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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同一培养料配方 ,以CC944 为对照 , 对鸡腿菇8 个品种进行了对比试验 , 结果表明 : 特白33 栽培种菌丝生长最好, 污染率最低 , 发
菌、现蕾时间均最短 , 菇形较好 , 产量最高 , 适宜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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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菇是一种珍稀食用菌[ 1] , 近年来 , 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河南省周口市鸡腿菇栽培规模迅速扩大, 据不完

全统计 :1999 年该市鸡腿菇栽培面积1 .2 万 m2 ,2000 年迅速

增加到2 万 m2 。但是, 栽培过程中品种混杂、产量较低、品质

不佳, 为筛选出适合当地栽培的优良品种,2003 ～2004 年笔

者在周口职业技术学院食用菌实习基地对9 个鸡腿菇品种

进行了对比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品种 供试9 个品种: ①CC944( CK) ; ②特大9201 ;

③CC200 ; ④特白33 ; ⑤CC985 ; 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品种 ,

⑦海南食品工业研究所培育品种; ⑧福州地热所培育品种 ;

⑨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培育品种。

1 .2  培养基配方  采用 PDA 培养基, 原种采用麦粒培养

基[ 2] , 栽培种采用的培养基配方为 : 棉子壳78 % , 麸皮20 % ,

石膏2 % 。

1 .3  培养料配制  配方: 棉子壳80 % , 麦麸7 % , 生石灰粉

3 % , 氮磷钾三元复合肥2 % , 白糖1 % , 料水比为1∶1 .3 。将主

辅料混合均匀, 调湿后高温发酵1 周备用[ 3] 。

1 .4 菌种制作 母种、原种25 ℃恒温培养14 d ; 栽培种采用

17 c m×33 c m 的聚丙烯袋 , 平均每袋装干料0 .3 kg , 高压灭菌

2 h。2003 年8 月2 日接种,18～28 ℃培菌。

1 .5 装袋、接种  9 月4 日装袋接种。栽培袋选用25c m×35

c m 的聚乙烯专用筒袋, 每袋平均装干料0 .56 kg , 采用两端接

种法, 菌种用量为培养料干重的15 % 。

1 .6  试验设计  每品种接种150 袋, 置室内自然温度下发

菌。菌丝长满后, 在大棚内脱袋覆土出菇。脱袋前在大棚内

挖长5 m、宽1 m、深25 c m 的畦。畦床及四周泥土用3 % 的石

灰水喷洒。将发好菌袋脱袋后直立于畦床内, 每处理摆放1

畦。10 月2 日随机取120 袋摆放3 段, 间隔20 c m 并填满处

理过的壤土, 剩余30 袋摆放在畦床两端。菌袋间隙同样用

处理过的壤土填满, 浇透水后在菌袋表面覆土3 ～4 c m 厚。

采用2 次覆土法 : 第1 次覆土2～3 c m 厚, 待菌丝扭结后 , 第2

次覆土1 ～2 c m 厚。覆土选用肥沃壤质菜园土, 并用2 % 的生

石灰粉拌匀消毒, 覆土后20 d 左右菌丝长满土面。现蕾、出

菇期间均采用常规管理, 待子实体高5 ～12 c m, 盖径1 .5 ～3 .0

c m, 手捏菌盖中部 , 有变松空的感觉时[ 4] , 适时采收。

1 .7 观察记载内容  观察记载不同品种栽培种菌丝长势、

日均长速、菌丝颜色, 统计污染袋数 , 并计算出污染率;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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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发菌、现蕾时间 , 求平均值; 观察记载各处理菇形特

点; 记载各小区产量, 求平均产量并进行统计分析[ 5]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品种栽培种菌丝生长情况与污染率  由表1 可

