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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红托竹荪菌种生产培养技术领

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

法以及红托竹荪菌种的生产方法。本发明采用了

特定的分离培养基，可以增加红托竹荪菌种基内

菌丝直径，提高红托竹荪组织分离菌种过程菌丝

萌发和生长速度，缩短分离时间、提高效率。还可

以在培养过程中通过观察培养基上菌落的透明

圈，确定菌种产酶情况，在保证菌种代谢酶系完

整的同时，避免了菌种的老化，保证了菌种的质

量，实现了菌种的快速分离，保证了后续的生产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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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红托竹荪的竹荪蛋内的白色菌柄(裙)组织接种至灭菌后的分离培养基上，封闭后进

行分离培养；

其中，每1000mL所述分离培养基中，包括以下组份：由200～250g土豆提取得到的土豆

提取液，葡萄糖20～25g，琼脂20～25g和谷物粉5～10g；

所述谷物粉包括麦芽粉和玉米粉；

所述土豆提取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a)将木屑浸泡在蒸馏水中，浸泡后去除木屑，得到木屑浸泡水；

(b)将所述木屑浸泡水与土豆混合后煮沸，过滤后得到所述土豆提取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谷物粉由所述玉

米粉和所述麦芽粉组成，所述玉米粉与所述麦芽粉的质量比为1～1.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白色菌柄(裙)组

织的表面尺寸为(0.5～0.8)cm×(0.5～0.8)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培养的条件

为：在22～26℃下进行所述分离培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所述木

屑与所述蒸馏水的质量比为1:1.0～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所述浸

泡的时间为4～6小时；

优选地，所述浸泡的过程中煮沸所述木屑浸泡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中，所述煮

沸的时间为20～30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培养基的制

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将煮沸后分离得到的所述土豆提取液补足至1000mL，加入葡萄糖、琼脂粉、麦芽粉和玉

米粉，加热将所述琼脂粉融化后灭菌，得到所述分离培养基。

9.红托竹荪菌种的生产方法，包括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

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分离得到的红托竹荪菌种接种至灭菌后的生产培养基上进行生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红托竹荪菌种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培养基包

括浸泡后的木屑70～75份，麸皮15～20份，麦芽粉3～8份和玉米粉3～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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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托竹荪菌种快速分离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红托竹荪菌种生产培养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红托竹荪菌种

的分离方法以及红托竹荪菌种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红托竹荪 ( D i c t y o p h o r a r u b r o v o l v a t a ) 属真菌界 、担子菌亚门

(Basidiomycotina)、腹菌纲(Gasteromycetes)、鬼笔目(Phallales)、鬼笔科

(Phallaceae)、竹荪属(Dictyophora)，是一种名贵食药两用的真菌。红托竹荪子实体和竹

荪蛋中富含大量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还具有抗氧化和抗糖化、抗肿瘤、降

血糖和抗衰老、抗疲劳和免疫调节等生物活性。因其口感清鲜脆嫩、风味独特、营养丰富，受

到了大众的喜爱。

[0003] 随着红托竹荪需求的扩大，提高产量和提升品质成为红托竹荪产业面临的主要问

题，而分离筛选高产量高品质的红托竹荪菌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阶段红托竹荪菌

种的分离筛选主要是从竹蛋中挑取组织块培养获得。组织分离获得菌种具有方法简单，得

到的菌种能基本保持原来菌株的优良特性，后代不易发生变异等优点，但由于红托竹荪菌

种菌丝生长缓慢，造成菌种生产周期长、菌丝老化、代谢酶系缺失、菌丝一致性差、成本高、

污染率高等问题。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采用了特定的分离培

养基，可以增加红托竹荪菌种基内菌丝直径，提高红托竹荪组织分离菌种过程菌丝萌发和

生长速度，缩短分离时间、提高效率。还可以在培养过程中通过观察培养基上菌落的透明

圈，确定菌种产酶情况，在保证菌种代谢酶系完整的同时，避免了菌种的老化，保证了菌种

的质量，实现了菌种的快速分离。

[0006]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红托竹荪菌种的生产方法，采用所述红托竹荪菌

种的分离方法分离得到的高质量菌种，提高生产质量，缩短红托竹荪菌的繁殖周期。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将红托竹荪菌的竹荪蛋内的白色菌柄(裙)组织接种至灭菌后的分离培养基上，封

