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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是食用菌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菌种
的质量优劣是决定生产成败的关键。 自改革开放
以来， 食用菌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 使我国迅速
成为食用菌生产大国［1�-�2�］。 目前， 我国食用菌菌种
的生产与经营多为合并进行， 即自产自销［3�］。 西
北地区食用菌产业起步晚， 生产技术较发达地区
相对落后， 近年来随着南菇北移， 西北食用菌产
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相关配套的菌种扩繁技术却
相对较为混乱， 菌种来源不明， 退化等问题突
出［4�-�5�］。 我们在多年工作基础上， 总结出了西北地
区双孢蘑菇、 平菇三级菌种扩繁技术， 现介绍如

下。
1���母种（一级种）菌种扩繁技术
1.1 母种（一级种）培养容器

规格为 18�mm×180�mm 或 20�mm×200�mm 的
试管， 用硅胶塞或棉花封口。
1.2 母种（一级种）培养基配方
1.2.1����双孢蘑菇母种配方 去皮马铃薯 200�g、 蔗
糖 20�g、 琼脂 18�g、 粪草发酵料 100�g、 水 1�000�
mL、 pH 自然。
1.2.2����平菇母种配方 去皮马铃薯 200�g、 蔗糖 20�
g、 琼脂 18�g、 蛋白胨 2�g、 水 1�000�mL、 pH 自然。

摘要： 从母种（一级种）、 原种（二级种）、 栽培种（三级种）菌种盛装容器， 培养基配方和制备及接种、
培养等方面总结了西北地区双孢蘑菇、 平菇三级菌种扩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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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病虫害防治

风口处加设防虫网， 棚内悬挂黄板（375～450
张/hm2）， 并在风口处适当增加黄板， 对白粉虱、
烟粉虱以及蚜虫的防治效果达 90%以上。 苗期病害
主要为早疫病和猝倒病， 可用 3%恶霉·甲霜水剂
500～1�000 倍液＋68.75%恶唑菌酮·锰锌水分散粒
剂 600～1�000倍液喷雾防治。 成株期病害主要为晚
疫病和叶霉病。 晚疫病可用 58%瑞毒霉锰锌可湿性
粉剂 600 倍液， 或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 7ｄ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为
降低湿度， 棚室内可用 5%百菌清粉尘剂 3�750～
4�500�g/hm2 喷粉， 或 30%百菌清烟剂 3�750～4�500�
g/hm2 熏烟防治。 叶霉病宜用喷药与烟剂熏杀结合
的办法进行， 晚间用 30%百菌清烟剂 3�750～4�500�
g/hm2 杀菌； 用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
倍液， 或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 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 7～10ｄ 喷 1 次， 连喷 2～3 次［5�］。
4.7 采收

大棚秋延后番茄转色以后陆续采收上市， 当
棚内温度下降到 10�℃时， 应全部采收， 最迟于 10
月中旬拉秧。 采收后的果实贮藏在温度 10～12�
℃， 相对湿度 70%～80%的室内， 随市场行情挑
选红熟果陆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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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培养基制备
选择新鲜无芽的马铃薯， 去皮后称取 200�g，

切成 1�cm 见方的小块， 放置于 1�200�mL 水中煮沸
（粪草发酵料可同时放入）至用手轻捏能断时断火。
先用双层纱布过滤后， 再用多层纱布过滤。 定容
至 1�000�mL， 取少量上清液溶解琼脂后倒入容器
中， 加热至琼脂完全溶解后停止加热， 然后加入
蔗糖、 蛋白胨搅匀后分装。
1.4 灌装、 灭菌、 摆斜面

将上述培养基原料按照每支试管灌装 10�mL
灌装后用硅胶塞或棉塞封口， 装入手提式高压灭
菌锅， 0.11～0.12�MPa 下灭菌 30�min。 待自然泄压
后摆斜面， 斜面长度距离试管口 1/3 处。 完全冷却
后待用。
1.5 接种

在接种室接种。 具体接种方法是去除试管表
面的气生菌丝后， 用接种钳勾取一小块放入做好
的试管斜面中间， 迅速塞好棉塞或硅胶塞。 同时
贴上接种日期及品种名称。
1.6 培养

双孢蘑菇在（23±1）℃恒温培养 12～15�d 满
管， 期间结合观察长势挑去长势差别较大及分布
不均的试管 2～3 次。

平菇在（25±1）℃恒温培养 10～12�d 满管。
期间结合观察长势挑去长势差别较大及分布不均
的试管 2 次。
2���原种（二级种）菌种扩繁技术
2.1 原种（二级种）培养容器

容器使用专用菌种瓶或 500�mL 盐水瓶， 用棉
花塞封口。
2.2 原种（二级种）培养基配方
2.2.1����麦（谷） 粒配方 小麦或谷子 98%～99%、
石膏 1%～2%， pH 自然（适宜双孢蘑菇和平菇）。
2.2.2����棉籽壳配方 棉籽壳 98%、 石灰 1%、 石膏
1%、 含水量 62%， pH�7.5（适宜平菇）。
2.3 培养基制备
2.3.1����麦（谷）粒培养基制备 按照配方要求准确
称取主料麦（谷）粒和辅料石膏， 将麦（谷）粒置于
锅中蒸煮， 以煮透无白芯、 表皮不破裂为宜。 煮
好捞出后摊开使表面水分尽快蒸发， 待表面没有
肉眼可见的水膜后拌入辅料石膏， 搅拌均匀后分
装入专用菌种瓶或 500�mL 盐水瓶中。
2.3.2����棉籽壳培养基制备 按照配方要求准确称取

