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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一块“净土”，蜜源植物天然无污染，主

要栽培的油菜、荞麦等蜜源作物在开花期不用农

药，西藏独特的气候和无污染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高

质量的蜂产品，油菜和荞麦的加工产业也逐步在日

喀则发展壮大，通过油荞复种发展现代养蜂业是促

进西藏农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的新思路、新举措，

是依靠科技增加农牧民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利

用油菜复种荞麦发展养蜂业，既能有效提高粮油单

产，又能提高作物品质，保护生态环境。蜂产品产

生收益，既能提高种植户粮油收入，又能提高养蜂

户经济收入，促进油菜、荞麦和蜂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是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一条有效途径。近年

来，由于有效蜜粉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以及大宗蜜

源资源匮乏，养蜂产业发展缓慢，需要大力发展蜜

源作物种植和促进农牧民参与养蜂才能发展壮大。

西藏地域辽阔，养殖蜜蜂的空间十分巨大［1］。

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和维度、海拔的不同，具有几种

不同气候环境的地带，因此气候类型的多样性使蜜

源作物十分丰富［2］。在西藏冬季有大量农田闲置，

发展冬油菜潜力十分巨大，而油菜栽培品种主要为

白菜型春油菜，每年只能做到一年一熟，土地利用

率低下［3］。发展冬油菜生产可有效利用秋季和早

春的光、热、水、土资源，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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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新兴的养蜂业与传统的种植业相结合，在日喀则地区仅仅处于起步阶段，通过油荞复种发展蜜蜂养殖将充分发掘利用现有农业和

自然资源，提高农经作物的产量，为区内外提供优质粮油资源和蜂蜜产品，增加农牧民劳动技能，促进农牧民增收。特别是在改善当地生态

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方面将做出巨大贡献。通过本研究的实施，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努力使本项目成为区域内

主打的特色产业，并做大、做强，打造西藏特色农业品牌，出口创汇，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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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三熟，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

单位土地面积经济效益，可有效提高油料作物总

产量［4］。

日喀则农业资源丰富，全市农牧民都有种植油

菜的习惯，除了满足食用，也用于销售，油菜种植面

积接近可用耕地面积的 40%，同时也有种植荞麦的

习惯，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耕

地有限人多地少，富余劳动力丰富，仅仁布县农村

闲置劳力约 10 000余人，大都以劳务输出形式在外

打工，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全靠劳力挣钱现象只能

解决暂时的问题，不能长远性地，根本性地解决问

题。因此，当地政府非常支持油荞复种发展养蜂，

积极开辟新思路、寻找新办法、创造新经验，多渠道

发展农村产业化经济。

利用种植的油菜和荞麦为养蜂提供大面积连

片蜜源，不但可以增加耕地利用率，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得高品质的蜂产品，

进一步发展西藏养蜂业。本项目是西藏最经济，最

环保，见效最快的项目之一。通过蜜蜂养殖不但可

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牧

民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打造西藏特色农业品

牌的目的，还可以增加就业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

1 实施县和实施乡村的基本情况

1.1 实施县的基本情况（表1、表2）

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

GDP/亿元

产业结构比例/%

人口数/万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1）

总人口数

其中：农业人口

2.429 5
25∶38.6∶36.4
32 904
29 568
7 862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人均可支配财力/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1）

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例/%

0.593
12

3 870.14

0.2

表1 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基本情况

表2 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基本情况

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

GDP/亿元

产业结构比例/%

人口数/万人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1）

总人口数

其中：农业人口

2.0
25：18：57
21217
18030
7246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人均可支配财力/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1）

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例/%

0.0
1.0

3203

0.38

1.2 项目实施点基本情况

1.2.1 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实施点（表3）

日喀则仁布县帕当乡

人口数

总人口数

其中：贫困户

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3365
265
186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元·人-1）

贫困人口

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数

2300
810

表3 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帕当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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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定结县陈塘镇

人口数

总人口数

其中：贫困户

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2347
223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元·人-1）

贫困人口

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数

4071.32
940
658

表4 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地点支柱产业发展情况：

仁布县在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上按照“一

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要求，认真

落实各项优惠和产业发展政策，鼓励“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合理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稳