见, 品种④、②、⑤、⑥、⑧菌丝长势均比CK 强, 其中品种④菌

丝长势最强; 品种③、⑦、⑨菌丝长势与 CK 一样, 均表现较

弱; 栽培种菌丝日均长速品种②、④、⑤、⑥、⑦、⑧、⑨均比

CK 快, 其中品种④菌丝日均长速最快, 为9 mm/ d ; 品种⑧次

之, 为6 .8 mm/ d ; 品种⑤、⑥均为6 .2 mm/ d ; 品种②为6 .0

mm/ d ; 品种⑨为5 .5 mm/ d ; 品种⑦为5 .2 mm/ d ; 品种③菌丝

长速与CK 相同, 为5 .1 mm/ d。菌丝颜色品种②、④、⑤、⑥、

⑧均比CK 好, 其中品种④菌丝颜色最好, 雪白; 品种②、⑤、

⑥、⑧菌丝颜色次之, 较白 ; 品种③、⑦、⑨菌丝颜色与 CK 相

同, 灰白。污染率品种④最低, 为0 % , 品种②、③、⑤、⑥、⑦、

⑧、⑨均比CK( 0 .6 %) 高, 其中品种⑨污染率最高, 为4 .7 % ;

品种③次之, 为4 % ; 品种⑥、⑦污染率均为2 .7 % ; 品种②、

⑤、⑧污染率均为2 .0 % 。从4 个方面综合考虑, 品种④最

好, 品种⑧次之。

  表1 不同品种栽培种菌丝情况及污染率

品种 菌丝长势  
日均长速

mm/ d
菌丝颜色

污染率

%

①( CK) + + 5 .1 灰白   0 .6

② + + + 6 .0 较白 2 .0

③ + + 5 .1 灰白 4 .0

④ + + + + 9 .0 雪白 0

⑤ + + + 6 .2 较白 2 .0

⑥ + + + 6 .2 较白 2 .7

⑦ + + 5 .2 灰白 2 .7

⑧ + + + 6 .8 较白 2 .0

⑨ + + 5 .5 灰白 4 .7

 注 :“+ + + +”表示菌丝长势最强 ,“+ + + ”表示菌丝长势较强 ,“+

+”表示菌丝长势较弱。

2 .2 不同品种对发菌时间、现蕾时间的影响  由表2 可见 ,

品种②、④、⑤、⑥、⑦、⑧、⑨发菌时间均比CK 短 , 其中品种

④发菌时间最短, 为14 d ; 品种⑤、⑥、⑧均为18 d , 品种②稍

长, 为19 d ; 品种⑨发菌时间较长, 为21 d ; 而品种③、⑦发菌

时间与CK 相同, 均为22 d 。现蕾时间品种②、④、⑤、⑥、⑧、

⑨均比CK 短, 其中品种④现蕾时间最短 , 为23 d ; 品种⑤、

⑥、⑧较短, 均为25 d ; 品种②、⑨现蕾时间稍长, 均为26 d ; 处

理⑦现蕾时间与 CK 相同, 为27 d ; 品种③现蕾时间最长,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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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综合考虑, 以品种④最好。

