研究

现状和存在问题，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和利用木蜂资

源提供参考．

１　 木蜂的访花生态学

１ １　 访花的环境温度

蜜蜂正常访花需要具备能够保持其持久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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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候条件．其中，环境温度的高低通过限制蜜蜂一

天的活动时段，从而限制蜜蜂的采食成功与否和它

们的传粉效率［８］ ．木蜂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少
数分布在温带地区．木蜂的种类不同对环境温度的

适应范围不同．绝大多数木蜂种类能忍受高的环境

温度，如 Ｘ． ｖａｒｉｐｕｎｃｔａ 能够保持飞行的环境温度范

围是 １２～４０ ℃ ［９］；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能够保持飞行的环境

温度范围是 １８～４０ ℃ ［１０］；Ｘ．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 日活动温度

范围在 ２０～４０ ℃，当温度超过 ４１ ℃的情况下，木蜂

的访花行为会受到影响［１１］；木蜂对高温的容忍能力

与其自身的热调节能力有关［１２］ ．少数种类具有耐低

温和低光照等特点，如夜木蜂（Ｘ． ｔｒａｎｑｕｅｂａｒｉｃａ）夜

晚访花的最低活动温度为 １３ ℃ ［１３］；椭突眼木蜂（Ｘ．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在温度 ２５～３５ ℃、光照强度为 １～１００ Ｌｕｘ 光

照水平下活动能力最强［１４］ ．
１ ２　 访花时间

根据木蜂的日活动规律，可将木蜂分为日出型

和夜出型两大类．日出型的木蜂根据活动高峰时段

可分为：清晨、白天、下午和黄昏 ４ 个时段．绝大多数

木蜂在白天活动，如 Ｘ． ｓｕｌｃａｔｉｐｅｓ、Ｘ． ｃｅａｒｅｎｓｉｓ、Ｘ． ｏｒ⁃
ｄｉｎａｒｉａ、黄胸木蜂 （Ｘ．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和长木蜂 （Ｘ．
ｔｒａｎｑｕｅｂａｒｏｒｕｍ）等白天一整天均可活动［１０，１５－１７］；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的访花活动高峰在清早（９：００ 前） ［１０］；Ｘ．
ｔａｂ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ｏｒｐｉｆｅｘ 在日出前的清晨和日落后的黄昏

采集月见草（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ｅｌａｔａ）的花粉［１８］；椭突眼木

蜂在以色列金鱼草（Ａｎｔｉｒｒｈｉｎｕｍ ｍａｊｕｓ）上访花的日

活动规律为明显的双峰型，主要访花时段在日出前

的清晨和日落后的黄昏；椭突眼木蜂访花高峰在晨

昏的主要原因是突眼木蜂的飞行要求低光照［１４］ ．木
蜂属的夜木蜂亚属（Ｎｙｃｔｏｍｅｌｉｔｔａ）则是在夜间进行采

食活动．在印度 Ｘ． ｔｅｎｕｉｓｃａｐａ 是紫葳科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ｒａｇ⁃
ｍａ ｑｕａｄｒｉｌｏｃｕｌａｒｅ 唯一的夜间传粉者，该木蜂能够在

无月亮的夜晚且低温（２～１４ ℃）条件下进行访花活

动［１９］；夜木蜂主要在清晨、黄昏和有月光的夜晚访

花活动［１３，２０］ ．
木蜂在一年内活动时间较长，多数种类从早春

至秋末均可外出访花，且雌蜂的寿命较长［５，２１］ ．处于

繁殖期的木蜂雌蜂的主要任务是筑巢和采集花粉蜜

酿贮蜂粮，然后在蜂粮上产卵．卵为单产，即一块蜂

粮上产一粒卵［２－３，１０］ ．木蜂雌蜂的繁殖期越长，采集

花粉蜜的种类和数量可能就会越多．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雌
蜂繁殖期约 １２０ ｄ［２１］；Ｘ．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雌蜂可以跨年生

