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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58 年 我 国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来 REA ; 

PARA AR, HACE eB eA 
ie | PD einetos, wxenen Tear nemn.nsK- 5, 

3 é 民 公 社 、 机 关 学 校 、 农 业 场 站 、 天 食品 供应 或 加 工 等 部 门 ;都 在 ” 
ee PERE Ae HE I RUPE ACF BEE HE PS 是 在 院 

ERS PE, HAGE MECH 5 AEP sh ABH G bail 

3 | RETHERRE RY RORLI-WOSLEEP , RLRAP RUAEIE SS 
_ 力 创办 超 来 的 . 建 场 一 年 以 来 , 除 为 本 院 数学 和 科学 研究 服务 

“过 斌 ， 还 代 有 关 单 位 培养 了 不 少 蘑菇 栽培 技术 干部 。 为 期 仿 ” 
后 我 国 栽 兹 事业 的 不 断 跃 进 ， 还 速 增加 食 菌 的 品种 和 扩大 起 

。 培 的 规 栈 ,满足 广大 人 民 对 食 菌 日 俭 增长 的 需要 ?我们 根据 我 
 RiR sR, Hem NRG TR 
RE UG BH <i AN ty 

ABR MRA 的 概念 发 有 ee Be 

) Mahoer, axsuemEARMRNS. aes 
RELA AAG UE IH 食 菌 的 原因 是 : HEE 

RAR Ree Bi I AS BT Ws CS ; ZB #5 JF GE 

| BSR, EMMY ESE ME a AES 

. a 举一反三 ,柔和 级 地 掌握 栽 菇 技术 ， AAT TORR RHA 培育 新 品 
秋 的 初步 的 理论 基础 。 
本 TMP 天 



学 生 李 庆 孝 、 关 广 清 、 See ee te HER - a 
ALS EET ARR he AES ME SL 
陈 其 本 五 位 老师 及 华 致 甫 同志 审阅 ,提出 了 许多 宝贵 意见 ; Be 
SLB EAE — AF AH 插图 ， EME 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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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sone ENO, 自古 以 来 就 是 劳动 人 
RBA. ARAN “AIT” 一 书 中 就 有 了 “ 配 壤 之 
二 王 , 有 菌 世 者 的 记载 ;“ 吕 OAR WRN IH AD 
四 

oe AH} EEA To 1 SRAM 
REA Fe RAE T | 

本 及 如 香花 的 人 工 栽培 ， 更 是 我 国 劳动 人 民 普 创 的 。 在 700 
是 多 年 以 前 王 秆 的 农 书 中 (公元 1313 年 )， 便 有 群 和 的 是 载 ,这 
See A Tg 400 年 以 上 。 a Fe . oy oa ananaeipchaylilee cite fy 

| Bld RAC Bie = Hv aR 世 (1250 年 为 明代 潘 之 恒 的 广 苗 计 (150 

Bis Cass 年 ) 对 前 人 引用 过 的 藉 用 菌 关 , 作 了 更 为 深入 的 记 
ie 着 RRB. 由 此 可 见 ， BRT HR EAE 
EAT RAB ERA. 

ha’ >, 

e ee hee ee PAN Zi I~ BLIND BR EEA 
| RRA MEN BUA 

aS a 
a . tee 4 hg : rs a ae. a A m3 ° y ?. 

| JR DUEUS BATRA TESTER RP, SRT AR 3 

_ FE) TR SLAG C1703 年 ); 特 别 是 明 (cca 

4 人 _ 旨 在 我 国 每 年 都 在 生产 大 量 的 蘑菇 供应 人 民生 活 的 需 
BS Ae: Cire Mey ees Sr Se ee 

AER oF A RRO ACRE TM PAE : 

ees 



RAE S AOA ET a ee 
SE SBA Sen HH” 5 RBS EAE SCE SS 
“ 芝 菌 些 气 苦 也 , 灵 华 三 秀 , 称 瑞 傈 奖 ?。 前 者 是 观察 到 蓝 子 的 
发 生 有 些 突如其来 ,不 能 理解 ; 后 者 则 把 苗子 的 发 生 解 长 瑞 
Sanibel FED ELIS AE DAS 0 | Fu 

BUN ae, BBP, hE AR 
fils FREAK, STEROL OE 
“ 芙 菌 2; 蘑 奖 丰 过 是 芙 菌 中 更 为 高 等 的 种 类 。 

蘑菇 和 其 他 高 等 植物 一 样 , 其 发 生发 至 都 有 一 定 规律 ,大 
且 受 着 周 园 环 境 条 件 的 制 莉 .它们 有 着 自己 特有 的 繁殖 器 官 ， 
窟 但 所 产生 的 “担子 孢子 ?， 其 荔 用 就 相当 于 高 等 植 怕 的 种 子 。 7 

| RRS ABD, dR AR state ns J 
用 这 种 孢子 来 繁殖 的 新 个 体 。- Oe. 

3 4 3 Le DATE BIONIC eae tt 
SURE BAUR HORS AL EB, BIA 
MR HZ SILKE RAR RS 
AEA, RRIF BDA RTE RIT Fl SLE, BIA FEE 
"MEF, ART RaSh TRS, 
Ha FIBL Se BERG ATH RIAU, “I BETES POO 
RBA, Ti LEA WN IEE FOB, 在 今天 ;我 们 必 
须 进 一 步 来 发 气 这 些 宝 趴 遗产， 用 现代 科学 的 先进 成 果 求 研 、 
RSA E I RIE BAS 2s EI 我 们 坚信 ,这 es 
个 工作 一 定 是 能 够 胜利 完成 的 。 . 

“TA PRES PROM ASN To si 
生 ; 有 的 是 寄生 和 共生 ; 光 其 是 寄生 专 化 性 强 的 菌 类 ;目前 还 | 
难于 在 人 工 培养 料 上 进行 栽培 ， 因 为 它们 在 生活 中 需要 某 些 - 
di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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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e sent mer Ts ts 
BT, EFA 2K a PR RE IAT T HR, EEE 
HASBRO 5 RPSL 
”这 些 必需 的 条 件 ,那么 ,我 们 就 一 定 能 够 进行 人 工 栽 培 所 有 的 

wane. GEA ROE ABR BUBE “OR SEES 
ARIES SEPA ARSK” S688 PAVE AEE EE 

Be “RMN, Sree, REMAN 
RPL FETE AHO, TERRA RE ERI 
. OARS TT, BUM LIE, FOS 
RE TA AL A AE - Fe, PERE 
“a 和 
BSR FA EB REO HE QR I SRR RS 
— - HRPM RR, CM PR 

ye enema 
RSA ADEE INTE TE eR 
| BOT RN TG ROD — OR TATE 
我 国 不 仅 盛 产 各 种 野生 食 茵 ， 就 是 洋 蘑菇 的 栽培 也 正在 

PWR, RUIN, 但 对 满足 我 国 各 族 八 民 的 生活 
， 乙 要 和 出 口 换取 外 汇 来 加 速 我 国 社会 主义 建 改 的 步伐 还 相差 

ss BAGH. Olin, LWT SATB TE eS Bs 
ARABI 80% HAE RAT RE, RCE 
RHA, WIR RPA SNOB PL 
RRs serene Lb. cheauennee | 
ae he Beyigigeseettatcedte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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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食用 等 菌 学 概论 

第 一世 SPS 5 FE 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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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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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T ee tee ys oe 
A AA a A CBE), IMA ee ASH ea 
Hs HARARE AMR, ARBRE IEA TESA Hee BF 

物质 oii ws FBS FETA WUD HEAT ALTE FFL EA SFE 

ABS ra BA oR Hod 0 FES “EAM fie FP ee 

新 的 个 体 ? 卉 且 能 由 自己 特有 的 繁殖 器 定 TIF, RIF ALK 

RAPT. Abt, TOLERATE .“ 
Wy 4b ta REAR PS ERR “IIR” 5 HE AFH B28 — A 

Ba SAE; Aa CME”. Ey ASHER 

1, SH RE 2K, ALY TH VB : 
RBH. ，“- 了 | 

其 菌 的 种 类 是 极其 众多 的 。 据 各 国 呈 菌 学 家 的 竹 寻 ,其 

“i 

BD BS 8 THAR, TICK OLN Ade ee mI 
“的 病原 芙 菌 。 例 如 : BURR ALD Li 
的 稻 瘟 菌 和 果树 上 的 腐烂 病菌 等 ， 井 且 还 包括 着 很 多 具有 个 
RAB FRE, PARRA. Whi 我 们 把 可 供 食 

用 的 芙 茵 ,就 叫做 食用 贰 菌 。 例 如 : 我 们 经 常食 用 的 木耳 、 银 过 

耳 和 各 种 蘑菇 ， 以 及 供 医 莉 用 的 各 种 趴 菌 如 共 荐 《Powi 
coccos), }& #)(Lasiasphaera Fenzlii Reich) 等 都 是 可 和 食 的 情 

菌 。 由 此 可 见 ， 可 食 呐 菌 在 整个 其 菌 中 占有 的 比重 是 相当 大 ” 
2 We | = 3 a 

N iy 



人 信用 
的 ; 畦 别 是 可 供 目 常生 活 中 当做 蔬 茶 来 食用 的 芙 菌 ， 例 如 :各 

“种 蘑菇 、 食 用 牛 肝 菌 和 RAFRAS. KFAREMANE - 

MEO 9 RT APN Me URE» PLAT NRE 

a PPR Es 7 Ra RAE 

RAREREAOARE RMR MTSE, 
此 生长 在 地 下 ,是 着 生子 实体 \ 并 供 葵 子 实 体 养 分 和 水 分 的 器 ，  : 
官 ;而 子 实体 则 是 我 们 人 类 食用 的 部 分 。 te : 
Be homey, SOTERA, 

荐 管 进行 顶端 生长 ， 并 分 枝 上 至 而 形成 菌 穆 。 食 用 其 菌 的 菌 ， 

| PALAIS MINTER. ERR ELAS 
hE BRE. AMSISRE A BIE BAA cal PALE» 

核 其 内 部 和 构造、 形态 可 分 以 下 几 种 : 
1, SECA AL SOR ALAR Hh BRA He 

”人 合 分 枝 、 紧 密 排 列 而 成 。 例 如 各 种 蘑菇 菌 柄 基部 的 根 状 菌 
ee ee eee ea oe 很 
PR RONBOR 156 , FTP SOU HBB, OOD ea Pa 

| RR, RRS SES AUK ORE BLEED 

% 

ABER RR ROM RL SE 
Pe Bi RRM, FMLA OP, SR 

| SBE LS) WOR EL. RIS ES 
| PS i SF 9 PE AR ke RA 

= 7 3. Dicom . toss a eee geal: 

1 hi e ~ 



全 .分散 传播 (图 1). 

器官， 只 有 担子 菌 半 的 菌 类 

ae ie 
(ase CREM, AMAIA 

(Bob FAH ALAR NEARY OILS SP. Bin: eA - 

牛 肝 菌 的 子 实体 为 撑 开 的 雨 企 状 ; 猴 头 菌 的 子 沁 体 为 冻 状 ; 招 “ 

若 著 的 子 实体 为 挡 头 状 ;木耳 和 银耳 旭 为 波浪 状 ;而 误 用 羊 胜 、 
菌 的 子 实体 类 似 短 喜 键 状 等 。 
EPR LASS, ote ee 

RRA SRE, EL SE 
TAFT. FRB BUR, DYE Ea DON a 

FASE » AENEAN 

TRAE OF 

才 有 这 种 担子 及 担子 孢子 。 
.每 个 担子 上 通 带 着 生 四 个 担 、 
FF, DARA | 
《如 洋 茧 菇 )。 食 用 伞 菌 的 担 -省 
FMM, THE | 

” 形 或 短 棍棒 形 ， 而 木耳 菌 的 - ， 
. 捏 子 是 有 横 分 隔 的 ， 将 担子 
AMA VN; 而 银耳 菌 . 

| ROSSA I”) years om 
— MEIRAVICE 2)。 8 LIRR TR 
FARE, Bete ESAT”. ee 

> 到、 

- 

党 是 在 子 实体 里 面 ; 牛 肝 菌 的 子 实 层 体 是 多 肉 的 管状 ; eae 

Hoth fe FA 4 FA he HELLentinus shiitake(P.Henn.)sing.) Fx 

(Cortinellus aa P. Henn, ) Ama Russel rubra Cater 

图 1 TTR 



1 me 担子 的 形状 
SS 1 普通 担 于 ; 2. 洋 蘑 莫 担子 8. 木耳 担子 ; 4. 银 耳 担子 。 

站 D.) Bree] 等 的 子 实 屠 体 是 片 状 的 。 最 原 姑 的 子 实 层 体 是 平 清 
“的 ,网 如 , 扫 带 苗 就 是 如 此 。 担 子 菌 的 子 实 层 上 除 台 列 密生 担 ee 
De ee eee 
> Shammerazemme ，， 

A EM LARES), SORT LITA SARA, 
4 很 据 其 菌 的 发 生 类 糙 , 生 活 方 式 ,有 性 和 无 性 繁殖 的 万 式 \ 菌 条 ， 

: 交 

ei 

— ARISTOCRAT SC ZEEE, TORAH 
SRA BA wig CArchimycetes); WeeH¥B(Phyco- 

; wee mycetes); F- $e Hi CAscomycetes) ; 48-74 44 (Basidiomyce- 

tes) Fue en (Fungi Imperfecti) , 5A: Ba, eae 

SURE PAYS Be, 能 引起 农 作 申 的 多 种 病害 , 且 没有 可 
”食用 的 种 类 ; 而 子 故 菌 燃 和 担子 菌 业 的 芙 菌 中 ,除了 也 有 许多 

病原 蝴 菌 外 ,还 有 着 许 许 多 多 的 种 类 是 可 食用 的 。 因 此 ;我 们 
， 可 以 及 , 几 乎 全 部 食用 其 菌 都 包括 在 这 两 个 交 之 中 ; 励 以 担子 
MPAA RAPHE ,而 子 训 菌 痢 则 较 少 。 
FRM BARS, (ATE 食用 的 只 RR 

_ Ciscomycetes) +44 JLB: 例如 羊 肚 菌 局 (Morchella)\ 马 塘 
| AB CHelvella.) Keep BCVerpa Ss, HIM IMAL TEA 

| ee eR TSS RH Se 

‘© 18 * 



| 也 可 食用 0 如 Verpa: bohemica 人 

征 是 区 多 体 有 sR, Se 了 上 

F,FRUF RE, RIM LORIIER, 可 有 成 了 活体。 ee & 
BU AAR LL Bk Wy RR 

这 里 首先 值得 提出 的 是 羊 Ak pal AL. orchells sioulenias + : | 

活体 很 大 ， 肉 里 ,直径 为 3 一 8 厘米 不 等 ， 全体 由 一 个 茵 柄 和、 
— MEE. BERBERS. FSET 

| attlicigh bhcuitierne Maumiaae ng) 
PRS HSE SUR Ho e 

SREB tWRA, ARH (Helvella shassice’, 这 

; HIMFR ERA, BALK FS BALTES 
i. GRAB hse SS Pal SU BBE AC Gyromiira esc— 

ulenta) FREER ABI AE 5 一 10 厘 He (BY 

«SUB, FET RNASE, AEN E BA IP RAE 

Jes» ERT TK S 9 TSE BH 至 于 钾 菌 旋 的 食 苗 5 虽然 

图 3 RITA < 
LSS 2. BAERS 

ik dike 

F 
: 



nner, 可 供 食用 的 种 类 是 最 多 的 ， “CVE 不 同 
wane. AA ERO EGOS BLL, TE 

WE LPF OF ARE 用 的 担子 菌 ， 基本 上 属于 以 下 几 

Be EAL ae 下 : 
Sap FIIARBE, ea ee ee cee | vr 

. oe FRA ALD BEE cones 企 菌 目 (Agaricales) 

ee 2. 子 实 屠 体 形成 小 孔 FL ERR, EHH | | 

a 光子 实体 木质 或 革 质 sent 多 和 妃 菌 目 (Polyporales) 

AF SRIEAR 
2. FEAR VK EK We age 

> 3. FRNA BO A (Tremellales) a *. 

