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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研究大球盖菇生长及品质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以甘南高原当

周沟草原野生大球盖菇为试验材料，通过分离、扩管制得栽培种，采用田间单因素区组法，不
同拌试剂处理培养料后，测定了大球盖菇原基出现时间、菌帽厚度、菌帽周长、菌柄长度、菌

柄周长、单株鲜质量、单株干质量、小区产量等形态指标，及粗脂肪、粗蛋白、灰分、多糖、粗纤

维含量等品质指标，研究大球盖菇生长及品质对不同添加剂的影响。结果表明：处理４（１０ｇ
赤霉素＋１０ｇ生长素＋５０ｇ草木灰）对大球盖菇生长及品质最佳，多糖、粗蛋白、粗脂肪含

量均最高，而灰分、粗纤维含量均最低，其顺序依次为处理４＞处理５＞处理１＞处理３＞处理

２＞ＣＫ，为进一步确定大球盖菇种植的最佳拌种药剂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也为大

球盖菇高产、质优的生产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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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球盖菇（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属担

子菌 门（Ｂａｓｉｄｏｍｙｃｏｔａ），层 菌 纲（Ｈｙｍｅｎｏｍｙｃｅ－
ｔｅｓ），伞 菌 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球 盖 菇 科（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
ａｃｅａｅ），球 盖 菇 属（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又 称 皱 环 球 盖

菇、裴氏球盖菇与裴氏假黑伞等，因其成熟时呈现

酒红色，故又称作酒红大球盖菇，既是世界交易的

十大菇品种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发

展中国家推荐种植的 食 用 菌 之 一［１－４］。大 球 盖 菇

的鲜菇色泽艳丽、柄粗盖肥、口感脆嫩、滑爽，并且

其自身含有多种氨基酸［５］、多糖［６－７］、蛋白质［８］、矿
质元素［９］等，是一种名贵的食药 两 用 真 菌。并 且

大球盖菇有改善人体多种疾病、降低胆固醇、缓解

精神压力、防止动脉硬化、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助

消食等 多 种 功 效［１０－１１］。目 前 对 大 球 盖 菇 的 研 究

较多，主要集中在 栽 培 模 式［１２－１３］、抗 氧 化 性［１４－１５］、
原生 质 体［１６－１７］、育 种［１８－１９］等 多 个 方 面 的 研 究，而

有关大球盖菇生长及品质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处

理的响应研究在国内外尚鲜见报道，该研究以大

球盖菇生长及品质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

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为进一步确定大球盖菇生

长的最佳培养料拌种处理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

时也为高产、质优的大球盖菇生产提供科学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野生大球盖菇采自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周



沟草原，通 过 组 织 分 离 留 种，记 为 大 球 盖 菇１号

菌株。
供试药 剂：ＺｎＳＯ４，ＭｇＳＯ４，草 木 灰，赤 霉 素，

生长素，ＫＨ２ＰＯ４，７５％酒 精，溴 化 十 六 烷 基 三 甲

胺，浓 Ｈ２ＳＯ４，丙酮，栽培种等。
供试仪器：分析天平（感量为０．０００　１ｇ，日本

岛津ＡＵＹ２２０），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电热炉，坩埚，三角瓶，研钵，
索氏提取器，全自动定氮仪（ＯＭＮＩＬＡＢＤ５００）等。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处理１：５０ｇ草木灰＋１ｇ　ＫＨ２ＰＯ４；处理２：