存［２２］ ．长木蜂在南京的活动时间从 ３ 月上旬至 １０
上旬［１５］；黄胸木蜂在洛阳地区的活动期一般在 ３ 月

下旬至 １０ 月下旬［１７］；Ｘ． ｓｕｌｃａｔｉｐｅｓ 在沙特阿拉伯的

访花时间从 ３ 月至 １１ 月［２３］ ．紫木蜂（Ｘ． ｖａｌｇａ）在土

耳其东部的活动时间在 ５ 月至 １０ 月中旬［２４］ ．
１ ３　 食性

在自然栖息地，木蜂一般随季节变化而采访不

同的植物， 属于多食性的访花昆虫种类；但在同一

花期木蜂对蜜源植物的选择具有偏爱性和恒定

性［１３，１７，２５］ ．比如：黄胸木蜂亚种 Ｘ．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ｃｉｒ⁃
ｃｕｍｖｏｌａｎｓ 在日本的访花植物有 ２９ 科 ５９ 种；其中，
多数属于乔木和灌木，且豆科植物占 ２５％［２６］；Ｘ．
ｃｅａｒｅｎｓｉｓ 在巴西萨尔瓦多沙丘地域的访花植物种类

为 ２６ 科 ４３ 种，优势访花植物有 ５ 种，分别是萼距花

属的 Ｃｕｐｈｅ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 占 ２７％）， 蛇 婆 子 属 的

Ｗａｌｔｈｅｒｉａ ｃｉｎｅｒｅｓｃｅｎｓ 和 Ａｃｏｓｍｉｕｍ ｂｉｊｕｇｕｍ，香膏属的

Ｈｕｍｉｒｉａ ｂａｌｓａｍｉｆｅｒａ 和假含羞草属的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ｒａｍｏｓａ［２７］ ；Ｘ． ｌａｔｉｐｅｓ 和 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在印度访花植物

总数为 ３０ 种，其中苏木科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有 １０ 种、
豆科植物有 ５ 种［２８］；在以色列 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和 Ｘ． ｓｕｌ⁃
ｃａｔｉｐｅｓ 的访花植物种类分别为 ４７ 和 ２７ 种，主要采

访植物有牛角瓜 （Ｃａ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ｐｒｏｃｅｒａ）、Ｒｅｔａｍａ ｒａｅ⁃
ｔａｍ、Ａｃａｃｉａ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 和 Ａ． ｒａｄｄｉａｎｎａ ４ 种本土植物［１０］；
Ｘ． ｓｕｌｃａｔｉｐｅｓ 在沙特阿拉伯主要访花的植物有萝藦

科的牛角瓜、木犀草科的白木犀草（Ｒｅｓｅｄａ ａｌｂａ）和
十字花科的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２３］；Ｘ． 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ａ 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北部森林的访花植物种类为 ２８
种［１６］；夜木蜂在东南亚的夜间访花植物至少有 ２７
种，主要采访木麻黄科（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ｃｅａｅ）、山毛榉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的栲属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和石栎属 （ Ｌｉｔｈｏ⁃
ｃａｒｐｕｓ）、海桑科（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ｃｅａｅ）的八宝树（Ｄｕａｂａｎ⁃
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等夜间开放的本土植物种类［２０］；长
木蜂在我国南京的采访植物有 １１ 科 ２１ 种，酿贮蜂

粮时的访花植物主要有 １３ 种［１５］ ．黄胸木蜂在洛阳

地区访花植物种类为 ２７ 科 ５２ 种；其中，忍冬科和豆

科植物最多，分别占采访植物种类的 １７． ３％ 和

１５．４％［１７］ ．Ｘ． ｖａｒｉｐｕｎｃｔａ 在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的登

嘉楼士兆红树林的访花植物类型有 ３５ 种，但主要采

集白千层属的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ｃａｊｕｐｕｔｉ［７］ ．在竹木蜂（Ｘ． ｎａｓａ⁃
ｌｉｓ）的蜂粮块中共鉴定出 ２９ 种植物花粉，其中有 １３
种植物的花粉是该木蜂酿制蜂粮时最主要的花粉资

源［２９］ ．另外，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国家公园观察到 Ｘ．
ａｅｓｔｕａｎｓ 取食黄猄蚁（Ｏｅｃ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ａ） ［３０］ ．

海洋岛屿由于远离大陆，社会性蜜蜂资源缺乏，
独栖性蜜蜂成为海洋岛屿植物的重要传粉者，据报

道 Ｘ． ｄａｒｗｉｎｉ 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仅有的本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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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花植物种类高达 ７９ 种［３１］ ．在日本小笠原群岛 Ｘ．
ｏｇａｓａｗａｒｅｎｓｉｓ 的访花植物种类已报道有 １７ 科 ２３
种［３２］ ．
１ ４　 访花方式