8. HBT 0 - ANH CAuriculariales): - 

.于 实体 内 时 或 胸 质 …… 咎 肝 菌 月 (Botetala) gh 

lia BRCM RAT A 0 ' 马 勃 菌 目 (Lycoperales) 

ne: stemeauak FY, 笔头 部 分 党 
= “a AER BS Fi(Phallales) . 

: 区 有 不 少 种 类 是 属于 牛 肝 菌 目 的 SDAA (Boletus 
4 edulis Bull ex Fr. SAE wil oletus 下: 

DEATH. 、 
更 笔 目 中 著名 的 食 fa & ede (Diciyphore \sadusiaa’ : 

Vert.) Desv. RRB WF RA HAM, 在 我 国 盒 产 于 南 Bt 

BRE PR WRS BRE RPE | 
| SLA THR Bl, Dian, BES ILE (Polyporus squamo- 

Sus ; Fr. 力 菌 盖 20—25 厘米 ， PIES NIE. eee 

=v 15° 

re 
. 

. Pua Pade TAA ARTE AAP SEPA PS 

; 
3 

ee ee ee ee 
| ho ecw CET AS aes 能 引起 消化 不 良 ,但 

2. 子 实体 球状 , 功 嫩 时 产 孢 组 鞭 白 色 \ 内 质 ; PoE 



_ 有福 色 鳅 片 。 HE TG AMA, Arne 
Hidaatsihelrebpillaiidib dents 
A PRE > A. Ee 

JG SHE HELENA Jk WAIT 12,00084h, a 
CRI FEMA ERIE RE, 

| ” 很 多 种 类 都 是 可 食 的 ， 这 一 目 是 我 们 食用 捏 子 菌 的 最 重要 来 
> ” 源 。 本 目 食 菌 在 形态 上 的 主要 特征 是 整个 子 实体 由 菌 盖 和 菌 - 
. 柄 构成 为 雨伞 状 ， 著 盖 有 后 图 形 .加 锥 形 、 漏 斗 形 、 力 简 形 、 中 
SD MEE UEC). AA hE AANA, READIES 

| FEL, NS PE Pe, 
ee eee eS 
RE POS TR". HE FAM BOTT MR? is 
TS 或 其 基部 联接 为 网 状 或 双 状 分 上 也 有 些 种 bg 
RATE ，， Be. 
大 的 菌 托 ; 有 的 则 生 脚 苞 5C 图 ， 
4). ABLE 1 BRIE am 

LEASH, I 沁 
SUT, A 

”外 的 种 类 ， Hav CIEE 

wee OBIE, 
ABM) ALM AY 
REPLY , SEALS FLAK 
SU NAAR SLI, MSE : a hie eae 
Osiet ALTE HUBEMETO EN Be | “a - “图 4 和， 全 菌 的 模式 图 | 松 乳 菌 。 但 也 有 上 蔡 种 类 虽然 1, BRE .2. 乌 片 ; 8. MUS 于 曾 

”有 气管 ， TSE BAA AL $5. 5. Be: 6. MIERS 7, 
ey ie 8. 脚 巷 ( 或 戎 托 ); 9. BAR 

be! ae te | 
am 



hey RE NER = 
Ry 7' ae ae a es By 这 (> 

¢ 各 ae pie? 
wi. Fo noe athe h ; 

3 saa ot 。 四 
et : 

TaN » @) - 
ba el An 2 SC ae 

¥ ' ' 由 
所 2 

Sa! ar ; 

Se | 
Ao 

| ay By (OS 
7 As 

a AN 

N «, 

ee ae 
“1Rbe; 2. 回 给 5 NSE: vas 

5. 中 心目 形 ; 6. FRYE a 平 顶 形 。 oe 

RUE cenoHis. Bele bien, Oe 
aH aS PEAS) IA Ca APS) SE 

WS amine, FA 下 延长 oer 5 i PEA FE 
Ip) BA ( Pa, wie 

Uy, AY 

A 
te 5 

 . 6. 菌 裙 着 生 的 状况 模式 图 ， | 
1A; 2.4; 3.HB4ES 4.4ES «LE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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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W, MESH. ARIE PIER 
SACS. PEWLMEM ANIC A Ny MA peak 
CE. WSUS HR CAR GOBER. Bes. A 
这 些 孢子 很 均匀 的 着 生 在 各 片 菌 福 的 担子 上 ， 当 其 自然 降落 
SP) AAS A LVS AEG RAR A FL” 一 
“孢子 堆 "。 这 些 特 征 也 是 分 类 学 二 鉴定 各 种 蘑菇 的 依据 。 

和 国 常见 的 几 个 主要 局 检 索 于 下 , 久 供 采集 和 鉴定 时 参 基 。 
WY FRAPS, ,为 替 状 菌 将 和 面 状 菌 赫 租 成 , 子 实 内 分 散 有 

i. syne 0 了 =. 
PIAA SAGE, ALT +419: Russula bats 

Zy FRR HER IEOE, FERS, 

Bae. 无 菌 于 了 RE 

1. ae 55H BAL WIESE i, aF-Ft ys 

Sout 本 卫生 和 re eee ay 

2. Hae ADAP, FFA EDEBORIE sete “ 
人 陡 头 属 (Laccaria) 

(FRIES PLB EAE, ARC 
菌 环 Pg S335 y ee, 

1A AC 

(17 蓝 栖 侧 生 \ 依 生 或 关 有 中 生 或 于 无 菌 柄 

A. 菌 祠 无 锅 齿 状 边 灼 …… 北 风 菌 属 CPleurotus) 

B. Ht R AK hee FRE CLentinus) 

gies: he 

A. AMAR 

«18 « 

TF RRRET Ate FF Pee eA | 



te CARRERA PE sores | 
人 .…… 日 墓 属 (Tiicholomay - 

CEB) 商 福生 生 陋 生 …. 陡 头 属 (Clytocybal 
Ba Pee, ATS, BAA 

; So Ea | Ye ict 4228748 (Collybia). Be 

eee ae, ee ee wd et DEG (Amanitopsis) me 

oo Rel ae S28, SeBoR a os 
AETHER ee eeeeeeeeeenees page set “iB (Amanita) - aa 

| Ce ss a 
A. HifasE+E, PR Fes EL ， 苗 兰 才 面 光 清 或 有 跌 屡 于 
人 和 天 局 环 菌 属 CArmil i 

B. 甘 祠 隔 生 或 离 生 ， RE SAR IT, MBS 
wee ccerrerveccccsscoeresces 2 ae 9F3 T epiota) 

A = Brae AMET ies (Volvaria) 

ae Poa “COREE, warn, | ican 人 

sz st gee Li os eseses Saséve AREAS (Psalliota) 

: | ‘ Sis Paes 7 两 不 有 Rey ast < 无 菌 环 ae 

aq > ; 1 BE Eg Bs (Hypholoma) 

ae “Fy WFKORRG, HEE RETR EAI, Ria 
ff ; 本 计 妈 液 俐 0 wwesweo， es dacs i care 

第 三 节 食用 芙 菌 的 生长 发 育 和 繁殖 

一 、 生 长 发 育 

“TERE a 一 是 地 

人 



es 

\ 

Fa GEE PRA; FL Re GE) 
BOF. UATE Pa OIE eT, JOA ZE 
RAG PHD LTS, DNF 

. 生长 发 育 , 基 本 上 可 分 为 两 个 时 期 。 
《一 ) 菌 闲 体 时 期 “首先 是 由 担 抱 子 在 适宜 的 温度 湿度、 

- 酸碱度 \PH 值 ) 和 光 烤 的 作用 下 进行 发 芽 ; 形 成 菠 管 以 后 发 育 
| AG. WHF RSC RM BREA, PUR 
ND FC RBI AER. I ELF] SER Ay 
BLAM KB 二 次 菌 入 进一步 分 化 发 育 ， 

BRE AIT ECR ER, RRS 
BK , PAM eA NO, AS RAR oo 

Hah,‘ 菌 灵 生 长 发 育成 三 次 菌株 ， 需 要 一 段 相 当 长 的 
和 a 在 此 其 

oe neal Mt SESE ao 
RAE HEKBRAARM EFA Wo HERERO SE or. 

境 条 件 的 变化 ,可 发 育成 为 子 实 体 ， 一 例如 蘑菇 等 。 我 们 人 
TASS BE ae 5 BER: RRL AES PR LIBRA. 

CSF FST RRA OR ee 
Ky HHA ARRAS BES. Mia ESE 
HENARHN EE PRE. AE PHRMA 
PH MRA, FESAMORE JER 
雏形 。 FEBS Ty ED AHH TPE Rife LIVRES. i 
pe ES a AS FY AS JS BE LP Bk, BES A Ee “ 

HiME FRE A (LAAT eB A Ae is 
HO OP: JOUR PR : 
© 20 © 



PiRicanrkied, haba acie at 
如 特别 是 当 外 界 环 境 条 件 中 的 温 、 湿 度 适 宜 和 营养 供 葵 丰富 
时 ,一 般 只 要 3 一 2 周 即行 长 成 ， 有 的 则 更 快 。 但 当 永 境 条 件 
不 适时 ; 龙 其 是 湿度 不 够 ,幼小 的 菌 著 ， 可 保持 相当 长 久 的 时 
天 而 不 长 大 -一旦 过 到 雨 后 湿度 增高 时 ， 则 了 迅速 长 大 而 伸 出 、 
十 面 。 这 种 现象 在 夏季 或 秋季 雨 后 最 为 常见 。 所 以 人 们 多 够 
为 下 雨天 妥 出 蘑菇 ， 就 是 这 个 道理 。- a 

| “SPFAORMMU, DULERM RISO 
| BER, SUE RA SATE. AA 
Sine i aapaaaiilpaciss pie AA BEE oo 

part 图 7 PERRET Ke Re SATA INTERES 
, (Kypcanos 原 图 ) 

。21 。 



子 训 苦 的 此 长 发 育 与 担子 菌 相似 ,也 是 先 直 子 襄 孢 子 发 
菠 长 出 单 倍 核 的 菌 穆 , 菌 秋 再 分 枝 生 长 ,分 化 发 育成 菌 秋 体 ，、 
以 后 旭 在 菌 糙 体 上 形成 子 实体 。 所 已 食用 子 襄 菌 的 子 实 体 和 

”其 他 非 食 食用 的 子 训 菌 一 样 ， 其 子 实体 永远 是 十 单 倍 核 菌 替 体 

的 菌 畔 而 构成 的 ; 而 担子 菌 则 与 此 不 同 ;担子 苗 的 子 实体 永远 
Fo a DY Be SY RI eA TTI 

“最 ”最 后 也 应 该 提 到 ， 由 于 其 菌 都 没有 其 正 的 生长 硼 炉 ,所 以 ; 
MA nasvunnsceceaan ig aaee 

ores 
“性 繁殖 两 种 。 但 无 性 繁殖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无论 对 食用 子 训 菌 ， 

和 食用 担子 菌 来 说 ,都 是 很 次 要 的 ; HAS SAA 
- 繁殖 的 最 主要 方式 。 ae 

(一 ) 无 性 繁殖 (或 称 营养 繁殖 ) 食用 其 菌 的 无 性 繁殖 器 
官 , 有 的 种 类 根本 没有 或 极 不 发 达 。 一 般 可 分 为 分 生 隐 予 . 粉 
JF AK BOR AA TEA SRY 5 只 有 
a PARP RRA. 

1. 粉 孢子 与 分 生 和 孢子 这 种 繁殖 方式 一 般 情况 下 井 不 发 
生 ， Bil An KE (Collybia velutipes (Curt, ) Quel] 只 在 ATS . 

DEL ANT ER LIA. MOPEDS TE 

ea 22 » 



fe Fea Pano SEL abe, Bi dn AL AE (Pleurotus corticatus 

Pr Att is CP. pinsitus Fr.) 等 种 内 , 则 可 以 形成 分 生子 
子 。 

- 

“2. 菌 核 ， 菌 核 是 由 菌 特 体 紧密 结 合 交 科 而 形成 的 球状 或 
”是 粒状 体 。 菌 核 的 外 表 常 被 以 淡色 或 褐色 等 的 皮层 ,借以 保护 
“内 都 。 菌 核 内 部 的 菌 妹 为 白色 ,排列 得 非常 整齐 , 且 有 时 藏 有 丰 “大 
AWE. UREA, IDLE 二 

~ AEAEHOGE FING, AEE RARE. RES OKIR IG gf 
STEAM AERA TANTRA, Ante 4) (coprine 
us) RARICH Ri CLentinus cyathus) SA HTC RCo TA 

Dy 在 蕴 用 芙 菌 中 , 则 生成 更 大 的 菌 核 重 量 由 3 一 4 斤 至 2 
SS Sao 第 见 的 ， Bilan, KF (Porta coceos) 和 HS ( 

ee 
A RB CAmmillaria ) 的 根 状 菌 这 最 为 著名 ， 其 长 度 可 
BOK, Bi Aes YA HT ASR I 8 )。 

4, He ALBEE Mee a ea re eer ee 
eee BN, ARE eB Poe, ECHR 

| ADAMS SCTE TY BERS, SORTER Eb SE 
HA F-Se As —— RR. TEAR SRBE I, MRT Rae 
Bi PS ALPS EIEN TLL IT BY “MLD BS IER” TE 
Pr ALTE DETER ACh PPE AY SSE, ABA RASA 
GR. FETE HS ALA OMG AEH 0 TR OR PAS SE RE RB TI 
Pe, PP RR AAR Es SSE A RAAB 

a 2 ~ + 28% 



a 1 SFI Arent ie. >See a0 Sam i 

$22 b HAR EIR 2. 子 实体 j 3. Heal 

ern, 通常 ie FB 其 子 形成 ,是 在 菌 ， 

煌 上 生出 产 可 体 与 雁 器 ， 故 受精 作用 而 形成 : PRET 
Phe WAAR AS SR MK, 其 上 部 突出 一 管 
ENE, ETDS TE. MER SRO 
Lee Li ee ee 
PEMNIIG, 5B Bela aes 两 普 胞 壁 溶解 成 孔 ， SE Riek et 

ALO MULT ESP SRB ASCP. Hoe 
与 产 圳 体 间 之 隔膜 亦 溶解 消失 , HEBGHE A Pai FS ME 
相配 成 对 ,但 不 和 结合 。 此 后 , 产 训 体 表面 和 出 许多 管状 的 造 故 
Sh, MEMBRANE ATER 

| BEE JEP, SAA. I ERR 
一 次 后 ,再 进行 普通 分 裂 一 区 , 即 生成 8 个 子囊 孢子 。 由 于 造 

”24 四 



} \ fe : ; ? \ 5 \ NG rs 

he cakes: ee a L Hew SEM. fj 
BME. 上 :; 迹 称 为 于 实 局 。 Se Lie 有 不 孚 性 的 全 

RRP 

“Pesbtbck BEEF RABI hak 温 湿度 合适 ， RS ! 

nr 

第 成 苗 细 和 苗条 依 。 茵 穆 体 再 分 化 发 育 , 生 出 雄 器 和 产 辟 体 ，， | 
攻 受 精 作用 后 ， 又 产生 新 的 子 豆 及 子囊 孢子 。 这 便 是 食用 子 : ， 

| 要 苗 的 生活 更 。 一 个 子 襄 苗 的 子 实体 上 生出 的 子 隔 孢子 ; Be 
， 温 是 非常 互 大 的 。 子 属 菌 则 利用 这 些 折子 来 进行 不 断 的 繁殖 看 

不 断 的 产生 新 个 体 。 

同 。 着 生 在 担子 顶端 的 担子 柄 上 。 捏 子 菌 的 有 性 过 程 是 很 还 化 的 ， 
EMAAR RPE, ALERT, 
BEAR a REE Smee Aan a 

OHA AK, TA Aika SR 
HRZCAR, Be 

wR RC 

Bio 这 种 现象 上 做 同宗 配合 

-了 腊 休 和 结合 “BEANO PERE 《例如 PEP ee Psalliota ar- 

~~ vensis FT、 林 蘑菇 Psalliota silvestris Fr.) 和 其 他 多 种 担 
子 苦 ; 工 子 实体 的 产生 , 需 不 同性 的 两 个 担子 孢子 发 弟 长 出 的 
不同 狂 的 单 倍 核 菌 将 ( 正 性 与 负 性 ) 相 结合 之 后 ， 形成 二 倍 体 
兰 杯 ;然后 才能 产生 子 实 体 ( 寡 考 图 10)。 

异 案 和 结合 的 担子 菌 ， 其 担子 孢子 所 产生 的 单 倍 核 ee 

a KB PT DE TE PEAY Be HEI HOPE ae As 

的 性 别 而 定 。 这 种 单 倍 核 菌 将 一 直 是 不 孚 性 的 ， aR ae 

° 25 ° 

IAT ze 

0 国光 皇后 而 员 even 
Cee oe ut ees ae 

ARR, Bre. ER 

ie ies ae 例 hue Ba a G pre sdbitiia Fr.) 和 构 ay 



FSS | (HS EY ASAE EN — BE 
fh , BRE AP OAE — LT ERE ERAS. 

