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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野生蕈 菌物种资源十分 丰富 ，据初步统计仅 野生食用菌就有 约 600种 ，其 中 目前具有 

重要经济、开发价值的有近 60种，滇南、滇中和滇北都有可重点开发的种类 ，这些野生食用菌 

是云南各族人民物质生活中依赖的重要 自然资源之一，在改善膳食结构和发展经济中，起着不可 

忽视 的作用 。为有效 保护和持续利用 云南野生蕈菌 资源 ，在 开发该省野 生食用菌资源 时 ，应重视 

发展野生食用菌深加工工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此外，人工促繁、优良菌种的引入和利用乡土 

菌种选育新 品种 ，是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 面 。云南 的毒蘑 菇 ，特别是剧毒 菌 ，如灰花纹鹅 膏和欧氏 

鹅膏的资源利用潜力较大，应重视此类毒菌毒素的研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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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野生蕈菌物种资源十分丰富，本文仅就野生食用菌和毒蘑菇资源状况及其利用问 

题作简要论述。野生食用菌除少数为子囊菌外 ，绝大多数为担子菌，它们皆为真菌界的成 

员。真菌属异养型的生物，按营养方式不同，大致可分为共生型、腐生型和寄生型等。野 

生食用菌主要为共生型和腐生型真菌。有的腐生型或寄生型野生食用菌 (如木耳、银耳 、 

金耳 、灵芝 、冬菇等 )已可人工栽培 ，在 国内外食用菌市场上 占有较大份额fl1 2】，而共生型 

野生食用菌 (如松口蘑、牛肝菌、蚁巢伞和块菌等)目前一般尚不能人工栽培，只能直接 

采 自于 自然 ，这正是部分野生食用菌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云南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 ，土壤类型各异，热带 、亚热带 、亚高山及高山温 

带植被类型兼有f3】。全省由于受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支暖湿气流的影响，雨量充沛，大部分 

地区冬暖夏凉，这样的温度和湿度适宜野生蕈菌的生长发育 ，为各种生态类型的野生食用 

菌的生栖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据调查 ，在云南各族人民物质生活中 ，野生食用菌是人 

们依赖的重要 自然资源之一，在改善膳食结构和发展经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1。 

l 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状况 

1．1 物种资源十分丰富 ，在 国内首屈一指 

据国内外现有资料进行初步统计，全省已知野生食用菌约有 600种 ，约占全国食用菌 

种类的 3／4，居全国各省 区之冠 [5q81。以名贵 、重要的野生食用菌而言 ，云南就有近 60种 

(表 1)。如在 日本被誉 为菌 中珍 品的松 口蘑 (即松茸 )、亚洲和非洲著名 的蚁巢伞 、欧美 

各国广为食用的松乳菇 、欧洲市场畅销的美味牛肝菌 、鸡油菌以及块菌等在云南皆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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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野生食用菌及其在云南的主要分布区 

Table 1 Wild edible mushrooms of important economic value and their main distribution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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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冈口蘑、褐盖牛肝菌、紫牛肝菌、橙香牛肝菌 、干巴菌等风味独特的著名野生食用菌 

却是欧美所缺乏的。此外，某些重要的食用菌如木耳、香菇的一些地方品种为云南特产， 

在开发中也十分富有潜力，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又如，裂褶菌 (即白参)在世界上分布十 

分广泛，但云南出产的裂褶菌质地柔嫩 、气味清香，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喜爱。 

1．2 部分种的产量高，富有直接开发价值 

大多数野生食用菌主要生长在有松科 、壳斗科、桦木科 、杨柳科和豆科植物的林下。 

从低海拔的滇南至高山针叶林的滇西北，特别是滇中高原和滇西北，这几个科的植物分布 

都十分广泛，并常作为森林的建群种或优势种出现【31，就是在这些植物组成的林下，每年夏 

秋生长有大量野生食用菌，如牛肝菌 、枝瑚菌 (刷把菌)、松 口蘑 、乳菇 (奶浆菌)、红 

菇、蚁巢伞、干巴菌等。它们不仅风味独特、品质优良，深受人们喜爱，而且在省内分布 

广泛，产量较高，在出口创汇和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3 地 区性的特有种较多 ，并拥有较大 自然蕴藏量 

据报道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室约有 1 000余号国产模式标本，其中 

采 自云南 、四川和西藏东部的约占40％，又以云南省的为最多_l9I。如褐盖牛肝菌、淡红枝 

瑚菌 、阔孢虫草 、云南小奥德蘑 (Ouderrumziella 肌 Zhu．L．Yang&M．Zang)等等， 

都是我国西南的特有种，模式标本皆采自于云南[2o~z31。有的种如松茸群 (Tricholoma spp．)、 

多汁乳菇 、变绿红菇、蚁巢伞虽不是该区的特有种，但云南是其分布的中心或重心之一。 

它们在云南往往具有较大的自然蕴藏量，富有开发价值。 

1．4 滇南、滇中和滇北都有重点开发的种类 

云南由于地跨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高山温带，野生食用菌的种类也南北有异 ，这 

是我国其它省份所不及的。在滇南低海拔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重要的野生食用菌有短 