０．５ｇ　ＺｎＳＯ４ ＋０．５ｇ　ＭｇＳＯ４；处 理 ３：０．５ｇ
ＺｎＳＯ４＋０．５ｇ　ＭｇＳＯ４＋１ｇ　ＫＨ２ＰＯ４；处 理４：

１０ｇ赤霉素＋１０ｇ生长素＋５０ｇ草木灰；处理５：

１ｇ　ＫＨ２ＰＯ４＋０．５ｇ　ＺｎＳＯ４＋０．５ｇ　ＭｇＳＯ４＋
１０ｇ赤霉素；处理６：ＣＫ（不拌种），每处理３个重

复。大球盖 菇 菌 种 配 方：３７％棉 籽 壳＋１５％小

麦＋５％石 灰＋２％蔗 糖＋３０％麸 皮＋１０％玉 米

芯＋１％ＫＨ２ＰＯ４。栽培料：３０％木屑＋３５％玉米

秸秆＋１０％玉米芯＋２５％麦草。

１．２．２　栽培方式

试验于２０１６年进行，试验地选择在甘肃民族

师范学院高原真菌引种驯化基地的日光温室大棚

内，试验采用田间随机区组法，小区面积为３ｍ×
４ｍ。发酵 培 养 料 之 前，分 别 用 少 量 水 溶 解 每 个

处理的培养料添加剂，按照每０．５ｋｇ干培养料配

置每个处理的添加剂措施进行拌种，然后在培养

料上进行间断喷水，使其水分达到饱和，然后再进

行预堆发酵，在建堆前翻动发酵堆使其充分散热。
将已经发酵腐熟的培养料建堆，建堆时发酵料要

尽量紧密结实，以建梯形堆为好，从下往上逐渐内

缩，以方便后期侧面进行覆土，菌种要掰成鸽子蛋

大小，采用层播法进行栽培，第一层料厚度为５～
８ｃｍ，然 后 撒６０％的 菌 种，第 二 层 料 厚 度 为６～
７ｃｍ，撒剩余的４０％的菌种，第三层料厚度为３～
６ｃｍ，１ｍ２ 大 约 用 菌 种５００ｇ，１ｍ２ 用 栽 培 料

