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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福建省气候条件、姬松茸生物学特性, 确定其栽培方法、生产流程和栽培季节。在

栽培管理上, 强调覆土后重水调湿同时加强通风换气, 促进出菇整齐并形成明显的菇潮; 提出调

控、改良栽培环境条件与安全使用农药相结合的综防措施, 有效地控制危害姬松茸主要病虫害; 注

重适时采收和烘干温度的控制, 保证干菇质量。平均生物学效率为 48164% , 平均单产为 12116

kgöm 2 (鲜菇)。四年来, 有计划地在福建省 7 个县市推广栽培 380 833 m 2, 总产量达 16717 t (干

菇) , 累计产值 2 53813 万元, 投产比为 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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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ltiva tion of m e d ic ia l m ushroom A ga ricus b la z e i m urrill in Fujia n

H e X iu jin, Yang Peiyu, Chen T iqiang, Chen Furu, J iang Zh ihe and L i Kaiben

(F uj ian A cad em y of A g ricu ltu ra l S ciences, F uz hou 350013)

Abs tra c t　T he cu ltu ralm ethod, techno logic p rocess and seasonal arrangem en ts (fo r sp ring and au2

tum n cu lt ivat ion) w ere defin itely developed and arranged, acco rding to the clim ate in Fu jian and

the b i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A g aricus blaz ei. D u ring cu lt ivat ing, in o rder to cause fru it ing in

good o rder and lead to obvious flu sh, it m ust pu t emphasis on ven tila t ion w h ile w ater2sp raying e2

nough w as requ ired after so il2covering. To con tro l the m ain diseases and pests effect ively, the in te2
grated con tro lm easu re w ere pu t fo rw ard as: adju st ing and imp roving environm en t codit ion and ap2
p lying chem icals rat ionally and safely. A nd to eusu re the quality of dry m ush room , it m ust pay at2
ten t ion to p ick up and bake tim ely. T he average b io logical efficiency w as 48164% , and average yield

of fresh fru itbodies w as 12116 kgöm 2. T h is p ro ject had been sp read on seven coun ties of Fu jian

P rovince in a p lanned w ay fo r fou r years, the to tal cu ltu ral area w as 3800833 m 2 and the to tal yield

of dry m ush room w as 16717 t, and the ou tpu t value added up to 2503830000 RM B. A cco rding to

the econom ic benefit analysis, the rat io of investm en t to p rofit w as 1∶2168.

Ke y W o rds　 A g aricus blaz ei M urrill; Cu lt ivat ing m anagem en t; Imp lem en ted effects

姬松茸又名柏氏蘑菇, 原产南美巴西等地, 故亦称巴西蘑菇。其子实体脆嫩鲜美, 当地

居民至古以来就食用这种蘑菇。1965 年, 日本菌蕈学家岩出亥之助对这种无名蘑菇进行菌种

分离和培养试验, 1967 年由比利时的海漫曼博士鉴定为新种, 并命名为A g a ricus blaz ei

M u rill, 与双孢蘑菇A . bisp orus 同属。1978 年, 日本开始人工栽培姬松茸的研究, 提出在稻

福建农业学报 14 (1) : 58～ 63, 1999
F uj ian J ou rna l of A g ricu ltu ra l S 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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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蔗渣等堆肥上覆土, 制成畦床并在其底部接种的菇房“畦栽培法”[ 1 ]。日本早期 (岩出亥

