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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后晒干加工法。

2. 2. 2 　菌袋制作 　根据配方筛选试验结果 ,按比例称取各种

草粉及辅料 ,充分搅拌均匀。用 17cm ×38cm 的聚乙烯塑料薄

膜袋 ,每袋装料 400g。100 ℃灭菌 12 小时后 ,当料温下降至室

温时无菌操作进行接种。

2. 2. 3 　菌丝体培养 　菌丝体培养温度 22～28 ℃,空气相对湿

度保持在 60 %～65 % ;子实体生长阶段 ,温度控制在 18～

23 ℃,湿度保持在 85 %～95 % ,当耳片由红褐色转淡并且充分

舒展时采收。

3 　试验结果

3. 1 　配方筛选结果 　见表 2。由表 2 可知 ,不同的配方之间 ,

菌丝平均生长速度及长势有明显的区别。根据菌丝长势及平

均长速 ,9 号配方作为栽培试验配方。

表 2 　配方筛选试验结果(cm/ d)

配方 菌丝长速 菌丝长势 配方 菌丝长速 菌丝长势
CK 0. 32 + + 7 0. 47 + +
1 0. 39 + 8 0. 33 +
2 0. 46 + + + 9 0. 48 + + +
3 0. 38 + 10 0. 46 + +
4 0. 49 + + 11 0. 45 + +
5 0. 35 + 12 0. 40 + +
6 0. 47 + + +

3. 2 　香根草栽培毛木耳试验结果 　见表 3。按照上述得到的

配方 ,生产菌袋 500 袋 ,每袋干料重 400g。随机抽取 10 袋进

行测产 ,由表 3 可得 ,10 袋累计采收鲜毛木耳 5 ,103. 4g ,平均

每袋产鲜毛木耳 510. 34g ,平均生物转化率为 127. 5 %。

表 3 　香根草栽培毛木耳测产结果(g)

序号 1 2 3 4 5

重量 475. 6 556. 8 760. 3 580. 5 532. 5

序号 6 7 8 9 10

重量 430. 7 420. 8 405. 7 430. 8 509. 7

3. 3 　分 　析 　香根草可作为栽培毛木耳的培养料 ,生物学转

化率达到了 127. 5 %。从配方试验结果来看 ,单独用香根草栽

培毛木耳的效果不如复合的菌草。因此 ,水土流失区种植多

种菌草 ,这将更有利于香根草的综合利用。

本项研究只对香根草栽培毛木耳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能

否利用香根草栽培其它食用菌、药用菌以及香根草栽培食

(药)用菌的营养成分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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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对鸡腿蘑研究一般采用发酵料培养的方法 ,劳

动强度大 ,且料发酵技术不易掌握 ,不易获得理想的产量 ,同

时易遭虫害 ,更不能工业化生产。为了弥补以上不足 ,充分开

发和利用液体培养这一个很好的渠道。本试验旨在寻找合适

鸡腿蘑液体培养的培养基 ,为今后液体培养鸡腿蘑提供一些

理论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①菌种 :菌种引自中国农函大。②其他材

料 :麦粒、蔗糖、葡萄糖、豆饼粉、玉米粉、蛋白胨、木屑、稻草、

麸皮、石膏、石灰、白糖、食母生、VB1 、KH2 PO4 、MgSO4 、

K2 HPO4 、Na2CO3 、堆肥、麦芽糖、土豆。

1. 2 　供试配方 (g) 　①KH2 PO4 0. 6 ,MgSO4 0. 6 ,葡萄糖 12 ,

VB1 0. 12 ,马铃薯 120 ; ②KH2 PO4 0. 6 ,麦粒 12 ,葡萄糖 12 ,蛋

白胨 0. 6 ; ③KH2 PO4 0. 42 ,MgSO4 0. 3 ,麦粒 30 ,蔗糖 12 ; ④稻

草 12 ,木屑 12 ,麸皮 12 ,石膏 1. 2 ,石灰 1. 2 ; ⑤KH2 PO4 0. 276 ,

MgSO4 0. 3 ,葡萄糖 12 ,蛋白胨 1. 2 , K2 HPO4 0. 6 ; ⑥KH2 PO4 0.