５ｋｇ，使栽培料要尽量紧密结实，以利用菌种迅速

吃料。建堆播种结束以后，在培养料堆上面加盖

７０ｇ的黑色 无 纺 布，并 让 其 保 持 湿 润，防 止 发 酵

堆干 燥。发 菌 期 的 适 宜 温 度 范 围 为２１～２５℃，
培养料湿度控制在７０％～７５％，空气湿度控制在

７５％左右，定期对栽培场地进行通风，保证空气清

新。一般情况下，当菌丝长满培养料的２／３时 要

进行覆土，覆土以后一般经过１５～２０ｄ的后期管

理便可出菇。出 菇 期 的 空 气 湿 度 控 制 在８０％左

右，加大通风力度，温度控制在２５℃以下，防止大

球盖菇开伞。

１．３　项目测定

１．３．１　出菇时间测定

一潮菇、二潮菇现蕾时间（ｄ）。

１．３．２　生长指标的测定

菌帽厚 度（ｍｍ）：使 用 游 标 卡 尺 随 机 测 量８
株大球盖菇子实体的菌帽厚度，求其平均值。菌

帽周长（ｍｍ）：使 用 游 标 卡 尺 随 机 测 量８株 大 球

盖菇子实体的菌帽直径，根据直径求得周长，求其

平均值。菌柄长（ｍｍ）：使用游标卡尺随机测量８
株大球盖菇子实体的菌柄长，取其平均值。菌柄

周长（ｍｍ）：使 用 游 标 卡 尺 随 机 测 量８株 大 球 盖

菇子实体的菌柄直径，根据直径求得周长，求其平

均值。
单株鲜 质 量（ｇ）＝采 摘 大 球 盖 菇 的 总 鲜 质

量／采摘大球盖 菇 的 总 株 数。单 株 干 质 量（ｇ）＝
采摘大 球 盖 菇 的 总 干 质 量／采 摘 大 球 盖 菇 的 总

株数。

１．３．３　产量的测定

小区鲜产量（ｋｇ）＝单 株 鲜 质 量×平 均 每 个

小区采 摘 大 球 盖 菇 的 株 数／１　０００。小 区 干 产 量

（ｋｇ）＝单 株 干 质 量×平 均 每 个 小 区 采 摘 大 球 盖

菇的株数／１　０００。

１．３．４　品质的测定

使用全自动定氮仪测定蛋白质含量，采 用 索

氏提取法 测 定 大 球 盖 菇 的 粗 脂 肪 含 量［２０］。采 用

灼烧法 测 定 灰 分 含 量：灰 分（％）＝（Ｗ２－Ｗ０）／

（Ｗ１－Ｗ０）×１００。式中：Ｗ２—炭化后瓷坩埚加灰

分质量（ｇ），Ｗ０—恒质量空瓷坩埚质量（ｇ），Ｗ１—
瓷坩埚加试样质量（ｇ）。采用酸碱洗涤法测定粗

纤维含量：粗纤维（％）＝（ｍ１－ｍ０）／ｍ×１００。式

中：ｍ０—玻璃过滤坩埚质量（ｇ），ｍ１—玻璃过滤坩

埚加纤维素的质量（ｇ），ｍ—试样用量（ｇ）［２０］。采

用索氏提取法提取大球盖菇多糖［２１］。

１．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和ＤＰＳ　７．０５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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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球盖菇一潮菇、二潮菇现蕾时间对培养料

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表１的结果显示，通过培养料不同添 加 剂 处

理的大球盖菇一潮菇、二潮菇小菇出现时间均比

ＣＫ短，其顺序依次为处理４＜处理５＜处理１＜
处理３＜处理２＜ＣＫ，且处理４和处理５一潮菇、
二潮菇 小 菇 出 现 的 时 间 分 别 为３６ｄ和３７ｄ，比

ＣＫ分别缩短了６ｄ和７ｄ。

表１　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对大球盖菇一潮菇、

二潮菇现蕾时间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ｆｉｒｓｔ－ｆｌｕｓｈ，ｓｅｃｏｎｄ－ｆｌｕｓｈ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ｕｍ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一潮菇现蕾时间

Ｆｉｒｓｔ－ｆｌｕｓｈ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ｕｍ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ｉｍｅ

二潮菇现蕾时间

Ｓｅｃｏｎｄ－ｆｌｕｓｈ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ｕｍ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ｉｍｅ

１　 ３９　 １７

２　 ４２　 ２０

３　 ４０　 １８

４　 ３６　 １５

５　 ３７　 １７

ＣＫ　 ４３　 ２１

２．２　大球盖菇菌帽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

响应

　　由 表２可 以 看 出，大 球 盖 菇 在 生 长 阶 段 菌

帽 前５ｄ是 快 速 生 长，后５ｄ生 长 速 度 逐 渐 减

慢。截 止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时，大球盖菇的菌帽

厚度为３７．５３～３９．９７ｍｍ，菌帽周长为１７８．８５～
１８５．５１ｍｍ。在大 球 盖 菇 的 生 长 发 育 期，处 理４
的菌帽生长是６个处理中最快的，菌帽厚度和菌

帽周长比生 长 最 慢 的ＣＫ分 别 增 加 了６．５０％和

３．７２％，其顺序依次为处理４＞处理５＞处理１＞
处理３＞处理２＞ＣＫ。

２．３　大球盖菇菌柄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

响应

　　由表３可以看出，大球盖菇的生长同菌帽类

似，菌柄也是在前５ｄ是快速生长，后５ｄ生长速

度逐渐减慢。截止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大 球 盖 菇

的 菌 柄 长 为１２２．２３～１３７．５３ｍｍ，菌 柄 周 长 为

１０７．３９～１２０．４２ｍｍ。在 大 球 盖 菇 的 生 长 发 育

期，处理４的菌柄是６个处理中生长最快的，菌柄

长度和菌 柄 周 长 比 生 长 最 慢 的 ＣＫ分 别 增 加 了

１２．５２％和１２．１３％，其顺 序 依 次 为 处 理４＞处 理

５＞处理１＞处理３＞处理２＞ＣＫ。

表２　大球盖菇菌帽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ｃａｐ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０３－１７　 ２０１６－０３－２２　 ２０１６－０３－２７

菌帽厚度

Ｃａｐ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菌帽周长

Ｃａｐ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菌帽厚度

Ｃａｐ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菌帽周长

Ｃａｐ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菌帽厚度

Ｃａｐ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菌帽周长

Ｃａｐ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　 ２１．３４　 １３０．８３　 ３２．５９　 １５１．２９　 ３８．７８　 １８０．４２

