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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不同培养基和pH 值对巨大口蘑( Tricholoma giganteum) 菌丝生长的影响。[ 方法] 观察不同培养基、pH 值对巨大口蘑菌
丝生长的影响。[ 结果] 巨大口蘑菌丝生长最佳的培养基为加富PDA-4( 马铃薯20 % 、葡萄糖 2 %、酵母粉0 .5 % 、钙中盖0 .3 % 、MgSO4

0 .2 % 、琼脂2 % 。) 巨大口蘑菌丝的生长速度最快 , 菌丝粗壮、浓白、致密; 最适pH 值7 .0。[ 结论] 为巨大口蘑的高产优质栽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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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and pHon the mycelial growth of Tricholo ma gigan-

teum . [ Metho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and pHvalues onthe mycelial growth of T . giganteu m were observed . [ Result] The opti mumcul-
ture medi umfor the mycelial growth of T . gi ganteum was enrichment PDA-4 ( 20 % potatoes , 2 % dextrose , 0 .5 % yeast powder , 0 .3 % calcium, 0 .2 %
MgSO4 and 2 % agar) . The best pHlevel is 7 .0 . Accordi ngto this formula , the growthis the fastest . The mycelia were strong , white , and thick . [ Con-
clusion] This research resul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 ng good- quality T. giganteum with high y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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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口蘑( Tricholoma gi ganteum Massee) 别名洛巴伊口

蘑、大白口蘑, 商品名为白色松茸、洛巴口蘑、金福菇等[ 1 - 2] ,

属担子菌亚门( Basidiomycotina) 层菌纲( Hymenomycetes) 伞菌目

( Agaricales) 口蘑科( Tricholomataceae ) 口蘑属( Tri choloma ) , 是

热带地区的大型真菌, 在非洲、南亚大陆和我国台湾、香港、

云南、福建、广东等地, 自然分布于林缘草地。该菇子实体丛

生、粗长、肥厚 , 肉质脆嫩, 口感独特, 风味极佳, 营养丰富, 鲜

销和干制品均受到欢迎, 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3] 。培养基和

pH 值是食用菌栽培中的重要因素, 为明确其在巨大口蘑高

产栽培工艺中的作用, 笔者研究了不同培养基和不同pH 值

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 为巨大口蘑的高产优质栽培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供试菌种。巨大口蘑, 由福建三明真菌研究所提供。

1 .1.2 供试培养基。a .PDA: 马铃薯200 g 、葡萄糖20 g 、琼脂

20 g 、水1 000 ml 。b . 加富PDA-1 : 马铃薯200 g 、葡萄糖20 g 、钙

中盖( 山东临沂广星叶面肥有限公司产品, 主要成分为磷酸

二氢钾) 3 g 、硫酸镁2 g 、琼脂20 g 、水1 000 ml 。c . 加富PDA-2 :

马铃薯200 g 、葡萄糖20 g 、酵母粉5 g 、硫酸镁2 g 、琼脂20 g 、

水1 000 ml 。d . 加富PDA-3 : 马铃薯200 g 、葡萄糖20 g 、酵母粉

5 g 、钙中盖3 g 、琼脂20 g 、水1 000 ml 。e . 加富PDA-4 : 马铃薯

200 g 、葡萄糖20 g 、酵母粉5 g 、盖中钙3 g 、硫酸镁2 g 、琼脂20 g 、

水1 000 ml 。f . 合成培养基: 蔗糖30 g 、硝酸钠3 g 、磷酸二氢钾1

g 、硫酸镁0 .5 g 、氯化钾0 .5 g 、硫酸亚铁0 .01 g 、琼脂20 g 、水

1 000 ml 。g . 木屑培养基: 木屑200 g 、酵母粉5 g 、钙中盖3 g、硫酸

镁2 g 、琼脂20 g、水1 000 ml 。处理方法: 将木糠晒干, 去除杂

质, 加水1 .5 L 左右浸泡10 min , 煮沸30 min ,8 层纱布过滤, 取

过滤液, 向其中加入琼脂20 g , 用小火加热, 并不断用玻璃棒搅

拌, 直至琼脂完全溶解后再用8 层纱布过滤1 次, 倒入1 000 ml

的三角瓶中, 加入其余成分, 搅拌溶解后加蒸馏水至1 000 ml 。

h . 稻草培养基: 稻草秆200 g 、酵母粉5 g 、钙中盖3 g 、硫酸镁2 g 、

琼脂20 g 、水1 000 ml( 处理方法同木屑培养基) 。

1 .1.3 培养基制备。以上各种培养基灭菌前, 用1 mol/ L 盐

酸和1 mol/ L 氢氧化钠调节pH 值, 设pH 值为5 .0、6 .0 、7 .0 、

8 .0 共4 个处理, 121 ℃灭菌30 min , 摆放斜面, 培养基凝固后

备用。培养基灭菌前用pHS- 25 型酸度计测定pH 值。

1 .2 方法

1 .2 .1  不同培养基和pH 值对菌丝生长的影响。挑取培养

好的巨大口蘑菌丝块( 0 .5 c m×0 .5 c m) 分别接种到pH 值为

5 .0 、6 .0、7 .0 、8 .0 的培养基上, 在30 ℃下培养, 观察菌丝的生

长情况 , 每隔5 d 记录1 次菌丝生长的长度, 用游标卡尺测量

菌丝生长的长度并记录菌丝的长势。每个处理重复5 次。

1 .2 .2  统计方法。采用 DPS 处理系统 V7 .05 版的 Duncan’s

新复极差法对各试验处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培养基对巨大口蘑菌丝生长的影响  由表1 可

