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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百花争艳的时节，经过漫长
的冬季，勤劳的小蜜蜂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了。那嗡嗡的声音就像在向人类传递着
友谊和热情。

那么，这些可爱的小蜜蜂背后有着怎
样的故事？它们是如何和人类和谐相处
的？蜂产品有哪些，它们都有怎样的功
效？经济日报记者带您走进神奇的蜜蜂
王国。

勤劳团结的蜜蜂

蜜蜂是勤劳的代名词，人们经常用蜜
蜂来形容那些在劳动岗位上辛勤付出而
又默默无闻的人。

蜜蜂到底有多勤劳？
中国蜂产品协会会长杨荣给记者打

了一个比方，蜜蜂酿制 1 斤蜂蜜，需要飞
行约18万至23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
道飞行4至5圈。如果一瓶蜂蜜能喝一百
次左右，那么，人类每次喝掉的蜂蜜相当
于蜜蜂为此飞行了 2000 公里，约 50 次

“全马”。
更令人震惊的是，蜜蜂们如此日复一

日地工作，竟然持续了约3000万年。
然而，虽然蜜蜂种群在地球上延续了

如此长的时间，每只蜜蜂的生命却十分短
暂，仅有约40天。而且，它们一生都处在
工作之中，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
小时。

蜜蜂羽化出房后不久，就开始从事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清理巢房等。发育
到5至15天，它们开始分泌王浆、哺育幼
虫、饲养蜂王，接下来开始泌蜡建造蜂房，
酿造蜂蜜，调制蜂粮，守卫蜂巢等；18天以
后，开始外出采集蜂胶、花粉、花蜜；40天
左右，蜜蜂或因操劳过度死在采集路上，
或自感生命不长自行爬出巢外，默默
逝去。

除了前面所说的采集蜂蜜，蜜蜂采集
花粉也同样辛苦。蜜蜂每次外出需要拜
访80至200个花朵，才能带回大约15毫
克的两个花粉团。采集1公斤花粉，蜜蜂
需要外出采集6.6万多次。而蜜蜂采集蜂
胶更为困难——每个蜂群一年也仅能生
产蜂胶100克左右。

蜜蜂除了勤劳以外，还特别团结。在
食物缺乏的季节，它们总将自己体内仅有
的一点食物分给蜂王和别的蜜蜂，所以在
蜂场看到蜜蜂饿死时，总是集体一起。

在面对外敌侵犯时，小小的蜜蜂又显
现出超凡的勇气，它们总是争先扑向敌

人，哪怕与敌人同归于尽。

大而不乱的王国

中国养蜂业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
饲养蜜蜂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是世界
第一养蜂大国，蜂群从1949年的50万群
已发展到 2016 年的 900 多万群，约占世
界总数的八分之一。

与人类一样，蜜蜂也有着自己的王
国。通常情况下，一个蜂群拥有1万只左
右的蜜蜂，它们没有管理者，没有阶级划
分，但是社会生活却有条不紊。它们互相
协作辛勤劳动，一起抵御不良环境，共同
维护蜂巢稳定。它们总是能精准调控蜂
房的温度，并通过舞蹈语言相互交流。而
且它们建造的蜂房，常常使人间的许多建
筑师感到惭愧。

在这个蜜蜂的王国里，都有哪些成
员呢？

首先是蜂王。虽然称为“王”，但是蜂
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治者，它并不指
挥其他蜜蜂去工作，它唯一的任务就是生
儿育女繁育后代。其次是工蜂。这也就
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蜜蜂，它们的任务是担
负起整个蜂群除繁育以外的所有工作，它
们才是王国真正的主宰。第三种是雄
蜂。它们只有在蜂群繁殖期间、蜜粉源充
足时才少量培育出来，任务是与蜂王交
配，繁育后代。

特别神奇的一点是，蜂王和工蜂都是
由相同的受精卵孵化发育而成的，蜂王幼
虫和工蜂在最初的前 3 日都是由年轻工

蜂饲喂蜂王浆，它们在身体结构上没有区
别。3日后，蜂王幼虫继续享受蜂王浆，然
后发育成蜂王，终生以蜂王浆为食。而工
蜂幼虫 3 日后则改由工蜂饲喂蜂蜜和
蜂粮。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相同的基因个
体，食物不同却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
异——蜂王体重一般是工蜂的3倍，每天
生产 1500 至 2000 粒卵，寿命长达 4 至 6
年。而工蜂的寿命仅有约40天。