２　 ２０．３３　 １２８．２４　 ３３．３５　 １５２．５１　 ３８．８１　 １７９．６８

３　 ２１．８７　 １３０．３９　 ３２．２６　 １５１．９２　 ３９．２５　 １８０．１３

４　 ２１．８３　 １３０．９５　 ３３．４９　 １５３．５６　 ３９．９７　 １８５．５１

５　 ２１．８１　 １３０．６８　 ３３．５１　 １５３．３３　 ３９．４３　 １８１．５７

ＣＫ　 ２０．２９　 １２８．３５　 ３１．１６　 １５０．６３　 ３７．５３　 １７８．８５

表３　大球盖菇菌柄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ｓｔｉｐ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０３－１７　 ２０１６－０３－２２　 ２０１６－０３－２７

菌柄长

Ｓｔｉ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

菌柄周长

Ｓｔｉｐ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菌柄长

Ｓｔｉ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

菌柄周长

Ｓｔｉｐ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菌柄长

Ｓｔｉ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

菌柄周长

Ｓｔｉｐ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　 ６４．３１　 ５３．１６　 ９３．２９　 ８０．８３　 １３４．０６　 １１３．６８

２　 ６１．１８　 ５１．８２　 ９２．３５　 ７９．０４　 １２８．６２　 １０９．２１

３　 ６２．９２　 ５２．６１　 ９３．２１　 ８１．０５　 １３１．６７　 １１３．３５

４　 ６５．２８　 ５４．３４　 ９４．３９　 ８２．３９　 １３７．５３　 １２０．４２

５　 ６５．０６　 ５４．１８　 ９３．５２　 ８１．６４　 １３７．０１　 １１７．９９

ＣＫ　 ６０．１９　 ５１．１７　 ８９．４８　 ７８．０７　 １２２．２３　 １０７．３９

９６１　第１６期　　　　　　　　　　 　北　方　园　艺



２．４　大球盖菇鲜质量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

的响应

　　由表４可以看出，在同一生长时期，大球盖菇

鲜子实体的 单 株 鲜 质 量 基 本 上 表 现 出 处 理４最

大，ＣＫ最小，６个处理的 大 球 盖 菇 子 实 体 平 均 单

株鲜质量依次为处理４＞处理５＞处理１＞处 理

３＞处理２＞ＣＫ。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大球盖菇达

到采收的标准，６个 处 理 的 大 球 盖 菇 子 实 体 平 均

单株鲜质量均达到最大，且处理４的单株最大为

１３４．６３ｇ，ＣＫ最 小 为１２０．５０ｇ，且 处 理４与ＣＫ
间差异极显著。

表４　大球盖菇鲜质量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大球盖菇单株鲜质量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ｇ

２０１６－０３－１７　 ２０１６－０３－２２　 ２０１６－０３－２７

１　 ４３．２５±１．３９ｂＡＢ　 １１３．７５±１．３９ａｂＡ　 １２７．８８±０．８３ｂＡＢ

２　 ３９．５０±１．６０ｃＣ　 １０３．７５±１．４９ｃＢ　 １２３．２５±１．１６ｂｃＢＣ

３　 ４２．２５±１．２８ｂＢ　 １０８．８８±１．８１ｂＡ　 １２６．３８±２．１３ｂＢＣ

４　 ４５．３８±０．７４ａＡ　 １１４．６３±１．１９ａＡ　 １３４．６３±１．０６ａＡ

５　 ４３．６３±１．１９ｂＢ　 １１２．１３±１．６４ａｂＡ　 １３２．７５±１．４９ａＡ

ＣＫ　 ３８．６３±１．１８ｃＣ　 １０２．５０±３．８１ｃＢ　 １２０．５０±１．６０ｃＣ

　　注：小写字母表示α＝０．０５的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α＝０．０１的极显著水平，下同。

Ｎｏｔ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α＝０．０５，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α＝０．０１，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５　大球盖菇干质量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

的响应

　　由 表５可 以 看 出，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７日 至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 的 生 长 期 内，大 球 盖 菇 子 实 体

