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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 柄 小 奥 德 蘑 两 变 种 栽 培 比 较 

于富强，纪大干 ，宋美金 ，刘培贵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摘要：成功的实现 了鳞柄 小奥德蘑两变种的人 工栽 

培，其 中鳞柄小奥德蘑双孢 变种为首次报 道 就鳞柄小 

奥德蘑原变种和鳞柄小奥德蘑 双孢 变种的菌株 进行 了对 

比栽培研 究。结果表明，鳞柄小奥德蘑原变种菌株 285和 

鳞柄小奥德蘑双孢变种菌株 223在菌丝最佳生长温度 、最 

适出菇温度、采菇期及生物效率等方面存在 差异 ，在 云 

南前者适合于夏季栽培 ，而后者则适于秋、冬季栽培 

关键词 ：鳞柄小奥德蘑 ；人工栽培 

鳞柄小奥 德蘑 (Oudemansiella l币z ∞阳)又名 

长根 小 奥德 蘑 鳞 柄 变 种 (0． radicata var． 一 

)或 鳞腿 长根 金钱 菌 (Collybia radicata var． 

． 
)，现作为 口蘑科 (Tricholomawceae)小奥 

德蘑属 (Oudemans／el／a)一独立 的种“j，是一普为 

人们所喜爱的野生食药兼用真菌。其味道鲜美 ，营 

养价值丰 富，素有 “草鸡纵 ”和 “露水鸡纵 ”之 

称，所含长根菇素对降血压具有明显的疗效。同时 

因其为腐生菌 ，易于人工栽培_2 J。开展鳞柄小奥德 

蘑驯化栽培研究不仅可以扩大栽培食药用菌种源 ， 

而且为本属其他种类的人工驯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经验 ，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应用推广价值 。 

1 鳞柄小奥德蘑生物学特性 

1．1 形态解剖特征 

鳞柄小奥德蘑原 变种 (0．f／／／f／／uroz3ea var． 一 

)，菌盖 7～16cm，扁半球 形至近平展 ，浅褐 

至褐色，中部似脐状并具深色辐射状皱纹，湿时粘 ； 

菌褶稀疏 ，弯生，具小菌褶 ；菌柄 0．5～1．5cm×9～ 

22cm，上部近白色，下部 密被浅褐 色至褐色鳞 片， 

基部稍膨大且延伸成长假根状；菌肉白色 ，薄，味 

淡；担子 四孢 ，14～17．5pm×62．5～74pro；担孢 子 

无色，光滑，卵 圆形至宽椭 圆形 ，11～151~n×12．5 
～ 17．51~n；侧生囊状体近梭形，顶端近头状，33～ 

41pm×113—156／ml，褶缘囊状体近梭形，顶端近头 

状 ，25～35t~m×100～12Stem。菌丝具锁状联合。 

引证 标 本 ：云南 ，昆 明植 物 所 内栽 培，20． 

Ⅷ．2001，于富强 531(HKAS38682)，杨祝 良 3209 

(HKAS 38712)。 

鳞柄 小 奥德 蘑 双孢 变种 (0．，； 币cr一 。var． 

bispora)，菌盖 6．5～16cm，扁半球形至近平展 ，浅 

鳞柄小奥德蘑双孢变种 

(0．hlffumcea vat．bispora) 

鳞柄小奥德蘑原变种 

(0．hlffumcea vat．fu】血 Icea) 

1、侧生囊状体；2、担子；3、担孢子；4、子实体；5、担孢子；6、担子；7、侧生囊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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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 ，中部似脐状并具明 显浅色辐射状皱纹，湿时 