丰富多彩的蜂产品

在日前举办的“蜂产品营养评价高峰
论坛”上，专家表示，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
到来，以及现代人因工作压力和生活方式
引起的亚健康人群增加，蜂产品作为一种
天然、安全、无副作用、功效广泛的膳食营
养补充剂，在全面增加人体营养、调节人
体机能、防治多种慢性疾病等方面，有着
不可忽视的巨大价值。

那么，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蜂产品，您
知道它们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都有什么
用吗？

第一类是蜂蜜，也是人们平时最常见
的蜂产品。蜂蜜是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
分泌物或者蜜露，与自身分泌物结合后，
经充分酿造而形成的天然甜物质。采集
蜂回巢后，把贮存在蜜囊里的花蜜吐在蜂
巢里或者交给内勤蜂进行酿蜜。随后，内
勤蜂把花蜜反复吞吐，并加以扇风，不断
向蜜汁中加入各种酶，这个过程通常需要
5到7天。

第二类是蜂王浆。蜂王浆是工蜂咽
下腺和上颚腺分泌的，主要用于饲养蜂王
和蜂幼虫的乳白色、淡黄色浆状物。我国
于20世纪50年代起，从国外引进蜂王浆
的生产技术，随着对蜂王浆成分、药理作
用、临床等方面研究的发展，其应用范围
也逐渐扩大，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青睐。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
蜂王浆类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有增强免
疫力、调节免疫、抗疲劳、延缓衰老、保肝
护肝、抗辐射、调节血脂、润肠通便、改善
睡眠等。

北大人民医院主管营养师王勃诗通
过对湖北省蜂农人群的健康及膳食结构
调查发现，坚持长期规律服用蜂王浆且超
过 10 年的蜂农，其认知能力显著高于自
然人群。

第三类是蜂胶。蜂胶是所有蜂产品
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因为它的产量极其稀
少。蜂胶是工蜂从植物的树芽、树皮等部
位采集的树脂，通过混入蜜蜂上颚腺、蜡
腺等腺体的分泌物，经过生物转化而形成
的一种胶状物质。工蜂将采集加工而成
的蜂胶涂布在整个蜂巢的表面，用来杀
菌、防腐。

“蜂胶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如抗氧
化、抗炎、抑菌、调节免疫、保肝护肝、抗癌
等，已被广大消费者认同，是近年来蜂产
品研究开发的热点之一。”浙江大学动物
科学学院教授胡福良表示。

除此之外，还有蜂蜡、蜂花粉和蜂毒
等产品。杨荣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年产
蜂蜜原料 48 万吨左右，蜂胶原料 300 至
400吨，用于贸易的蜂花粉3000至4000
吨，蜂王浆原料产量3000至4000吨。我
国每年生产的蜂产品原料除满足国内需
求外，还向欧洲、美洲、日本等地出口，是
世界上最大的蜂产品原料出口国。这些
原料被加工制成各种保健品、食品、化妆
品等。

“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蜂产品行业
由于科研投入仍不足，产品同质化竞争严
重。”杨荣表示，蜂产品协会将鼓励蜂产品
企业与医学界加强合作，通过研究疾病或
病痛与营养之间的因果关系，用营养干预
的方法改善人类的健康水平，为长期坚持
食用蜂产品可帮助预防疾病和促进疾病
康复找出科学的依据。

走 进 蜜 蜂 王 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据科学家统计，自然界

约有20万种显花植物，其中

由昆虫授粉的约占 80%，而

昆虫授粉中又有约85%依靠

蜜蜂授粉——小蜜蜂们无疑

为大自然作出了很大贡献。

联合国还于去年首次将5月

20日设立为“世界蜜蜂日”，

勤劳的小蜜蜂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新一代女性消费
者既在不断塑造着新市场，又不断被新技
术和新经济重新定义，其消费观念和行为
趋势都发生了变化。著名咨询机构埃森
哲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洞察系列报告
显示，中国有着近4 亿20 岁至60 岁的女
性消费者，她们每年掌控着高达 10 万亿
元的消费支出，研究这一中坚消费人群，
是赢得中国消费市场的关键之一。