随发育进程的推进，生长速度呈现出先快后慢的

变化态势；在同一生长时期，大球盖菇鲜子实体的

干质量均表现出处理４最 大，ＣＫ最 小，６个 处 理

的大球盖 菇 子 实 体 平 均 单 株 干 质 量 依 次 为 处 理

４＞处理５＞处理１＞处理３＞处理２＞ＣＫ。２０１６
年３月２７日大球盖菇达到采收的标准，６个处理

的大球盖菇子实体平均干质量均达到最大，且处

理４的最大为２６．４０ｇ，较ＣＫ升高１１．５３％，且二

者差异极显著，处理４和处理５间差异不显著，处
理２和处理３间差异不显著。

表５　大球盖菇干质量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大球盖菇单株干质量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ｇ

２０１６－０３－１７　 ２０１６－０３－２２　 ２０１６－０３－２７

１　 ８．５５±０．２８ａＡ　 ２１．６１±０．２９ｂＡ　 ２４．６２±０．５２ｂＢ

２　 ７．６２±０．２７ｂＢ　 ２０．４６±０．９５ｃＢ　 ２３．７１±０．４８ｃＢＣ

３　 ８．３７±０．２０ａＡ　 ２１．２５±０．１９ｂＡ　 ２４．０８±０．２９ｃＢＣ

４　 ８．７５±０．１８ａＡ　 ２２．６２±０．３８ａＡ　 ２６．４０±０．３４ａＡ

５　 ８．５６±０．２７ａＡ　 ２１．９７±０．４２ａｂＡ　 ２６．０１±０．５６ａＡ

ＣＫ　 ７．５０±０．２１ｂＢ　 ２０．１４±１．０９ｃＢ　 ２３．６７±０．２９ｃＣ

２．６　大球盖菇产量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

响应

　　由表６可知，６个处理中处理４的 大 球 盖 菇

小区的单株鲜质量、单株干质量、小区鲜产量均是

最大 的，依 次 为１３４．６３ｇ、２６．４０ｇ、４５．３６ｋｇ·
（１２ｍ２）－１，ＣＫ的小区单株鲜质量、小区干质量均

最小，产量等均 比 处 理４低。处 理４与ＣＫ折 合

鲜产量和干产量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从生物学

效率来 看，处 理４的 生 物 学 效 率 是 最 高 的，达 到

７５．６０％，而ＣＫ的生物学效率最低，为７０．８５％，
相对处理４来说降低６．７０％。

２．７　大球盖菇品质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

响应

　　从表７可以看出，处理４的粗蛋白、粗脂肪、
多糖 含 量 是 最 高 的，分 别 为２６．５４％、２．３２％、

６．９７％，而粗 蛋 白、粗 脂 肪、多 糖 含 量 最 低 的 是

０７１ 北　方　园　艺　　　　　　　　　　　８月（下）　



ＣＫ，分 别 为２４．８２％、０．９８％、６．１７％，其 顺 序 依

次为处理４＞处理５＞处理１＞处理３＞处理２＞
ＣＫ，处理４与ＣＫ之间差异极显 著；而 灰 分 含 量

和粗 纤 维 含 量 最 高 的 是 ＣＫ，分 别 是１３．８２％、

７．３３％，而含量最低的是处 理４，分别是１１．８６％、

６．６８％，其顺序依次为ＣＫ＞处 理２＞处 理３＞处

理１＞处 理５＞处 理４，由 于 灰 分 和 粗 纤 维 含 量

高，造成其品质下降。综合大球盖菇的５种营养

成分高低，不同添加剂处理对大球盖菇品质依次

为 处 理４＞处 理５＞处 理１＞处 理３＞处 理

２＞ＣＫ。

表６　大球盖菇产量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ｙｉｅｌ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Ｋ

单株鲜质量／ｇ　 １２７．８８ｂＡＢ　 １２３．２５ｂｃＢＣ　 １２６．３８ｂＢＣ　 １３４．６３ａＡ　 １３２．７５ａＡ　 １２０．５０ｃＣ
单株干质量／ｇ　 ２４．６２ｂＢ　 ２３．７１ｃＢＣ　 ２４．０８ｃＢＣ　 ２６．４０ａＡ　 ２６．０１ａＡ　 ２３．６７ｃＣ

