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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芯 (杆 )栽培毛木耳
、

香菇和草菇

试 验

李海鹰 马冰 王继玉

( 广 西科学院生物研 究所 )

摘 要

以 玉 米芯 ( 杆 ) 为主要培 养杆
,

进行 了毛木耳
、

香菇和草菇等菇种的代杆栽培试

验
,
已初步筛选出具有一 定经 济价值的生产配方和栽培品种

。

经 讨培养杆 的化学分

析和示 范点的 大面 积验证试验
,

表明利用玉 米芯 ( 秆 ) 栽培食 用菌
,

在栽培理论和

技 术上是可行的
。

该技 术的推 广 与应 用既能促进生物资源的 再生和利用
,

亦可 为石

山地区增加 一 条脱 贫致富的门路
。

食用菌栽培生产投资少见效快
,

近几年在全国各地 发展很快
,

然而我区大部分石 山地区

虽具有适宜食用菌栽培的气候条件
,

因缺 乏林木资源
,

难以进行香菇
、

木耳等食用菌的段木

和木屑代料栽培
。

但该地 区尚有大量的玉米芯 ( 秆 ) 未充分利用
。

从我区尤其是石山地区种

植业特点出发
,

探索 一 条立 足于本地资源
,

发展食用菌生产的路子
, 1 9 8 7年 6月至 1 9 8 8年 6月

,

我们以玉米 芯 ( 秆 ) 为主要培养料
,

进行毛木耳
、

香菇和草菇等菇种的代料栽培试验
,

筛选

出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的以玉米芯 ( 秆 ) 为主的培养基配方和栽培品种
。

在试验取得初 步结果

基础上
,

为探索该技术在农村扩散的可能性
,

并为其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
,

在都安县大兴乡

进行了较大规摸的玉米 芯 ( 秆 ) 栽培毛木耳的示范试验
,

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利用玉米芯 ( 秆 ) 栽培食用菌 的依据

食用菌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
,

主要是纤维素
、

木质素等碳源物质和各种有机
、

无机氮

化合物组成的氮源物质
,

以及少量的营养元 ( 如微量元素
、

维生素等 )
。

而且要求各物质之

间有合适的比例以 利于食用菌的生长
。

经对本试验所采用的玉米芯 ( 秆 )
、

木屑等主要培养

料进行化学成份分析得知
,

玉米芯 ( 秆 ) 的营养较为丰富
,

含氮物质为杂木屑的 3倍 左 右
,

破氮比次于麦鼓而居木屑之 上
,

具有食用菌生长繁殖所需的基本物质 ( 表 1 )
。

二
、

毛木耳栽培试验

( 一 ) 材料和方法

( 1 ) 参试品种
:

A
。
( 自广东引进 )

( 2 ) 材料
:

干燥无霉的玉米芯 ( 秆 )
,

经粉碎成谷粒状或蔗渣状大小
,
木屑需过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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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 婆 培 养 料 化 学 成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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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表中结果均已折算为 10 0 写干物质含最
。

( 3 ) 方法
:

采用 1 7 c m x 3 0c m x 6丝的聚丙烯塑料袋
,
使用不套环制种技术

。

具体方法

与木屑室内代栽相同
,
其中本所灭菌为高压灭菌

, 压力为 1
.

4 k g / c m “ ,

保压 2小时
。

都安大

兴为常压灭菌
,

锅 内温度达 10 0℃后
,

保温 8一 12 小时
。

( 二 ) 试验结果

( l ) 配方筛选试验

参照国内外 目前毛木耳代栽中常用的栽培配方
,

借鉴 了本项 目试验中
“ 以玉米芯为主要

原料筛选适合香菇菌丝生长配方试验
”
的结果

,

设计了四个配方 ( 见表 2 )
,

经室内栽 培 表

明
,

一号配方表现较好
,

在同等条件下其生物转化率
,
略高于常规木屑配方 (即对照组 )

。

另

外
, 2号

、

3号配方转化率虽略低于对照组
,
但采用了无粮栽培

,
是具有一定经济 价值 的 配

方
。

表 2 , 斌 叹 方 及 生 物 转 化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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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利用玉米芯 ( 秆 ) 栽培毛木耳中以统糠取代麦鼓试验

都安是我区玉米主产区
,
麦献

、

米糠较缺
,

从其自身资源和降低栽培成本考虑
, 以便于

该技术的扩散和推广
,

我们在示范点采用统糠代替麦鼓
,

并在配方筛选基础上
,

对栽培配方

进行了徜整
,

试验结果效果较佳
。

从 1 9 3 8年 4月 25 日到 8月25 日
,
参试出耳的 1 0 3` 2袋

,
每 袋

于料 o
.