之助等, 1982) 的研究结果认为, 姬松茸要求的温、湿条件是, 白天 25℃、夜间 20℃, 空气

湿度 90%～ 95% ; 甘蔗渣是最适合的栽培材料[ 2 ]。但后来的研究结果却认为姬松茸要求最高

温度不超过 20℃、空气湿度 80%～ 95% 及覆土层厚达 4 cm 的特定栽培条件[ 3 ]。在近十年来,

日本对姬松茸的研究着重于抗肿瘤活性、降血糖降血压、降胆固醇和改善动脉硬化等药理作

用及活性多糖和糖蛋白复合物等药效成分[ 4～ 9 ]上。这些研究成果使得近几年姬松茸在日本的

需求量猛增。虽然早在 80 年代, 日本就尝试商品性栽培[ 1 ] , 但由于栽培方法单一、产量不稳

定以及栽培成本高等原因, 一直形不成生产规模。直至 90 年代, 才着手研究姬松茸生物学特

性和遗传育种[ 10～ 11 ]。

1992 年, 福建省农科院植保所引进姬松茸新菌种后, 即进行适应性驯化栽培和出菇试

验[ 12 ] , 对该菌株的子实体进行形态学观察和鉴定, 并采用扫描电镜观察鉴别其担孢子的形态

特征及其与普通栽培蘑菇的区别。在出菇试验和鉴定的基础上, 通过组织分离培养得到可供

栽培研究的菌株。1994 年以来, 针对国内外姬松茸栽培存在的出菇不整齐、产量不稳定等问

题, 系统地研究了姬松茸生物学特性和栽培管理技术[ 13～ 17 ]。现将有关引种栽培技术及推广应

用情况报道如下。

1　栽培方法与培养料配方

根据姬松茸生物学特性, 在福建省自然气候条件下, 春秋两季均适合姬松茸生长。主要

栽培方法有: 袋料覆土栽培、箱式栽培法和发酵料畦床式栽培法。

表 1　袋料覆土栽培配方对姬松茸产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the d ifferen t bur ied-plasticbag

cultiva ted m ed ium on the y ield of A ga r icus blazei

培养料配方
生物学效率

(% )

蔗　渣 75% + 麦麸 17% + 辅料 8% 6412

稻草粉 60% + 木屑 32% + 辅料 8% 4715

稻草粉 70% + 牛粪 22% + 辅料 8% 6112

芦苇粉 75% + 麦麸 17% + 辅料 8% 5813

　　注: 8% 的辅料为玉米粉 4% + CaCO 3 2% + 蔗糖 1% + 石

膏 1% ; 每袋培养料干重为 013 kg。

试验结果 (表 1) 表明: 袋料覆土栽培的

生物学效率可达 4715%～ 6412% , 以蔗渣培

养料 (适合闽中南沿海产蔗区) 为佳。优点

是产量高, 但存在工序多、成本高等问题。箱

式栽培法可采用周转筐进行, 具有工艺先进、

可实现工厂化生产等特点。畦床栽培法成本

低, 且生物学效率也较高, 更适合国内栽培

条件, 菇农易接受, 因此大面积推广以畦床

栽培为主。

试验结果表明稻草、蔗渣、木屑、牛粪

均是较理想的栽培原料。经过筛选确定了熟

料栽培和发酵料栽培的培养料主料, 其中前

者以甘蔗渣为主, 后者以稻草为主。根据对辅料构成进行正交试验的结果[ 15, 16 ] , 确定了培养

料配方为: 稻草 70%、牛粪 25%、石灰 015%、过磷酸钙 215%、尿素 1%、石膏 1%。

实地测产结果 (表 2) 表明: 按第一潮菇占春季总产量的 50% 计算, 大棚畦床栽培每平

方米的鲜菇产量 7164～ 18166 kg, 平均可达 12116 kg, 平均生物学效率可达 48164%。

2　生产流程及季节安排

根据姬松茸菌丝生长和原基发生、子实体生长发育所需的外界环境条件要求, 在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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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气候条件下, 根据生产流程 (图 1) 因地制宜做好春菇和秋菇栽培季节安排, 具体情况可

参考表 3 进行。
表 2　推广栽培实地测产结果

Table 2　Y ield estimation on the spot in the popular ized cultiva tion

采样面积
(m 2)

总朵数
(朵)

平均单朵重
(g)

总重量
(g)

一潮产量
(kgöm 2)

折算产量
(kgöm 2)

0156 70 30156 2 13912 3182 7164

0156 76 37150 2 85010 5109 10118

2124 597 35100 20 89510 9138 18166

平均值 34135 12116

　　注: 第一潮菇占春季栽培产量的 50% (现场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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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姬松茸规范化栽培技术流程