管牛肝菌、环柄香菇(Lentinus sajor—c4．Fr．)、细鳞香菇 ．squarrosulus Mont．)、核香菇 tu— 

ber—regiam(Fr．)Fr．J、真根蚁巢伞 、 白蚁谷堆蚁巢伞(Termitomyces heimii Natarajan) 、裂 

褶菌、斑孢枝瑚菌等等。它们是热带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野生食用菌。 

而为人熟知的野生食用菌，大多分布在滇中和滇北的林中，其中著名的干巴菌主要分 

布在海拔 600-2 300 in之间的云南松和思茅松林下，而青冈口蘑多分布在海拔 2 800 m之 

上的高山栎林中。相比之下，松 口蘑则在松树 、冷杉、云杉和铁杉等林中皆可出现。此 

外，大多数牛肝菌、羊肚菌、枝瑚菌、乳菇和红菇都分布在滇中和滇北。 

1．5 云南野生食用菌中新的种类有待挖掘 

在云南的野生真菌中，仅蘑菇目 (／4garicales)和牛肝菌目 (Boletales)的真菌迄今已知 

上千种 ，但 目前利用的只有 100余种，大多数种的食用价值尚未被人们所了解 ，有待研 

究。另外 ，野生食用菌新物种近年来时有发现，如红黄鹅膏赭褐变种 f／4manita hemibapha 

var．ochracea Zhu L．Yang)、袁氏鹅膏 (A．yugtniana Zhu L．Yang)、思茅虫草 fCordyceps s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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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1Densis M．Zang)、东方小奥德蘑 (Oudemansiella orientalis Zhu L．Yang)等等，就是近来在 

云南发现的新的野生食用菌物种 朋。因此，有理由认为，云南新的野生食用菌种类大有潜 

力可挖 。 

2 云南野生食用菌开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注重野生食用菌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云南野生食用菌产菇季节明显，多在每年的6～9月份 ，在产菇高峰季节，由于缺少保 

鲜加工处理设备 ，许多野生食用菌不能及时加工 ，一方面造成资源积压，另一方面大量野 

生食用菌只得腐烂在山林中，导致资源浪费。目前 ，云南野生食用菌多以原产品投入市 

场，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少见。由于国际市场对食用菌产品有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在 

我国加入 WTO后的今天，发挥资源优势，实现野生食用菌产业化深加工 ，提高产品附加 

值 ，已势在必行 。 

2．2 防止野生食用菌资源过度采撷 

在生物演化的历史长河中，许多野生食用菌与树木形成共生关系，它们 目前尚不能人 

工栽培，而自然产量又有限，过度采撷时有发生。在开发利用野生食用菌资源过程中，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其再生能力，这样方能持续利用。真菌的再生能力除了因物种不同 

外，还因利用方式和生境的变化而有异。据笔者的调查，近几年滇南热带地区和滇西北部 

分地区在开发野生食用菌时 ，出现的问题之一是掠夺性开发。如蚁巢伞的采集就是一例 ： 

有些采集者一旦遇到蚁巢伞，就将整个白蚂蚁巢穴挖开，以便能把不同发育阶段的蚁巢伞 

个体全部采到。又如在滇西北有的地区，松口蘑刚长出地表，就被采走 ，甚至未开放的菌 

蕾 (俗称 “子弹头”)也被一并采掉 ，成熟的个体很少，孢子不能产生，生境被破坏 、地 

下菌丝减少 】。有的地区近年来虫草、松口蘑 、蚁巢伞或牛肝菌的产量已有下降，这值得 

引起高度重视【7瑚、291。要采取有效的统一管理 ，合理适度采集，有计划地限制性开发，严禁 

“连根刨”、 “一锅端”的掠夺性行为。 

森林植被的过度采伐和森林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危及野生经济真菌再生能力的另一个重 

要原 因。许多野生食用菌只生长在特定的森林 中 ，这些森林遭受破 坏 ，食用菌便不 能生 

存。因此，在野生食用菌产业化的过程中，加强森林保护、维护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2．3 加强野生食用菌驯化家栽的应用研究 

云南部分真菌种群小 ，分布零散，其中像腐生真菌资源的开发，只有人工驯化栽培， 

才能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由于乡土经济真菌长期适应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进 

行人工栽培一般较易成功，也可较快获得经济效益。因此，采取培养当地土生品种和引种 

外地优良菌种相结合的方法，选育新品种，发展食用菌产业，是有效利用和保护云南真菌 

天然基 因库的重要措施 。应立足于云南的独特环境 和气候条件 ，筛选 出适宜不 同地区栽培 

的品种。如云南南部地区可发展环柄香菇 、草菇 【Volvariella volvacea (Bul1．)Singer]、竹 

荪 (Dictyophora spp．)等适宜高温的种类 ，北部地区似适宜栽种香菇 、侧耳 【Pleurotus OS— 

treatus(Jacq．)P．Kumm．】等品种[3o1。在滇中和滇北可开展小奥德蘑和斑玉蕈(斑盖偏耳)的驯 

化栽培【l 。卜。 。对在冬季低温下启蕾的食用菌香鬼笔(Phallus M．Zang)应推广栽培 ，以 

活跃冬季市场 。 

2．4 对部分名贵野生食用菌的人工促繁进行协作攻关 

名贵野生食用菌多为共生菌 ，一般不能进行人工培养。为长期持续利用这些珍贵资 

源，应组织起强有力的科研队伍进行人工促繁研究。人工促繁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面。目前，松口蘑和块菌的人工促繁已有较为成熟的例子 1。松口蘑与松树、栎树形成菌 