闭后进行分离培养；

[0010] 其中，每1000mL所述分离培养基中，包括以下组份：由200～250g土豆提取得到的

土豆提取液，葡萄糖20～25g，琼脂20～25g和谷物粉5～10g；

[0011] 所述谷物粉包括麦芽粉和玉米粉；

[0012] 所述土豆提取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3] (a)将木屑浸泡在蒸馏水中，浸泡后去除木屑，得到木屑浸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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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b)将所述木屑浸泡水与土豆混合后煮沸，过滤后得到所述土豆提取液。

[0015] 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采用了特定的分离培养基，可以增加

红托竹荪菌种基内菌丝直径，提高红托竹荪组织分离菌种过程菌丝萌发和生长速度，缩短

分离时间、提高效率，实现了菌种的快速分离。

[0016] 优选地，所述谷物粉由所述玉米粉和所述麦芽粉组成，所述玉米粉与所述麦芽粉

的质量比为1～1.2:1。

[0017] 优选地，所述白色菌裙组织的表面尺寸为(0.5～0.8)cm×(0.5～0.8)cm。

[0018] 优选地，所述分离培养的条件为：在22～26℃下进行所述分离培养。

[0019] 优选地，在步骤(a)中，所述木屑与所述蒸馏水的质量比为1:1.0～1.2。

[0020] 优选地，在步骤(a)中，所述浸泡的时间为4～6小时。

[0021] 优选地，所述浸泡的过程中煮沸所述木屑浸泡水。

[0022] 优选地，在步骤(b)中，所述煮沸的时间为20～30分钟。

[0023] 优选地，所述分离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4] 将煮沸后分离得到的所述土豆提取液补足至1000mL，加入葡萄糖、琼脂粉、麦芽粉

和玉米粉，加热将所述琼脂粉融化后灭菌，得到所述分离培养基。

[0025] 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的生产方法，将分离得到的红托竹荪菌种接种至灭菌

后的生产培养基上进行生长。

[0026] 优选地，所述生产培养基包括浸泡后的木屑70～75份，麸皮15～20份，麦芽粉3～8

份和玉米粉3～8份。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8] (1)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采用了特定的分离培养基，可以增

加红托竹荪菌种基内菌丝直径，提高红托竹荪组织分离菌种过程菌丝萌发和生长速度，缩

短分离时间、提高效率，实现了菌种的快速分离。

[0029] (2)本发明分离培养基将配制用水改为木屑浸泡水进行培养基的配置，同时添加

麦芽粉和玉米粉，不仅满足红托竹荪菌种对木质素、纤维素需求，还丰富了红托竹荪菌种所

需的营养，缩短了生长时间，提高了菌种生长速度。

[0030] (3)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可通过观察培养基透明圈的情况

确定菌种产酶的情况，在保证菌种代谢酶系完整的同时，避免了菌种老化，保证了菌种的质

量，有利于后续的红托竹荪菌的批量生产。

[0031] (4)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的生产方法，采用所述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

分离得到的高质量菌种，提高木屑菌种生长速度，提高生产质量，减少木屑菌种生产步骤，

缩短菌种的生产周期。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提供的菌落生长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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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2为本发明对比例1所提供的菌落生长的照片；

[0035] 图3为试验例3中实施例5和对比例2的菌丝生长的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但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下列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

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37] 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种的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将红托竹荪菌的竹荪蛋内的白色菌柄(裙)组织接种至灭菌后的分离培养基上，封

闭后进行分离培养；

[0039] 其中，每1000mL所述分离培养基中，包括以下组份：由200～250g土豆提取得到的

土豆提取液，葡萄糖20～25g，琼脂20～25g和谷物粉5～10g；

[0040] 所述谷物粉包括麦芽粉和玉米粉；

[0041] 所述土豆提取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0042] (a)将木屑浸泡在蒸馏水中，浸泡后去除木屑，得到木屑浸泡水；

