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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菌根真菌中包括了大量美味可口的

食用真菌
,

开展对外生菌根菌的研究乃是野

生菌驯化中的主要内答
。

外生菌根菌纯培养

的取得
,

可采用抱子分离法
、

子实体分离法和

菌根组织分离法
,

其中子实体组织分离法是

一种较常用的分离方法
。

用组织分离法获得

纯培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所用的分离方法
、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

我们选用 了国内外较常

用的三种分离培养基
,

对14 个属的20 种外生

菌根真菌进行了比较试验
,

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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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培养基分装于2 5 x 2 o。毫米

试管中
,
每管装约20 毫升 ,

高压锅 15 磅灭菌

2 5分钟
,

冷却后备用
。

( 二 ) 分离方法 在野外采集较幼 嫩 的

子实体
,

用刀小心地削去柄基部泥土和表面

脏物
,

用清洁的纸包裹带回
,

当天采集当天

分离
。

分离最好在无菌室 ( 箱 )内进行
,

但由

于外出无此条件
,

便选择了洁静的房间
,

在

分离时紧闭门窗进行操作
。

分离时将子实体

一册为二
,

再用解剖刀无菌操作
,
切取与菌

柄连接处的菌盖中心组织
,
组织块直径 3 ~ 5

毫米
,
迅速移放到试管斜面上

。

从每个子实

体取三块大小一致的组织
,

随机移入三种不

同培养基试管中
,
即分离同一菌株时

,

每种

培养基只设一个重复
。

( 三 ) 培养和鉴别 接种后置黑暗 中于

室温20 ℃左右培养
。

4 ~ 5天后检查斜面是否

有污染
。

根据菌丝体直接从接种块上长出
、

生长缓慢及同种子实体形成的菌落形态一致

的特征
,

初步确定所分离的为外生菌根真菌

纯培养
。

结果与讨论

三种培养基系 7 月14 日配制
, 2 0种子实

体分别于 7 月18 日到 8 月 2 日分离接种
, 8

月 9 日和2 1 日两次检查菌丝生长情况
,

下表

为第二次检查的结果
。

上述三种培养基分离效果的比较试验
,

由于每个处理只设一个重复
,

所以存在着较

大的偶然性
,

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
, P D M

和MMN 培养基20 种菌种分离到 9 种
,

成功率

45 肠 ; M一76 培养基分离到 7 种
,

成功率35 帕
。

因此
, P D M和 M M N 培养基为分离外生菌根

菌较好的培养基
。

M 一76 培养基虽然成功率较

低
,

但由于配方中无有机氮源
,

且碳氮比大
,

不易造成严重的细菌污染
,

另外对个别菌种

来说
,

其生长速度要高于前两种培养基
,

所
以也是可使用的分离培养基

。

对于包脚菇这

类特别难于分离的菌根菌
,

上述培养基都不

易分离成功
,
必需添加特殊的活性成分

。

外生菌根真菌培养不同于腐生真菌
。

在

用组织分离法获得纯培养时难度要大
。

根据

我们的实践
,

外生菌根菌的组织分离需要抓

好以下三个环节
。

¹培养基要新鲜
,

尽可能

防止斜面培养基脱水萎缩
,

选用大号试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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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分离
。

»要在适温 ( 2 O
O

C左右)和黑暗中

培养
,

培养期间尽量不要多翻动 , 雨季因空

气尽度大
,

试管棉塞最易污染霉菌
,
因此应

放在空气较流通的培养室培养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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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用于分离的子实体标本由减穆研究员鉴定

。

岁长多令俗门 亡‘。心多奋心华令 亡‘劝亡
二

‘,
俘自

亡‘令心 ‘勺心‘令亡‘令侣病吮挤勺心石嗯 ; 气、侣‘叙梦勺

注 : “

一
”

无菌丝; “十
”

有菌丝
; “ + + ”

生长较好
,

菌落

直径 Ic m左右
; “十 + + ”

生长旺盛
,

菌落直径 Zc m 以上
。

同

一菌种的3支不同培养基斜面
,

凡有 1 斜面细菌污染严重
,

则该菌种不予以统计
。

有些菌种如松口蘑
、

褐绒盖牛肝等
,

可用其中一培养基分离得到
,

但这次由于只设一个重复来

能分离到纯培养
。

装入较多的培养基
,

为防止脱水萎缩
,

在分

离前后均要用牛皮纸封口 ; p H 应在5
.

5左右
,

用柠檬酸调节
,

每升可添加0. 1~ 0
.

2克
。

º

采用新鲜幼嫩的子实体作分离材料
,

不能挤

压
,

不宜用水清洗 ; 尽量避免雨天取样和分

离
,

挑取的组织块要尽可能大些 , 当天采样

香菇的浸水期管理

野外袋栽香菇
,

浸水催菇是整个管理过程的关

键
。

现将浸水期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简介如下
:

(一) 区别品种
,

适时浸水
。

¹早熟品种浸水
:

在正常温度下
,

一般铝、弱天脱袋
,

常常脱袋后即

可出菇
‘.

这类品种大部分具中
、

低温型特性
,

在较

低温度 下仍能出菇
。

因水份消耗快
,

浸水 时 间 要

早
,

一般含水量在30 终以下时便可浸那 浸水前甩

铁丝在菌棒两端各戳一个约 10c m 深的孔
,

首次浸水

约 2
.

5小时
,

以后浸水时间逐次延长
。

一只装500 克

干料的袋浸水后重约 2场O克
。

一般浸水后 5、10 天

就出菇
,

º晚熟品种的浸水
:
在正常温度下

,

一般

7 0 ~ 8 5天脱袋
,

脱袋后不出或很少出菇
,

且有蜡烛

菇出现
,

从 n 月到次年 3 月底很少出菇
。

这期间管

理要勤通风少喷水
,

以免菌丝霉烂
,
同时又要保持

一定的水份
,
以利菌丝正常生长

,

但浸水一般不超

过 1 小时
,

否则会出现蜡烛菇
。

这类菇要到清明前

后大量出菇 且来势猛
,

因此要在气温回升前一周进

行浸水催菇 (约 3 月底) 。

、

(二 ) 加强管理
,

及时采收
。

菌袋浸水后移入菇

床
,

覆盖薄膜
,

前3、 4天每天通风一次 (巧分钟 )
,

一周后开始陆续出菇
,

一般每天早晚通风各一次
,

每次1~ 1
.

5小时
。

菇床空气湿度掌握在90 多左右
,

因此要进行适量喷水
。

于采收前 1~ 2天停止喷水
。

头批菇采完后全面停止喷水
,

进行强通风 (晚上覆

膜)
,

这样连续7、10 天(温度低时每天通风 2 次
,

每

次3勺4小时
,

连续 1 5~ 20 天) ,

促使菌丝复壮
.

然后进行第二次

浸水催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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