主料棉籽壳和辅料石膏、 石灰， 先将棉籽壳洒水后
堆好放置 3～5�h， 让水分充分醒匀， 用手抓少许棉
籽壳两手用力搓后用力捏， 指缝有水感为宜（含水
量为62%左右）， 然后将石膏和石灰在小堆拌匀后放
入大堆充分搅拌， 拌匀后装入专用菌种瓶中。
2.4 封口、 灭菌

先将上述培养基原料装入瓶中， 瓶中培养基
距离瓶口 4～5�cm， 装好后用抹布擦干净瓶口， 用
棉花封口（以棉塞能提住整个瓶身为宜）。 装入高
压灭菌锅， 0.14～0.15�MPa 条件下灭菌 1.5～2.0�h
（灭菌时间长短主要由灭菌锅容量及大小确定）。
待自然泄压后打开高压灭菌锅锅盖， 稍放一会后
转移至冷却室。
2.5 接种

在接种室接种。 具体接种方法是将挑选好的
母种试管去除硅胶塞， 用接种钳快速勾取 3～6 小
块试管培养基放入菌种瓶， 迅速塞好棉塞。 同时
贴上接种日期及品种名称。
2.6 培养

双孢蘑菇在 20～24�℃下遮光培养 35�d 满瓶。
期间结合观察长势挑去长势差别较大及杂菌污染
2～3 次。

平菇在 20～24�℃下遮光培养 28～35�d 满瓶。
期间结合观察长势挑去长势差别较大及杂菌污染
2～3 次。
3���栽培种（三级种）菌种扩繁技术
3.1 栽培种（三级种）培养容器

容器使用专用菌种瓶、 500�mL 盐水瓶或折径
规格为 15�cm×30�cm 的聚丙烯袋， 用棉花塞封口。
3.2 栽培种（三级种）培养基配方
3.2.1����麦（谷） 粒配方 小麦或谷子 98%～99%、
石膏 1%～2%， pH 自然（适宜双孢蘑菇和平菇）。
3.2.2����棉籽壳配方 棉籽壳 98%、 石灰 1%、 石膏
1%、 含水量 62%， pH�7.5（适宜平菇）。
3.2.3����麦（谷） 粒、 棉籽壳混合配方 麦（谷）粒
58%～59%、 棉籽壳 40%、 石膏 1%～2%、 pH�7.5
（双孢蘑菇和平菇均适合）。
3.3 培养基制备
3.3.1����麦（谷）粒培养基制备、 棉籽壳培养基制备

同 2.3.1、 2.3.2。
3.3.2����麦（谷）粒、 棉籽壳混合培养基制备 将麦
（谷） 粒培养基和棉籽壳培养基按照各自准备好后
按照体积比混合。 拌匀后装入专用菌种瓶中或聚

82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62016 年 第 6 期

收稿日期： 2016-04-05
作者简介： 罗 清（1969—）， 男， 云南勐海人， 工程师， 从事森林培育与农村能源工作研究。 E-mail： mhjh266@126.

com。
通讯作者： 时 权（1977—）， 男， 云南勐海人， 工程师，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与培育研究。 E-mail： 287552325@qq.com。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L.）Presl］为樟科
樟属高大常绿乔木， 在云南自然分布于勐海县，
其枝叶可提供樟脑和樟油， 是一种勐海独特的乡
土经济植物。 樟脑和樟油被广泛用于工业医药、
化工行业， 樟树树姿秀丽、 四季常绿、 树干高大、
生长较快， 可用于绿化造林； 樟木质地坚实、 纹
理细密、 富有香气， 是一种贵重木材。 随着现代
化工、 医药工业的发展进步， 对天然樟脑、 樟油
的需求越来越大。 然而， 天然樟脑、 樟油的产量
受樟树资源限制， 产量低、 规模小， 远不能满足

日益发展的生产需要， 因此， 发展香樟种植， 增
加天然樟脑和樟油的产量， 将对繁荣勐海经济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传统香樟育苗方法不适应苗木生产
需求， 育苗技术落后， 苗木出圃率低、 壮苗少，
我们通过几年认真探索， 总结出了较好的香樟育
苗方法， 现介绍如下。
1���圃地概况

苗圃选在山坡中下部， 土层较厚、 排水良好，
土壤属中性或微酸性赤红壤， 海拔高度为 1�200�

摘要： 通过多年对勐海县乡土珍贵树种香樟的研究， 总结了科学提高香樟苗木品质的繁育技术方法。
该方法培育的苗木造林后生长迅速、 干性良好， 无严重病虫害，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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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珍贵树种香樟繁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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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袋中。
3.4 封口、 灭菌

先将上述培养基原料装入瓶中或袋中， 瓶中
或袋中培养基上表面距离瓶口或袋口 4～5�cm， 装
好后用抹布擦净瓶口， 用棉花封口（棉塞以提住整
个瓶身为宜）。 聚丙烯袋用套环加上无棉盖体封
口。 装入高压灭菌锅， 0.14～0.15�MPa 下灭菌
1.5～2.0�h（灭菌时间长短主要由灭菌锅容量及大小
确定）。 待自然泄压后打开高压灭菌锅锅盖， 稍放
一会后转移至冷却室。
3.5 接种

在接种室接种。 具体接种方法是将挑选好的
原种去除棉塞， 用接种钳快速勾取几粒或几小块
原种培养基放入菌种瓶或菌种袋， 迅速塞好棉塞。
同时贴上接种日期及品种名称。
3.6 培养

双孢蘑菇在 20～24�℃下遮光培养 26～30�d 满

瓶。 期间结合观察长势挑去长势差别较大及杂菌
污染 2～3 次。

平菇在 20～24�℃下遮光培养 25～28�d 满瓶。
期间结合观察长势挑去长势差别较大及杂菌污染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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