F ig11　Technolog ica l process on the standard iza tiona l culture of A ga r icus blazei

表 3　姬松茸春秋两季栽培季节安排

Table 3　Seasona l arrangem en t in spr ing and autumn cultiva tion of A ga r icus blazei

　栽　培　程　序 春菇栽培 秋菇栽培

11 母种复壮 12 月 6 月 (当年)

21 原种生产 1 月 (当年) 7 月

31 原辅料贮备 2 月中下旬 7 月中下旬

41 栽培种生产 2 月 8 月

51 培养料堆制 3 月 8 月

61 栽培场所选择 3 月中下旬 8 月中下旬

71 搭棚床架准备 3 月下旬 8 月下旬

81 上床栽培 4 月上旬 9 月上旬

91 栽培管理 4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 9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

101 采收干制 5 月上旬至 6 月下旬 9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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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姬松茸栽培管理与采收技术要点

311　覆土期　是姬松茸栽培的一个重要环节, 只要土壤含水量充分, 覆土时一般不再喷水;

待菌丝体蔓延进入土壤并有原基形成时, 再加大喷水量湿透覆土层并加强通风换气, 使菇棚

环境条件有利于子实体生长发育并形成明显的菇潮。控水调湿, 同时加强通风是姬松茸栽培

中促进子实体生长、出菇整齐的关键所在。

312　出菇期　姬松茸菌丝生长、原基形成、子实体发育是不断交替的, 当菇床上发生大量子

实体时, 需要较多的水分, 应及时进行覆土喷水, 并在菇房内增加空气相对湿度。可采用轻

喷的方法, 逐步增加覆土层的含水量, 满足子实体发育对土壤含水量和空气相对湿度要求。

313　产菇期　要有意识地控制产菇期, 特别要做好前两潮菇的管理以确保收成, 同时为使后

期菇体生长正常, 可适当喷施些含游离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液体营养剂。为保证产量和

品质, 要适当控制出菇部位, 防止出菇过密; 出菇盛期, 遇高温时菇棚宜在早、晚适当通风,

以降低棚内温度, 避免长出薄皮子实体和提早开伞。秋季栽培应加强保温措施, 减少菇棚内

的昼夜温差, 并增加棚内空气相对湿度, 以促进菇体均衡生长。

314　病虫害防治　主要病虫害为胡桃肉状菌D ieh lium y ces m icrosp orus、矩形拟矮螨 P seu2
d opy gm ep horus quqd ra tus 和兰氏布伦螨B rennad an ia lam bi、蘑菇蚤蝇M eg aselia ag rici、野蛞

蝓A g a riolim ax ag restis 和双线嗜粘液蛞蝓 P h ilom y cus bilinea tus 等。在掌握病虫害发生规律

和为害情况的基础上, 提出以改善栽培环境条件为主及合理、安全使用高效低残留农药及生

物农药的综防措施, 防治效果可达 7610%～ 9316% , 且达到“无公害”要求。

表 4　姬松茸栽培中的主要杂菌和害虫防治效果

Table 4　Con trol effect of weed-m oules and pests in the cultiva tion of A ga r icus blazei

有害生物 药剂用量及用法
使用次数

(次)
防治效果

(% )

胡桃肉状菌 50% 施保功W P 2000 倍 1 7610

螨　　类
73% 克螨特 EC 2000 倍

5% 卡死克 EC 2000 倍

1

1

9210

8712

菇　　蝇
215% 氯氰菊酯 EC 3000 倍

杀鳞精 300 倍

3

3

8410～ 9013

8210

蛞　　蝓
6% 密达颗粒剂

70% 百螺杀W P 30 m göm 2

2

2

9316

8714

4　采收与产后加工

为使干菇能顺利返销日本并打开韩国等国际市场, 适时采收是保证姬松茸产量和质量的

前提; 采后及时脱水烘干, 则是保证干菇商品价值和出口合格率的关键。

掌握在菌膜裂开尚未露出菌褶时采收; 过早采收菇体小, 影响产量; 过迟采收的菇体虽

大, 但菌褶发黑或已开伞, 品质下降, 且消耗的养分多, 影响下潮出菇。采收前, 如菇房气

16第 1 期 何修金等: 药用菌姬松茸在福建的栽培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温在 26℃以上, 子实体生长快、易开伞, 要早采收; 如气温在 16℃以下, 子实体发育慢, 柄