小区鲜产量

／（ｋｇ·（１２ｍ２）－１）
４５．０７　 ４２．８２　 ４４．９８　 ４５．３６　 ４５．１９　 ４２．５１

折合鲜产量

／（ｋｇ·ｈｍ－２）

３７　４２５．００±

５３７．７４ａＡＢ

３６　７７５．００±

５１２．３５ａｂＡＢ

３７　４００．００±

６６３．３３ａＡ

３７　６２５．００±

５９０．９０ａＡＢ

３７　５２５．００±

５３７．７４ａＡＢ

３５　７１０．００±

２２８．９１ｂＢ

小区干产量

／（ｋｇ·（１２ｍ２）－１）
８．８３　 ８．４４　 ８．８２　 ８．９４　 ８．８６　 ８．３７

折合干产量

／（ｋｇ·ｈｍ－２）

７　３３５．１５±

９５．２３ａＡ

７　２３５．３０±

８３．４８ａＡ

７　２７０．１８±

１８９．０８ｂＡＢ

７　４０２．７３±

１２６．２２ａＡ

７　３６４．１０±

９４．３６ａＡ

６　８９２．４０±

１６０．０８ｂＢ

生物学效率／％ ７５．１２　 ７１．３７　 ７４．９７　 ７５．６０　 ７５．３２　 ７０．８５

表７　大球盖菇品质对培养料不同添加剂配方的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　ｒｕｇｏｓ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Ｋ

粗蛋白含量 ２６．１４±０．１７ａｂＡＢ　 ２５．１９±０．１９ａＡＢ　 ２５．８３±０．０９ａＡＢ　 ２６．５４±０．４６ａＡ　 ２６．３７±０．２５ａＡ　 ２４．８２±０．１２ｂＢ
粗脂肪含量 ２．０９±０．１９ａＡ　 １．０１±０．２５ａｂＡＢ　 １．７６±０．２３ａｂＡＢ　 ２．３２±０．２８ａＡ　 ２．２３±０．２６ａＡ　 ０．９８±０．１９ｂＢ

灰分含量 １２．２６±１．３８ｂＡ　 １３．１２±０．０８ａｂＡ　 １２．６４±０．７４ａｂＡ　 １１．８６±１．１３ｂＡ　 １２．１０±０．９０ｂＡ　 １３．８２±０．９５ａＡ

粗纤维含量 ７．０２±０．２０ａｂｃＡＢ　 ７．２５±０．１１ａｂＡＢ　 ７．２２±０．３４ａＡ　 ６．６８±０．１２ｃＢ　 ６．７９±０．１９ｂｃＡＢ　７．３３±０．０４ａＡ

多糖含量 ６．６３±０．０８ｂＡＢ　 ６．３０±０．０５ｃＤ　 ６．３６±０．０８ｃＣＤ　 ６．９７±０．１６ａＡ　 ６．６８±０．１９ｂＢＣ　 ６．１７±０．０９ｃＤ