木蜂访花的方式有：从花冠正上方开口处进入

花内，正常地采集花粉和花蜜；在花冠的花管基部上

打洞取食花蜜———盗食花蜜；利用飞行肌的嗡嗡声

振落植物花粉．对于不同类型的花，木蜂会表现出不

同的访花方式；甚至对于同一类型的花，不同性别的

木蜂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访花方式［１０，１８］ ．木蜂的雌蜂

采集花粉和花蜜是为子代幼虫发育大量贮备粮食和

维持自己的生活，雄蜂仅采集花蜜供自己生活．雌蜂

采集花粉时，一般通过后足花粉刷将花粉携带回巢，
他们采集一定量的花粉后会在花的顶部移动，在空

中盘旋刷提花粉，把身体上沾的花粉迅速移动到后

足上，之后访问同一朵花或另一朵花［１０］ ．
对于管状花，木蜂有时会盗食花蜜．已有报道 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盗取金银花（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的花蜜，且
同一只雌蜂会不止一次的盗食同一朵花的花蜜［１０］；
Ｘ．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和 Ｘ． ｍｉｃａｎｓ 对蓝莓（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ａｓｈｅｉ）具
有盗蜜行为［３３－３４］、中华木蜂（Ｘ． ｓｅｎｅｎｓｉｓ）盗蜜活血

丹（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３５］、Ｘ．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 盗蜜紫葳

科的 Ｃｈｉｌｏｐｓｉ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３６］；Ｘ． ｃｕｂａｅｃｏｌａ 对假连翘（Ｄｕ⁃
ｒａｎｔａ ｅｒｅｃｔａ）有盗蜜行为［３７］；黄胸木蜂对大叶铁线

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ｆｏｌｉａ） ［３８］、蝟实（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
ｌｉｓ）、锦带（Ｗｅｉｇｅｌａ ｆｌｏｒｉｄａ）、海仙花（Ｗｅｉｇｅｌａ ｃｏｒａｅｅｎ⁃
ｓｉｓ）、金银花、大花六道木（Ａｂｅ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糯米

条（Ａｂ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毛地黄（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丹
参（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小蓟（Ｃｉｒｓｉｕｍ ｓｅｔｏｓｕｍ）、迎夏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ｆｌｏｒｉｄｕｍ）、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臭牡丹（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宿根福禄考 （Ｐｈｌｏｘ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眉豆（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野豌豆（Ｖｉｃｉａ
ｓｅｐｉｕｍ）等 １７ 种植物有盗蜜行为［１７］ ．不同木蜂甚至

同一木蜂不同性别的盗蜜行为存在差异，中华木蜂

雌雄个体具有不同的访花特性，雄蜂的盗蜜行为对

活血丹花的损伤程度小于雌蜂，可能与木蜂雌雄个

体大小的差异和活血丹的花部构成有关［３５］ ．黄胸木

蜂雌雄个体在采访蝟实和锦带（粉红色）花时，访花

行为不同，雄蜂表现为盗蜜行为，雌蜂在多数情况下

为正常访花［１７］ ．
中到大型木蜂在飞行时嗡声较大，振幅较强．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和 Ｘ． ｓｕｌｃａｔｉｐｅｓ 在采访肉桂和茄属植物时，
利用嗡振方法采集花粉．木蜂落在肉桂花上，用前足

紧紧抓住肉桂花的雄蕊，利用飞行肌的嗡嗡声，将花

粉抖落到木蜂的头部和胸部，迅速移动到后足

上［１０］；Ｘ．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和 Ｘ． ｓｕｓｐｅｃｔａ 木蜂在采访茄属 Ｓｏ⁃
ｌａｎｕｍ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和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时访花方式

一致，采集花粉时身体弓成“Ｃ”字形，用足紧紧抱住

花，上颚抵住花粉囊，利用飞行肌的嗡嗡声振落花

粉［３９］ ．扁柄木蜂 Ｘ． ｌａｔｉｐｅｓ 通过嗡振为入侵我国的黄

花刺茄（Ｓｏｌａｎ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传粉［４０］ ．
１ ５　 对花的综合征的选择

木蜂访花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花粉和花蜜．花部

诱物和报酬与其访花关系是植物和动物协同进化的

主要内容［１］，木蜂的访花能力与其个体的大小、性
别、口器构造、飞行速度以及花的形态特征和含粉蜜

量有关［１，４１］ ．其中，花的大小、颜色、气味、对称性和

开花物候均对其访花行为产生影响．为了有效地觅

食，蜜蜂在长期的进化中对花的气味、颜色、开花时

间、花提供的报酬等通过学习、记忆和条件化等因素

而获得了一定的识别和反应能力，进而在行为上表

现出相应的差异［４２］ ．Ｘ． ｌａｔｉｐｅｓ 和 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喜欢采

