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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p H 值和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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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了不同培养基以及不同 p H 值对桑黄菌丝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桑黄菌丝生

长的最佳液体培养基配方为 C0 :淀粉 18 g ,葡萄糖 12 g ,酵母粉 1. 2 g , KH2 PO4 1. 2 g ,MgSO4 0. 6

g ;最佳一级培养基配方为 E1 :酵母粉 1 g ,蔗糖 4 g ,琼脂 3 g ;最佳二级培养基配方为 C2 :木屑

60 % ,棉籽壳 1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糖 1 %;最适 p H 为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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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黄 Phellinus i gniarius (L. ex Fr)属担子菌亚门层

菌纲多孔菌科针层孔菌属[1 ] ,寄生于杨、柳、桦、栎、松等

树木之上。中医认为桑黄性甘平、味苦、味辛、归肝 ,有

化瘀之功效 ,用于治疗血崩、血淋、脱肛泻血、闭经、脾虚

泄泻等[2 ] 。桑黄的主要活性成分有多糖、黄酮和香豆素

类等。桑黄多糖能有效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防止其转

移 ,可以说桑黄多糖是化学方法抗癌的理想药物。但由

于桑黄子实体非常稀少 ,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现针对

影响桑黄菌丝的生长条件进行了研究 ,给桑黄菌丝的大

量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桑黄菌种(购置于黑龙江省应用微生物研究所) ;试

剂 :葡萄糖、磷酸二氢钾、硫酸镁、酵母粉等购于专业商

店 ;豆饼粉、麦麸、玉米粉、黄豆芽、米糠等购于农贸市场 ;

木屑、稻草等购于农家。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菌种的制备　将购置的菌种以无菌操作法接在

PDA 斜面培养基上 ,在 26 ℃的恒温箱中培养一周即可。

1. 2. 2 　液体培养基的配制　试验共设 5 种液体培养基 ,

分别记做A0 、B0 、C0 、D0 、E0 ,各配方成分如下 :A0 :玉米粉

12 g ,葡萄糖 12 g , KH2 PO4 0. 9 g ,MgSO4 0. 45 g ;B0 :葡

萄糖 12 g ,蛋白胨 1. 2g , KH2 PO4 0. 36 g ;C0 :淀粉 18 g ,

葡萄糖 12 g ,酵母粉 1. 2 g ,KH2 PO4 1. 2 g ,MgSO4 0. 6 g ;

D0 :豆饼粉 9 g ,葡萄糖 12 g ,玉米粉 6 g ,酵母粉1. 2 g ,

KH2 PO4 0. 12 g ,MgSO4 0. 6 g ; E0 :麦麸 30 g ,葡萄糖

12 g ,蛋白胨 1. 2 g ,酵母粉1. 2 g , KH2 PO4 0. 9 g ,MgSO4

0. 45 g。在培养基配制过程中 ,先将各配方中的麦麸、豆

饼粉和玉米粉加水煮沸 20 min ,然后过滤 (淀粉则先调

成糊) ,取滤液再逐一加入其它成分 ,注意 1 种成分溶解

后再加入另 1 种 。每种配方配制 600 mL。之后 ,将不

同的培养基各平均分装在 5 支锥形瓶中 ,用塑料薄膜封

口[3 ] ,121 ℃下灭菌 30 min。

1. 2. 3 　一级培养基的配制　试验共设 5 种一级培养基

配方 ,分别记做 A1 、B1 、C1 、D1 、E1 ,各配方成分如下 :A1 :

PDA 培养基 :马铃薯40 g ,葡萄糖4 g ,琼脂3 g ,麸皮6 g ;

马铃薯去皮 ,切成块 ,与麸皮一同煮沸20 min ,然后纱布

过滤 ,再加入糖及琼脂 ,融化后补充水至 200 mL ,将其分

装在 15 支试管中 ,加棉塞封口 ;B1 :黄豆芽 100 g ,葡萄糖

4 g ,琼脂 4 g。先将黄豆芽加水煮沸 20 min ,然后过滤 ,

取滤液加入其它成分 ,其它同上 ; C1 :木屑 40 g ,米糠

20 g ,麦芽糖 4 g ,硫酸铵 0. 2 g ,琼脂 4 g。将木屑和米糠

加水煮沸 20 min ,然后过滤 ,其它同上 ;D1 :小米 40 g ,葡

萄糖 4 g ,麦麸 1 g , KH2 PO4 0. 3 g ,MgSO4 0. 1 g ,琼脂

3. 6 g。将小米加水煮沸 20 min ,然后过滤 ,其它同上 ;

