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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菇肉质脆嫩，味道鲜美，营养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

食用和保健价值。特别是鲜菇中赖氨酸和精氨酸含量远高

于其他菌类和果蔬产品，对儿童身高和智力发育具有良好的

作用。所以，金针菇也被称为“增智菇”，深受人们的喜爱。

随着人们健康养生观念的日益兴起，能够满足人们营养保健

和膳食纤维素需要的金针菇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近年来，金针菇即食食品和休闲产品等加工产品不断涌

现，这些加工产品拓展了金针菇更大的消费市场，满足了人

们更高层次的营养保健需求。金针菇加工对原料需求除了

营养品质外，更主要的是口感。目前所有加工企业使用的金

针菇原料全部来自鲜销的金针菇，这些金针菇营养品质参差

不齐，普遍存在咀嚼塞牙、不爽的现象，制约了金针菇加工产

品的市场销售和深度开发。

研究立足于解决企业生产原料的品质需求，以咀嚼口感

为主要指标，兼顾营养和产量指标，引进国内主要金针菇栽

培品种（菌株），经过系统研究，筛选出加工专用菌株，既满足

企业生产需要，又为下一步品质育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

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从四川省农科院、上海农科院、福建三明真

菌所等地引进品种（菌株）5个，以及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筛选

保藏菌株 4个（表 1）。

试验编号

a
b
c
d
e
f
g
h
k

品种（菌株）名称

B3
G1

F3-1
川金 7号

金丝

金针 12-24
川金 3号
金杂 19
金丝 2号

引种单位

上海市农科院

上海市农科院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四川省农科院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四川省农科院

福建三明真菌研究所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表1 供试菌株编号及来源

1.2 试验方法 栽培料配方：棉子壳 53%，胡豆壳 9%，棉渣

加工专用金针菇品种（菌株）的筛选

曾先富 李昕竺 熊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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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四川省农科院、上海农科院、福建三明真菌所引进

的 5个金针菇菌株以及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筛选保藏的 4个菌

株，连续栽培试验。统计头潮菇产量、商品外观，营养品质和脆

度测定，筛选出适宜于加工专用的金针菇菌株 F3-1，其每袋平

均产量达到 420.83 g，每 100 g蛋白质含量为 2.33%、氨基酸总量

为 1.66 g，脆度值达到 330 g。经人体咀嚼测试，该菌株完全不

塞牙，适合用于休闲、即食食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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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种 驯 化

长周期较长且产量相对较高；二类是生长周期较长，但产量

较低；三类是原基不分化或是分化不完全；四类是生长周期

短，产量低。通过对灰树花数量性状进行变异系数分析表

明，不同灰树花性状间存在较为丰富的遗传变异，表明灰树

花的农艺性状具有多样性，随意的引种和种植很有可能造成

生产上的损失。另外可以根据育种目标，选择具有相应目标

性状的菌株进行品种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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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稻草 1%，玉米粉 7%，麸皮 2%，磷肥 1%，尿素 0.1%，硫

酸镁 0.1%，石灰 2%，石膏 0.8%。采用 17 cm×33 cm规格袋装

料，每袋装料 1.1 kg（折合干料 500 g±10 g）。经高压灭菌，冷

却接种后在 18~20℃的培养室黑暗培养 22 d，移至专用菇房

开口、搔菌，保湿出菇。

每个品种（菌株）制作 100袋，连续试验 3批次。每个品

种（菌株）每批次随机抽取 30袋，采收头潮菇统计产量、观测

外观、测定营养和脆度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菌丝长速长势比较 供试 9个

品种（菌株）菌丝生长速度平均 7.4 mm/d，最高为 c和 g，菌丝

长速均超过 8.1 mm/d，经方差分析，c和 g的菌丝生长速度与

其它 7个菌株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a、b、d、e、h、f等 6个品

种（菌株）菌丝生长速度均为接近 7 mm/d或 7 mm/d以上。k
菌株的菌丝生长速度最慢。c、d、e、f、g、k菌株的菌丝长势较

a、b、h菌株浓密，但差异不明显。

2.2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产量比较 供试 9个品种（菌

株）中，头潮菇产量最高的是 c和 g菌株，分别达到 420.83 g和

412 g，其它品种（菌株）的产量比较为 e>f>b，k>a>d>h，产量最

低的是 h菌株，仅为 306 g。c和 g两个品种（菌株）的产量与

其他 7个品种（菌株）的差异明显，达到显著水平。

2.3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商品外观比较 供试 9个菌株，

b和 d为白色菌株，其它为黄色菌株。所有黄色菌株的色泽、

菌盖、柄长、柄径等指标差异不明显（表 4、图 1）。c和 g两个

菌株的基部褐变较长，分别达到 9.97 cm和 8.73 cm，其它褐变

试验编号

a
b
c
d
e
f
g
h
k

菌丝生长速度/（mm.d-1）

7.61±0.77ab
7.85±0.51ab
8.16±0.85a
7.02±1.35ab
7.03±0.65ab
6.97±0.77ab
8.13±0.70a
7.67±1.82ab
6.18±0.69b