HY Ey ASAE BR A AS I] 9 BK RTA 
. SEMPER MT BEM, SAA 

PMMA, ORME AM AB. ” - 
且 宗 结合 的 现象 告诉 我 们 ， 为 了 培 译 出 最 合乎 大 类 需要 的 僚 

4 Pera HEAT 5 i ZO A 
a Pe . 

~ Se tn FASE OR A > yA ELE A ,而 胞 
ee 这 样 攻 本 本 

as 
2 

fee GLa, BAER ee 
FUE BERETS Sy BAI, FEL Ly BEALE 

ARSE PRS — 4 NL A wy IIR FE et — 4 
ORR TAIE TE. FLAG AS, MRE 
RCP AOA BU IES MLR OA 
MLR RIED, ICA AS AED A TA. 
LORE tH HG AU SS. ARF 
Wy OLA FY 4 PH Hs ST, 
AED AIL PZ A 4 “PB — eA 
DBAS 5 CENA EAL SED A BI He 了 
，26 * 



| 其 中 的 胞 核 也 
ee ee ee 
Bho BURMA RAE ASE PAR FN RAE, TTT A A 

助 原 生 质 流 和 食物 自 
一 个 翘 胞 流 到 另 一 个 
AUS. ; 

bye: 具有 二 信 核 的 菌 ; 
”和 赫 体 再 行 分 化 发 育 、 
ee ee 

(pe ete 

4—5. WY eae 咀 状 疾 起 与 a: 
; ee | AcaDeB Ae » FERAB MI. 

SORE. i a bea) Se He ee A AME 虽然 也 是 双核 

药 , 但 却 不 发 生 镇 状 连 合 现象 。 就 是 在 同一 菌 竺 体 上 ,镇 状 过 
(i ei lait aM nt 

| HICH AEB IC OTOL, PAIS 5. 而 

be: =F IE RATS HIE, SWAT ETE POMS ES 
7 担子 菌 的 异 宗 结 合 现象 ， 是 非常 ,普通 的 。 这 个 现象 在 食 
0， 用 担子 苗 的 栽培 中 极为 重要 ,因为 在 应 用 单 苑 子 发 荐 ,培养 母 

生 菌 将 体 时 , 单 性 体 的 孢子 发 芽 长 出 的 菌 竺 ;不 经 过 上 述 的 异 
“党 配合 而 形成 二 倍 核 菌 灼 ， 就 永远 产生 不 出 子 实体 来 。 
人 

AAO ES TI RE 新 生 的 担子 也 是 双核 的 。 当 
sa 27 e 

ey ee ta ae |. Sou Teed. 7 SR 

\ 4 : : 

ert . i anX 

胞 数目 也 不 断 增加 6 图 9)。 现在 已 经 了 解 的 是 镇 状 违 合 ;可 大 ，】 



HAI, TBE HES UD Be Ai ad 
AEE OBA ABS RETR, PAE 24 PS FA 
四 个 时 ,每 两 个 同一 性 别 。 其 后 在 担子 的 顶端 ;长 出 二 不 条 綦 ， 
的 突出 禾 , 称 担 苑 子 醒 。 在 梗 上 着 生 担 子 芳子 (图 10J 

上 sescein erie SE ULI NF MOAT 
史 。 在 天 然 条 件 下 ,蘑菇 通 向 是 用 担子 孢子 来 繁殖 的 ?并 以 菌 ne 

RRA 中 越冬 。 -有 的 菌 灵 体 则 为 多 年 生 ， 能 够 过 年 的 关 Bee 

; 生 蘑 菇 。 Vary : 

第 四 节 食用 sino 

一 \ 生 理 特性 

AURA EMER, A Re ey re 
多样 的 营养 物质 ， 洪 子 实体 含水 量 都 很 高 ， 一 般 含水 80 一 

90% pI F AACS, #2 40-00% 左右 。 售 用 菌 的 于 
© 285 se by 二 



PREV RARER ALR, eA 
上 少 ,其 中 大 部 分 为 磷 、 钙 的 盐 类 。 磷 的 含量 较 多 ， 磷 对 糖 类 的 
。 牙 解 有 密切 关系 ;全 对 生长 影响 很 大 , 且 对 促进 孢子 的 形成 也 
很 重要 。 其 他 如 位 、 钙 、 硫 、 锁 等 也 合 有 一 定数 量 微量 FH 
498 BE GE PEM ERT Bea. 3 
AG RES, OEM, SEER TORT BU 
M CALE. EMM, Bea, f 
依靠 这 层 胞 壁 的 渗透 性 来 吸收 可 溶性 的 养料 。 因 此 ， 生 长 在 在 
培养 料 或 土壤 中 的 菌 诛 ， DARIO ANE RO Meet 
EZ AT HBV. LMR, EIEN ADT 

Py 生 的 各 种 酯 来 完成 的 ， 蛋白 质 分 解 酶 ,宇和 维和 维 素 分 See 

ee ieee — 

SA WRNES TES A Se AI PE SE RTE REY aL, th PTB 
体 的 繁茂 ， 它们 就 能 够 利用 自己 巨大 的 eR, Ade 

ail ope ke 
- 因 食用 其 菌 的 种 类 了 Te HET APE 

WDA BAIS 
“1 老生 性 食 信 曾 是 完 至 老生 在 活着 的 寄主 上 ， 从 活着 的 寄 - 
这 夺 胞 中 下 到 养 分 ,这 类 的 食用 菌 数目 极 少 , 且 多 为 引起 木材 
腐朽 的 腐朽 菌 。 » SET RARE AT BER Armillaria me- 
Mea), ; 

- ”2. 腐 生性 食 菌 ， 是 生活 在 秆 物 尸体 或 无 生活 力 的 有 机 区 

等 正 ) 从 正在 分 解 的 或 死 的 糙 物 上 吸取 养分 ,但 没有 侵害 活 植 

Was HED 3a —FE BY BE Bad » BPS See AN SA "1 AMS HA A 

活 在 土壤 上 ?腐朽 的 树木 上 与 树 皮 上 ,腐烂 的 落叶 上 ， ZEHE b 

SHIRE LAGS. Wid KANGA LAG ATE IRD KAO 
Ve | 5 29 6 



pes HLL EAOPEREE BSP SE i < 

属 此 类 。 Sf 
SINE ZOE, Fee 

Fis AR » 它们 与 高 等 植 愧 的 树木 共生 。 SOW BRAS rh Bt 

AR BIC HL —E BERS RU Rs EH 
poalnny optee bade 。. 丰 反 ， 菌 根 菌 能 扩大 共生 树 本 贸 的 吸 

二 收 请 积 ?改善 营养 元 素 及 水 分 对 于 土木 的 供应 ?而 且 苗 根 菌 精 
Tbe. otal HS LE, TA PRE 

HEAD GEARS FT BES bh yA Cortinellus edo- 
zs P. Henn. Suhel st nae es Fe ER 

i ae 
PR-—ARBIES , We ST PR i 
Sy SSK nae (Armillg rid Matsuo Itoet 
Imai.) ,进行 着 人 工 栽培 。 最 简单 的 方法 是 把 灰 粒 的 河 沙 洗 泽 ， 

- 放 太 小 森 箱 中 弄 符 ,然后 拒 采 到 的 野生 松 募 子 实体 括 在 沙 中 ，、 
傣 其 臣子 降落 后 将 沙 摄 掉 , 使 各 粒 沙 上 都 能 沾 上 克 粒 孢 子 ; 然 
AIAA 
”地段 内 ,取得 了 很 好 的 效果 。， a | 

二 、 生 态 特 性 、 

在 生态 方面 ， 食 用 菌 通常 此 喜欢 温暖 湿 油 的 气候 与 肥沃 
的 营养 基质 ,这 样 不 仅 利于 营养 物质 的 吸收 与 运 进 ,也 利于 其 

. 子 实体 的 形成 。 因 此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以 温带 而 多 十 水 的 各 国 
¢ 30 « 



P Meedeenaninee: 
JAHRE, REA EE 其 子 实体 的 生长 ， 

， ”简要 是 决定 于 温度 、 温 度 和 养 钞 。 在 每 个 周期 的 开始 ,产生 子 
余 体 的 数量 不 断 增 加 ,一 当 达 到 最 高 潮 之 后 , 则 需 再 隔 一 个 阶 

“ 段 之 后 ， 才 重 新 产生 子 实体 ;影响 周期 性 长 短 的 主要 因素 是 养 ， 
BRK | ; 

| rs eee J 
WSDOT Re OU mR GEIS Rt, ee 

— SURAT RAE AAS. (LATE, Pile 
Rah LAB IE Hs BOISE 5 ABR SE, PAE 
TRE RH. ERA ARENA, SORTER AOR PE 

| ee 
| fe JA 75 A nT A 0, PS UE 
PREOR RSE AHA, FERRER RHEE 25°C 左右 

“的 温 虞 下 生长 最 快 ， 而 其 子 洋 体 形 或 时 则 需要 较 低 一 些 的 温 
，，“ 度 。 它 虽然 在 从 -25"C 仙 都 可 产生 ， 但 以 12—16°C 左右 为 
1 最 适 ;高 于 25"C 以 上 ， 则 不 利于 子 实体 形成 。 而 草 菇 所 需要 
二 的 温度 则 较 高 ,以 28—33°C ZI AEE, 1 oan 
24°C IF FSR HEIL AE. 

EOIN RO RUNS, 
BULK RH ERE SAGA» FA VERE KE Mh i EI 
eA ASR” Hee OL BE A RS 

湿度 的 大 小 ;也 是 一 个 非常 重要 的 因素 。 一 般 来 吝 , 大 多 
31 = 



BEAT, AMET BRET RE RE. 
ETT, WIE eR 
LHP RM LEA. ART EPA 

食用 菌 ,多 在 温暖 多 湿 的 雨季 发 生 ,也 是 因为 这 时 的 湿 谨 最 为 ， 
“适宜 的 称 故 腐生 在 木材 上 的 各 种 食 菌 ,在 本 材 伟 水 量 为 30 三 
| 10% ZI, BK RSE. 但 在 含水 量 于 20 一 150 多 ke 
\ 可 发 育 。 
SS BRACE, A A SHS SE 80 — 
95% 为 最 适 ; 过 高 则 造成 氧气 不 足 。- 

) 最 后 来 担 一 提 食 用 攻 苗 的 营养 。 虽 然 各 种 食用 菌 的 营养 
Ril AMAZE, ARATE (VEMESR NE 
0 

中 ,以 及 各 种 朽木 上 ;也 裔 明 这 些 处 所 的 营养 条 件 最 适 于 它们 
生长 的 罗 故 。 在 洋 蘑 菇 的 人 工 栽培 中 ， 广 泛 应 用 着 启 压 和 禾 

` ”本 科 植 物 蒙 释 ( 麦 类 、 稻 等 的 董 各 ) 的 混合 培养 料 , 也 是 因为 这 
Dosicbs pinitepdeamaumnghaamibimlNs soo). 
REF WRIK. | 
此 外 ,也 有 人 诈 明 : 某 些 食 用 前 在 生长 发 青 中 ， 需要 不 同 

种 类 的 维生素 ， Pi An BEIGE SECC, /H GOs N,)o 这 种 物质 形 S 

成 于 植物 的 硼 禾 中 ,溶解 于 水 后 , 在 很 稀薄 的 溃 度 下 ， BERR 
刺激 贯 菌 生长 和 进行 繁殖 ; 特别 是 担 抱 子 的 发 着， Sa” 
> i ama 

a 



SS TURNERS 
LMHS, MNO. ME 
FAA A EW: AVA ar» — PE 30—40 % ; ; 

APR 10-15%; HAN RAK. BAS 
(NGM ATE ARBOR, ROMA BL fF 
AEP, FLAGS; WOR FRE (Lactarius piper- rd 

_ atus (Scop)Fr. JAB Ti 2P ee LPleurotus ostveatus (Jacq 

| «Fr Spr he eleva 5 RUN Cantharellus spp.)3 具有 
人、 水 果 的 气味 舌 。 ad 
| RIAL RE TH AS at etre SPEEA 
“网关 (生肉 ` 羊 肉 \ 猪 内 等) 和 其 他 荣 类 最 好 的 调料 ， 从 而 大 大 
| HMA RAVEN HARE PAREN, Ube BAIL 
REA OLAUIEIE. fe FADE ASME BIL ts BE CN 
RH pee ee ae ie eee 
AER. TNF ANE Wi DAE | 
RAE LAA a PRA: Bi 

Ju APE REIE FSG MEAEIEA. B.C. D (aha! PA, T) 
“Bean eA na Be HY 5 30 BOS Fy IDES PD Be BCs HY 

由 蕉 素 PP 等 。 但 也 有 的 种 类 只 含有 1 一 2 种 维生素 ,例如 , BK 
BAUR , AAT HEA A; BTR BT MEA SECA 

WEP EERE TSE Hs ESE A PAR TRS EE, 
SPW BL UC," SERGI RRS EE RAE SE 
D, AHA D ,对 于 增强 人 体 抵抗 疾病 的 能 力 上 ， 超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不同 称 类 人 用 菌 未 身 的 交 养 价值 回 然 不 周 ， 但 人 们 的 看 

‘e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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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He" ae A ICE E RU 也 有 人 把 字 ， 
_ 介 大 成 和 -- 般 蔬 荣 差不多 。 葡 引证 下 示 加 以 部。 | 

1 BARREN 

CARER BI PEYE CDR OSE BEBE SD) 

DN eRe 
0k 
es 
0 Ma 

2 a 
Beene 

a 
局 给 昔 
自 面 面 包 
普通 牛肉 
eer 

mA 

PLZ, WY LEASE PE SE 
BERN JLP RT ARRAS. REAM, 
BAAR K , in RO RAR CSR 
筹 。 此 外 ,在 评定 蘑菇 的 营养 的 营养 价值 时 ,不 仅 要 看 蛋白质， 
的 含量 ,还 要 看 屁 所 合 蛋 白质 的 可 消化 率 。 例 如 和 构 菌 ,从 蛋白 
8.87%, 但 可 消化 的 蛋 自 质 却 极 少 ; 而 洋 蘑菇 的 蛋 自 早 可 
消化 率 一 般 虽 为 50 免 。 蛋 自 质 所 以 不 能 全部 消化 是 因为 在 各 

° 4° 



2; 

ee 

Ss ee A Bes = 
« et = Te a 

RR BAR aR 

Pee re ee se en TRA. 不 
BR REL HS TIT Lain Fe. 