[0043] (b)将所述木屑浸泡水与土豆混合后煮沸，过滤后得到所述土豆提取液。

[0044] 本发明将传统PDA固体培养基配制用水改为木屑浸泡水进行配制，同时添加麦芽

粉和玉米粉，并且通过所述成分的合理搭配，可以合理提供红托竹荪菌生长所需营养。可以

增加红托竹荪菌种基内菌丝直径，提高红托竹荪组织分离菌种过程菌丝萌发和生长速度，

缩短分离时间、提高效率，实现红托竹荪菌种的快速分离。

[0045] 其中，每1000mL所述分离培养基是指琼脂粉固化前的液体体积。

[0046]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白色菌柄(裙)组织经过消毒处理，优选地，可以采用酒精对

所述白色菌柄(裙)组织进行擦拭。

[0047]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谷物粉由所述玉米粉和所述麦芽粉组成，并且所述玉

米粉与所述麦芽粉的质量比为1～1.2:1，包括1:1、1.1:1和1.2:1，但是不限于此。

[0048]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白色菌裙组织的表面尺寸为(0.5～0.8)cm×(0 .5～

0.8)cm，例如0.5×0.5cm、0.6×0.8cm、0.8×0.8cm、0.8×0.7cm，但不限于此。进一步地，厚

度可以在0.3～0.5cm之间。

[0049]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白色菌柄(裙)组织的数量可以是1个或多个，例如2个，

3个，4个，5个。

[0050]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分离培养的条件为：在22～26℃下进行所述分离培养，

进一步地，采用避光培养。

[0051]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a)中，所述木屑与所述蒸馏水的质量比为1:1.0～

1.2，所述浸泡的时间为4～6小时，浸泡充分，可以使水中富含木屑中的营养。还可以在浸泡

的过程中煮沸所述木屑浸泡水，促进木屑中的营养溶入水中。

[0052]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b)中，所述煮沸的时间为20～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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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分离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4] 将煮沸后分离得到的所述土豆提取液补足至1000mL，加入葡萄糖、琼脂粉、麦芽粉

和玉米粉，加热将所述琼脂粉融化后灭菌，得到所述分离培养基。

[0055] 该培养基可以在培养过程中通过观察培养基上菌落的透明圈，确定菌种产酶情

况，在保证菌种代谢酶系完整的同时，避免了菌种的老化，保证了菌种的质量。

[0056] 本发明所提供的红托竹荪菌种的生产方法，将分离得到的红托竹荪菌种接种至灭

菌后的生产培养基上进行生长。

[0057] 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生产培养基包括浸泡后的木屑70～75份，麸皮15～20

份，麦芽粉3～8份和玉米粉3～8份。

[0058] 实施例1

[0059] 本实施例采用以下培养基对红托竹荪菌的竹荪蛋内的白色菌柄(裙)组织进行分

离培养：

[0060] (1)取大小为(0.3～0.5)cm×(0.3～0.5)cm的木屑，按照木屑：蒸馏的质量比为1:

1.2加入蒸馏水，浸泡6时，将木屑过滤，得到木屑浸泡水；

[0061] (2)取200g土豆切片后加入(1)中的木屑浸泡水1000mL煮沸30min，过滤取滤液补

足至1000mL，加入20g葡萄糖、20g琼脂粉、5g麦芽粉和5g玉米粉，小火加热至琼脂粉融化后

装入500mL三角瓶中，装量为300mL/瓶，121℃灭菌，得到分离培养基；

[0062] (3)将灭菌后的本发明制备的培养基分装至90mm×90mm培养皿中，20mL/个平皿，

凝固后，备用；

[0063] (4)取竹蛋，在无菌条件下，用灭菌器具取(0.5～0.8)cm×(0.5～0.8)cm竹蛋内白

色组织，接种于(3)制备的培养皿中，每个培养皿接种3个组织块，3个接种点呈等边三角形，

接种点距离培养皿边缘0.8～1.0cm；

[0064] (5)在25℃下进行培养。

[0065] 实施例2

[0066]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接种和培养条件相同，不同的是分离培养基的组成为：