E1 :酵母粉1 g ,蔗糖4 g ,琼脂3 g。将上述物质逐一加入

到 200 mL 热水中 ,待琼脂融化后分装 ,塞塞 ,封口[4 ] 。

121 ℃下灭菌 30 min。

1. 2. 4 　二级培养基的配制　试验设 5 种二级培养基 ,每

种培养基重3 kg ,分别记做A2 、B2 、C2 、D2 、E2 ,各配方如下 :

A2 :木屑 60 % ,稻草 1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糖 1 %;

B2 :木屑 60 % ,豆秸 1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糖 1 %;

C2 :木屑 60 % ,棉籽壳 1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糖

1 %;D2 :木屑 60 % ,玉米芯 1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
糖 1 %;E2 :木屑 7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糖 1 %。将

稻草剪成 1 cm长 ,豆秸和玉米芯粉碎 ,用热水浸软 ,加入

其它材料混匀 ,将含水量调到 60 %～65 % ,即用手握料

手缝间有水渗出但不下滴。每配方装8 袋 ,121 ℃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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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 2 h。

1. 2. 5 　不同 p H 值的培养基的配制 　配制 1 000 mL

PDA 培养基 ,分装在 100 mL 锥形瓶中 ,装 10 瓶 ,取其中

6 瓶(另外 4 瓶备用) ,用 3. 5 %盐酸和 3. 8 %氢氧化钠将

p H 值分别调成 5. 0、5. 5、6. 0、6. 5、7. 0、7. 5 ,再将不同 p H

的培养基分装入 8 支试管中 ,整个过程要求动作迅速 ,

以防止培养基凝固。121 ℃下灭菌 30 min。

1. 2. 6 　接种　将制备好的菌种以无菌操作法接入到已

灭菌的培养基中 ,接种时注意接入到每瓶 (支、袋)培养

基中的菌种量一致。固体培养基接种时菌种要放置在

培养基中央位置 ,注意菌种要集中在一处。

1. 2. 7 　培养将接种完的液体培养基放入到 26 ℃的恒温

震荡培养箱中先静置 24 h ,然后进行震荡培养 ,转数为

150 r/ min。将接种完的一级培养基、二级培养基以及不

同 p H 值的 PDA 培养基放入恒温箱中 ,温度为 26 ℃。

一级培养基与不同 p H 值的 PDA 培养基 4 d 后在菌丝

生长的前端用记号笔在试管壁上画线 ,放入恒温箱中培

养 3 d ,在菌丝生长的前端画线。二级培养基 8 d 后在菌

丝生长的前端用记号笔在塑料袋上画线 ,放入恒温箱中

培养 4 d ,在菌丝生长的前端画线。

2 　结果与分析
2. 1 　液体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量的影响

菌丝在液体培养基中经 5 d 震荡培养后 ,将液体培

养物(浅黄色或褐色的菌丝球)用纱布过滤得到桑黄菌

丝 ,将其放在铺有塑料薄膜的培养皿中 ,在 42 ℃的恒温

箱中干燥 ,待菌丝完全干燥后进行称重和统计(见表 1) 。

　　表 1 　液体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量的影响 g

配方 1 2 3 4 5 Xi X2i ∑
n

i = 1
X2ij �X

A0 0. 378 0. 344 0. 644 0. 363 0. 378 2. 107 4. 439 0. 951 0. 421

B0 0. 327 0. 155 0. 265 0. 165 0. 159 1. 062 1. 128 0. 250 0. 212

C0 0. 960 1. 309 0. 870 1. 014 0. 806 4. 959 24. 592 5. 070 0. 992

D0 0. 185 0. 288 0. 228 0. 220 0. 500 1. 421 2. 019 0. 467 0. 284

E0 0. 746 0. 733 0. 649 0. 720 0. 762 3. 610 13. 032 2. 614 0. 722

总和 13. 159 45. 210 9. 352 2. 629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不同的培养基培养的菌丝重量不