粘；蔺褶稀疏 ，弯生，具小菌褶 ；菌柄 0．4～1．2cm 

X 1 1．5～16cm，上部近白色，下部密被浅褐色至褐 

色鳞片，基部膨大且延 伸成长假 根状 ；菌 肉白色 ， 

薄 ，味淡 ；担 子双孢 ，12．5～16tma X 52．5～75／~rn； 

担孢子无色 ，光滑，卵圆形至宽椭圆形 ，1l～l4 m 

X 14 16／an；侧生囊状体腹鼓形至近梭形 ，顶端近 

头状，21～50,tan X l13～159,tan，褶缘囊状体多近棒 

彤 ，少 近 梭形 ，顶 端 近 头状 ，ll～19／tm X 8l～ 

100／an。菌丝无锁状联合 。引证标本 ：云 南，昆明 

植 物 所 内 栽 培， l5．X．2001， 于 富 强 771 

(HKAS38860)。杨祝 良 3213(HKAS387l7)。 

1．2 生态特性 腐 生，通过假根与地 下的腐 木相 

连 ；夏 、秋季多生于针 、阔叶林中地 下埋木上 ，单 

生至群生 ；在我 国云南 、贵州 、江苏 、福建等省份 

有分布[ ， ， 。 

2 材料与方法 

2．1 培养基 培养基配制采用常规 的程序与 方法 ， 

配方 如下 ：琼脂 17g，蛋 白胨 2g，鲜 马铃薯 200g 

(煮液 )，柠 檬 酸 0．1g，葡萄 糖 10g，KH2PO40．5g． 

VBl 10mg，CaCI2‘2H2O 0．05g， MgSO-~‘7H2O 0．15g， 

加蒸馏水至 1 000rnL，pH值调为 5．5。 

2．2 母种 制备 野外选 择采集生长 旺盛 、粗壮 、 

株型好 、无病虫害的幼嫩子实体，削去柄基部泥土 

和表面脏物 ，然后带回实验室 ，在超净工作台上进 

行菌种分离。将子实体一掰为二，切取菌柄与菌盖 

连接处菌 肉组织 ，迅速放人盛有培养基的试管斜 面 

， 塞紧棉 塞，放人恒温培 养箱，置于 2h5℃下培 

养。6 10天后 ， 自组 织块长 出 白色绒 毛状 菌丝 

体 ，此 即栽堵所用母种 。 

2．3 栽培种 制备 栽培 种培养 基质 为小屑75％、 

玉米粉 23％、石膏粉 1％ 、蔗糖 1％。加入蒸馏水． 

使基质含水量为 55％ ～60％，装入 17cm X 33cm聚 

丙烯袋 ，每袋装量总重约 lkg(干重约 0．3kg)，中 

央扣--一直径 1．5cm的洞至基质底部，袋 口扎塑料环 

加棉塞．121 oC下高压蒸 汽灭菌 2h，冷却后每袋接 

人 0．5cm X 1．0cm菌种块 ，置于 25℃下培养。35～ 

40d菌丝长满培养基质 ，此可作为栽培用菌种l6。 

2．4 对比栽培 待菌丝 长满袋装培 养基 质后 ，剔 

除污染袋 ，进行脱袋埋土栽培 ，覆 3～5cm厚沙土 ， 

上盖保温塑料棚，每周适量喷水 2次 ，为鳞柄小奥 

德蘑出菇提供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 

就鳞柄小奥德蘑 2个变种的菌株： (鳞柄小奥 

德蘑原变种)菌 株 285和 (鳞柄 小奥德 蘑双孢 变 

种)菌株 223分别从菌丝最佳生长温度 、最佳 出菇 

温度 、采菇期 、生物效率及栽培阶段污染率进行 比 

较研究 

3 结果与讨论 

3．1 结果 成功的实现 了鳞柄小奥德蘑原变种和 

鳞枘小奥德蘑双孢变种的人工栽培 ，其中后者为首 

次报道。经过 52d和 74d的培养 ，菌株 285 (鳞柄 

小奥德蘑原变种 )和菌株 223(鳞柄小奥德蘑双孢 

变种)先后有子文体出土，从子实体出土到成熟释 

放孢子约 1周 ，在子实体有八成成熟 即 5d左右时 

采菇 二者任菌 幺幺最佳生长 温度 、最佳 出菇 温度 、 

采菇期 、生物效率及栽培阶段污染率方面存在着差 

异 (附表) 