调研显示，消费角色上，“男主外、女
主内”的传统角色定位已经过时。当前，
经济上更加独立的女性消费者越来越多
地掌管起家庭支出的经济大权，成为家庭
的“采购总管”。

比如，在食品生鲜、服装鞋帽、家居用
品、母婴和美容产品等日常消费品领域，
女性比男性拥有更高决策权；家庭旅游出
行的决策权则更加“唯她是从”——一项
面向30岁至45岁已婚男性开展的调查显
示，超七成受访家庭中的全家出游由妻子
做决策。在“70后”和“80后”家庭消费者
中，女性决策地位举足轻重。

纵观线上和线下总体消费，女性在日

常活跃度上均高于男性，是购物的主要实
施者。可以说，在家庭消费领域，“大女
主”效应已十分明显。而随着数字消费带
来的体验升级，女性消费者的消费情商也
在升级——现今她们有了自成一派的消
费新哲学。

过去，女人一不高兴就购物；如今，她
们的消费行为正渐趋理性。调研发现，女
性消费者在面对花呗、京东白条等互联网
消费信贷产品时，表现得远比男性成熟理
性；认为当“月光族”并无不妥的女性比例

（25%）也低于男性（28%）；同时，对于透支
消费和名牌消费，现代女性也比男性更加
理性和务实。在倾向购物优先选择名牌
的人群中，女性比例（44%）也低于男性

（48%）。
猜猜谁更爱比价？过去，女性精打细

算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数字时代，信息
的高度可获取性使得比价不再是她们的
关注重点。与男性（69%）相比，反倒有更
多女性（72%）希望在信息的查找和比较
上节约更多时间，表明她们并非一味追求
比价，而是转向关注消费的整体成本。

女性的消费新哲学还体现在社交消
费领域。尽管社交媒体放大了女性的交
际天性，也刺激了“社交消费”兴起，但她
们面对社交消费正变得愈发理性：近一半
女性并不认同朋友圈中的产品推荐；愿意
花高价格购买兴趣圈推荐产品的女性比
例（45%）也低于男性（49%）。

消费即体验。对于数字时代的女性
消费者而言，她们对消费体验的诉求不容
忽视。埃森哲数据显示：15%的女性每天
使用手机超过 5 小时，高于男性的 12%；
58%的女性移动购物占比一半以上……
但这种“线上狂热”并不意味着女性消费
者只看重线上消费带来的便利。事实上，
她们对消费体验的追求极为在意，尤其是
作为精致生活代表的年轻高收入女性。
在月收入8000元以上、年龄在25岁至44
岁之间的女性消费者中，有 76%认为“购
物不仅是买东西，更是购买一种体验”。
这就为企业在线下“捕获”女性消费者带
来更多机会，毕竟线下门店在创造体验上
往往比线上平台更具优势。

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细分，催生出

更多推动消费升级的新触点，这其中就包
括女性科技消费。如今，高学历高收入的

“技术红颜”正走在科技消费的前沿。本
科以上、高收入、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
的女性消费者对智能产品、可穿戴设备以
及AR/VR产品的消费兴趣均高于相同条
件的男性。其中，73%的“技术红颜”拥有
配备智能语音助手的产品，48%正在使用
可穿戴设备，近 70%购买过 AR/VR 产品
或对其感兴趣。

此外拉动女性消费升级的新触点则
是运动消费。虽然运动依旧是男性的主
战场，但女性力量正在迎头赶上。调研揭
示，35%的女性拥有长期健身习惯，每周
运动5小时以上，且其中近三分之一计划
在未来增加运动方面的开支。

当然，也要客观看到，女性运动市场
虽然增长迅猛，但女性运动产品的种类和
款式仅占运动品牌产品总量的 30%至
35%，与男性市场相比，仍处于追赶状
态。而相对于男性市场的供过于求，潜力
可期的女性运动经济将给市场带来更多
精彩。

埃森哲发布报告描绘当下中国女性消费群像——

女性消费决策地位举足轻重
本报记者 姚 进

中国睡眠研究会日前发布了《2019中国青少年儿
童睡眠指数白皮书》，这是目前国内样本量最大的一次
青少年睡眠状况调查。《白皮书》显示，中国6到17周
岁的青少年儿童中，超六成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课业
压力成为影响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

此次调查是在 31 个省市自治区近 7 万人中进行
的一次线上调查，被调查对象是6至17周岁的青少年
儿童以及家长。调查通过对青少年的睡眠时长、睡眠
障碍、醒后状态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青少年儿童的
睡眠状况评分为67.14分，只是刚刚跨过及格线。