2 7 k g ,
共收鲜耳 2 7 7 4

.

2 k g ,

生物转化率 9 9
.

3 5%
。

经上述较大规摸的验证试验
,

一方面表明玉米芯 ( 秆 ) 是栽培食用菌的 良好材料 , 另一

方面则表明以统糠代替麦熬 ( 米糠 ) 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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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示范点裁培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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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香菇栽培试验

( 一 ) 材料和方法

( l ) 参试品种 : 选取近 年在木屑栽培中表现较好的 L 2’
、

L 25 为本试验品种
。

( 2 ) 材料
:

与毛木耳试验材料相同
。

( 3 ) 方法
:

( 1 ) 以玉米芯为主要原料
,

筛选适合香菇菌丝体生长的较宜配方
,

然后择

优进行不 同配方及不 同品种的栽培对照试验
。

( 2 ) 栽培方法与常规木屑室 内代料栽培 方 法

基本相同
,

但因玉米芯培养料易吸水
,

吸水过量便会松散
,

故收第一潮菇后
, 2一 3潮的补水

催蕾中
,

宜采用少量 多次喷雾为宜
,

菌块泡浸时间不能过长
,

以 2一 4小时较适合
。

( 二 ) 试验结果

( 1 ) 筛选适合香菇菌丝体生长的配方试验

同一香菇品种其菌丝体在同等条件下
,

培养基的营养成份配 比适当
,

菌丝体生长速度快

且粗壮
。

笔者查阅 了代料栽培食用菌的有关资料
,

并适当考虑配方中的营养配 比
,

设汁了 10

个配方进行筛选试验
夕

经全面衡量
、

比较
,

选取了 2
、

3
、

4
、

10 等四个配方作为栽培试 验 的

参试配方
。

表 4 今 试 配 方 及 结 果 单位%

一泣
( 2 ) 培养基筛选试验

以表 4中具
“ △ ” 符号者为培养基筛选试验的参试配方

,
以木 屑栽培中表现较 好 的 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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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参试品种
。

试验结果表明
, 4号配方 表 现

相对较好 ( 见表 5 )
,

与上 述试 验 结 果 吻

Z卜
’

口 0

( 3 ) 品种对 比试验

以上述试验中的 4号配方为培养基配方
,

L 24
、

L 25 为参试品种
。

试验结果 是
:

在 木

屑薪培中产量极接近的 L 24
、

L 25
,
在 玉 米

芯为主的培养基中
,

产量差异极显著 ( 见表

6 ) ,
可见不同香菇品种对玉米芯培养 料 的

适应性不尽相同
,

L 25 明显优于 L料
。

表 5 今试砚方产 .
、

生物转化率

汾汾汾
参试袋数数

.

鲜菇产最 ( k幼幼 生物转化率 (%〕〕

111 (对照 ))) 2 0 000 2 6
.

5222 44
.

222

22222 2 0000 3
.

0 000 5
。

000

33333 2 0000 4
。

8 000 8
.

111

44444 2 0000 18
.

1222 3 0
.

222

55555 2 0 000 1 0
.

3 333 17
.

222

四
、

草菇毅培试验

本试验以栽培草菇常用的稻草和栽培产量较高的废棉为对照组
,

以玉米芯 为主要培养料

栽培草菇
,

初步 了解草菇对玉米芯培养料的适应性
。

( 一 ) 材料和方法

( i ) 参试品种
: V

:

( 引自广东 )

( 2 ) 材料
:
栽培所需的玉米芯

、

稻草
、

废棉需无霉不变质
。

稻草切成 2一 3寸长
,

玉 米

芯粉碎成谷粒大小
。

( 3 ) 方法
:

( l ) 按比例配好培养料
,

接着分别用 P H 12 以上的石灰水浸泡一夜 沥 干水

待用
。

( 2 ) 参试配方共 5个
,

每次每配方投料 22
.

5 k g
。

栽培方式为室内床栽
。

( 二 )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
,
玉米芯可用于栽培草菇

,
其中以玉米芯与稻草相混的配方

,
生物转化率

仅次于废棉而优于纯稻草
。

从我区资源情况考虑
,

该配方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 见表 7 )
。

表 7 各 砚 方 试 脸 结 .

培培 养 料 成 份份 鲜 菇
_

重 ttt
((((( k g )))

111 (对照 ))) 稻草 1 00%%% 2
.

9 8 555 1 3
。

2 777

222
`̀

玉米芯 100 %%% 2
.

9 9 555 13
.

3 666

33333 废 棉 100 %%% 5
.

2 999 2 3
.