访中等大小、两侧对称的黄色、淡紫色、乳白色和青

白色的花［４３］ ．黄胸木蜂喜欢采集中型大小的紫色、
黄色、蓝色和白色花［１７］ ．

２　 木蜂的传粉作用

２ １　 传粉效率

木蜂是多种虫媒植物的重要传粉者，甚至是唯

一有效的传粉者．木蜂能耐高温，对分布在热带沙丘

的耐高盐、高太阳辐射和强风力环境的草灌木植物

的授粉有重要作用［４－７］ ．月见草花期短，常傍晚和清

晨开放，日出后凋萎，该植物的传粉生物学被认为属

于蛾类传粉综合征．但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通过对

木蜂 Ｘ． ｔａｂ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ｏｒｐｉｆｅｘ 的研究发现，该木蜂在清

晨和傍晚访问月见草，并且是该植物的有效传粉

者［１８］ ． Ｘ． ｄａｒｗｉｎｉ 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岛屿植物传粉

网络中的重要传粉者［３１］；Ｘ． ｃｅａｒｅｎｓｉｓ 是巴西热带沿

岸沙丘千屈菜科萼距花属植物 Ｃｕｐｈｅ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非

常重要的传粉者［４４］ ．Ｘ． ｖａｒｉｐｕｎｃｔａ 在红树林主要采

访白千层属的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ｃａｊｕｐｕｔｉ，是红树林重要的传

粉者［７］ ．
姜科植物中豆蔻属（Ａｍｏｍｕｍ）和山姜属（Ａｌｐｉｎ⁃

ｉａ）等植物中发现的花柱卷曲性被认为是植物界中

一种独特的促进异交的行为机制［４５］ ．不同类群的姜

科植物其传粉者也各不相同，研究发现木蜂是多种

姜科植物的有效传粉者，如长柄山姜（Ａｌｐｉｎｉａ ｋｗａｎ⁃
ｇｓｉｅｎｓｉｓ）的传粉者为大木蜂（Ｘ．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和圆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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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Ｘ． ｔｅｎｕｉｓｃａｐａ） ［４６－４７］；在马来西亚，山姜属植物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ｚｉｉ 的主要传粉者为扁柄木蜂（Ｘ．
ｌａｔｉｐｅｓ）和蓝胸木蜂（Ｘ．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其访花频率呈现

出 ２ 个峰值，分别在 ６：００—８：００ 和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而这两个时段正好是 Ａ．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ｚｉｉ 花柱下垂型和

花柱上举型的花各自处于花药散粉和柱头接受花粉

的最佳时段［４８－４９］ ．
茄属植物部分种类花没有蜜腺，仅通过花粉为

传粉者提供报酬．花粉不是暴露在开裂的花粉囊外，
而是隐藏在孔裂的花粉囊内．传粉者获得花粉的方

式是通过嗡声振动花粉囊，将花粉震落．在巴西，Ｘ．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和 Ｘ． ｓｕｓｐｅｃｔａ 是茄属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和 Ｓ．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植物的有效传粉者．Ｘ．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在两

种植物上的声振频率有显著差异，其中在 Ｓ． ｓｔｒａｍｏ⁃
ｎ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为（２２４．２±３．９） Ｈｚ，在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上为

（２１１．０ ± ２．９） Ｈｚ．而 Ｘ． ｓｕｓｐｅｃｔａ 在两种植物上的声

振频率无显著差异［５０］ ．两种木蜂在两种植物上采集

花粉所用时间不同，在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采集 ５ 朵花的

处理时间为（１５．７５±３．６７） ｓ，在 Ｓ．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采

集 ５ 朵花的处理时间为（５４．４７±７．１３） ｓ．采集的花粉

量也不同， 在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植物上为 （ １２９５３ ±
４７４７）个花粉粒，在 Ｓ．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上为（７３４１１±
５３８６５）个花粉粒［３９］ ．
２ ２　 盗蜜行为对宿主植物的影响