步发展农牧业生产。粮油总产量达 9 470.35 t，蔬
菜产量达 8 083.5 t。重点扶持了仁布县达热瓦青

稞酒厂、玉器雕刻厂和石材加工厂等非公有制企业

的大规模发展，突出抓好了藏鸡养殖和仁布酥油花

加工技术的发展。达热瓦青稞酒厂年总产值达

12 031万元，营业收入达 7 594万元，实现年纯利润

1 507万元；玉器雕刻厂总产值达 130万元，营业收

入达 40万元，实现利润 30万元；藏鸡养殖创纯收入

6万元。实现就业人数 570人，同时为仁布财政增

加了收入。

（2）其他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仁布县紧扣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主题，以农牧民增收，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为出发点，加强项目建设。县农业等部门争取项目

建设温室蔬菜大棚 70余座，带动 5个村庄 210户农

牧民致富；完成农村沼气工程建设 3 200户。争取

上级农牧部门支持：“藏青 320号”青稞的良种推广

专案，年增收 270 t；仁布县各单位多方渠道争取，

完成了农牧业科学技术培训 2.5万余人，为三农服

务提拱了有利的技术人才保障。仁布县境内有优

质糌粑、优质青油、酥油花、藏香等具有明显竞争优

势的加工技术产业，并以西藏达热瓦集团达热瓦青

稞酒厂和吉玉集团、仁布玉器厂、仁布石材加工厂

为龙头，打造该县产业品牌，推动市场经济。此次

申报蜜蜂养殖项目，基于仁布县对科技产业的信赖

和十足的信心，具有特殊的市场前景。

1.2.2 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实施点（表4）
（1）项目实施地点支柱产业发展情况：

定结县是西藏传统的半农半牧县，农牧业是全

县的支柱和主导产业。全县实有耕地2 667 hm2，常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为 2 450 hm2。农牧业收入占总

收入的 38%。粮油年总产量已超过 6 976.75 t。通

过多年努力，目前全县粮、经、饲比例为 70∶16∶14。
通过加大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并推行经济作物种

植，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面积达 400 hm2，拉孜小油

菜和艾玛岗土豆等经济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22%，显

著提高了全县农作物单产和总产。在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长春市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无公害

蔬菜培训基地。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引进 20多个

蔬菜品种，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加快了推广步伐，

实现了蔬菜种植的历史性突破。在江嘎镇实施的

优质蔬菜种植项目，蔬菜产量 205.9 t，自给率达

25%，实现收入 82.36万元。全县实有草地面积

1 533 hm2，每年牲畜存栏量控制在 23.12 万头

（只 /匹），出栏率 29.38%，年新生仔畜 69 012头

（只/匹），成活 56 978头（只/匹），成活率 82.6%。全

县每年牲畜商品率达 35%，总收入达 1 500万元。

近几年通过实施岗巴羊等特色产业项目，在多布

扎、琼孜、定结 3个乡完成岗巴羊基地建设，包括新

建羊舍、羊圈、人工种植饲草料基地前期项目。完

成藏系绵羊育肥项目建设，依托岗巴羊区位品牌优

势，引进种公羊、修建暖圈、全年育肥羊出栏 1.7万
余只，纯收入达 153万元；陈塘镇藏香猪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已达 1 861头，2011年出栏 403头，创收

约 35万元；日屋镇犏牛繁育基地辐射带动了各乡

镇，进一步壮大了全县牧业生产实力。

（2）其他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定结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

部、农业部、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日喀则地区科

技局、农牧局等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认真贯彻

科技兴县、科技兴农战略，实施了自治区特色产业

发展项目―岗巴羊繁育基地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248.18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05万元，群众自筹资金

54.5万元，群众投劳 88.68万元，组建基础母羊 2万
只，引进种公羊 250只，在多布扎、琼孜、定结 3个乡

新建羊舍 1 600 m2、羊圈 14 500 m2，人工种植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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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地 133 hm2。实施了自治区花生种植项目，国家

投资 10万元，引进花生优良品种，并在陈塘镇进行

了品种示范。实施了长春市科技援藏项目―无公

害蔬菜基地培训项目，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引进 20
多个蔬菜品种，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加快了推广步