5 222

44444 玉米芯55 %
、

稻草45 %%% 3
.

7 999 1 6
.

6 666

玉玉米芯5 5拓
、

废棉 45 %%% 2
.

6333

五
、

菇质

用玉米芯为主要原料栽培的毛木耳
、

香菇和草菇
,

与生产上常用配方栽培相比
,
香菇

、

草菇鲜菇外观略有差异
,

主要表现在菇体偏小
、

色泽偏浅
。

据观察差异大小与配方 中玉米芯

比例大小有关
,

玉米芯比例愈大
,
差异愈为显著

。

经广西农科院中心实验室化验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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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其子实体的各项营养指标

,

如粗蛋白
、

总糖
、

脂肪
、

氨基酸及矿物质相差不大
。

六
、

结论与讨论

1
.

利用玉米芯
、

秆栽培毛木耳
、

香菇和草菇等食用菌不仅具有合理的理论依据
,

而且经栽

培实践证明技术上亦是可行的
。

另外
,

玉米芯 ( 秆 ) 栽培食用菌后的菌糠经分析
,
营养价值

较前有较大的提高
,

可作为饲料加以再生利用
。

该技术的推广应用既可促进生物资源 的再生

和利用
, 又可为石山地区和玉米产区广大 农民脱贫致富增加一条门路

。

2
.

利用同样培养料栽培毛木耳
,

不同地域气候条件各异
,

栽培结果差异显 著
。

同 期 制

种
、

出耳
,

在南宁栽培的
,

进入五月中旬由于气候炎热
,

持续高温
,
栽培种严重感染霉菌

,

被迫

提前结束收耳期
。

但都安大兴到7月 28 日
, 只有靠地面不通风的死角有小量感染上霉 菌 外

,

绝大部分仍正常出耳
。

以此说明
,

栽培地的小气候对食用菌产量影响极大
,
平均气温低

, 日

温差大之地域
,
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生物转化率
。

3
。

利用玉米芯栽培香菇的试验中
,
经笔者观察

,
栽培种在脱袋后的菌丝恢复期

,
表面菌

丝转色结膜普遍较慢
,
并相继出现霉菌污染现象

。

配方中玉米芯配比越高转色越慢
, 污染越严重

。

这是否与栽培地域气候条件
, 玉米芯含

的化学成份或与玉米芯物理结构有关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
。

为配合该技术的推广与扩散
,
在菌种驯化和培养基的筛选和栽培技术的进一步完善等方

面仍需作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



乞0 李海鹰
:

玉米芯 (杆 )栽培毛木耳
、

香菇和草菇试验 第 5 卷

T H E E X P E R IM E N T S O N A U R I C U L A R IA

P O L Y T R工C H A A L E N T IN U S E D O DE S A N D

V O L V A R IE L L A V O LV A C E A C U L T IV A T E D

ON C O获N C O B A N D S T A L K

L 1 H a i
一
y i n g , M a B i n g ,

W a n g J i
一
Y t z

(了n s t艺t: ` t e o f 刀1
0 10 9 , , G u a九群 1 A e a d e优 , of S c i e封 c e s )

A B S T R A C T

W i t h t h
e e o r n e o b a赵 d s t a l k 扭 s 扭 a

jo
r n u t r i e n t , u b s t r a t e , a r t i f i e i a l

e u l t i v a t i o n o f a u r i e u l a r i a p o l y r i e h a ,
L e n t i n u s e d o d e s a n d V a l v a r i e l l a

v o l v a e e a w e r e e o n d u e t e d t o s e r e e n i n g o u t t h e f o r m u l a e o f e u l t u r e s u b s t r a t e

w i t h s o m e e e o n o m i e a
l

v a l u e a n d m u s h r o o m s e u l t i v a t i o n v a r i e t i e s 。

T h r o n g h

t h e e h e m i e a l a n a l y s i s f o r t h e s u b s t r a t e a n d f i e l d d
e m o n s t r a t e d t r i a l s h o w

t h a t , u s i n g t h e e o b a n d
s t a l k t o e u

l t i
v a t e t h e e d i b l

e m u s h
r o o m 1 5 d e s i r a b l℃

i n t h e o r e t i e a l l y a n d t e e h n i e a l l y
。

T h e P o P u l a r i t y a n d a p p l i e a t i o n o f t h i s

t e e
h

n i q u e 血 a y P r o m o t e t h
e r e a v a i l a b l

e o f b i o r e s o u r e e a s w e l l a s a l l o w

t h e p e o p l e s i n k a r s t r e g i o n t o t a k e o f f t h e p o o r n e s s a n d t o g e t r i e h n e ,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