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菇出得最多
。

一般发生长根菇的林地
,

上壤

偏酸性
,

地比较湿
,

有散射光
,

通气良好
。

长

根菇趋光性不明显
,

子实体原基在完全黑暗

条件下也能形成
。

菇蕾 白色
,

似小蘑菇
,

出

土后变深褐色
。

纪大干 李代芳 宋美金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长根菇 (O 、d 。, a , s乞碗乙a : a d 乞e a ta
)也称

为长根金钱菌 (C
o z忍夕b‘a : a d ie a ta

)
,

是一种

食用菌
。

因其外形很象鸡纵菌
,

故云南群众

称它为
“

草鸡纵
” 、 ‘露水鸡纵

”

等
。

长根菇鲜

食脆而嫩
,

尤其是粗长的柄很可口
。

长根菇

在热带
、

亚热带和温带都有分布
,

生长在灌

木林地上
,

细长的假根长在 阔叶树的根或土

中腐木上
。

为 了扩大食用菌种源和开展菌根

的研究
,

我们进行 了长根菇的人工栽 培试验
,

现整理如下
:

长根菇的生态

一
、

特征和生态特性

子实体多群生
,

少数单生
。

菌盖初出土

时为半球形
,

边缘内卷
,

深褐色
,

待菌柄长

到一定长度
,

菌盖平展
,

颜色变为淡咖啡色
,

直径 7一 1 5C m
,

个别达 2 0c m 以上
,

菌盖边

缘有细网纹
。

菌肉白色
。

菌褶与菌柄离生
,

白色
,

子实体成熟后菌褶为淡灰色
。

菌柄中

生
,

深褐色
,

上有小麻点
,

实心而脆
,

直径

1一3c m
,

长1。~ 2 0c m
,

基部膨大呈倒圆锥形
。

土中假根细长
,

可达 1 6c m
。

抱子印白色
,

抱

子近于圆形
,

光滑
,

有 明显芽孔
,

14
.

5 ~ 19
x

9
.

5 ~ 1 4八

长根菇在云南分布很广
,

一般 以山毛样

科植物分布线为界
,

分布线以上不发生
,

分

布线以下都有生长
。

昆明地区每年 6一10 月

均有野生长根菇出现
。

尤其是连续晴3一5天
,

气温升到 25
”

C 以上
,

突然下雨降温时
,

长根

二
、

木屑栽培法

用野生长根菇子实体经组织分离得到母

种
。

培养基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 pH 6

。

在 邓
”

C 下培养 6一 8 天
,

长成 白色绒毛状 菌

丝体
。

栽培种培养基为阔叶树木屑 75 帕
,

麦鼓

2 2肠
,

白糖 1
.

5 呱
,

石膏粉 1
.

6 呱
。

以木屑培

养香菇的方法
,

将长根菇菌种接入木屑培养

基
,

置于 25
“

C 培养 30 ~ 33 天
,

菌丝长满培

养基
,

按香菇压块法将栽培种压入木箱内
,

厚度约 7c m
,

再在上面盖土 7一1 0c m
,

栽培

箱置于 加
。

C 以上室内培养
,

每周喷二次水
,

保持土壤湿润
。

经过约五个月 的培养
,

在温

差变化较大时
,

长根菇长出土面
,

从出土到

子实体成熟释放抱子约一星期
。

在形成原基之前
,

埋在土内的栽培种表

面先形成一层黑褐色的菌膜
,

然后在菌膜表

面形成子实体原基
,

再以假根向土层表面生

长
,

出土之前假根尖端膨大形成 白色菌蕾
。

空气湿润时菌蕾出土
,

菌柄很快伸长
,

然后

一 1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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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蘑肉厚
,

味美
,

营养价值高
,

是东北

著名食用菌之一
。

但至今仍靠野生采集
,

人

们曾试图变野生元蘑为栽培品种
,

多次尝试

均未成功
,

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菌丝培养

与菌种保藏问题
。

我们对此进行了探索
,

现

将初步结果报告如下
:

表 1 木屑保藏培养基组成 (单位
:

书)

培培养基基 木屑屑鲁鲁
麦鼓鼓葡萄糖糖 C a C!

222
K H

:
PO

‘‘

M g g o
---

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

111 号号 1 0 000 0
.

22222 0
.

111 0
.

0 555 0
.

111 0
.

0555

222 号号 9 00000 1 000 0 111 0
.

USSS 0
.

111 0
.