粗壮、质地细密, 可以稍大些再采。前两潮菇养分足, 菇柄粗, 菇体大而结实, 要让其充分

长大后再采; 而后两潮菇, 养分不足, 菇柄细, 易开伞, 应早采为宜。采收时, 一手按住覆

土, 一手捏住菇轻轻扭取即可, 不可触伤旁边未成熟的小菇, 以免造成死菇现象。

采收好的姬松茸子实体整理后要及时脱水烘干, 才能保证干菇商品价值。烘烤时, 要掌

握好温度。温度过低易使菇体发烂、变色, 过高又会将菇体烤焦。一般将烤房预热到 40～ 45℃,

再将摆好菇的筛盘送入烤室。起初 2 h 内温度控制在 35～ 40℃, 随后升到 45～ 50℃烘烤 3～

5 h, 再升至 55～ 60℃烘烤 6～ 8 h, 最后升到 60～ 65℃保持 5～ 6 h。此外, 烘烤过程必须注

意通风换气, 使水蒸汽及时外逸。整个烘烤过程视菇的干湿程度约需 20～ 24 h, 烘烤过半程

后要上下调换烤筛位置, 使烘干程度均匀一致。烘烤过程掌握得好, 一般干品水分含量在 12%

～ 13% , 菇体脆硬, 香味浓郁, 出口合格率高。

5　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经济效益

1994～ 1997 年, 先后在福建省仙游、莆田、松溪、顺昌、屏南、尤溪、罗源、霞浦等县
(市) 推广应用本项目。累计栽培面积 381083 万m 2, 总产量达 16717 t (干菇) , 直接经济效

益为 2 53813 万元人民币 (表 5) ; 单位面积平均收益为 66165 元öm 2。以 400 m 2 的栽培大棚

为例, 栽培原辅料及雇工费用总计 9 965 元 (表 6) ; 单位面积平均投入为 24191 元öm 2。

表 5　推广栽培面积与产量

Table 5　The popular ized ared and y ield (1994～ 1997 年)

应用地区
推广面积

(m 2)
总产量

( t)
新增产值

(万元)

仙游 95 000 2815 57010

松溪 123 000 5319 51417

顺昌 32 000 1218 23010

屏南 30 000 1617 30010

尤溪 33 333 810 20010

莆田 34 500 3010 45010

罗源 30 000 1510 24010

霞浦 3 000 218 3316

合计 380 833 16717 2 53813

分析结果表明, 姬松茸栽培投入与产出比为 1∶2168, 是扶贫致富的短平快项目。该项目

的推广应用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使福建省成为国内最大的姬松茸生产和出口基地, 而

且, 姬松茸菌种和栽培技术还从福建省进一步传播到浙江、江西、四川、江苏等省份, 成为

一些省份食用菌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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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单位面积栽培成本

Table 6　The cultiva ted cost for per un it area

　　　　项 　　　目 计算依据或说明
支　　出

(元)

稻草 15 kgöm 2×400 m 2×0120 元ökg 1 200

牛粪 5 kgöm 2×400 m 2×0134 元ökg 680

材料
石灰 011 kgöm 2×400 m 2×0190 元ökg 36

过磷酸钙 015 kgöm 2×400 m 2×2120 元ökg 440

尿素 012 kgöm 2×400 m 2×1140 元ökg 112

石膏 012 kgöm 2×400 m 2×1100 元ökg 80

菌　种 2 袋öm 2×400 m 2×1100 元ökg 800

棚　架 5 000 元 (使用 3 a) 1 667

堆料上床覆土 130 人öd×15 元öd 1 950

雇工 栽培管理阶段 120 人öd×15 元öd 1 800

采收烘干 80 人öd×15 元öd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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