同 ,C0 > E0 > A0 > D0 > B0 ,初步确定 C0为最佳液体培养

基。应用统计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见表 2) ,不同

的培养基成分对桑黄菌丝的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表 2 　　　不同培养基间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培养基间 2. 116 4 0. 529 40. 692 3 3

误差 0. 310 20 0. 013

总和 2. 426 24

　　注 : 3 3α= 0. 01 , F4. 20 ,0. 05 = 2. 87 , F4. 20 ,0. 01 = 4. 43 , F> F4 ,20 ,0. 01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C0 对 E0 差异不显著 ,但 C0 对

B0 、D0 、A0均为差异极显著 ,说明 C0是适合桑黄菌丝生长

的最佳液体培养基。

　　表 3 　　　　各培养基间多重比较
5 4 3 2

1 x
-

1 - x
-

5 =0. 6603 3 x
-

1 - x
-

4 =0. 5883 3 x
-

1 - x
-

3 =0. 4513 3 x
-

1 - x
-

2 =0. 150

2 x
-

2 - x
-

5 =0. 5103 3 x
-

2 - x
-

4 =0. 4383 3 x
-

2 - x
-

3 =0. 3013

3 x
-

3 - x
-

5 =0. 2093 3 x
-

3 - x
-

4 =0. 137

4 x
-

4 - x
-

5 =0. 072　

2. 2 　一级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长度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 ,不同的一级培养基培养的桑黄菌

丝在相同时间内菌丝生长长度是不同的 ,即 E1 > C1 > B1

> A1 > D1 。初步确定 E1为最佳一级培养基。

　　表 4 　一级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长度的影响 mm

配方 1 2 3 4 5 Xi Xi ∑
n

i = 1
X2ü �X

A1 8. 25 7. 64 9. 09 8. 33 8. 92 42. 50 1806. 26 362. 55 8. 50

B1 10. 40 8. 88 9. 08 7. 10 10. 05 45. 51 2071. 16 420. 87 9. 10

C1 11. 28 9. 74 10. 30 11. 82 10. 10 53. 24 2834. 50 569. 92 10. 65

D1 4. 75 5. 10 4. 39 3. 92 5. 03 23. 19 537. 78 108. 51 4. 64

E1 12. 14 11. 45 13. 53 12. 04 14. 90 64. 06 4103. 68 828. 51 12. 81

总和 228. 50 11353. 37 2290. 36 45. 70

2. 3 　二级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的影响

从表 5 可以看出 ,不同的二级培养基培养的桑黄菌
丝在相同时间内菌丝生长长度是不同的 ,即 C2 >B2 > D2

> E2 > A2 。初步确定 C2为最佳二级培养基。

　　表 5 　二级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的影响 mm

配方 1 2 3 4 5 Xi X2i ∑
n

i = 1
X2ij X

-

A2 12. 74 12. 76 14. 96 10. 50 12. 10 63. 06 3976. 56 805. 59 12. 61

B2 20. 86 18. 70 17. 72 18. 72 17. 90 93. 90 8817. 21 1769. 68 18. 78

C2 18. 40 22. 06 18. 78 20. 20 21. 45 100. 89 10178. 79 2046. 03 20. 18

D2 18. 48 18. 40 17. 06 17. 48 18. 10 89. 52 8013. 83 1604. 27 17. 90

E2 18. 04 19. 40 14. 90 15. 05 14. 47 81. 86 6710. 06 1359. 70 16. 37

总和 429. 23 37696. 45 7585. 27 85. 84

2. 4 　不同 p H 值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的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 ,不同p H 值的 PDA 培养基中桑黄