= a ee aoe 
_ Gs Mopuepy) 

DURE 100 | DFW 100 - 

Ae | 浸出 SEE TARE TEAR ge | 性 得 | egg | SACRE | Bete 

. Fa 7.38 49.3 | 16 | 35.9 85.9 16,7° 

美味 后 肝 萝 8.3 | 68.3 | 26/3 | 15.8 15,8 CM Pe 

mR 2.19 45.2 26.5 | 17.0 120 9.6 er f 

3 .次 皮 后 有 府 菌 sxx | 2.51 | 27.38/30 | 10.0] 10.0 3.2 be 

a i  *6enstit rpu6; *nonGepesonmx; ***MacneHOKs 

KFT HE A RUS 在 我 国 与 性 界 上 其 他 国家 ， 如 

RE FA EL 法 国 等 ADEE IS MES, CEPT 
RR HU. LAL, RUA ROER oa 
«SAR ESRB A, to EA 
等。 今后 还 应 当 对 共生 性 的 食用 菌 和 其 他 野生 食 菌 加 以 深入 。 研究 ,寻找 出 其 发 生发 展 的 视 律 ,这 样 就 可 能 在 山林 中 大 面积 、 
的 场地 上 进行 露天 栽培 ， 获 致 更 大 的 经 济 收 丛 。 在 我 国 广大 
eee teen: 交 林 中 ;还 速 发 展 共生 性 食 菌 和 其 

”他 野生 食 菌 的 栽培 , 必 将 带 来 极为 可 观 的 效果 。 
AFR BED 对 羊 肚 菌 与 斋 花 菌 在 国外 文献 

,中 也 有 成 功 的 报导 。 所 用 的 方 法 是 将 子 实体 分 劈 成 小 更 进行 

播种 ,或 将 带 有 孜 子 的 菌 盖 放 大 清水 中 作成 孢子 悬浮 We EEG 

到 于 井下 或 者 播种 带 有 菌 符 体 的 土 团 。 播 种 之 后 ， 要 作成 畦 
壤 天 要 用 森林 的 各 种 腐 炸 质 和 柚 树 枝 进 行 复 盖 3 并 且 要 防止 
SRE, TAI, BLK ICAI AE 

Fe. MUAH DIRT AE OB AAT AL, We eT 
a 85 » 

ee eae £ 



| 

13 一 14 RAST. SURED, TERROR, 
BET KB bee, FEM LAP, EERE 
AMER ART PHA. REM, Ae 

| RAMBLE. TM BH i wR Cydinm 
spp. PEK TPS BESO CARREY PR 

SAW RELATES EO 

- PEARS SMES DFO. 草地 和 平原 上 ,到 处 都 分 布 

”有 各 类 丰富 的 野生 食 菌 。 每 当 一 年 中 的 南 季 素 此 的 时 候 居 “ 
”和 桂 在 山林 附近 的 人 们 ， 都 成 群 地 、\ 欢 欣 鼓舞 地 太古 采 蔡 以 作 
AMIS ASEH. ER WS 
都 . 贵 阴 和 昆明 等 地 ， 都 有 着 较 大 的 市 场 ,并 且 持 车 这 两 个 多 
月 之 久 。 在 西南 其 他 市 县 及 乡 钞 中 ， 每 年 都 有 着 相当 天 的 此 

HEME EIR AEE ,也 都 分 布 着 各 武 各 样 
RW. TER TERE WLS Remeron 

| sit 交界 处 的 香菇 CLentinus Shiitake (P.Henn.) Sing.) 42 

FIRSARMARA 在 当地 山林 地 区 ; EA 
MA BEC AREA PRA ee ee ps 

FEIT D) NF HH CPI). | es 

二 CTSA St eA EE A re 

IRATE SOR Ee (AA epi ney 

HO I REA. RE, 
PEMD IEE RT IHE TY, PRE RE UR (52—33°C_ 
fil , 2 8090 % VASA RATE 2 REA RE TR, 
利用 南方 盛产 的 稻草 栽 菇 ， 成 了 增加 农业 收 天 的 新 的 去 济 部 
Po J Hit AR AE 1908 年 获得 了 五 

>» 86» p 



28 Pe 

A 

ee PATRI T 306. 3. 丘 的 高 7 s Tek Aa 
Ss 达 1.32 Fro 

| WPECV olvaria volvacea( Bull.) ETr] 双 名 苞 脚 菇 ， 旺 属于 

det A Payee #4 #1 CAmanitaceae) #% ewe BBC Volvaria) , ie 

MaKA-REEC. Wei, Bienes b—* 

By 1958 4h bes) ME EM EP BES 

ie 5 ee A 

=“ (SME : 
in 如 Taek 2 Wen : 

2; ‘ 《7 & =~ 
: e ai Ns ba” cs tid oe : ~ 

ee ol My, i WS 

; ee | | | a ii 

; wall -香菇 ( Lentinus wiz HEV olvaria 

|.  ShittakeyBAmaEKR = VolvaceaCBull.)Fr.J 

Hy ACH MED EARL T See, 
bn RBH (Treme lla fuciforimis Berk. Ee Fs APS BE 

“和 陕西 南部 部 ,湖北 东 部 最 多 ,其 中 励 以 四 州 省 的 万 源 至 南江 等 

， 浆 勇 主要 产地 。 当 地 人 们 于 秋季 或 早春 ;在 略 有 阳光 而 无 风 
的 树 灯 中 ， 筷 伐 施 、 檬 、 构 、 赤 杨 等 树木 ， BURA ES » 排放 起 来 作 

为 种 木 。 Ate NIE EB PYF ASZawE LV SR RAE do 

HONEST A HA FRR > TARA ES 

e Fat *< 

BS. WA Bie (12) LeU RARE 
i > 入 

g 



SS » ig et 

» 

on 

Sa aa —— 

«ES WARK USES 

“大 少 的 不 同 ， 有 片 蔗 和 于 

| edie haan. 除 银耳 外 ， 该 处 还 分 布 有 资 耳 (7y- e879 
emella frondosa Fr. 448 (Tremella foliacea Fr.) 等 ， 含有 的 

营养 价 等 很 高 ,此 为 我 国宝 吊 的 食 菌 套 源 。 
‘FH (Auricularia Auricula-judeCL. )Schraet. JLB 

FT WERE AASB ICHU RE, 亦 盛 产 于 四 川 和 贵州 等 省 。 其 

裁 幸 法 二 银耳 相似 ,但 每 年 产量 远 较 银 其 为 大 。 
就 到 我 国 分 布 的 其 他 野生 食 菌 ， 更 是 数不胜数 。 最 著名 

Sey lag i a gambosum Fr.), 内 蒙 等 地 都 有 出 产 ， < 

7S ASAE FBR Bi ae he 大 地 | 

ees. ah 

口蘑 菌 盖 和 白色 ， 菌 内 

ee 
Se ne mar 

BAKER, oe 

LS. LMM 

BiG, HRSA 
食 莫 (图 13)。 近 来 我 国 的 
一 些 农业 试验 研究 机 关 ， 图 13 BCT richoloma 
正在 致力 于 口蘑 人 工 栽培 “ gambosumn Fr.) : 

REE , TAYE BS 问题 不 久 即 将 解决 。 
ee ae ee 

$06 PADRE MAL FLOSS. SPAR, 
明 称 之 为 " 松 菌 ”在 江苏 的 ; 宜兴 等 地 称 之 为 “桃花 菌 2 而 在 无 < 

名 等 地 则 称 “ 猪 血 菌 2 吉林 称 为 “ 松 乳 菌 ?>， 在 四 川 则 称 ee “ : 
38 。 in eam 



、 兽 忌 在 当地 于 稻谷 成 熟 时 生出 ,因而 得 名 )。 读 茵 的 子 实体 食 
x 之 稍 有 后 味 3 是 层 PALREAL Russulaceae) 918 (Lactarius) 

ae BYR BC Lactarius aeliciosus(L. )Fr.\( A914). 

”在 辽宁 各 地 山林 的 松树 下 ， 则 广泛 地 生长 着 另 一 种 be 4 
ee” 44s ARR ERIE “AR KG” (C orlinallus edodes P.Henn.) 

EHREA TENTH BRIT, WER y 

km 

iy i vie 

Nis | 

> 

-图 14 狼 乳 菌 [Lactazzus 图 I5 #84-H5CC ortinallus 
— delictosus(L)Fr.J edodes P. Henn.) 

fe ki EDIRC EE) 是 与 松树 共生 的 。 
因此 ;对 产 这 种 松 合 兹 的 各 地 ,今后 有 意 规 地 进行 人 工 撤 种 与 
管理 ,将 一 定 会 收 到 很 大 的 效果 。 

—- BRA CPleuroius Sapidus Schulr) 则 广泛 地 分 布 

人 浙江 及 东北 各 省 。 SH aaa 是 成 丛 : 

。39。 



; ty Tos ore ee 
; , > 1 于 

- Ae . _ 

»* ~ & i : £ 

REITER ROH AAIHAL Ly BARKERS 
分 。 东 北 各 省 以 7、8 A RAR, AN AEE 
TLE OW ETA, FR, 用 手 舍 

Ht HEM UCI. HERS BERRI | 
HIRO. WA 7 Ze WA RE, Jase 
Fe; 但 大 量 孢 子 群集 时 为 玫瑰 紫色 。 在 东北 的 由 区， 
:为 采 食 得 最 多 的 一 种 食 菌 y ROSETTE. HRS 
\ PEPER, HEF BLS ERT PET A 
此 外 ， 在 东北 的 林 区 ， 另 有 一 种 晚 生 北 风 菌 ， 通 党 Bie te ae 
[Pleurotus serolinus (Schr oet.) Fr. ] 多 在 杆 © Ve ERAT 

TAR LRN RAE TE ER” FEE BRK. TE fs 
ae 云南 、 四 川 吉 林 、 墨 龙 江 等 省 还 分 布 有 一 种 烛 度 北 的 茵 [Pr7e- © 

urotus ostveatus( Jacq.) Fr, ] 也 有 ALS ba BUR BE cea 

昔 多 在 秋季 才 开 始 生 至 且 很 容易 与 上 迹 二 种 北 风 菌 相 混 。 但 
狂 皮 北 风 蓝 的 菌 盖 最 初 为 腾 灰 色 , 以 后 旭 变 成 淡 灰 色 至 黄色 。 

”和 臣子 群集 时 为 白色 ， 借 助 此 二 点 可 与 其 他 北 反 菌 进行 区 别 。 
-， 肪 上 各 种 北 风 菌 缘 可 用 人 工 锅 丑 裁 培 。 通 党 TPE, 

” 指 这 种 粗 皮 北 风 菌 。 
ULF, meer Armillaria meltea Vabl) FJ "2M 

ASL EK RUE, LTB BRE” Be FEN 
RP, SAH PBA AE UA SLADE EP BRA 
ACNE CW OIE, WAVE. 

— SHORE, RSA RRA, ” 
RRA EOE, TEE. Sa 
oP ARTE We. 上 寄生 时 ;能 够 造成 木材 腐朽， 因 之 在 林业 十 是 
一 种 有 害 的 菌 类 (图 16)。 a4 
ates et ee eS a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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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dnum erinaceus (Bull.) << 

Fr), 在 我 国 西南 和 东北 也 
”有 分 布 ,是 属于 将 菌 科 CHy- * 
: dnaceac. Mit. SESE 

He IA DAMIR” « 

到 图 16 花脸 蘑 CL4xoptz7axz4 ME1e&CVahl) Fr 

着 CCraaoria tofytis Pers. eR ETAL. HEE 
SSM RY RE RAE, ALR FER 

四 
部 有 极 高 声誉 的 猴 头 入 

在 辽 字 省 各 地 则 是 生长 在 豪 

吉 杆 等 树木 的 下 面 。 
“在 我 国 的 西南 则 有 著名 
Ay Se ALC ollybia albumi- 

- - mosa (Berk.) Petch.], 54) ae 图 17 A (Clavaria 

| ease? , WB RITE 

PY sae 

botrytis Pers.)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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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 

2D AAA 1 人 
- A 、 

最 中 的 白 磋 窜 上 。 菌 盖 呈 图 雏形 ， 表 面 黑色 ， 黑 神色 或 微 黄 . 
i, RACER BTR. WK BARS. BET 
人 研究 ;这 种 菌 的 生长 发 育 和 白 旺 有 着 不 可 分 的 关系 : 

在 显明 地 区 Shy Fe BERGHE CAmanita Manginiana 

} Pat. et Hariot.), WRRMERARS. 2 HG AIRE A 

Bl, ADAIR AE ESL — A BC . 
|, SWE. 

FEARS. Pl ane edt BB ee eee (Rus- . 

sula rubra(Kromb.)Bres,) 3.7 &¥ #0 Hy 4, BIB ACHE 

#i (Russulaceae) Hots, MAAN A— AES PA WP 
SH (Russula virescens Fr.)， 生 长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林内 地 

上 或 小 树林 内 多 草 的 地 方 。 在 我 国 的 云南 、. 辽 宁 \ 吉 林 和 江苏 三 。 SENET, STRERL, KEG, SANS 
PLE SLAC AHI SEAT fe i aoe 
为 珍品 = 

(Boletus spp.) BS,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种 类 是 2 fe FRA. IT 
如 美味 咎 肝 菌 (Boletaus edulis Bull, ex Fr, ), 黄 皮 牛 肝 菌 (Bo- 

Telus luteus L.) 等 (图 1g)。 这 一 类 食 菌 的 特点 是 邯 内 很 厚 ， 
子 实 层 体 为 无 数 小 孔 的 多 孔 体 7 菌 盖 有 浅黄 神 、 紫 \ 权 等 色 , 大 - 
多 数 是 牛 肝 菌 属 (Boletus. ) 的 各 个 种 和 变种 。 在 辽宁 也 生长 
RANT, DASE RE ZF SNARE itlaladal ee 

Nea © | ve 

(Cantharellus cibarius Fr.) 5 i Pk Sf oe f% BS lye, & 

WK RVR, PSE, I. SMR 
fe AS Tel BL GE BE ARS UEE eH 食 菌 (图 19)。 

:42 。 

在 江苏 、 浙 江 、 云 南 、 福 建 及 东北 各 省 也 分 布 有 驳 油 苗 - 



Pcs PAB. Sees FiACBiteius E19 StahtCCantharellus 
| | edulis Bull. ex Fr.) es ie cibarius Fr.) Oy, 

FEL Tab LUE AUIS 
AEH LF 2 ik eB HE SK SA CCopriinuss co- 
人 matus(Er.)S.F.Gray) 78 He A He BEAL ITA 
OATHS, HE LAVIBMREE, BEWRAG, BIG 
RUD, FEAR . SAEE TE RPE HY RI 
ERT AVAASS aT 5 AF HETC IF RRR a MT PR, 

| BT Hi A SEAR TANI HSI AS HB te 
(20). 

: ANCHE HR FRO MRE (Diclyyphora phalloidea 
| Des. HAWS MERAH. HEME ER, 顶 

| LAKE, BTAAEM PR. Bee La 
v a ‘ ‘ea j e 43 e 



ee in. — = ee 7 D ie ae eee ae _— Puy 4 人 Lh 
P , oe et 

BURR IT SS , FE 5 一 -6 月 间 发 生 最 多 = 食用 时 是 将 i | 

。 BRWLAMADA REPRE. 