附表 菌丝最佳生长温度、最佳出菇温度、出菇 

期 、生物效率、栽培阶段污染率比较 

指标 
菌株 

菌株 223 菌株 285 

*栽培阶段污染率 =污 染培养料袋数／培养料 总袋数 X 

l00％ 

3．2 讨论 菌株285属中 、高温型菌株 ，出菇时需 

要相对较高的温度 和湿度 ，菌丝生长适温在 24～ 

26~C，子实体分化的温度为 20～2h5℃，稍低于子实 

体分化温度 ，因此在云南 5，6月份为最佳栽培时 

间，可作为夏 、秋季食用菌栽培品种 菌株 223属 

中 、低温型菌株 ，也菇时需要相对稍低的温度和湿 

度 ，菌丝生长最适温度为 23～25℃，子实体分化的 

温度为 15～20~C左右，在云南 9，10月份为最佳栽 

培季节 ，可作为秋冬季食用菌栽培品种 

鳞柄小奥德蘑栽培 中，脱袋埋土塑料棚法不仅 

方法简单、易操作，而且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适 

宜大面积推广 ，与地栽小盖棚覆草帘法相比是比较 

理想的栽培方法l7 。进一步栽培条件和栽培方法 的 

研究在进行中 。 

本属迄今人 工栽培成功 的多为长根小 奥德蘑 

(O．radieata)和鳞柄 小奥德蘑 ，而后者过去常被 

作为 长根小奥德蘑鳞柄变种 (0．radicata var． ． 

frⅡceⅡ)或 鳞腿 长根 金钱 菌 (CoUy6a~radicata var． 

)l2，3，4，5· 0，l ， 

我 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小奥德蘑属的种类相 

当丰富，至今已报道 12种 4变种 ，约 占世界 已知 

种数的 1／3强 ，其中绝大多数种类可食 ，某些种还 

可能会 成 为重 要 的药 用 菌，如粘 小 奥德 蘑 (O． 

muc／da)可 产生 粘 蘑菌 素 (mucidin)，拈 抗 真菌 ， 

对小白鼠肉瘤 180、艾 氏癌 的抑制率分别 为 80％和 

90％l10,”一。因此小奥德蘑 属在 食用 菌 、药用 菌驯 

化栽培和保健品开发研究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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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孢块菌的菌根合成及其超微结构研究 

陈应龙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 ：采用纯培 养的黑孢块菌菌丝体接种 红椎 实生 

苗，对茵根感染情况及其超微 结构进行 了研 究。实验表 

明，在适宜条件下，该 茵在红椎根 系上形成的茵根具有 

块茵茵根典型的形态结构 本文探 讨 了名贵茵根食 用茵 

在 我 国的 半人工 栽培途 径 

关键词 ：黑孢块茵；茵根合成；显微结构；红椎 

黑孢块菌 (Tuber melanosporum Vittad．)原产 于 

法国 P6figord省石灰岩地 区，是世界 卜最名贵的共 

乍 食用菌，被誉 为林中 “黑钻百”。住分类学 上， 

黑孢块菌隶属于子囊菌亚门 (Ascomycotina)、块菌 

日 (Tuber'ales)、块 菌 科 (Tuberaceae)、块 菌 属 

(Tuber)。西 欧地区是黑孢块菌的发祥地 ，是商业 

块菌及其初级产品的生产和集散地 ，为块菌 的主要 

消费国。因其 与林木根系有共生关系 ，栽培问题一 

直为人们所关注。采用人工接种技术合成菌根，是 

黑孢块菌子囊果的形成和实现人工栽培的重要途径 

和技术关键ll 0 J。我国对 块菌的研究始于 80年代 

中期 ，主 要 开 展 了 块 菌 资 源 调 查 和 生 态 学 研 

究l4 ；近年来 ，有关单 位正着于块菌的人上驯化 

工作。我国发现的 2(】余种块 菌中，尚未发现有黑 

孢块菌l6娟j。本义采用法国黑孢块菌菌种，埘我困 

南方重要 乡土阔叶用材树种红椎 [Cctstanopsis hyst 

A。Dc．，壳斗科 (Fagaceae)]进 行接 种 ，研 究 了 

菌根形态及其超微结构，并对黑孢块菌在我 国人工 

栽培前景进行 r探 i、f。 

l 材料 和方 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苗木 ：红椎实生苗 。红椎 种 

子经表面消毒后在沙床上播种。供试菌种：黑孢块 

EF070菌株 ，引自法国。试验基质：蛭石 +泥炭 

+河沙 (1．5：1：2体积比)混合基质，营养成分及 

含量：有机质 (13．895％)、全 N (0．0298％)、全 P 

(0．O147％)、全 K (1．959％)、速效 P(0．7081％)； 

基质经高温消毒处理 (121～126oC，30min)后，调 

节酸碱度。 

1．2 试验方法 接种方法：采用振荡培养后的菌 

丝体作为接种体 。在移苗 3天时采用注入法进行接 

种 ，在每株 移栽 苗根 系 附近接 入 5mL液体 菌剂。 

管理与收获 ：实验苗随机放 置在温室 内的苗床上 ， 

定期测定生长量 。根据红椎苗生长趋势 ，于接种后 

26周时收获试 验苗。根样制备 与显微观察 ：根 样 

采用常 规 方法 处理 后 在 显微 镜 下计 算 菌根 感 染 

率 J。用于电镜观察 的新鲜根 系样 品 ，经戊二醛 、 

锇酸 双 固定 、乙醇 梯 度 脱水 、干 冰 零 界点 干 燥 

后ll ，放进 JFC一1100型离子溅射仪 内镀金 (厚度 

100A)，然后在 TSM—rI300型扫描 电镜上进行观察 

和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块茵茵根形态学特征 接种后26周时收获实 

致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祝 良博士 、王 

向华就论文的修改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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