6 ,MgSO4 0. 3 ,葡萄糖 180 ,豆饼粉 12 ,玉米粉 6 ; ⑦KH2 PO4 0.

6 ,MgSO4 0. 6 ,麦芽糖 12 ,Na2CO3 0. 6 ; ⑧KH2 PO4 1. 8 ,MgSO4

1. 2 ,蛋白胨 1. 8 ,稻草 60 ,麸皮 30 ,白糖 12 ,食母生 0. 48 ,VB1

0. 06 ,堆肥 60。以上配方均加水 600g。

1. 3 　培养基制配 　配方 ①:将马铃薯切成小块煮沸 30 分钟 ,

过滤后取滤液加入其它物质混匀 ,定容至 600ml。配方 ②:小

麦粒加水煮沸 30 分钟 ,过滤取滤液加药品定容至 600ml。配

方 ③:同配方 ②。配方 ④:木屑、稻草、麸皮、石灰、石膏一起加

水煮沸 30 分钟过滤取上清液定容至 600ml。配方 ⑤:按规定

称量配制成溶液定容至 600ml。配方 ⑥:豆饼粉、玉米粉煮沸

30 分钟 ,过滤后取滤液加入其它物质混匀定容至 600ml。配

方 ⑦:同配方 ⑤。配方 ⑧:稻草、白糖、食母生、VB1 、堆肥 ,麦麸

混合煮沸 30 分钟 ,过滤后取滤液加入其他物质混匀定容至

600ml。配好培养基用 100ml 的锥形瓶盛装 100ml 培养液 ,每

个配方装 5 瓶 ,用塑料薄膜封口 ,121 ℃高压灭菌锅灭菌 30 分

钟 ,取出移至无菌室紫外线灭菌 30 分钟。

1. 4 　接种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向每 1 瓶培养基中接入 1cm3

的菌块。室温下静置培养 24 小时后转入振荡培养箱中 ,在

120 转/ 分 ,27 ℃下培养 1 周。取出培养好的菌丝放培养皿中 ,

于烘干箱中 40 ℃下充分干燥。用扭力天平称出每 1 瓶菌丝的

干重 ,产量统计见表 1。

2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1、2。不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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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个配方产量统计　(g)

配方 ① ② ③ ④ ⑤ Xi Xi2 ∑
n

i = 1
X2ij X

① 0. 429 0. 452 0. 547 - - 1. 428 2. 093 0. 688 0. 476
② 0. 213 0. 182 0. 185 0. 407 0. 408 1. 395 1. 946 0. 445 0. 279
③ 0. 291 0. 456 0. 27 0. 232 0. 22 1. 469 2. 158 0. 468 0. 294
④ 0. 445 0. 55 0. 534 - - 1. 529 2. 338 0. 786 0. 51
⑤ 0. 681 0. 581 0. 599 0. 913 0. 808 3. 582 12. 831 2. 647 0. 716
⑥ 0. 645 1. 618 0. 995 1. 616 - 4. 874 23. 756 6. 635 1. 219
⑦ 0. 188 0. 217 0. 222 0. 18 0. 191 0. 998 0. 996 0. 201 0. 2
⑧ 0. 586 0. 579 0. 64 0. 63 0. 617 3. 052 9. 315 1. 866 0. 61