图 20 LAC Coprinus 21 MB Dictyphora 
~ comatus (Fr.)F. S. Gray) phalloidea Dest.) « 

EPR a WS TH AOE ASCARI CCortt- 
narius emodensis Berk.), eT as, itilecliahs . } 

BF WEAR | ae 
: +B Rican wa ae 
AG Ay ane a (M orchella esculenta) :在 西南 的 四 川 等 省 生长 . 

RA. SUMED A EE (Gyromitra yin ial 
; (Helvella elastica), 已 如 前 述 。， yar 

FHL JL BA ARE PLE AUT OR Ae PO 
种 类 是 非常 丰富 的 ,无 论 在 各 省 各 县 各 少 ， 都 生长 有 当地 芙 名 
MEET. HEARSE AMER, HMR 
少 , 目 前 还 无 法 估计 , 伍 有 人 报导 仅 伞 菌 科 中 即 有 200 REA 
-可 供 食用 的 种 类 。 如 果 把 我 国 各 类 食 菌 加 在 一 超 ; 显 然 必 将 远 
入 



OWI — BE. Hh, PIER I SAE 
APL DES SS A RS HST HE, EPA BR 
RMT Nee, SORA RAR 
MMR, HAMS Re ee NR ARE 

ORME EER AS he : Seger: 
UP AT EEE ERE, RRS 

等 法 。 

wat 
¥ 

FON ey LT ee on MS) ae as tee Ne get . $ < _ z 

: 5 - > : : . = 

,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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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 洋 蘑菇 的 营养 价值 、- 
REAR 

洋基 此 原来 也 是 野生 的 ， 在 我 们 参 国 的 图 野 间 也 自生 有 
很 多 种 类 ， hu 2 Si BELG (Psalliota campestris L.) Fu eevee « 

- RCP pratensis L.), FETE ALT ARCADE, 8 ae 
”之 交 在 雨 后 发 生 银 多 。 

洋 蘑菇 含有 的 营 ee ee 
近 的 分 析 : 新 侠 蘑菇 含 蛋白 质 6.4%, RW 0.54%, MEE 
3.0%， Hh iow, SSF EW WARS; EAE 
A.B. C. D 4:79 3X 2O4E AEE APTANA RAPA eee 
APRS, REM STEAL “” 

FRAN UVR SAS RE BO ESE a ” 
BinBIe, RASRS. PRES AT 

hy 50%, WT LABEREREIE — Fh ESE OHI SESE CSE 
Zehy TEl » FASS RESET 2h PESO ASR 
APL HNL is, LE SSE a 

人 工 栽培 洋 蘑 菇 是 在 1707 车 前 后 (法 国 路 易 十 四 时 代 )， ea 
HOA ARE a. Be 
法 是 把 野生 在 牧场 草地 和 堆肥 场 等 处 的 EER SIS “， 
来 , 取 回 埋 植 到 培养 料 里 。 这 种 原始 方法 ;一 直 延 车 了 很 长 的 ， ae 

e 46 大 



”时间 后 来 ,由 于 科学 的 发 展 和 生产 的 需要 ,到 1803 eRe 
TANG BLE (Costantin and Matruchot) 发 表 了 孢子 发 芽 培 

| HR; 到 1902 年 又 有 人 (Dugger.-1902 年 ) 提 出 了 组织 分 离 培 
“ 养 法 ,由 此 , 才 使 洋 蘑 菇 的 栽培 走 上 了 更 加 科学 发 展 的 阶段 。 
三 百年 来 ， 各 国 劳动 人 民 栽 培 洋 蘑菇 积累 了 极为 丰富 的 
猎 县 ,在 栽培 技术 上 ,已 经 达到 了 能 百分之百 的 控制 这 种 食 菌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苏联 和 欧洲 的 竺 会 主义 兄弟 国家 ， 不 但 栽培 尼 

， ， 面积 最 大 井 且 技术 先进 。 例 如 :苏联 很 早 就 在 各 大 城市 一 一 
RR Zea a PR ER 
x WHER JEL PETE BEBE TOE FE 193048 

， 就 对 蘑菇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科学 研究 罕 工 作 ， 科 学 研究 的 结果 更 
a 上 而 明 确 和 大 大 的 改进 了 蘑菇 栽培 的 农业 技术 ,所 以 ,在 裁 兹 的 
4 本 

在 亚洲 的 日 本 ,栽培 洋 蘑菇 则 在 大 正 年 间 。 
a | RBS RUE ERLE, BEA 
4 ey eet ry ee eee eC 
SCY AEE TE 1932-4F FL ES RETA HE FD RE 1B 

FRR SRR, +See RUE RR 
极其 微小 ， 只 局 限 在 上海 等 地 ;而 且 生 产 出 的 蘑菇 不 能 自 食 

要 以 之 供 答 带 国 主义 在 中 国 的 代理 人 求 享受 。 相 反 ， 在 解放 
2 Dae P EB, P52. CAAA REIS A 

Ph FE GRIER aS PETES BRIE ET . 1956 
Se Fey SPEAR IPS EPIRA Bast OR DIME, 

| 基 闪 如 点 也 在 逐渐 增多 ， 特 别 是 在 至 国 工农 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 AAR PB) 7 LYE BARE AG SL SE ML” 

PORIRUA. BLTE, AMEE 

沿海 的 上 海 、 天 津 等 地 进行 栽培 ， 就 是 在 内 闻 的 内 蒙古 自治 

«47° - 



iA. 哈尔滨 等 地 也 在 大 量 al. | 

EEG RES FER ACE A RE FS B— Fe HT HR | 

pies \ 牡 丹 江 ;都 在 非常 注意 这 种 新 的 经 济 事业 。 A 

部 辣 还 附 发 了 加 工厂 :进行 制 包 和 共 他 加 工 ;以 供应 我 国 各 

| mops sen aot ci acmanm. 

¥ pa as EMRE. 
YY 分 类 地 位 和 生活 史 
EU RR oR EEO 

| 它 是 担子 北 负 中 的 高 等 叶 谓 。 在 植物 分 类 学 上 的 地 位 是 局 于。 
SAP) AUF-1H4- HN (Agaricales) 4x} CAgaricaceac) 

RR URE CRS, TOTAAL I 

Kr it B Psalliota) 52 — BALA, 有 的 可 食 ， 也 有 
的 不 可 食 。 

a FILE EWA CP saltiota campestris Sg 
L.). EP RERE CP.arvensis L. ) PRE e. silvestis L. iy Ae 

地 蘑菇 (了 .praiensts 工 . )。 

共 下 无 以 普通 蘑 妆 的 栽培 最 为 普通 。 RELAIS 

有 分 布 ， 但 人 工 栽培 的 也 是 普通 蘑菇 ， vty rare 

MERE. a a 
- i 3h BEE HOMEY Psalliota ee ae 有 a cia 

白 \ 神 色 等 品种 ,我 国 备 地 栽培 的 只 有 和 纯 自 的 一 种 。 

洋 蘑 共 也 是 由 两 各 器官 组 成 的 ， 即 地 上 上 部 分 的 子 实体 和 

BYP BAT BS Bal RA, ) 通 向 把 子 实体 称 作 ETE” 0 rats 

PEA LAN FSR, TE ACR 

RoR aR pases A SE CA) 22). | 

| « 四 8。 



Ny) 

' 

¥ a 

| ReM, SAU WT IER EM 如 为 福 
色 或 黄 自 色 的 品种 ,此 时 间 现 出 颜色 。 个 善 部 分 菌 内 很 原 ) 商 

LMAO. Mes, 相互 
ZR, ARAL , BI PE tek 及 

PAF RVMAA LI ENE A 

Ta ee 

1. Ae BAG ;表面 光滑 有 如 EATER perce s 

肉 也 为 白色, 是 供 食用 的 主要 部 分 。 

2. A TEER BI RGAE, SUR ee 

Bis FAR BU AESAS BE EHR OE ERP E 

PRS es -TerRT. FREE tet Bh 和 

各 

ie 
ove 

x 

,图 22 ‘Se 图 23 Ce oe 
ea OWE; 3. IRS 1. siesee >. RES 3.0 
oe ts? 5. RRR eri 4.0K Fo, | 

8. RINE FORDE seeded 

奖 ， 菌 柄 与 菌 福 的 基 端 是 分 离 的 。 茵 柄 在 伞 盖 未 展开 前 短 而 

Fly ALF Ptr FESS SE eR ATR RRIF HOETA ， 

a ae 



-可 达 5 一 12 HRI, tte Ts 3—5 厘米 ,着 稍 有 点 空心 。 
4. 菌 环 ， 莫 司 的 上 部 环 生 着 一 层 薄膜 包 力荐 菌 祁 ， 当 全 ， 

LITA, SOME, OES “Oe 
Se 

”。 洋 蘑菇 的 菌 环 是 一 重 的 ,就 是 因为 有 这 样 一 个 菌 环 ， 所 - 
人 eee pinttialeietinting SUA HABA IE 
“a 本 特征 。 | 
Pe a ce PRE FAN, IME DDE 5 AO 

了 3 一 7.6x4- 一 5 微米 ,需要 借助 于 显微镜 放大 之 后 ， 才 能 淖 
i “得 清楚 (图 24)。 每 一 个 子 实体 产生 着 大 量 孢 子 ， 据 植物 学 家 
1) OBESE, FRAG IB (Psalliota) 一 个 子 实体 可 产生 16;000 一 站 
”10003000 ' 个 孢子 。 当 其 自然 降落 到 自 交 上 以 后 ， Ea 1h Sy 

LORE RE FS ar 
Fe. 

本 这 种 很 小 的 孢子 ， 就 iS) BG 
RRR MAES, 一 人 
它 个 的 功用 相当 于 高 等 植 

， 脑 的 种 子 。 野 生 在 森林 中 
或 草地 上 的 蘑菇 ， 当 其 菌 证 

Sern, mae ”图 ee | 
HMA LOE TR, BSI, PERSE 
Ab, FBR ae EE, PSEA TR 
RE — FEAR RE RIR, L ERE A E 
prim Aho 25). | 
eH PAE RUE, TLR ROE 

Win. WES, LORS. MROMER TE RIK 
WWE » FASC EAI EEA — 2h LAR Ue FY A HBR A Hl 

| « 50 ， 



as es PERETTI A ee 1 

制 寺 中 的 氏 科 分 将 培 养 法 各 是 根据 达 个 道理 而 来 的 。 
SERRE AER, SCTE EASE 

> RA mMIE, wR AMRNAE REL TR 
AMMA, ELAS en. EA POLE 

® AL LIE 1 一 10 KAA, PsA | 
RS 26). vy. Ee ay 9 Set 

- 四 > : i 

a at». of i 从 % j ted “7 b : , 

age Sa! x ee Pups o a 人 

“a 26 eee ARLES RN RU ra 

| RF RIE KM OPA PAL AH 
"eR MARR HARARE SOFAS, CPE BEE 
bE, BHA. AE La 

. | ; | te ‘. BL 

\ | hg Ae 



A 

Be, ANTES eA 

| KR ARTs — PE FESS FOR pA ES 
DFRAEMCEKAWEROR NER. BITS, Be 
Cinepalbabammtwenidi  Tyidnie. 
\ 图 anes 

27 PARANA. A. Taxon i) 
1 REE 2. Blo 

nae Ni PIF IE FAR AAO RE 
RRNA, FRA LAMA 

FOF ROVE TAL, OLE A NALS UE 
| ART RUEATE 08 A, ACEI RH 

By. RIAA ISB: ARRAS”, “EE 
林 野 全? 等。 其 洋 了 解 了 它 的 生活 中 以 后 ;就 一 定 不 会 再 存在 Ny 
SHWE T. Pape: ,起 了 解 自然 "ERR HO” 7 

第 三 节 ERNE bn 

了 的 外 天 
eli 



main. SURE, | Ars RUC 
.要 求 时 ， 才 会 获得 满意 的 灶 果 。 根 据 中 外 科学 家 的 研究 和 我 
Mins, 谈 谈 主要 的 几 点 : 

(es eH, 多 生长 在 收场 .草地 和 | 
HEME OLE. 由 于 宛 不 能 进行 光合 作用 ， 完 
ee 
”有 的 营养 成 分 和 培养 料 的 发 醚 盘 制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培 养料 由 帮 、 ， 
于 狂 制 的 时 候 , 通 过 了 复杂 的 徽 生 胸 学 过 程 ,不 仅 使 赂 理性 状 上 

SF, ALE BOAT BRERA! 
et es ORR eM: WEEE 
ans | | 
i” AEEAR ERIE, KPEMARICE 
By 非常 重要 的 。 糖 类 中 包括 葡萄糖 、 a roe oe ee 
PEIAATRS, ALMA AREER. B 

ie 入 

x. 
ip; 

RABE. 

| -IRRELLO reno Re RAT 

4 ee ee 
a eee en eee 
} NG AR, MANE Me eo aa 

\ 

“Sud AIR CTpenso) 在 自己 的 工作 中 全 SH: DORE, 
BUR sce aceerr DUBAI, EBSA. PeHR 

HURSPERE VEY HORE TER ESL TA LULL IB AL 
i. eee MEWS RULE PROBE 、 

兹 的 氮 素 营养 也 极为 重要 ， 蘑 菇 的 丰产 常常 是 在 那些 
证 尖 的 划 养 站内 上 才能 出现 ; LASER A MONE 
展 ; 还 返 当 的 提高 了 客 养 厂 质 的 温度 ;这 也 有 助 于 芒 基 的 生长 

\ 1 nae ea ; f + 68 。 

Ae 



iA 

(RVR. BRUTE ATR MOT, AL 
eee eee eee 
积 调制 的 时 候 ， 住 住 还 添加 尿素 \ 血 粉 \ 妹 起 等 以 十 加 培养 料 | 
中 的 氮 素 营养 。 it 
RARER RITE, REMOTE. 

BEET A ARE EB, ERASER. 
AEA DEBORA. MRD EK CH. J. 

»\eopeann nit 这 种 蛋 Ae ee 

PA SIR AEST ALATA BERR EL ¥ 
很 好 的 效果 。 

另外 ， ALLL BUR SHOT RIOR, JB. em 
BESS, ELL OEE DASE AYE; tis 8 ete : 
Ey ATK EM. | 
FERS HE, BAAN BE cil STE, 

UPMBERBRESEAER. 。 ，- 
FART IG BEREMEBLA A Ar LAR, ACR 

ROBE. UP (ED) BA 

FEHB ER EAE Ss A BE 然而 ,近年 来 由 于 栽 
培 技术 的 进步 ;也 有 的 人 用 人 造 堆 肥 来 栽培 藤 菇 , 震 获 得 了 徙 
好 的 粘 果 。 但 后 者 由 于 堆 制 的 方法 复杂 和 成 本 允 呐 ;目前 还 ， 
没有 达到 广泛 应 用 的 阶段 。 

(BE “PPL IPSAO TORIC AEAISTERPDL, "EIPUEE 
igi inlining rms 

> 实验 室 培 养 则 的 菌 亲 ,它们 却 表 现 得 相当 脆弱 根据 苏联 
prone 5 一 7"( 的 房间 里 2 天 就 失掉 生活 力 。、 

BSH ETE 430° Citi 国内 都 能 生长 ,但 以 25° ‘CH 
© 64 - 



Sy eee Co eo eT ae ye 

表 3 ABNER HGF pomon,1957) 

mo RCC) ,| RPK GPR) 
10 « 11 ; 0.5 一 0.7 

Be | ae 

1 (BL HBSS 生活 力 反而 不 强 。 rs 
| REREAE WATS Hes I Gwen 41 — 

16°C 的 温度 内 ，, 子 实体 发 育 得 快 而 肥 壮 。 温 度 太 高 是; TE 
，。 药 子 实体 菌 柄 长 , 菌 伞 小 ， A LIE 但 温度 太 低 
HERR 

“BROT RIP AOE RE 25 一 27"C， 所 以 在 用 多 
FRE UIT ML AS BDAC DAB) 25°C ply a Seat ss 
He : 

(三 ) 湿 度 ch ae eR BIER AIS Cig 
BAA. KAR, BFR BAMA H86—90%Y, 

LAA, AIL ERAK ARERR LA techn 

并 ,也 要 求 空气 中 有 足够 的 湿度 。 
HANA wha SEK; LUSK 

A, RRR RIE. AABLATK 65 一 65% 最 好 CO. HL. 
Vv 

e 55 e 

16 ‘ay | 1.8 一 2.0 haat 

Boe) 71 TR err eye) SUE abe 
OE ae ee i iy BSEOF Re 

从 这 个 者 科 里 明显 的 看 出 : eee 25° CHAM, 
CASK MEH MEG. Ey | ARUN ZEB Se 

”长 阶段 ,以 保持 20°C 的 温度 最 为 适合 » UBER SRA 



me ——S 

. 