３　结论与讨论

试验所设的６个培养料不同添加剂 配 方 中，
赤霉素＋生长素＋草木灰这一配方对大球盖菇生

长的响应是显著的，其原基出现时间最短、菌帽最

厚、最大，菌柄最粗、最长，单株鲜质量、单株干质

量、小区产量均最高，可能原因是因为生长素和赤

霉素进行拌种时，能够加快大球盖菇菌丝体的生

长和细胞的分裂。同时，草木灰不但提供了子实

体生长所需的Ｋ和Ｃ，而且还具有杀灭其它有害

病原菌 和 土 壤 病 虫 害 的 作 用，而１ｇ　ＫＨ２ＰＯ４＋
０．５ｇ　ＺｎＳＯ４＋０．５ｇ　ＭｇＳＯ４＋赤 霉 素 的 处 理 中

虽然增加了几种微量元素，但因微量元素对大球

盖菇的生长影响是次要的，只因缺少了刺激细胞

生长的生长 素，所 以 效 果 要 次 于 处 理４。在 大 球

盖菇的品质方面，处理４的粗纤维和灰分含量是

最低的，而多糖、粗蛋白、粗脂肪含量较高，所以处

理４的大球盖菇的品 质 较 好，而ＣＫ的 大 球 盖 菇

子实体多糖、粗蛋白、粗脂肪含量较低，而灰分含

量和粗纤维含量较高，品质较 差。翁 敏 劼［７］在 测

定大球盖菇的成分含量时，使用索氏提取法测得

大球盖菇粗脂肪含量为１２．７％，使用定氮仪测得

粗蛋白含量为３０％，在这一报道中并未说明是在

什么试验条件下的成分测定结果，而该试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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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料不同添加剂处理下的栽培试验条件下测定

的结 果，其 粗 脂 肪 含 量０．９８％～２．３２％，均低于

１２．７％，粗蛋白含量为２４．８２％～２６．５４％，这一结果

均符合国家食用菌成分含量标准。鲍蕊［１２］通过筛选

栽培原料，发现当栽培原料为６８．２％木屑＋１１．５％
玉米芯＋２０．３％麦草组合时，此时大球盖菇单位面

积产量最高为４　７１１．３４ｇ·ｍ－２，与该试验最终结果

有一定的偏差，原因可能是栽培原料的比例不同、前
期培养料的发酵不彻底和后期大球盖菇出菇期的湿

度等管理不善造成的。杜敏华等［６］以大球盖菇为原

料，通过正交实验研究超声波提取多糖的工艺条件，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测得其多糖得率为８．１６％，而该

试验测定大球盖菇的多糖为６．１７％～６．９７％，可能

是提取多糖的方法不同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在大球盖菇的栽培生产中 通 过 使

用赤霉素＋生长素＋草木灰进行栽培中的培养料

拌种处理，可以显著提高其产量和品质，这为以后

进一步确定大球盖菇生长的最佳培养料添加剂处

理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也为大球盖菇高产、质
优的生产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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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香菇高温菌株的栽培比较试验

徐 彦 军１，须 　 文１，肖 　 军２，李 昌 俊３，龙 艺 勤１

（１．贵州大学 农学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２５；２．贵州省印江县食用菌产业办，贵州 印江５５５２００；

３．贵州水西谣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贵州 福泉５５１５００）

　　摘　要：以“武香１号”为对照，对贵州省引进的“汀选１８”“浙香６号”“夏菇９３１”“庆

科２１２”４个香菇高温菌株进行栽培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庆科２１２”的菌丝生长速度显著

高于“武香１号”及其它供试菌株，在母种培养基中生长最快（３．６００ｍｍ·ｄ－１）、菌丝长势和

色泽好；“庆科２１２”的子实体农艺性状较好，平均单菇鲜质量达２７．７８０ｇ，与“夏菇９３１”“浙

香６号”无 显 著 差 异，但 与“汀 选１８”“武 香１号”存 在 显 著 差 异；其 鲜 菇２０棒 平 均 产 量 为

１６．６１３ｋｇ，与“夏菇９３１”无显著差异，但极显著高于“武香１号”和其它供试菌株；其生物转

化率也高达５５％。“庆科２１２”综合性状好、产量高，可在当地夏季香菇生产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香菇；高温菌株；子实体性状；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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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食药用菌生产很适于贫困地区发展，成

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捷径［１］。贵州省将食用菌产业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夏季香菇栽培具有当

　　　　　

年投资当年见效，劳动强度低、栽培风险小、效益

高等优点，是农民增收、农村致富的好项目［２］。夏

季香菇生产，可有效缓解高温的夏季鲜香菇很少

上市的局面，同时可与错季香菇形成优势互补［３］。
贵州偶有农户尝试栽培高温菌株，却因品种不适

宜，栽 培 技 术 参 差 不 齐，产 量 无 法 保 证 导 致 失

败［４］。因此，选育适合贵州生产的 香 菇 高 温 品 种

迫在眉睫。该研究对引进的４个香菇高温菌株进

行栽培比较试验，以期筛选出适宜贵州夏季出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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