伐，实现了蔬菜种植的历史性突破。实施了自治区

农牧业科技项目 3项，①陈塘镇油葵种植项目，投

资 10万元；②藏系绵羊育肥项目，投资 238万元，引

进种羊 150只；③江嘎镇优质蔬菜种植项目，投资

252万元。通过实施科技项目，加速了全县科技进

步进程，引领、助推和支撑了全县经济和主导产业

发展。

2 材料与方法

2.1 蜜源作物种植情况

2.1.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冬油菜品种：陇油12号；

春油菜品种（系）：大地95、青油17号、124022-1、
墨竹小油菜。

2.1.2 试验方法

试验安排在日喀则市仁布县和定结县。

仁布县：海拔3 900 m。
2018年，在日喀则仁布县仁布村和白林村共

计示范春油菜 18.7 hm2，其中包括白菜型品种青油

17号连片种植4 hm2和124022-1分散种植11.3 hm2，

甘蓝型品种大地 95连片种植 3.3 hm2。2019年，仁

布县实施了春油菜面积 13.3 hm2。为了延长当地

蜂农的蜜源时间和缩短蜜蜂越冬时间，已落实单播

荞麦面积 3.3 hm2，播种时间为 6月中旬，仁布县

2018年、2019年两年累计种植蜜源植物油菜、荞麦

35.3 hm2。

定结县陈塘镇：海拔2 300-2 800 m。
2018年，在日喀则定结县陈塘镇示范冬油菜

面积20 hm2；其中新开荒13.3 hm2，果树套种6.7 hm2；

2019年 6月份，当地土豆收成后，继续推广单播荞

麦面积 13.3 hm2，定结县陈塘镇 2018年、2019年两

年累计种植蜜源植物油菜、荞麦面积为33.3 hm2。

两年累计完成种植蜜源作物油荞面积达

68.6 hm2。

2.2 蜂群发展和繁育情况

2018年，仁布县从内地引进西方蜂群 200群，

2019年已繁殖到250群；

2019年，定结县购买蜂箱并繁育中蜂蜂群

100群。

两种蜂群总数量达350群。

3 结果与分析

3.1 蜜源作物种植情况

3.1.1 仁布县蜜源作物种植情况

2018年在日喀则仁布县仁布村和白林村共计

示范春油菜 18.7 hm2，其中包括白菜型品种青油 17
号连片种植 4 hm2和 124022-1分散种植 11.3 hm2，

甘蓝型品种大地 95连片种植 3.3 hm2。2018年油菜

农艺性状及产量见表5。

品种

青油17号
124022-1
大地95

当地油菜

株高/cm
112.6
108.2
127.3
66.2

分枝数/个
5.7
4.6
3.26
1.71

单株角果数/个
207.3
128.4
88.79
37.42

角粒数/个
19.4
15.7
21.99
12.4

千粒质量/g
3.8
4.2
3.04
3.15

单株产量/g
9.8
8.1
5.94
2.67

667 m2产量/kg
126.1
113.9
84.2
81.6

表5 2018年油菜农艺性状及产量

2019年，仁布县在仁布村和德吉林村实施了

春油菜面积 133.3 hm2，品种为墨竹小油菜；单播甜

荞 3.3 hm2。2019年油菜、荞麦农艺性状及产量

见表6。
3.1.2 定结县蜜源作物种植情况

2018年，在日喀则定结县陈塘镇示范冬油菜

面积20 hm2；其中新开荒13.3 hm2，果树套种6.7 hm2；

2019年 6月份，冬油菜和当地土豆收成后，继续推

广复种荞麦面积 13.3 hm2。定结县陈塘镇 2018年、

2019年两年累计种植蜜源植物油菜、荞麦面积为

33.3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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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德吉林