根，大量的菌丝与根尖紧密地长在一起，菌丝帮助树木增强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类的能力， 

同时也能分解一些复杂的有机物以便树木吸收；而在树木生长发育过程中，树木分泌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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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产物是菌类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国内外已将 “菌根育苗技术”广泛应用于荒山造林 

和退耕还林上，这可大大提高苗木的成活率[35~381，并且在树苗长大成林的过程中，林下的野 

生食用菌将会渐渐发展起来，使生态系统逐步得到恢复，达到良性循环。 

3 云南野生毒蘑菇资源 

在云南各地 ，既有丰富多彩的美味野生食用菌，又有大量的毒蘑菇，有的甚至是剧毒 

的。由于许多毒菌的外形与食菌十分相似 ，稍不注意，就会将毒菌误当作食菌采收、出 

售。误食毒蘑菇，轻则损害人体健康，重则危及人的生命。在云南，几乎每年都有因误食 

毒蘑菇而中毒甚至死亡的事故发生。如在 “牛肝菌”这个大家族中，云南有上百种，有的 

可食，有的有毒，误食毒牛肝菌而中毒者屡见不鲜。因此，在开发野生食用菌时，要严格 

区分毒菌和食菌，加强野生食用菌知识的普及，在夏秋季节，大力向群众宣传食用菌和毒 

菌知识，以防止误采 、误食毒菌。云南的毒蘑菇很多 ，但剧毒 (误食死亡率高达 90％ 

100％)的主要有：灰花纹鹅膏 ． 0 Hongo)、欧氏鹅膏 ．oberwinklerana Zhu L． 

Yang&Yoshim．Doi)、黄盖鹅膏 (A．subjunquillea S．Imai)、黄盖鹅膏白色变种 (A．subjM - 

quillea var．a／ba Zhu L．Yang)、纹缘盔孢伞 [Galerina，船 0 (Fr．)Ktihner】、褐鳞环柄菇 

(Lepiota helveola Bres．)和亚稀褶黑菇 (Russula subnigricans Hongo)等【l。 4Ol。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 ，很多毒菌经过加工炮制可人药 。如误食麦角菌 fClaviceps 

purpurea(Fr．)Tu1．1严重时可致命 ，但用于妇产科则是对症的良药⋯ ；在筛选抗癌药物方面， 

不少毒菌可能是强有力的候选者[42m ；有的毒菌可用于除杀害虫，达到生物防治的目的 。 

鹅膏菌毒素特别是肽类毒素在生物学及医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一定浓度的鹅膏毒 

肽对真核生物 RNA聚合酶 II具有抑制作用，但对 RNA聚合酶 I和 III，或没有抑制作用 ， 

或这种作用十分微弱，这种专一抑制性使得鹅膏毒肽成为非常重要的生化试剂，它们在分 

子遗传学研究方面的作用显得相当突出[45～1。鹅膏毒肽在肿瘤治疗等方面也可能具有重要潜 

力 。 而 在 免 疫 生 物 学 、毒 理 学 研 究 方 面 ，鹅 膏 菌 毒 素 同 样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48-5Ol。正因为如此，目前鹅膏菌毒肽的价格十分高昂。毒菌毒素的研究近 20年来十分活 

跃，云南的毒菌属种丰富，毒菌资源利用潜力较大，应重视研究毒菌毒素。对毒菌资源的 

开发，其潜在价值可能不会低于野生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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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ild mushroom resources and their util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Southwest China 

rANG Zhu—lia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A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Yunnan is very rich in wild mushroom resources．About 600 species of wild edible 

mushrooms Occur in the province．Among them nearly 60 species can be exploited presently on 

commercial scale．Noteworthy，various species of wild edible mushrooms occur in southem
．central 

and northern parts of the province，thus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can use different resources
．  

These wild edible mushrooms serv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 on which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there rely，and play a certain role in improving the food structure and econe，mic 

development．In order to rationally utilize and effectively conserve Yunnan S wild mushroon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mushroom deep—process industry，and to make fine products 

with high quality and value．Artificial improvement of ectomycorrhizal mushroom fruiting
， 

introducing good strains as well as selecting new strains by using local wild mushroom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oisonous mushrooms especially the lethal ones
, 

such as A manita丘li~nea and A．oberwinklerana，have relative great potential usage due to their 

poisonous chemical constituents，which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  

Key words：Yunnan Province；wild edible mushrooms；wild poisonous mushrooms：resource uti． 

1iz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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