菌丝长势

+++
+++
++++
++++
++++
++++
++++
+++
++++

表2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菌丝长速长势比较

注：①++++表示菌丝生长茂盛，+++表示菌丝长势较好，++表示
菌丝长势一般，+表示菌丝稀疏

长度为 5.3~7.4 cm。

2.4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营养成分及脆度比较 营养成

分由四川省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分析测试中心测定；脆度由成

都大学生物产业学院测定。结果表明（表 5），9个品种（菌株）

中，每 100 g样品，蛋白质含量超过 2.0%的品种（菌株）为 b、c、

表3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头潮菇产量及生物转化率比较

试验编号

a
b
c
d
e
f
g
h
k

袋产量/g
333.33±68.31bc
337.50±13.69bc
420.83±18.82a
329.17±33.23bc
387.50±34.46ab
362.50±49.37abc
412.50±26.22a
306.25±74.65c
337.50±41.08bc

生物转化率/%
66.67±13.66bc
67.50±2.74bc
84.17±3.76a
65.83±6.65bc
77.50±6.89ab
72.50±9.87abc
82.50±5.24a
61.25±14.93c
67.50±8.22bc

试验
编号

a
b
c
d
e
f
g
h
k

菌株
名称

B3
G1

F3-1
川金 7号

金丝

金针 12-24
川金 3号
金杂 19
金丝 2号

子实体
色泽

黄白

白

黄白

白

黄白

黄白

黄白

黄白

黄白

盖径
/cm

0.68±0.04b
0.62±0.08bc
0.83±0.05a
0.62±0.08bc
0.62±0.04bc
0.65±0.08b
0.53±0.05c
0.65±0.06b
0.67±0.05b

柄长
/cm

18.97±1.72a
19.07±2.59a
19.42±1.40a
17.98±1.80a
18.52±1.88a
18.98±2.65a
21.47±1.81a
20.40±4.60a
17.18±1.35a

柄径
/cm

0.40±0.09a
0.03±0.00a
0.38±0.10a
0.33±0.05a
0.35±0.05a
0.32±0.04a
0.32±0.04a
0.33±0.05a
0.38±0.08a

基部褐变
/cm

6.32±0.51cd
无

9.97±1.47a
无

5.63±1.28d
5.72±0.84d
8.73±1.31b
7.43±0.65c
5.32±0.53d

表4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商品外观比较

图1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子实体外观

育 种 驯 化

（下转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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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015、939 的菌盖直径较大，平均菌盖直径分别为

7.21 cm 和 7.41 cm；9 个 供 试 菌 株 的 菌 盖 厚 度 在 0.73~
1.94 cm，菌盖厚在 1.5 cm 以上的菌株有 212、中香 68、241、
808，在 1~1.5 cm 的菌株有 908、135，在 0.73~1 cm 的菌株有

9015、939、20；9个供试菌株的菌柄长在 4.04~5.5 cm，菌柄长

在 4.04~5.0 cm 的菌株有 20、中香 68、808、241、135、212，在
5.0~5.5 cm的菌株有 908、9015、939；9个供试菌株的菌柄粗

在 0.76~1.25 cm，菌柄粗在 1.0~1.25 cm的菌株有 20、中香 68、
241、212、808，在 1.0 cm以下的菌株有 908、9015、135、939；9