6至12周岁孩子的睡眠时长应在9至10小时，13
至17周岁的青少年睡眠时长应在8至9小时。而调查
显示，我国有62.9%的青少年儿童睡眠不足8小时。其
中，13至17周岁的青少年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的占比
高达81.2%，6至12周岁孩子的这一比例则为32.2%。
周一至周四23点仍有8.64%的学生在忙于写作业。“这
足以说明，青少年儿童普遍睡眠不足，睡眠时长年龄差
异显著。”中国睡眠研究会副理事长高雪梅教授说。

《白皮书》还揭示了一份“睡眠神偷排行榜”。繁重
的课业压力成为影响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占67.3%；
其次是电视、手机、电脑等蓝光产品，占27.1%。繁多
的课外辅导班、家庭晚餐习惯不规律、游戏、疾病等，也
是影响孩子睡眠状况的因素。

睡眠状况较差的青少年儿童中，有41.9%的人睡
前会接触电视、手机、电脑等产品；而睡眠状况优的孩
子仅有7.4%的人睡前会接触这些产品，有34.2%的人
则会选择看书学习。

《白皮书》显示，睡眠状况较好的孩子写作业时间
多为2到3小时，而睡眠状况较差的孩子写作业时长
则集中在4到6小时。

“睡眠多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效率高、写作业用时
少。”高雪梅教授分析指出，睡眠不好的孩子容易出现
情绪低落、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等现
象，对青少年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明显。

睡眠问题也会严重影响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与身体发育、智力发育、认知能力、学习成绩、性格、健
康状况和肥胖等有密切关系。调查结果显示，睡眠状
况差的孩子中，有45.9%的人免疫力低下，经常感冒，
远高于睡眠状况优的 16.7%。此外，有 40.5%的睡眠
质量差的孩子会出现神经衰弱或抑郁，而睡眠状况优
的这一比例仅为1.4%。36.5%的睡眠状况差的孩子会
出现肥胖症，也远高于睡眠质量优的3.7%。

《白皮书》显示，在改善孩子睡眠方面，家长要会用
合理规划睡眠时间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睡眠，而孩子更
希望父母通过放松心态给自己减压来帮助睡眠。对
此，合适的床褥、枕头、隔音和遮光设备成为目前最受
欢迎的助眠产品。

最新调查显示：

我国少儿“全体缺觉”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刷脸”入住的民宿、招手即停的无人驾驶车、在家
就能就医的智慧医疗……人工智能正在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将人们想象中的场景逐步变为现实。

在医疗行业，医学影像科是医院诊疗系统中患者
流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临床诊断的 70%依赖于影像。
然而，放射科医生4.1%的年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影像
数据30%的年增长率，这为影像人工智能医疗产业升
级提供了动力——数据显示，智能医学影像市场将以
超过 40%的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医院对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寄予厚望。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办公室内，放射科
医生正在使用冠心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为患者
诊断动脉狭窄的程度。与以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处理
书写诊断报告不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可以快速
三维建模、判断狭窄程度、输出结构化报告，全程不超
过2分钟。这款软件由国内企业数坤科技自主研发，
已经服务于全国百余家医院。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概要）》显示，中国心脑
血管患病人数超 2.9 亿人，每年死亡人数高达 300 万
人，居各种疾病首位。由于心血管疾病可防可治，早期
发现治疗尤为重要。与其他器官不同，心脏始终处于快
速跳动之中，且心脏动脉血管极其复杂，因而重建心脏
动脉三维影像难度很大。而数坤科技的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系统可快速输出诊断报告，并保障不间断工作，医
生仅需审核诊断结果，能将更多时间放在与患者的沟
通上，很大程度提高了诊断精准率和患者就医体验。

“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在影像学中推出的辅助诊断
软件将会有更大进展，它可以减少病人接受的辐射计
量，提高医生诊疗准确率，增强治疗效果。”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王悍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可以预
见，随着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技术不断成熟，医疗领域的
人工智能将为人们带来更多健康福音。

“人工智能”为健康送福音
本报记者 艾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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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勤劳的小蜜蜂

们又忙碌起来。

佘惠敏摄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
参观者通过家庭智能终端与家庭医生在线交流。人工
智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