0555

注 : ¹ 含水量均为60、65形
; º 培养基比例超过0

.

5绍

可忽略不计
。

培养 15 天 , 2号培养基 良好
,

置 4
O

C冰箱保藏

备用
。

至今
,
已保存 16 个月效果良好

。

(三 ) 菌丝培养基的选择
:

由于 元 蘑 在

综合马铃薯培养基上生长不旺盛
,

我们采用

L g

(3)
‘

按排试验方案
,

以 PD A 为对照
。

表 2 筛选培育菌丝培 养签及 其结果

} } 一 }一}毒舀采
A } B } c }p川共要黑共

响

} l } }I U大}1台大

, , 斗, - 一{二, 一州一华半些
“%甲萄糖)

1 %午肉汁
.

{30 多木屑浸汁)5
·

5 {1 4
·

”
⋯25

·

3

2% 葡萄糖}。
·

5 , 蛋白拣 }3多麦芽汁 }5
·

6}“ {1。
·

了

”终葡萄糖}5%豆饼杏解液}1%酵母膏 )5
·

417
·

”11选
2%枣糖 }l%任巴什

_
.

}“% 麦芽汁 卜
7}“

·

7
⋯
‘“

2 , 赓糖 10. 5 , 蛋臼豚 }1, 酵母膏 ls. ”}4
·

3{”
·

5

“%蔗糖 }5 , 豆饼杏解叫30 % 木屑浸汁】
5

·

6{1“
·

3120. 7

2%木糖 1
1% 午肉什

_ _

}1多酵母膏 {5
·

“}7
·

7{10. ”

2多木糖 }”
·

5 , 蛋白豚 {30 , 木屑浸幻{5
·

“}1“
·

7}约35
2, 木糖 !5 , 豆饼水解浓}”耳麦芽汁 {5. 8 }9. 5!约33

培基养

口...1.......

11,曰弓口月性口曰not才Q�O曰

咖

材料与方法

(一 ) 菌种来源
: 1 97 9 年我们对本省 张

广才岭亚布力地区元蘑 (俗称)进行鉴定
,

学

名为亚侧耳〔H
o he b二b眺艺a S e 犷。云‘”a ( S e h a r d

ex
.

Fr ) si ng 〕
。

用组织切削法分离菌 种
,

用综合马铃薯斜面 培养基 于 邓
。

C培养
,

10

余天菌种生长 良好
,

目测
、

镜检锁状联合确

认为纯种
,

置 4
“

C冰箱保存备用
。

(二) 移接与保藏
:

曾发现元蘑菌丝 在

综合马铃薯培养基上几次移接后
,

菌丝明显

退化
、

变黄
、

萎缩
。

我们设计了两种木屑培

养基保存菌种
,

方法是
:

取新鲜桦树木屑
,

I k g /c m
Z

蒸汽灭菌 30 分钟
,

然后取样 1 克用

红外快速水份测定仪测得绝对含水量为31 ~

3 5肠
,

自然风干 另天后按 木 屑 含 水 3 0 肠计

算
,

配方比例如表 1
。

配制固体保藏培养基

要严格灭菌
,

除木屑先湿热灭菌和试管棉塞

干热灭菌一次外
,

试管装料后在 0
.

s k g /c m
Z

蒸气灭菌 20 分钟
,

隔日再用 I k g /c m ,
蒸气灭

菌 30 分钟
。

移入上述培养基的菌种
,

置触
。

C

对 }
照 l

综合马铃薯 }自 }
}然 l

表中木屑浸汁为段木屑 1 份加冷水 4 份

浸 16 小时
,

煮沸 加 分 钟 过 滤
,

定容 至水

的体积 ; 豆饼水解液为豆饼粉 259
,

加入水

2 0 0 m l浸 16 小 时
,

用 H C I 调 p H 至 1
.

5
,

煮

菌盖展平
,

释放抱子
。

木屑栽培长根菇产量

较高
,

第一批鲜菇产量达场养料干重的G0 帕

以上
,

一般可收 2一3 批
。

三
、

讨 论

长根菇产生子实体需要一定的温差
,

人

工栽培时给以适当的温差
,

可提早长出子实

体
,

缩短生长期
。

长根菇人工栽培比较容易成

功
,

因而是 一种有发展前途的食用菌
。

野生 的

长根菇可在多种阔叶树的根和土中腐木上生

长
,

所 以也可用木屑栽种
。

同时
,

对研究一般

土生离和菌根菌来说
,

也是一种较好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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