个供试菌株的单个子实体鲜重在 21~33 g，鲜重在 21~29 g的
菌株有 20、中香 68、212、808、241，鲜重在 3.0 g以上的菌株有

135、939、908、9015；9个供试菌株的菇形为圆形、其中为大型

菇的菌株有 135、939、908、9015，为中型菇的菌株有 20、中香

68、212、808、241，商品性状较好。

2.4 供试香菇菌株产量比较 9个供试菌株每个小区产菇 4
潮，出菇量计总产。表 4结果可知，始采期 212、中香 68菌株

较早，其次是 939、908、808、9015，再次是 241、20，最晚的是

135；平均单棒产量达 1 kg 以上的菌株有 212、中香 68，达

菌株

135
939
20

中香 68
908
212
808
241
9015

菇形

圆正

圆正

圆正

圆正

圆正

圆正

圆正

圆正

圆正

菌盖
直径/㎝
5.81
7.41
4.23
5.67
7.26
5.28
6.68
6.09
7.21

菌盖
厚度/㎝
1.12
0.73
0.89
1.87
1.06
1.94
1.80
1.82
0.76

柄长
/㎝
4.78
5.5
4.04
4.43
5.05
4.96
4.52
4.78
5.24

柄粗
直径/㎝
0.84
0.76
1.01
1.12
0.93
1.17
1.25
1.13
0.85

子实体
鲜重/g

30
31
21
25
33
22
24
23
30

表3 供试香菇菌株子实体经济性状

菌株

135
939
20

中香 68
908
212
808
241
9015

始采期
（日/月）

03/11
18/10
23/10
17/10
18/10
17/10
18/10
20/10
18/10

Ｉ

8.33
15.44
3.52
19.28
15.85
19.266
19.69
16.568
16.85

产量/kg
II

8.07
13.62
5.6

23.04
14.82
22.43
17.65
15.7
16.58

III
8.8

15.46
4.32
20.68
13.01
24.16
18.94
18.3
15.29

平均单棒
产量/kg
0.42
0.742
0.224
1.05
0.728
1.0976
0.938
0.8428
0.812

总产
量/㎏
25.2
44.52
13.44
63

43.68
65.856
56.28
50.568
48.72

单价
/（元·kg）

6
6
7
7
6
7
7
7
6

总产值
/元

151.2
267.12
94.08
441

262.08
460.992
393.96
353.976
292.32

表4 不同香菇菌株小区产量

f和 g，其中最高的是 b和 c，为 2.33%；氨基酸总量超过 1.5 g的
品种（菌株）有 b、c、e、g、h和 k，其中最高为 c；脆度超过 200 g
的品种（菌株）为 a、b、c、f、g、h，超过 300 g的菌株仅有 c。
3 小结与讨论

9个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中，在头潮菇产量、营养和脆

度等指标上以菌株 c（F3-1）最优。尤其是脆度方面，该菌株

脆度达到 330 g。经入口咀嚼测试，该菌株完全不塞牙，而其

它品种（菌株）或多或少都有塞牙的现象。因此，F3-1菌株可

作为加工产品，特别是休闲、即食食品的专用菌株。

F3-1菌株的基部褐变部分较长，在色泽上不太理想。今

后应采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加以改进，选育出色泽优良的加工

专用金针菇品种。

试验
编号

a
b
c
d
e
f
g
h
k

菌株
名称

B3
G1

F3-1
川金 7号

金丝

金针 12-24
川金 3号
金杂 19
金丝 2号

水分
/mL
89.41
85.23
89.35
88.79
89.25
89.23
89.22
88.98
89.28

蛋白
质/%
1.76
2.33
2.33
1.73
1.94
2.06
2.15
1.90
1.94

氨基酸
总量/g
1.33
1.52
1.66
1.34
1.51
1.48
1.57
1.55
1.53

脆度
/g
227
202
330
182
173
219
230
210
189

注：主要营养成分为每 100 g含量

表5 供试金针菇品种（菌株）鲜品主要营养成分及子实体脆度

0.8 kg以上的菌株有 808、241、9015，达 0.7 kg以上的菌株有

939、908，在 0.5 kg以下的菌株有 135、20；总产量在 50 kg以上

的品种有 212、中香 68、808、241，在 40~49 kg的菌株有 939、
908、9015，最低的菌株是 20，总产量为 13.44 kg；总产值在 300
元以上的菌株有 212、中香 68、808、241，在 200~300元的菌株

有 939、908、9015，在 100~200元的菌株为 135，在 100元以下

的菌株为 20。
3 小 结

供试 9个香菇菌株在菌丝活力、生长势等没有显著性差

异，但庆科 212、241、中香 68、808 等菌株萌发后期活力增

强、菌丝生长粗壮、菌丝转色较快一些，菇形圆正、盖厚、柄

短、柄粗、菇体结实，平均单棒产量、总产量、总产值均较

高，有较好的商品性状，适宜在贵州省石阡县种植，可进行

逐步推广。


（上接P17）

育 种 驯 化

图1 试验出菇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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