[0067] 取250g土豆切片后加入(1)中的木屑浸泡水1000mL煮沸20min，过滤取滤液补足至

1000mL，加入25g葡萄糖、25g琼脂粉、4g麦芽粉和4.8g玉米粉，小火加热至琼脂粉融化后装

入500mL三角瓶中，装量为300mL/瓶，121℃灭菌，得到分离培养基。

[0068] 实施例3

[0069]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接种和培养条件相同，不同的是分离培养基的组成为：

[0070] 取200g土豆切片后加入(1)中的木屑浸泡水1000mL煮沸20min，过滤取滤液补足至

1000mL，加入22g葡萄糖、23g琼脂粉、3g麦芽粉和3g玉米粉，小火加热至琼脂粉融化后装入

500mL三角瓶中，装量为300mL/瓶，121℃灭菌，得到分离培养基。

[0071] 实施例4

[0072] 实施例4与实施例1的分离培养基组分相同，不同的是步骤(4)的培养温度为22℃。

[0073] 实施例5

[0074] 实施例5采用实施例1得到的菌种进行生产培养，具体包括：

[0075] (a)将步骤(1)中浸泡后的木屑75g、麸皮15g、麦芽粉5g、玉米粉5g，配制红托竹荪

菌种的生产培养基，培养基含水量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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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b)将实施例1得到的菌种接种至(a)中的培养基中，每个培养皿3个菌落分别接种

于3个菌种瓶接种口内，接种后，用接种口周边生产培养基覆盖接种口，在25℃下培养。

[0077] 对比例1

[0078] 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接种和培养条件相同，不同的是分离培养的培养基使用现有

PDA培养基：

[0079] 包括：土豆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粉20克和蒸馏水1000毫升。

[0080] 对比例2

[0081] 对比例2与实施例5的使用的生产培养基相同，但是菌种采用对比例1中得到的菌

种，接种条件和培养条件也同实施例5。

[0082] 试验例1

[0083] 对实施例1和对比例1的菌丝进行观察，培养36天，显微测定基内菌丝直径，结果如

表1所示。

[0084] 表1显微测定基内菌丝直径的测试结果

[0085]

[0086]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相同时间的培养，本发明所提供的分离方法培养的菌落的菌

丝直径相较于对比例1提高了66.25％，可以快速增长，满足其生长需求。

[0087] 试验例2

[0088] 测定实施例1和对比例1的生长速度，结果如表2所示。

[0089] 表2平皿培养生长速度测试结果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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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相同时间的培养，本发明所提供的分离方法培养的菌落的菌

丝生长速度相较于对比例1提高了33.48％，可以快速增长，满足其生长需求。

[0093] 另外，通过图1和图2照片的对比，本申请实施例1所提供的分离方法得到的菌落，

周末具有明显的透明圈，证明此时，菌落生长的既快，又保持了菌种酶系完整性，并且还可

以根据透明圈的大小判断酶的活性，为后续的生产步骤提供高质量的菌种。而图2中采用

PDA培养基培养的菌种，未见明显透明圈，生长速度慢，菌种代谢活性差。

[0094] 试验例3

[0095] 对比实施例5和对比例2，对比结果照片如图3所示，左边为对比例2中的菌丝生长

情况，右边为实施例5的菌丝生长情况。显然，本发明人所提供的分离方法得到的菌种，生长

速度更快，具体对比其生长速度，生长速度测定结果如表3所示。

[0096] 表3生产培养基中菌丝的生长速度测试结果

[0097]

[0098]

[0099] 结果表明，本申请所提供的分离方法的得到菌落与对比例1所提供的菌落在同样

的培养基下进行生产培养，由于本申请所提供的分离方法的得到菌落生长速度快、酶活性

高，其生长速度较对比例提高116.67％

[0100] 尽管已用具体实施例来说明和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意识到，以上各实施例仅用

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不背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

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

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因此，这意味着在所附权利要求中包括属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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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所有这些替换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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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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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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