  表2 不同品种发菌时间、现蕾时间、菇体特点比较

品种
发菌时

间∥d

现蕾时

间∥d
菇体特点

①( CK) 22 27 丛生型 , 鳞片较多

② 19 26 混生型 , 个体较大, 子实体颜色洁白

③ 22 28 丛生型 , 鳞片较多

④ 14 23 混生型 , 个体较大, 子实体颜色洁白

⑤ 18 25 子实体群生 , 中大朵 , 色泽较浅 , 鳞片较少, 菌柄粗大

⑥ 18 25 混生型 , 个体较大, 子实体颜色洁白

⑦ 22 27 子实体群生 , 中大朵 , 色泽较浅 , 鳞片较少, 菌柄粗大

⑧ 18 25 子实体群生 , 中大朵 , 色泽较浅 , 鳞片较少, 菌柄粗大

⑨ 21 26 混生型 , 个体较大, 子实体颜色洁白

 注 : 表中数据为3 段平均值。

2 .3 不同品种对菇体特点的影响  由表2 可见, 品种②～

⑨菇体特点均比 CK 好, 其中品种②、④、⑥、⑨菇体特点最

好, 表现为混生型, 个体较大 , 子实体颜色洁白; 品种⑤、⑦、

⑧次之 , 表现为子实体群生, 中大朵, 色泽较浅, 鳞片较少, 菌

柄粗大 ; 品种③外观表现与CK 相同, 为混生型, 个体较大, 子

实体颜色洁白。

2 .4 不同品种对鸡腿菇产量的影响  由表3 可见, 品种④、

⑦、⑤、⑥产量均比 CK 高, 其中品种④产量最高, 小区产量

156 .0 kg ; 品种⑦、⑤产量逐渐降低, 品种⑥产量比CK 稍高 ,

为111 .9kg ; 品种②、⑨、③、⑧产量比CK 低。经差异显著性检

验, 品种④、⑦与CK 差异极显著, 品种④与⑦差异显著 ; 品种

⑤与CK 差异显著; 品种⑥与 CK 产量差异不显著。就产量

而言, 品种④、⑦适宜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表3 不同品种产量情况 kg

品种
小区产量

Ⅰ Ⅱ Ⅲ

小区平

均产量
④  145 .8  162 .7  159 .5    156 .0 aA
⑦ 138 .2 137 .3 155 .0 143 .5 bA
⑤ 124 .7 130 .5 120 .2 125 .1 cB
⑥ 121 .8 109 .5 104 .3 111 .9 cdBC
①( CK) 112 .5 107 .2 109 .0 109 .6 dBC
② 110 .8 103 .0 93 .5 102 .4 deC
⑨ 97 .8 86 .8 92 .0 92 .2 eCD
③ 77 .0 80 .5 71 .6 76 .4fDE
⑧ 64 .3 67 .2 58 .0 63 .2fE

3  小结

从不同品种栽培种菌丝生长情况、污染率、发菌时间、现

蕾时间来看, 特白33 品种最好; 就菇体特点而言, 特大9201 、

特白33、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鸡腿菇、上海市农科院培

育的鸡腿菇品种较好, 表现为混生型, 个体较大, 子实体颜色

洁白; 就产量而言, 特白33 产量最高 ; 福州地热所培育的鸡

腿菇品种稍次之。综合考虑, 特白33 表现最好 , 适宜在生产

上大面积推广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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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陆的景观: 一边是规整的铺地和绿地组成的开阔空间 , 另

一边是自由的亲水平台。时钟中心布置的是一个采用当地

特有的材质设计而成的极富地方特色的象征性雕塑, 寓意

着“共创和谐”的愿望。

4 .3  生态休闲区  广场主轴线的南北两侧结合原有的地

形条件, 建设成了大面积的生态休闲区, 并在其中设置健康

步道、晨练区、邻里交流区、儿童乐园等场所空间, 以创造一

个能供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交流、健身活动及老人、儿童嬉

戏的人性化的广场空间环境, 并通过运用植物、建筑小品及

铺地等多种手法, 形成不同程度的封闭及开敞空间, 创造出

富有特色、层次丰富的广场空间环境。

4 .4  水系处理  蜿蜒的水系给整个广场带来了一股自然

清新的气息。同时又通过在水中铺石以产生涟漪等富有自

然情趣的设计, 并结合居民的亲水欲望特点设置了不同需

求的亲水平台、休闲凉亭等休闲设施 , 创造出一种相对轻松

自然的休憩环境, 成为居民最好的休闲娱乐场所。

4 .5  夜景及灯光规划  依据该广场所在地段的整体设计

风格 , 以单色自然的灯光勾勒地段内建筑, 以明朗的、自然

的灯光勾勒水岸, 使居民在广场中感受到自然、柔和、舒适,

增添小区的亲切氛围。主要灯具都采用节能环保光源, 采

用质量可靠配光合理的灯具外壳, 提高照明质量, 减少光污

染现象,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夜景照明体系。

广场是城市的名片 , 是城市的客厅, 是城市特色和空间

构成的重要元素。如何通过设计富有个性化和生命力的现

代城市广场来塑造城市形象, 提高城市品位 , 优化城市空间

成为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设计人员急需反思与解决的问题。

借鉴、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 , 结合本地的地域特色, 真正做

到尊重人的需求, 勇于创新 , 一定能塑造出新时代个性化鲜

明的城市广场, 遍布在大江南北的广场将会是“千场千

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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