_ Jlarcen ,1958) ; WAT HIRE 45—55 % 最 好 (FTpoxoay195773 面 
在 我 们 的 实 足 中 观察 到 以 60% AEE. WIRES 
RATERS RG a ‘ 
上 茵 将， 是 不 能 成 活 的 ， 或 者 生长 很 弱项 至 很 快 死亡 。- “ 

。 复生 屠 的 湿度， 对 斑 菇 的 生长 发 音 也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复 
士 层 中 湿度 太 低 时 ; 萌 妊 体 和 幼 奖 的 发 育 不 好 ;特别 是 在 形成 

See, RAE, REL 
—ONSR SLMS, 且 菇 的 品质 瘦弱 , 产量 降低 。 因 此 
ae 人 
至 于 栽培 室 的 温度 ， 则 应 轻 常 保持 在 S595 eH. 

。， 拜 可 防止 揽 二 层 干 爆 ， 也 利于 芯 兹 的 正常 发 青 和 出 茵 : (af 
“如 果 湿 度 再 高 则 AE ABE a Sh DE A | 
/ Je. | 

_ 

7 

(四 ) 空 气 US RATES re at oe ae! | | 
“是 因为 斑 菇 的 生活 和 高 等 植物 不 同 。 高 等 植 易 二 方面 在 呼吸 ， 
fen Pea AUER BAT 
收 二 氧化 矶 放出 氧气 。 这 里 不 难看 出 ， 氧气 和 二 氧化 碳 气 是 
AAA ANY. BEES, A LE, BA 
FAG MUR; 而 在 新 陈 代谢 过 程 中 却 一 直 是 吸收 氧 
气 \ 放 出 二 氧化 碳 , 所 以 栽培 IACI, 而 这 种 ， 
Hes MLA. 

′ 大 家 知道 ， 大 气 中 二 氧化 矶 的 含量 悬空 气 容积 的 0， 03% 5 

iP: A AE Weis BE IB) 0, 3--0.5% , MSA 

AEN TA, (A NRT PRP 
的 抑制 作用 。 

BW, PASE BR ee it 

| Ms kT ERO A RAT ENR, 
- 56 - 



ti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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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S ge rsh Spi macce RE PetbOke ak 
化 看 数 最 加 。 因 此 在 寺 基 间 的 时 个。 室内 可 特别 六 间 儿 
常 通风 换 气 。 同 时 也 必须 提 到 ， 各 种 需 芮 和 蘑菇 病害 的 病原 ， 

， 菌 ,也 都 音 欢 在 容 气 流通 厅 良 的 条 件 下 生长 ,所 以 作 好 通风 换 ， 
气 ; 趟 公 利 于 芒 闪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逢 且 能 减少 夫 菌 和 病害 的 发 人 | 
Asie. & 7 ae 
(Dee BARDS EIA many | 

: 

(OME, Mo BEAae SBLICREAY . EPA At BEHE 
ALTERS TE IS SRR IAEA. 例如: 自然界 中 生 在 
了 加 人 ,交际 上 下 余下 生长 在 阳光 下 者 , 菌 内 薄 且 
合 早 。 在 向 隔 地 的 野生 苗 ， 通 和 芝 是 在 地 下 完成 其 大 部 分 发 

下 育 ,然后 再 还 速 的 长 出 土 面 。 人 工 栽 培 时 ,也 全 观察 到 类 伺 的 ， 
a eee ey ee ie oe sala Had 
FEAT Wa BE bi 

MBG, ERLE ee, #1 Si 
) MAURER Bee, ALAS 
| RA. AL CERRO Ee ，， 
ee CR RED Pv j 
(an cai rh i oe 

er ge rex ire hananede ae 
加 再 值 ;是 6.5 一 7,5， 而 过 酸 过 碱 都 是 不 相宜 的 ; Bt, eR 
PEAR ZA, LARRABEE. STRAT, 
TESS, HEAT RESIN DO AE GI SOR REE 

册 是 有 俭 的 。 至 于 复 士 ， 也 应 当 注意 到 选择 酸碱度 适中 的 各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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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根据 无 克 斯 师 的 资料 折子 发 并 最 适 秆 的 酸碱度 是 PH 
6.4 一 6.6。 这 个 数据 在 制备 各 种 培养 基 时 是 有 参 郑 价值 的 . 

“而 特 列 胡 夫 旭 指出 : 落 养 料 最 适当 的 PH 值 是 6.8 一 6.9; 但 菌 
” 苍 体 在 F 互 全 9 的 范围 内 都 能 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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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茵 的 抵抗 作用 是 非常 能 的 。 杂 菌 中 ， 交 其 是 有 一 种 速生 

| WEE (Mucor. spp. ) 9 Bel PR IK EA 65 5 1 Se Ee BY LAR y Bu / 

Peg a ee nes eee de: bg 

洋 蘑菇 栽培 中 ) ret a Be rH 杂 萤 ba 
Coprinus spp.) 及 各 种 害虫 为 害 也 很 严重 。 所 以 在 栽培 室 中 ， 9 

一 定 要 注意 总 清洁 卫生 和 通风 换 气 ， 病 由 韦 一 多 必 生 就 要 及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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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到 目前 为 止 ， 由 于 某 些 栽培 上 的 自然 因子 人 们 还 不 能 ” 

营 双 控制 ;在 广大 的 地 区 进行 露地 栽培 还 有 很 多 困难 ;因此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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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还 应 做 好 防水 防 鼠 工作 ; 在 洞 门 附近 扶 好 排水 沟 清 除 杂 ， 
多 草 ;在 洞 突 里 外 陆 射 适量 之 66 6 等 莉 剂 。 这 桩 就 可 以 基本 上 ， 

-消灭 水 患 和 减少 害虫 的 发 全: Ree as has 
| | GK SE APE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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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SBMA ee 势 不 平 ， 故 为 节省 木料 降低 成 本 及 适 
MBA KALE, DRA HERES MECH HER 
合适 。 二 坊 式 的 作坊 方法 是 ; 先 在 下 边 做 成 压 己 后 宽 140 J 

米 ， 高 10 一 15 KZ; 后 在 其 上 作 两 条 寅 50 一 60 J 

IK, Bs 40 一 50 BRAY HE, FEE 20—30 厘米 ( 因 壕 角 太 直 常 
造成 复 士 下流 及 子 实体 之 挤 压 现象 )。 将 塘 贷 实 , 即 可 进行 室 
内 消毒 播种 (图 28、29、30)。 

(二 ) 人 工 客室 栽培 场 “ 牛 地 下 之 土 温 守 、 Hh FERRE 
ST LEZ HEA, HUIS RIT BU 

STRUT SE, BE, SPT MTP 
Br gee ‘hy TAPAS TAB. AERA IS TL RE 

畦 床 \ 层 兴 式 菌 床 或 杀 用 箱 式 栽 培 及 境 式 栽培 。 4 
Bg in 峙 床 之 袖 度 ,如 两 边 作业 可 达 2 米 ; 单 面 作业 时 以 1 米 最 

为 方便 。 床 高 通常 汶 20 一 25 厘米 , 床 边 可 用 木 松 制 作 或 以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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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ae) 弓形 \ 图 31)。 

二 在 其 联 有 的 采 所 以 培 养料 贷 成 的 没有 计 杠 的 实在 哇 ， 其 

= I 2-30 IK; WOE 1.25—1.5 KCB 32). yy 

BRIEF, EFT RE 这 种 栽培 方法 的 特点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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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SRR 

. ers 为 了 搬运 方便 ， 木 箱 之 大 小 多 为: 100X50x20 

天 由 《大米 )。 箱 之 堆积 方法 大 体 上 有 两 种 〈 图 33); 导 距 为 50 Jak 

ee gh lata abe 可 应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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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 7。 这 种 菌 床 可 以 充 
SARS, KY. 
工作 方便 为 度 ， 床 的 深度 

1 多 为 20 一 站 厘米 ; 层 距 50 
Rn Gc aaa 
RSH, 
” ， ，，， 受 培 养料 之 压力 很 大 ， 因 
| ae BER Ee 

: ”为 菌 床 材料 。 
归于 起 的 十 混 室 、， 
BRE ASP RET, WEE 
BRERA ZHD. FB 
ABR BRS 
REEL ”  、 
* ，，. 草 帘子 以 备 必 要 时 复 用 。 Re 

EBL TVR JRA A < 

Bo hs ME ee Hy : 

S| waABEREZ te 

eR TUE, eit ee 
+ 3S, BUNA T Nee 

; ‘RERMMARS. HE Peo SAS TS 
， 关 下 边 每 隔 RRO Pied pd 8: | 

式 之 排 气 孔 。 在 较 瀹 的 北方 ， SEMI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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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RCE, DUNE UREA ED ith 
加 温 时 常 产生 供 温 不 匀 及 忽 痊 忽 热 之 现象 。 采 用 十 下 式 火 首 

“时 其 火 溢 壁 的 厚度 必须 适当 ,过 厚 常会 造成 放 热 太 少 ,因而 室 
设 过 区 ;大 源 也 会 产生 相反 的 情 胸 。 此 外 还 赛 特 别 注意 ane 
_ 镶 烟 的 问题 。 ae 

— 中 ia 条 件 外 ， 还 应 有 - es SE 的 

rk aS 
| st 多 在 和 ee 

PNW PERS BK. BRIERE 227 STZ AS 

HES 4—5 iio ge 

EE i eee (AE 

地 CL Kea RS wT A PEER NTH Ky 亦 可 利用 全 露地 

性 质 的 温床 栽培 《图 37)。 这 种 载 培 的 蛙 点 是 : 利用 培养 料 的 - 

一 定 的 发 热能 力 及 太阳 的 幅 射 热 来 供 粉 蘑菇 所 必需 的 温度 。 

. SERRE OE AE BY 设备 费用 低 ; 缺点 是 易于 受 外 界 环境 的 影 ， 

"MT ASB AZ, PAB Aa 

Bie eit Sr cs ig 

= ee Sg or fie 
F ee cap ences 2 DET Ho - 

。 通常 所 用 之 温床 其 床 框 之 实 度 为 120 厘米 ; 前 相交 25 jg : 

K, iter 40 厘米 ， 惟 不 限 < Lg splot cai pa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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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 。 在 这 样 的 温床 里 装 以 适量 的 发 热 性 的 培养 料 芭 可 栽培 
床 中 培养 料 的 厚度 一 般 为 20 一 25 厘米 。 为 作 好 冬季 保温 ? 温 “ 

- 床 应 备 以 厚 草 帘 月 于 午后 及 夜间 复 盖 ; RT 
 AAADURIRIG. Sita TCR Aca, ESR 

BET Zp wie APH a 区 的 址 射 。 oe 

(A) Bases SEMAN TLE RG EE 
| 最 低温 度 在 10°C Vik. LTT 
ae ees 速 的 气候 情 a7 (主要 是 温 代 的 季节 变化 为 并 选择 适 ， 3 

FR GAEK RA WLR HE. PEPER RUE St BK 
A, TEBE ENR Ae, ORE 
BRE 18—25°CZM. USHER iO 

4 

RGR 816°C ZATION, A 
Sy apapamealaaati a. ea i 

SS 本 ik 1 
SS See SS : No 

See i 

图 38 re 

但 自然 条 件 下 温度 变化 在 4 一 5 个 月 中 站 起 通 6256 C 过 

之 癌 的 情况 是 很 少 的 。 BL, TMA OS 
保温 屋 备 ,以 防 气候 突然 变化 造成 损失 。 其 欢 ; 是 否 可 以 在 更 
RELEASED, Mpa ee 

oo eee 5 oe ee = 



De 据 我 们 分 析 ， sate 

法 还 是 可 以 的 。 

FE ARIRAGIE IE ete Lee 20—40 Jai K. 

Bf 100 一 120 KWAK, 床 底 床 壁 压 实 后 , 将 培养 料 卉 成 屋 

戎 形 ， 适 度 压 实 即 可 播种 。 为 了 保湿 及 防止 强 光 直射 其 上 应 
RVR TERETE 此 外 ， 还 可 在 床上 搭 一 六 WA 

bs ae (图 38). ee 具体 内 

容 请 参看 管理 一 项 。 

we Sapte ; 
SRR RAN. BPS 

“有 芙 菌 有 机 体 生活 所 必需 的 一 急 条 件 : 营养 .温度 \ 湿 度 及 窑 
全 气 。 在 这 些 因素 申 营养 是 最 难 调 节 的 。 

PEAR RR. ESR RUD 
SA 5 EG AS PEAY TS BAIT AL REI AE PTA 

| ASR EHO AT BER AO UNSEEN DO TEPID ,而且 也 吸 
WE. 

ae 区 素养 对 划 闪 具有 极 大 音义 ， 因 为 让 不 能 路径 气 中 
a) = 一 
“已 经 确定 于 ee Ts A SUI 

> FPSO. VLE TEI TB IE fe FA. 
— 氧化 作用 玉 微 生物 学 过 程 的 影响 下 转变 成 多 萄 粮 及 其 他 能 被 

WR DCD RAS. : 

EAAVE FTA SSE RE ERENT RLU, i, {8 se 

PIF OTL HB, 如 煞 盐 。 气 盐 和 售 气 的 酸 是 最 

不 好 的 氨 素 来 源 。 SSE ANB TBI TE SLO» IBS 
EA RAMA. sig 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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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 TMA RR nH AT 

me eee a 
en eee oy Te “SEEM, ee 

养料 含水 量 为 50 一 65 % HH SUBARU. “一 

,从 生产 实践 的 经 验 及 文献 报导 酒 来， 培养 料 的 种 类 及 其 
罚 抽 方法 对 青 东 的 产量 及 品 袖 的 影响 极 大 ， 赤 各 共 时 对 此 环 

， 节 应 特别 重视 。- -  ， ee 
(一 ) 寺 养料 应 具备 的 条 件 eae 
1 BASE i a RI, 7 

2. GBR Sone | 
3. SAT este CMTC AE BSED” re oe 

: ERK CE SCARE) BEA BUN LRA 
- AYR Hae LIE ral 

二) 构成 培养 料 原 材料 的 种 类 及 其 特点 
“1. 有 机 到 料及 蔡 程 落叶 at 

- (DRBIR KELME, TI 
Rit ETT. PR ORRERRIESS, SERA MBE 
BR. - oa 

CD FSI CR IF BEE) eae as ERMAN ¢ 
- CHOKE ICK. BAAR RIED, 可 促进 培养 
料 中 有 机 物 的 加 速 分 解 , 井 能 用 发 名 的 高 温 杀 死 病 菌 、 才 虫 。 
RA SBIR EERIE. ER a 
ROAR A NN ORE, RE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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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 RHEE) AD KAS, IERIE. 