菌丝在相同时间内菌丝生长长度是不同的 ,即 7. 5 >

7. 0 > 6. 5 > 6. 0 > 5. 5 > 5. 0。初步确定 p H 7. 5 为最适

p H。

　表 6 　不同 p H 值培养基对桑黄菌丝生长的影响 mm

p H 1 2 3 4 5 6 Xi X2i ∑
n

i = 1
X2ij X

-

5. 0 4. 01 4. 35 4. 50 3. 15 4. 21 3. 30 23. 52 553. 19 93. 79 3. 92

5. 5 4. 28 5. 20 5. 16 4. 20 5. 22 5. 36 29. 42 865. 54 145. 60 4. 90

6. 0 5. 23 5. 69 4. 59 5. 15 4. 46 5. 90 31. 02 962. 24 162. 03 5. 17

6. 5 5. 94 6. 18 6. 03 5. 68 6. 15 5. 54 35. 52 1261. 67 210. 61 5. 92

7. 0 6. 12 6. 89 6. 80 7. 13 7. 49 6. 33 40. 76 1661. 38 278. 17 6. 79

7. 5 8. 90 9. 11 11. 86 9. 45 9. 05 10. 14 58. 51 3423. 42 576. 88 9. 75

总和 218. 75 8727. 44 1467. 08 36. 45

3 　结论
通过对影响桑黄菌丝生长的液体培养基、一级培养

基、二级培养基和 p H 值的试验结果统计分析 ,单因素方

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桑黄菌丝生长的最佳液

体培养基配方为 C0 :淀粉 18 g ,葡萄糖 12 g ,酵母粉

1. 2 g ,KH2 PO4 1.2 g ,MgSO4 0. 6 g ;最佳一级培养基配方

391



·食用菌· 北方园艺 2010(8) :194～196

为 E1 :酵母粉 1 g ,蔗糖 4 g ,琼脂 3 g ;最佳二级培养基配

方为C2 :木屑 60 % ,棉籽壳 18 % ,麸皮 20 % ,石膏 1 % ,蔗

糖 1 %;最适 p H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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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pH Values and Culture Medium on Mycelial
Growth of Phellinus

J IANG Ming1 ,L IU Yan2 ,WANG WeiΟgong3 ,ZHAO GuiΟyun1

(1. Biology Department ,Mudanjiang Teachers College ,Mudanjiang , Heilongjiang 157012 ; 2. No. 1 Middle School of Muling , Muling , Hei2
longjiang 157500 ;3. 35th Secondary School of Daqing ,Daqing ,Heilongjiang 163515)

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ediums and different p H on the mycelial growth of Phellin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liquid medium was C0 :Starch 18 g , Glucose 12 g , Yeast 1. 2 g ,K2 HPO4 1. 2 g , MgSO4 0. 6 g ;the best firstΟde2
gree medium was E1 : Yeast 1 g , Sucrose 4 g , Agar 3 g ;the best secondΟdegree medium was C2 :sawdust 60 % , Cotton

seed hull 18 % , bran 20 % , gypsum 1 % , sucrose 1 %;the best p H 7. 5.

Key words :Phellinus ;p H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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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长速、长相与酯酶同工酶、可溶性
蛋白含量关系的探究

刘 贵 巧 , 米 青 荣 , 黄 慧 敏
(河北工程大学 农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2)

　　摘　要 :试验对 9 个平菇菌株进行了菌丝长速、长相、酯酶同工酶、可溶性蛋白的测定。结果

表明 :9 个菌株中同名的 2 个菌株 ,其中之一已经出现了退化 ,菌丝长速减缓、可溶性蛋白含量降

低 ,接种到同一培养基上的 3 个重复之间长相存在差异 ,但酯酶同工酶酶谱没有变化。同时发现

不同的平菇品种间其菌丝长相、长速、可溶性蛋白含量、酯酶同工酶酶谱存在差异 ,长速较快的品

种 ,有可溶性蛋白含量较高、酯酶同工酶酶带数量相对较多的趋势。

关键词 :平菇 ;长速 ;长相 ;酯酶同工酶 ;可溶性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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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食用菌菌种退化现象时有发生 ,轻者造成

减产 ,重者绝收 ,给食用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

因此及早发现退化菌株是食用菌菌种生产的首要任务。

试验通过探究平菇品种长速、长相、酯酶的酶带及可溶

性蛋白含量之间的关系 ,旨在探讨其代谢的内在联系 ,

为由菌种长相及早发现菌种退化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菌株

1 号(平菇 518) 、2 号(黑平 04) 、3 号 (平菇 615)购于

某食用菌公司。4 号 (抗病 2 号) 、5 号 (美 D28) 、6 号 (平

菇 615) 、7 号 (特抗黑平) 、8 号 (超级 100) 、9 号 (夏抗 8

号)购于另一家食用菌公司。

1. 2 　主要仪器设备

冰箱、离心机、电泳仪、电泳槽、研钵、电子天平、紫

外分光光度计、恒温水浴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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