总和 - - - - - 18. 327 55. 433 13. 736 -

养基上的生长情况差异呈极显著 ,为了具体分析培养基之间

的差异情况 ,因此做多重比较。比较表 1 中平均数的大小 ,将

其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见表 3。差异临界值及各培养基间

多重比较见表 4、5。

表 2 　不同配方的产量方差分析

交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培养基间 2. 69 4 0. 384

误差 2. 649 35 0. 083 4. 628ÞÞ
总和 5. 339 39 -

ÞÞa = 0. 01 ,查《生物统计学》附表 7 得。 F4 ,35 ,0. 05 = 2. 69 ; F4 ,

35 ,0. 01 = 4. 018 ;因为 F > F4 ,35 ,0. 01。差异极显著。

将表 5 中数据按统计学法则与表 4 中相应的 Rk 值比较 ,

将结果标于表 5 中。经多重比较得出 6 号培养基差异极显

著 ,明显优于其它配方。

3 　结 　论

本试验选出 6 号配方鸡腿蘑长势最为理想 ,即水 600ml ,

葡萄糖 180g ,豆饼粉 12g ,玉米粉 6g , KH2 PO4 0. 6g , MgSO4

0. 3g是最适合鸡腿蘑生长的液体培养基配方。

表 3 　各配方的产量平均数和序列数

培养基 Ⅵ Ⅴ Ⅷ Ⅳ

平均数 1. 2185 0. 7164 0. 6104 0. 5097

顺序号 1 2 3 4

培养基 Ⅰ Ⅲ Ⅱ Ⅶ

平均数 0. 476 0. 2938 0. 279 0. 1996

顺序号 5 6 7 8

表 4 　差异临界值表

df K R0. 05 R K R0. 01 R K

2 2. 89 0. 373 3. 89 0. 502
3 3. 04 0. 392 4. 06 0. 524
4 3. 12 0. 402 4. 16 0. 537

32 5 3. 2 0. 413 4. 22 0. 544
6 3. 25 0. 420 4. 32 0. 557
7 3. 29 0. 424 4. 36 0. 562
8 3. 32 0. 428 4. 41 0. 569

表 5 　各培养基间多重比较

8 7 6 5 4 3 21

1 x1 - x8 = 1. 019ÞÞ x1 - x7 = 0. 940ÞÞ x1 - x6 = 0. 925ÞÞ x1 - x5 = 0. 743ÞÞ x1 - x4 = 0. 709ÞÞ x1 - x3 = 0. 608ÞÞ x1 - x2 = 0. 502ÞÞ
2 x2 - x8 = 0. 517Þ x2 - x7 = 0. 437Þ x2 - x6 = 0. 423Þ x2 - x5 = 0. 240 x2 - x4 = 0. 207 x2 - x3 = 0. 106
3 x3 - x8 = 0. 411Þ x3 - x7 = 0. 331 x3 - x6 = 0. 317 x3 - x5 = 0. 134 x3 - x4 = 0. 101
4 x4 - x8 = 0. 397 x4 - x7 = 0. 231 x4 - x6 = 0. 216 x4 - x5 = 0. 034
5 x5 - x8 = 0. 276 x5 - x7 = 0. 197 x5 - x6 = 0. 182
6 x6 - x8 = 0. 094 x6 - x7 = 0. 015
7 x7 - x8 = 0. 079

农业生产有问题 ,农科专家来帮你 ; 　遇到问题怎么办 ,专家为你找答案。

上海农科热线 ,服务全国农业
上海“农科热线”021 - 62826666 是上海市政府搭建的为全国农民免费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咨询的服务平台 ,由上

海市农科院、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市畜牧兽医站、市蔬菜科技推广站、市林业站、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市农机技术推广站、市

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农业网共 9 家科技部门联办。

上海农科热线采取电话咨询、网上直播、专家坐堂、现场指导等服务方式。全年 365 天 , 每天早 8 时至晚 8 时都有专家值班 ,

晚 8 时至第二天早 8 时都有电话录音 ,一般问题当场解答 ,疑难问题由多家农业科技单位会诊答复。需现场诊断的问题 ,两天内

有回音 ,并组织专人到现场会诊 (目前此项服务仅限于沪郊) 。每星期四下午 ,农科热线还根据农时及农业热点问题安排专家坐

堂答疑。欢迎农民朋友随时来电、来信或登门作客。

上海农科热线管理中心地址 :上海市西康路 1518 弄 16 号 2 楼 ,邮政编码 :200060。

欢迎拨打“农科热线”021 - 628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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