WE ae. Reo (xs 

— O43 后 烘 中 的 有 机 胸 及 氨 、 Wee 钙 的 合 量 梢 低 于 有 让 

x, 但 其 化 学 成 分 看 求 仍 适 于 种 菇 。 尤 其 是 牛 尿 之 营养 价值 

“ 酵 退 稳 ， 和 常 使 床 温 低下 而 不 利 菌 煌 之 生长 。 但 在 用 前 使 其 充 
”分 晒 干 ,的 碎 后 混用 一 定量 之 马 姜 源 制 ， SE NT Ty 
ee re eee 

Ox ¥HPAUMWAT WERAEEE. Rise 
3 SPP AGRE TEU AT EE BE. 
RLM TRA ASS ASEAN AEM 

”类 裁 培 效 果 还 好 。 猪 糯 因 发 热 性 差 , 其 中 含有 杂 菌 基 多 , 且 不 
| 兹 很 好 的 发 酵 , 仍 以 作 普通 作物 的 肥料 为 宣 。 

&y 
y 

j TAMIR SE TARR, EERE 
; RA 6 WRIT Ase Le tn FC #4). 
。@) 划 种、 落叶 “ 瘟 烘 之 量 必然 有 限 ? 随 着 农业 大 跃进 的 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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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24 SRR COE) ， 

ee 5% [xk % 具 机 物 %| Nx |P28) Be0lcaog bo S% 

局 € ae | 76 00 | 21.0 | 0,45 | 0.32 | 0.35 0.21 | ho 

ae | 83.50] 14.6 | 0.27 | 0.15 | 005-1 0.8: 0.05 - 

a ae 64.6 | 30.5 | 0.60 | 0.45 | 0:25 | 0.834 0.18 | 0.24 

--g-"  ge| 72.4 | — | 0.63 | 0.30 | — a ee 

猪 ge 80.5 | 12.5 10.7010:27 | 0- 0.07 

5 miss. | 6.9 -|1.80|@GuR|1.60/- 

后 :一 尿 |-93.5 | 3.2 | 0.60 微量 

“学 — fR | 86.5 7.5 1.90 | 微量 

更 J - R] 92. 7 = | 0,82 0.11 

于 猪 尿 | 98.0 | 3.0: | 0.26 | 0.10 

BENE RUM IEA reef Arn : 
REARS ARUP BERR Eb 

FEAR ALTER EMAL, be 
RG, RAR, LER ALSRAMA. KR 
"PMLA BT RM, 是 比较 理想 的 栽培 材料。 当然 无 ， 

.大麦 时 小 麦 穆 也 无 不 可 。 

| ORR ‘ARAL ZC SEE. eT 
CE MR LRKE ARE MARR ee 
款 ,水 分 稍 大 即 失去 疏松 性 质 ， 因而 不 能 保持 最 为 理想 过 物理 
“性 里。 虽然 如 此 ,但 在 稻 区 仍 是 很 好 的 材料 。 ， 

- 加 落叶， 及 落叶 作 栽培 材料 在 国内 告示 网 到 4 nee 
BES RIOR LIME FA 

-落叶 的 种 类 其 多 、 忆 分 各 弄 ;客商 针 芭 种 的 洲 叶 适 于 各 * 

站 你 待 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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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除 此 以 外 ， 亦 有 用 锯 导 、 FEED. HPL 
pS 居 属 肥 栽 堵 蔬 菇 全 获得 过 较 好 的 成 棱 。 但 就 过 去 的 HE 
A SEE RII REIT SIS HEPES ARENT AL 

REDE RBI (5 AUER Cin CE) BeAr Un BL UA 
很 理想 。 

rye ci. 

ae 这 ‘Ah 

3 e B : 章 

ES ane. seo BERR RE CAEL AL ) 

5 BLE N % 

- -8F,10° | 0.48 |. 0,82- | 0,68 © 

g120 |. 0.64 | 0,19°°| 1.07 _ 
O14. 50896 81.20 | 0.54 

78.60 |.-0.63 | 0.11 * |\ 0.85 

277.90 | 0.76. + 0.10 0.85 

76.69 |’ 0, 9lem 0.29 0.13 

0.61-,| 2.42°. _ 78.90 1.30 

. 84.80. | 0.40 | 0.20 0.40, | 

81.40 |. 1.00 022 - 0.29 

85.28 | 0.80+ | 0.10 0.13 a ve CSET) | 
~ 80.50 | 1.55 -， hae 1,33 | 

一 @) 其 他 有 机 肥料 : | | | 
ORR PRN IL MET, 亦 是 很 好 的 培 关 

he RIN UG TLE Wem ISN HH i 
上 | RRS. Roem eR THERA ERIE. pete 
SREP B ARS EMER SRR. (ENE EE HE 
Perera, & RTE Re ETA BRS TTT 据 

e We 



一 pd a é * 

7 -_ rs s ， Tew ede 

a 苏联 报导 ， HL, 其 产量 与 一 般 通 用 的 培养 料 所 得 的 产 
量 差别 不 大 。 但 质量 比较 低下 ( 子 实体 小 ;质地 不 紧 实 ) mie: 
1 RRO - 高 低位 草 炭化 学 成 分 二 Rasy 

See | * ae | cao | Mie pH! 

| 98 “4 0:8 | 0.05 |.0.03 0,25, 80-45 © oo a 高 位 Ye Be] 
th WE 10,0 | 2.5 0.28 | 0.10 Re. 5.5 一 6.5 

四 血 粉 ft SRB: S wR, 钾 甚 少 。 SHOES RA A 

«EAST. MUR, BU, Be a 

| EALDLAT IE, SRIRMRIE. —ALALOS 1—2 AR 

-0.5=1.5% ,8F 0.7%, PLM MEIER. ZEIE FEAR 
乏 前 混 大 1 一 2% 可 收 到 良好 的 效果 。 “二 -二 
-2 化 学 肥料 在 培养 料 中 加 义 化 学 肥 将 的 目的 是 双关 元 
_ 蘑 共生 长 时 必需 的 营养 ， Woh 85 RS, ESRI a 
MA UH ZA. 、 ‘- 

(1)3 RSS. Se AA es nie % 

; 人 试验 灶 果 看 来 ， 增产 效果 显著 。 Yes 4 
| QR REA BOVE DAT LF Ho aes 7 

13% 5 据 苏 联 报导 ， 在 培养 料 中 加 入 2% 的 尿素 可 收 良好 效 “ 
果 。 没 有 尿素 ， 亦 可 用 适量 的 人 吝 尿 代替 ， 127A RE 
REE, 没有 发 酵 不 可 应 用 。 - 

OS OAH REAR 2) TE ALLIS RR RAS He 
3 丰 用 。 在 化 学 方面 宅 可 以 中 和 因 发 酵 所 产生 的 碳酸 所 CQ 

H4)2COs] 而 造成 的 碱 性 ,从 而 使 培养 料 具有 适当 之 酸碱度 。， 
在 物理 方面 CRS TONNE REA ATM i 
tar Ek. ee 

( 消 石灰 SRA TE SEALY ARIE RI 
5 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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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SBF unten AMSAT ELM ae 
a, GARRET. NORA mak RIE 
“ 的 酸碱度 。 据 日 本 栽培 情况 ， 每 1;000 斤 培养 料 加 入 I 一 2 斤 

| TICE. RAE ICR, AIEEE 
ARE. age 
,一 3. EBULARRIHSSUREEE NOTA. IEMA 

; 量 通常 为 10 一 20 儿 ， 以 河 泥 、 塘 泥 或 粘 寺 为 佳 。 如 蓄 保 温 保 - 

SDA FSP SHE aE EMEA Bb READ BYE Fs 
故 发 酵 过 度 或 水 分 过 多 时 ， ATMA ERE 

7 二 (三 ) 培 养料 的 调制 : ae 

ern s 铜 制 培养 料 的 目的 是 将 选取 的 肥 

” 料 , 噬 过 适当 的 发 醇 使 其 在 化 学 性 质 及 物理 性 质 上 能 够 满 图 ” 
| 茧 北 生 长 的 要 求 。 培 养料 在 发 酵 过 程 中 放出 热量 ， 这 种 高 热 
可 以 杀 死 病菌 及 害 刘 。 沟 过 发 酵 的 培养 村， 质地 从 散 、 和 柔软 、 一 
a (Rese DRE RAIL “PBA EAH 
于 > SE... 

a "SURE KERR RAE, TILSEN 

i * eS, UME, A ENR LR 
4 | RUORRNE A EEL Ss EH MLEAE 7 左右 。 FAL Bm 
SRR RSET 
| ES ERHOHE RNY 什么 时 候 堆积 培养 料 ， 应 当 由 播 
种 期 来 次 定 。 原 则 上 ,以 培 养料 涯 好 后 随即 能 大 床 播种 ,而 不 - 
在 姑 过 族 填 很 久 为 最 好 。 因 放 甘 过 入 往往 使 堆 内 温度 降低 ， 

FERRET AMORA. URL EERE ee 
BEA UREA | A Le A, ESE 
2 acaneais adi 20—30 sits + HR JERE BEE 源 北 的 

.5。 

SAREE 5 一 6 个 月 间 的 生长 之 需要 。 故 培养 料 不 应 



| a es et 4 

a (RAR AE, wa 
”上 且 要 用 速效 堆肥 方法 。 、 

3: 墙 凑 科 的 组 成 培养 料 的 组 成 方式 与 产量 关系 入 天 { 
ie {BLT AURIS FER RAB, AE 
ALB VIRIS AEE AGIE ALIA 仅 将 国内 、 外 普 过 
FRAN Mi ARBOR BT Lk TP eer 

(局 美 莹 种 培养 料 : Pe: ve Re Ee 

PEED 50-60% epee 
Rw) 88-58% 
BNE aR 1% bine : 

RRS Se e% 
水 60% ( 即 用 手气 有 

水 浦 由 指 问 浴 有 7) 
SAE FSS RSI LARSEN ih ion 

_ (2) TERRE SER ; 
含有 80% eR RE ET 18% a 
BEB ” | thy 20% i 

ARPS wea ky Peer 
RAR K : 了 人 
石 PR ee os 1% er 

Saar es SRL 

tere eat ae ee 

(8)4F GSES IED 9 
RR GRD SS SR on De 

mB si). 3、 攻 81% 
ie Fe } * ae AMT 20% 

过 磷酸 便 je a 
Ae Neg a a 
水 ae a 

- 16° : 5 | 



ay Shay ic x 

二 ir, ee 和 NS % 4 “y 

人生 Cig : 
. “ 、 / 

“3 区 2 
q 

Bs 50%. 
7 

和 

47% 

's ye ae AG ae 

ea 的 诗人 全 

SO Oe eee Di bit eRe 

ee ae Rese tage 
B Gs) . eee . as ; ; , 5 多 - 

i: oe | EGE EF ae ict oe 29% 

cao a 2% 6 

”过 硼酸 天 3% 
Lees : 灰 - 

区 1% 

4 和 

条 培养 料 的 堆积 和 保存 

os 这， 

Ae SLE Ma PROBE AEB. BEAR 

SHAUNA TT. 
| wasHe RAEN Ree wach 

| OB PEARS EATS OER 5 

ty = Fog Tag ; (ks oe 

ps, setirsh re, Soph a BOAT eaten Ta PLB Hee sa 



j reas Ike KIER, st aa 6 一 7 WA PLA RE | 
的 局 凌 ; 辩 铺 好 后 洒水 使 其 达到 先 成 湿润 ( 合 水 60%) Wik 
后 在 凌 上 再 铺 10 厘米 厚 泛 过 水 的 昔 各 , 再 铺 美 再 浇 水 。 如 是 

。 堆积 到 高 1.5 一 2.0 米 即 基本 堆 完 。 扒 完 之 后 在 美玲 中 央 播 
入 一 铁 管 ,以 便 日 后 测量 堆 内 之 温度 变化 。 一 … 

”在 玲 凌 时 应 注意 以 下 几 个 问题 : 
4a 2 OAL WAR LASER, ERMA 
活动 ;致使 发 酵 迟 组 ， 甚至 不 发 本 加 水 量 以 用 手 握 紧 培养 村 4 

; iA Kis Pip AIK 60%). 

: OU SBELZR SURMISE K, SICRIESN, MCRAE 
| PRABARR RRR. DRE RE 
ARR WCDI A ELENA, BE ; 

-保温 保湿 。 
c 扒 积 时 应 保持 适当 之 松紧 度 ， 以 过 成 通气 \ 保 温 有 利好 

气 性 的 入 和 分解 菌 之 活动 ， 否 则 如 堆积 过 紧 , AREA, 
而 且 常 因 嫌 气 分 解 使 培养 料 的 守 量 降低 。 

d. 推 好 之 后 应 用 草 帝 等 复 普 物 羡 好 以 防风 哆 日 盯 及 保 “， 
持 堆 内 的 温度 和 湿度。 堆 内 插入 的 铁 管 可 分 30 厘米 及 930 J 

“ 迷 深 的 两 利 , 这 样 可 以 准确 的 测定 不 同 部 位 的 温度 变化 ; 4 
- @ Frei 培养 料 堆 好 以后， BARU MEP 晚 三 逼 

WARE PA EUS (E> WY EG EB —F) ,并 记载 于 记录 筹 中 , / > 

> WE RHE ZIRE 此 外 ， SEL OS AL SHER IE me 

BLOOK IM Kath Fe BEL 4 EH EAE BER ICH. 

HORI a EIR JE Ot th Th, EAA 
| GK 6 一 10 天 (冬季 长 ， 夏 季 短 ) 堆 内 温度 便 可 升 至 天 一 78"C， 

一 堆 内 温度 达到 最 高 点 之 后 ， 便 开 始 回 降 。 a 3—4°C ae 人 
温 降 至 60° 人 AS EE 7a 

—« WR « 



ae oa 
= APRS RET, 从 而 使 腐熟 提早 完成 。 
> MEMWTAARRT WT OME. 

SACL LDN fu IU EAT BES sf 
. SERS We 

omar 1% ee CSO aE 
PESTO. BEL ORRITIR, HATE : 
及 后 照例 进行 测 温 、 ̀  调 节 温 度 等 日 常 管理 。 ge ae 

ARE, SE ESP DS A PSAP Hae 
i =H, MARES HSN 5—8 EEA 
FZSINUIRA 12% SEER. 第 三 次 温度 高 尝 往往 没有 
:第 二 灵 高 ;而 且 念 往 后 俩 降 岳 。 就 是 这 样 在 每 次 温度 高 府 之 | 
KR MERE» MS 2 20—30 天 左右 ， 堆 养 料 发 本 

| ASE. ; ee 

on 发 本 好 的 培养 料 应 完 双 没 有 关外 aie aE y 
MOE, FATT. 所 关联 报导 ; AIMEE, 所 得 产量 fog 
lh. fe a 
LE BTHE, 5 ULMER Wt. STI 
URC SRINER Aa 堆肥 等 则 可 条 用 速效 堆肥 的 方法 
; 进行 堆积 ， 为 节省 篇 幅 , 这 里 不 再 多 叙 。 
:的 培 养料 的 保存 ， 在 培养 料 已 经 腐熟 适当 ， TAF 

5, i. ay 
oe ue 5 ee oe Phat POE. weet Re 

= 

vr rs AE 

ae 7. Bn j ay ee ee 

ME 全 ce — er ’ $e 

. 四 人 ea SS 

二 方面 是 为 巷 保 存 的 培养 料 仍 具 有 适 于 亏 菇 生长 的 优良 理化 、 
. ES 另 方 面 是 防止 更 多 的 病菌 、 害 虫 的 侵入。 
ARACEAE, ATSIC 、 加 水 、\ 封 堆 : 泥土 等 办 法 ,其 共 

SMR AR AR AR 5 TIDE AA MS TH 
- 19° os ea. ae 人 = ‘ agit 汪汪 ie 

PANE LABS D EM, MEPS ZIEDL. a ee 

MEIER EI SFE APR E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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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SRU ELM, BHIEDERES RR et, 又 能 防止 病 虫 的 侵入 ， 
” ， 几 为 保存 培养 料 的 良好 方法 。 封 堆 所 采用 的 土壤 切忌 带 有 砂 
Bs HAR Ah Be. ee 

=. SHRM 

he: ) 播 各 的 准 备 工作 

1. 菌 种 及 化 学 莉 品 的 准备 培养 菌 种 需要 很 长 时 间 、 

HOS, SNE AT. RR 
a TREE, SEP. BOE AR 
”前 两 个 月 向 菌 种 生产 单位 预购 (有 具体 培养 方法 见 第 三 章 )。 

Br AWS FP UAL OUR TES ME TR 

ABS i fA 5 FAAP BTA PETE oP THEE, Hae. PER 

Bi. PERE 554600 SLA EEA B= : 
不 适应 用 。 

- 据 我 们 栽培 情况 看 来 ARH SE, ae 

JA, EF REI RA. 