见, 菌丝在不同培养基上均能生长 , 在pH 值为 7 .0 时, 各种

营养配方的培养基对巨大口蘑菌丝生长的影响显著, 其影响

程度为:e > c > d > a > b > h > g > f , 其中在 e 培养基上, 菌丝

生长速度最快、长势最好, 其次为d、c ; 在f 培养基上, 菌丝生

长最慢而且长势最差。试验结果表明, 在PDA 基础上, 添加

酵母粉、盖中钙、硫酸镁等能极显著促进巨大口蘑菌丝生长 ;

菌丝在含有马铃薯营养源的培养基上生长较好; 在木屑材料

的培养基上, 巨大口蘑菌丝的生长不及稻草材料的培养

基[ 4] 。

表1 不同培养基和pH 值对巨大口蘑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1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and pH value onthe mycelial

growthof Tricholoma giganteum

培养基
Culture media

pH 值
pHvalue

菌丝生长速度∥mm/ d
Mycelial growthrate

菌丝长势
Mycelial growth vigor

a 5 .0   3 .53±0 .11 bcAB + +

6 .0 3 .82±0 .09 abAB + + +

7 .0 4 .09±0 .04 aA + + +

8 .0 3 .23±0 .23 cB + + +

b 5 .0 3 .19±0 .20 bcAB + +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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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培养基
Culture media

pH 值
pHval ue

菌丝生长速度∥mm/ d
Mycelial growthrate

菌丝长势
Mycelial growth vigor

6 .0 3 .45±0 .12 abAB + + +

7 .0 3 .81±0 .08 aA + + +

8 .0  2 .78±0 .27 cB + + +

c 5 .0 3 .89±0 .23 aA + +

6 .0 4 .11±0 .03 aA + + +

7 .0 4 .35±0 .08 aA + + + +

8 .0 3 .77±0 .39 aA + + +

d 5 .0 3 .52±0 .15 bBC + +

6 .0 3 .94±0 .12 aAB + + +

7 .0 4 .12±0 .19 aA + + + +

8 .0 3 .32±0 .13 bC + + +

e 5 .0 3 .77±0 .21 bcB + + +

6 .0 4 .15±0 .20 bB + + + +

7 .0 5 .27±0 .21 aA + + + +

8 .0 3 .56±0 .06 cB + + +

f 5 .0 2 .11±0 .20 bAB +

6 .0 2 .18±0 .09 bAB +

7 .0 2 .67±0 .06 aA + +

8 .0 1 .74±0 .18 bB +

g 5 .0 2 .53±0 .03 aAB + +

6 .0 2 .52±0 .04 aAB + + +

7 .0 2 .70±0 .15 aA + + +

8 .0 2 .27±0 .03 bB + +

h 5 .0 3 .03±0 .09 bcAB + +

6 .0 3 .30±0 .09 abAB + + +

7 .0 3 .50±0 .13 aA + + +

8 .0 2 .90±0 .17 cB + +

 注 : 数据为5 次重复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 + + + 表示菌丝生长茂盛 ,

+ + + 表示菌丝长势较好 , + + 表示菌丝长势一般 , + 表示菌丝稀

疏。数字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 .05 水平有显著差异 , 不同大写

字母表示在0 .01 水平有极显著差异。

 Note :Data arethe mean ± SDfor 5 replicates . + + + + stands for luxuriant

mycelial growth ; + + + stands for good mycelial growth ; + + stands

for inter mediate mycelial growth ; + stands for sparse mycelial growth.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behind the data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 ;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me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at 0 .01 level .

2 .2  pH 值对巨大口蘑菌丝生长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 菌丝

在pH 值为5 .0～8 .0 时均可生长良好, 但在同一培养基下不

同的pH 值对巨大口蘑菌丝生长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在 e

培养基上,pH 值为5 .0 时, 菌丝生长速度较快, pH 值为6 .0

时, 菌丝生长速度逐步加快, 到pH 值为7 .0 时, 菌丝生长速

度最快, 长势最好 , 菌丝粗壮、浓白、致密, 到pH 值为8 .0 时 ,

随着pH 值的升高 , 菌丝生长速度突然减到最慢。试验结果

表明, 巨大口蘑菌丝生长最适当pH 值为7 .0。

3  结论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 巨大口蘑菌丝在不同配方培养基上

均能生长, 生长速度差异显著。在 e 培养基上, 菌丝生长速

度最快、长势最好 , 其次为d、c ; 在f 培养基上, 菌丝生长最慢

而且长势最差。在相同培养条件下, 从菌丝生长速度和长势

两方面综合考虑, 以葡萄糖作为碳源最为适宜[ 5] 。

(2) pH 值对稳定食用菌菌丝细胞内酸碱平衡和促进分

解吸收培养基的营养物质具有很大作用, 不同食用菌菌丝生

长的最适pH 值各不相同[ 6] 。培养基是菌丝体生长的外部环

境, 菌丝体的生长依赖该菌丝体内部酶的催化作用方可实

现, 而酶的活性与pH 值有很大关系, 酶活在最适当pH 值时

表现为最强最大, 稍高于或低于最适pH 值时酶的活性就会

下降。因而菌丝体的培养必须选择最适的pH 值 , 使其新陈

代谢处于最佳状态[ 7] 。在该试验中, 巨大口蘑菌丝生长最适

pH 值为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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