被盗蜜植物主要是一些具长花管或花上有距的

产蜜植物．盗蜜行为的出现是昆虫与宿主植物长期

进化的产物．这种特殊的访花方式多数是因为访花

者的口器和植物的花部形态不匹配造成的，也有盗

蜜者是为了提高访花效率［３５］ ．在盗蜜现象中，盗蜜

者和宿主植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原因也极为

复杂，主要因盗蜜者的种类和盗蜜对象以及其它条

件的不同而异．目前，盗蜜对宿主植物的影响尤其是

对其植物繁殖适合度的影响归纳起来有正面的、负
面的和中性的 ３ 类．中华木蜂对活血丹的盗蜜行为

表现为负面作用［５１］；Ｘ．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 盗蜜 Ｃｈｉｌｏｐｓｉｓ ｌｉｎｅａ⁃
ｒｉｓ植物后，对其结实没有影响［５２］ ．木蜂盗蜜在植物

花管上留下的盗蜜口会吸引其他传粉者的二次盗

蜜，进一步影响到植物的繁殖适合度，Ｘ．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在

蓝莓上盗蜜后，西方蜜蜂（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会利用木蜂

的盗蜜孔进行次级盗蜜［３３］ ．因此，盗蜜作为一个非

常复杂的生态现象，对研究盗蜜昆虫与植物之间的

进化适应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２ ３　 木蜂授粉的应用

木蜂种类多，采访的植物种类丰富，但国内外利

用木蜂为农作物授粉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在 １９９２
年初次将长木蜂筑巢的巢管放置在红三叶草（Ｔｒｉｆｏ⁃
ｌｉｕｍ ｐｒａｔｅｎｓｅ）的草场，结果表明长木蜂授粉能大大

提高红三叶草种子的产量［５３］ ．在巴西中南部，通过

人工引入 Ｘ．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和 Ｘ． ｇｒｉｓｅｓｃｅｎｓ 巢管法扩大该

蜂种群数量，大大提高了西番莲植物的结实率和产

量［５４］，授粉效果明显优于西方蜜蜂［５５］ ．在美国，Ｘ．
ｖａｒｉｐｕｎｃｔａｉｓ 对雄性不育棉花的传粉效果优于西方蜜

蜂［５６］；在澳大利亚木蜂属厉蜂亚属 Ｌｅｓｔｉｓ 的木蜂能

够成功地为温室西红柿授粉，其授粉效果比风力和

其他授粉昆虫的混合授粉增产 １０％［５７］；在以色列，
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成功为温室甜瓜授粉［４，５８］ ．Ｘ． ｃａｌｅｎｓ 为

荷包豆（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ｃｏｃｃｉｎｅｕｓ）授粉后，荷包豆结实率

和种子数比没有授粉昆虫时分别高出 ２５． ８％ 和

１５．０％；比自然结实率分别高出 ２７．８％（２００８ 年）和
１８．４％（２００９ 年） ［６］ ．

３　 存在问题与展望

在所有授粉昆虫当中，蜜蜂的作用最大．已知全

球 ３５％的粮食作物和大部分野生植物主要依靠蜂

类授粉．然而，近年来由于人类的干扰、栖息生境的

破坏，种植的单一化、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大气污染、
病虫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粉蜂资源尤其是家养

蜜蜂的种群数量有持续减少的趋势，已对全球的粮

食产量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威胁［５９－６１］ ．木蜂属

于野生蜜蜂种群，在自然情况下，除突眼木蜂亚属是

在土中筑巢外，其他木蜂均在枯木、中空的茎杆和竹

子上筑巢．筑巢场所多选择具有遮雨作用的木房屋

的木桁梁和畜牧棚架上的木桁梁．随着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棚户改造和房屋结构的变化，在木蜂分

布较多的西南地区木结构的老屋越来越少，木蜂的

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木蜂资源也相应受到严重影

响．因此，开展野生木蜂的资源保护显得越来越

重要．
截止目前，我国有关木蜂的访花行为和传粉作

用的研究文献较少，木蜂在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

态系统的重要性认知度较低．又因木蜂在木结构的

房屋上筑巢，会对建筑物造成一定的破坏，很多地区

会把木蜂作为害虫进行防治．但是，木蜂具有访花植

物种类多、访花季节时间长、能嗡振传粉、能耐高温

和低光照等，这些访花行为特点是很多其它访花昆

虫所不能取代的，也可以说是设施农业作物的理想

传粉者．近年来，随着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在设施

农业作物上，已经成功应用西方蜜蜂和熊蜂授

９９４３１０ 期　 　 　 　 　 　 　 　 　 　 　 　 　 　 　 　 　 　 贺春玲等： 木蜂的访花行为和传粉作用　 　 　 　 　 　



粉［６２－６３］，但木蜂授粉的应用几乎是空白．利用木蜂

为设施农作物授粉以及评价其授粉效率均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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