仁布村

仁布村

品种

墨竹小油菜

墨竹小油菜

当地小油菜

荞 麦

株高/cm
80.1
95.3
73.4
47.9

分枝数/个
3.1
3.5
1.4
2.9

单株角果数/个
45.9
48.1
38.47
—

角粒数/个
15.7
12.6
12.1
—

千粒质量/g
4.27
4.67
3.49
—

667 m2产量/kg
99.76
116.4
90.80
186.1

表6 2019年油菜、荞麦农艺性状及产量

3.2 蜂群生产情况

3.2.1 仁布县

2018年，仁布县从内地甘肃省引进西方蜂群

200群，年生产蜂蜜 8.43 t；2019年依托仁布县种植

的蜜源作物，已由 200群蜂扩繁到 250群，产出蜂蜜

10.70 t。
3.2.2 定结县陈塘镇

2019年，定结县购买中蜂蜂箱 100个，2019年
5月已在当地进行中华蜜蜂养殖技术、蜜蜂过箱技

术、引蜂技巧等培训。按中蜂人工活框饲养单群平

均产量10 kg计算，可年生产蜂蜜10 t。
4 经济效益分析

4.1 两个项目实施直接经济效益共计达 350.86万
元（表7）
4.2 两个项目实施点间接经济效益达 107.208万
元，以及无法估算的生态效益（表8）

表7 项目实施点直接经济效益

年份

各项指标

仁布县帕当乡

定结县陈塘镇

总计

2018年
蜂群数量
/群
200
53
253

年产蜂蜜
/kg
8430
636
9066

市场价
/（元·kg-1）
100
300
—

产值
/万元

84.3
19.08
103.38

2019年
蜂群数量
/群
450
132
582

年产蜂蜜
/kg
18540
2376
20916

市场价
/（元·kg-1）

100
300
—

产值
/万元

176.2
71.28
247.4

合计

总产值
/万元

260.5
90.36
350.86

年份

各项指标

仁布县
帕当乡

定结县
陈塘镇

总计

油菜

荞麦

油菜

荞麦

2018
面积
/hm2
18.7
—

20
—

38.7

667 m2产量
/（kg·667 m-2）

108.07
—

138.21
—

—

产量
/kg

30 259.6
—

41 463
—

71 722.6

市场价
/（元·kg-1）

8
—

8
—

—

产值
/万元

24.208
—

33.170
—

57.378

2019
面积
/hm2
13.3
3.3
—

13.3
29.9

667 m2产量
/（kg·667 m-2）

108.09
186.10

—

224.6
-

产量
/kg
21 618
9 305
—

44 920
75 843

市场价
/（元·kg-1）

8
6
—

6
-

产值
/万元

17.295
5.583
—

26.952
49.830

合计

总产值
/万元

47.086

60.122

107.208

表8 项目实施点间接经济效益

1）仁布县帕当乡和定结县陈塘镇在2018-2019
两年中，种植油菜和荞麦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为

107.208万元。

油菜、荞麦种植增收情况

仁布县帕当乡：2018—2019年项目示范油菜

平均产量为108.08 kg/667 m2，比当地种植的小油菜

（产量 90.00 kg/667 m2）增产 18.08 kg/667 m2，平均

每 667 m2增收 144.64 元 ，总 增收 6.943 万元；种

植荞麦的产量为 186.1 kg/667 m2，总增收 5.583
万元，累计增收 12.526万元。

定结县陈塘镇：2018年，示范冬油菜的平均产

量为 138.21 kg/667 m2，每 667 m2收入达 1 105.68
元；2 019年，荞麦的平均产量为 224.6 kg/667 m2，每

667 m2收入达 1 347.6元。累计冬油菜复种荞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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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m2可收入 2 453.28元，比当地种一季鸡爪谷每

667 m2（101.497 kg/667 m2×18元/kg）收入 1 826.94
元增收626.44元/667 m2，累计增收31.322万元。

2）利用蜜蜂为油菜等农作物授粉，产生的授粉

效益有15.12万元，以及无法估算的生态效益。

根据前期试验及相关文献，蜜蜂授粉可使油菜

增产 15%且 1箱蜂可为 0.27 hm2地授粉，2018年
200群蜂的授粉效益为 8.64万元；2019年 350群蜂

为非示范田的当地小油菜授粉，授粉效益为 15.12
万元。此外，蜜蜂授粉还间接提高油菜和荞麦的品

质，同时提高其他作物的结实率，增加植被覆盖率，

改善生态环境，其生态效益十分明显，但无法估算

具体经济效益。

4.3 人均增收

仁布县养殖户人均增收 1.3万元以上，定结县

养殖户人均增收0.2万元以上。

4.4 建成的生产销售网络每年实现销售纯收入

230万元

在拉萨市的八廓商城，日喀则市的超市、步行

街均有专卖店或专柜，珠峰文化节、拉孜物资交流

会均设专柜，年均销售蜂产品纯收入达 160万元左

右；与北京、广东、南京等内地企业有订单销售，每

年蜂产品订单纯收入达70万元。

5 结果与讨论

项目区可用耕地面积有限，大部分乡镇群众经

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通过油菜、荞麦种植并

配套蜜蜂养殖，成立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油菜、

荞麦、蜂产品加工产业，可以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

就业，同时，可利用加工产业的发展，辐射带动周边

农户参与项目实施，不用外出打工就能增加收入，

实现致富的目标。

利用种植的油菜和荞麦为养蜂提供大面积连

片蜜源，不但可以增加耕地利用率，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得高品质的蜂产品，

进一步促进西藏养蜂业。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效地建立了健全产业链

条，将新兴的养蜂业与传统的种植业相结合，形成

了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模式。养蜂业在日喀

则地区仅仅处于起步阶段，通过油荞复种发展蜜蜂

养殖将充分发掘利用现有农业和自然资源，提高农

经作物的产量，为区内外提供优质粮油资源和蜂蜜

产品，增加农牧民劳动技能，促进农牧民增收，促进

县域经济发展，努力使该发展模式成为项目区主打

的特色产业，并做大、做强，打造西藏特色农业品

牌，出口创汇，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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