栽培 场 洽 者 时 ， EUG REED. 6 6 6 DDT URE 

ER BAe A Ml RG 了 这 些 东 西 也 必 
须 提前 准备 好 。 了 

栽培 场 、 菌 床 、 培养 料 的 准备 . UIE MES ERE 

RTE ne ey 在 微 底 清扫 之 后 ， SCAR 

Ko ROASE BOSSE 5 OS LER YEE ASS) SOA GH HR 涂 

… 洪 等 消毒 保养 工作 ， 并 将 室 内 重新 清 理 之 后 进行 下 - 甘 的 播 
FF Sy 

BK RE TIRE IR 培养 料 入 床 之 前 ree . 

5, WEFT RH 2% 的 巴尔 局 林 液 。 eS 

燕 三 天 后 ,排出 毒气 。 

80° | 



Pe eee eee 
4 eee er ee 60—65 % 

A. MF 50%, SUMMER AR WEI. 
总 在 培养 料 夭 床 前 应 将 除 入 料 状 以 外 的 其 他 门窗 封 好 。 每 

一 床 内 培养 料 的 厚度 压 实 后 为 20 一 25 厘米 , 太 薄 常 使 产量 降 
， 低 。 所 装 的 培养 料 应 充分 压 实 。 因 床 框 高 度 不 同 培养 料 之 厚 
” 度 亦 可 自由 调节 ， 原 则 上 以 复 十 后 床 边 外 露 2 一 ? 厘米 为 适 ; 
ERAT eee 
Ree. : : 

" BORRLSERF IES DAIL RTE” AGHA. 
| 因 装 床 的 培养 料 是 后 腐熟 状态 MOAR NRE, 

:因此 在 室内 产生 大 量 的 水 蒸 总 ， FFA SORIA WA A. 
| AR RTE. 
PEREZ. RTT, SORA 
的 温度 可 达 6O°C ULE, 因此 具有 除 虫 灭 菌 的 作用 。 此 外 对 含 ， 

是 永 不 匀 的 培养 料 因 水 气 的 移动 达到 合理 的 调节 。 在 发 汗 过 程 ， 
让 室 源 也 显著 增高 ， 这 对 提高 莉 剂 熏蒸 的 效果 具有 极 大 的 作 

Flo 发 汗 的 持 萎 期 因 培养 料 的 腐熟 度 及 人 床 的 紧 实 记 不 同 而 
”了 异 。 腐 熟 度 较 差 , 压 的 紧 ， 时 间 较 长 ; RZ INS BEE 
q 周 左右 。 ie. i 
名 “在 发 汗 的 第 2 一 3 天 后 ， 可 进行 室内 硫磺 、 666 MIR. XK 

AMER TE He ORI. RSI ERR 
如 粉 每 立方 米 30 一 50 Fi, 6% 14666 10 克 。 具体 竹 法 是 : ir 

| 将 铁 锅 或 这 发 在 室外 (或 室内 ) 无 烟煤 火 炸 上 加 热 ， 后 连同 火 ， 

ae 
J 
a 

& 

‘- 

mole ds 8 Be 
ra, 

ie 

A 
Lon. 
ee 

AB ASH, HE HORS BS A BEALS FP BG ESB 

HST. mst A SEMEL I AHO A 

_ 匀 。 村 汪 时 度 注意 勿 将 火 起 靠近 苗床 、 门窗 等 木质 物品 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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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 ag j . - 

He 图 39 项 获 的 情形 Ras : -~ ok 

7 wees : 

DR RAK R. TRIM IR A BO ARE IIE 5 “ 
EBC RAL, FRE IPAERLAE TR, PRES 
RGIS RT AS Ne NR Ne ag 
RT 2 一 3 天 即 可 打开 通气 孔 或 小 窗子 排除 毒气 ， 县 

MMR. oe 全 4 ee 二 

除 此 之 外 , 亦 可 杀 用 培养 料 消毒 。 我 们 用 80 倍 液 往 尔 履 
_， 林 以 每 平方 米 ( 厚 20 JAC) FARRER 10 斤 的 莉 量 进行 培养 料 

消毒 ,所 得 效果 很 好 。 基 作法 是 : HERS BABB TK 
中 加 25 EFL HANI AR GFK 29 SEIS, ts 
到 均匀 可 随 拌 随 喷 。 喷 攻 后 立即 用 草 帝 复 盖 、 阅 蒸 三 画 夜 ,以 
后 去 其 复 盖 ; 郁 过 3 一 4 天 的 发 散 即 可 播种 。 Me Ha IR RGR 
He, SEMAN AE 20"C 以 上 。 温度 太 低 效 果 不 好 。 n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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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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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 > 本 上 ~ lay 7 ‘ AP = 

ae “AULA RIES, RETIRE. A 
pris, 但 在 类 热 的 夏季 , 栽培 室内 屏 转 降温 全 备 , 生产 成 市 
”要 大 大 提高 ?而 且 常 因 某 些 条 件 限 制 不 能 安 屏 因此 ,不 管 是 
本。 
” 居 体 播种 时 间 可 傅 蘑 兹 的 要 求 及 各 地 的 气象 条 件 决 定 ， 从 东 

, » IF PRS, 

人 

， 温度 多 在 20—30°C 之 间或 稍 高 一 些 。 在 这 种 温度 -下 正 适 合 
BRAK. 到 九 月 未 以 至 十 月 间 ， 正 当 出 兹 开始 以 致 达到 
， 盛 期 ,而 此 期 的 温度 多 在 14 一 16"C 左 右 。 到 十 二 月 以 后 室温 、 
。 降低 不 适 玉 妆 生 长 时 , 则 可 适当 加 温 。 在 塞 冷 季节 种 奖 , 病 正 
b>, 且 子 实体 查 壮 < 品质 优良 。 反 之 ， 如 将 播种 期 放 在 寿 季 
菌 将 生长 期 南 , 虽 然 可 以 用 加 温 的 办 法 供 答 温 度 ; 但 当 出 区 盛 

of Riek “Sten ah aie Te at ee a eer Te i 
— , 9 全 P ’ —e + Di 

patho fcc" 
2. 播种 Tits JSR RET 可 他 为 撒播 RRR 

| SH. 1a TRIE, 增强 对 杂 菌 的 党 等 力量 多 采用 六 
。 播 法 而 不 采用 拔 播 和 条 手法 。 、、 | 
| 当 培养 料 发汗 千 束 之 后 ， 每 天 即 要 在 不 同 点 上 浏 定 温度 : 
5 FEI 2-3 天 中 ; 床 温 稳定 在 25"C 左 右 时 即 可 播种 。 
THER TmO MESS rs, SMB RE. MWR 7 
TREAD (700 ARATE TH 10 - 
; 3 his ~) PRS Pe. RAR TSR 
a ERA BIA, RPA IF OTR, 亦 可 用 控 合 的 方式 
区 / aon 

me HE IDUCIT HE Sch 15 ERO IORI. —9 9 i | 
| 加 播种 量 可 提早 出 菇 而 且 博 产 。 放行 距 小 一 些 也 有 同样 的 作 

兹 前 中 < 南部 看 来 ， 播 神 期 以 信 月 中 、 下 旬 为 适 。 因 此 期 室内 

”其 正当 炎热 的 夏季 ， 在 高 温 条 件 下 ， 子 实体 常常 不 易 形 成 
HELA RE REE SEE th SALE es 

Sees aes 



用 。 SLBA ARTES 18—20 x 20-25 EM. 据 种 ie 

Hi 264875 1K FE A # (600—700 毫升 容量 )1， 5 撒 左 右 。 £7 
如 以 原 种 播种 可 减少 播种 量 。 

具体 播 法 是 : 将 培养 料 用 手 按 -- 深 寸 许 . 直 径 二 寸 左右 的 

“小 坑 ， 将 适量 的 菌 糙 块 播 下 后 用 按 出 的 培养 料 复 盖 并 适度 钱 ， 
Fs 为 卓 后 便于 检查 成 活 率 ， 可 在 播 穴 当 中 留 一 小 孔 使 蔓 穆 

FARE. 

PRYDE TS 

| TM RRR NE 0 
CAPR 3 一 和 天 ， 必 要 时 可 在 菌 床上 善 以 消 过 毒 的 湿 草 
帘 。 友 验 证 明 ， 播 后 室内 湿度 保持 在 90 多 以 上 上， EIR 

”好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经 3- 天 墙 养料 表面 即 可 见 夫 状 凋 业 。 
RAE 9 一 天 之 后 ,可 选 无 风 天 气 通风 AB 

et 
1 SEAN Ep Ree TARR 
BAA TAUBI TE, BARR AK DENSE RABY 
眉 。 获 洋 玉 菇 只 有 在 复 土 之 后 才能 大 量 出 菇 。 于 

ACLAV HR AE BIL, TIER 
: 其 大: ， 

- 采用 砂 士 复 士 虽 wae, (8.27 FRA a 
i ELRIK. GRUBBS. RRA Tk ee 
ASU Le RE EK RE. RB; 

中 等 大 小 ` 微 破 性 (PH7.1 一 8.5) 的 ， 容 气量 较 大 而 里 具有 良 
好 千 构 的 坟 士 为 最 好 。 如 草皮 十 、 HEH ERE NERA. 

3 O04 

RE OT RNAI ATER OT 
ee es eae ee ee 
| SRTRRESCAC AoE REA, HREM 



一 

Bs Saha teak a 应 选择 地 证 - 尺 
ES BUF Ei. ce : 

re 2. 复 士 的 准备 所 用 复 二 均 应 在 事前 和 好 。 在 无 风 的 团 
Fe HM F PEN BEN, FELIPE, SET, ERTL 
AAS 0.5 —0.6 ANH, BRI EASE APE 
FEZ EAT HERTS. 干 后 运 回 栽培 场 以 备 复 用 。 在 条 - 

“和 件 充 许 时 ; 亦 可 进行 蒸 将 灭 菌 或 莉 剂 消毒 (喷洒 50 或 40 们 往 
RIBAK). AAU PGI LE SLR, 
SERRATE ALAR TE 采用 粒状 土壤 的 目的 是 为 防止 板结 和 利于 ， 
通气 ,否则 以 条 土 复 用 亦 可 。 

WEA BBS SEH YAU URE. 
时 3. 复 土 时 期 ”和 输 当 的 复 士 日 期 能 提早 出 兹 提高 产量 ， 否 
SUSAR, BLN PRR ARRON 
- 。 良 产 兹 较 少 ; 复 士 过 晚 亦 常 造 成 菌 禁 过 度 生 长 而 老化 ;致使 产 
so EWES EF : 
|. 通常 以 播 后 14 一 20 天 , 菌落 直径 CHUN ACHR He eRe HE A 
(PERNA SA 10 厘米 时 是 复 土 最 好 的 时 期 (图 40)。 
DAE UE! ES, FIR SE RE 
| BF; BUSUMERC RAN SR AMBER 
| Bo RACE PRN ASL KTR ERK 
HEY, MAS SKE 
| Ai BERET VEK., WAZ 34K, 可观 
EBERT. BOE LATE 4—6 厘米 ; Ti TE Hak 
— 2 3a. | : 
ve 黄体 的 复 土方 法 也 各 有 不 同 。 有 有 的 是 将 复 上 湿度 调 好 之 
© 中 后 再 复 。 这 样 作 法 我 们 觉得 操作 非常 不 便 , 工 作 效 率 饶 低 , 又 
© BSBA, HRN Ee. E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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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s. P40” MARR RR 下 
bi. wee sacitebei anion LR HR ESL HRI 3 

Bee Hrd ALAS AF JRA SS POTN AOL 
cag 时 5 BH LEB HSER Hb Se eH PCA NE A 

- BOK, Ane — AE FIA BAS ES Bee | 
| KOSS, Wok got beep eM. EE 

Lae SKN EL PMTA LEAMA BAT SOE Bi 
FMRAAL, PATTER : FRIAS, ee Bee 

- > SPAS Ee CHENG SEEN st 

wT? wee 

: WATS 即 每 复 - 一 层 土 后 少 陡 些 水 ; 隔 :20 RATS 
: | FIN FES Be 可 到 另 一 处 复 土 。 WI SI, 士 粒 “ at 
one AVA I SEK GLE , 而 且 不 会 产生 积 水 过 多 之 现象 。 + AD le 

Patera 4 , | ie if: | 8 a 
| i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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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aeumene 芯 站 对 外 界 环境 变化 极为 合成 ， 
又 加 上 基 菇 病 时 过 的 发 生 也 与 环 壤 条 件 密切 相关 ,因此 ; 贡 坟 
培 条 体 的 合理 控制 常 成 为 种 菇 或 用 的 关键 问题 5。 S 
LEE OO EERE Alley HAE 
AME ATT A Hee E ZETA. 

ONAL ST REWRITE SERERK, 

a Peverrr 4 14—20 天 (在 20—25° C4 E F) 5 此 期 是 

WAKO BE, MEIC HUMIRA T—32°C 之 间 。 a . 
”为 促进 茵 闪 生 长 ， 应 保持 温度 在 22° C 左 右 , 低 于 18°C, Bie - 

“生长 比较 组 慢 ， 在 9—13° CAR te PARE 40 一 50 天 才能 复 士 。 

但 温度 过 高 并 不 理想 nt 30°C ERR iain ZN 
ig raed. : va 

3 ASIF LAR 20-30 KURT RARE) .此 

_ Miler BIRADS A AICHE, 应 保持 温度 在 ,20"C 在 
和 布 s JEG EE WONDER Ke FS pe ERB 
«EE, BIER, ROM EEE 10 一 16*C + PA, 以 

WC 较为 合适 。 如 温度 过 高 ， 子 实体 常常 长 得 瘦小 ; 香 
， 气 很 低 而 且 产 菇 期 箱 短 , ES. AGI 014°C) Se 
BER PSR a ECR IED, WHA. 
“在 低温 条 件 下 (7" CULT) FSR ARE BODE 低 于 生 CH - 

-可 能 产生 冻害 。 
温度 的 届 攻 ， 蘑 菇 体内 的 舍 水 量 很 高 ， 只 有 在 适当 的 

湿 庆 条 件 下 才能 保持 放 体内 水 分 的 平衡 ， 人 缺乏 这 种 足以 保持 
季 衡 的 水 分 的 供应 , 划 兹 也 就 不 会 长 好 。 保 持 水 修平 衡 , 应 从 

nee SPREE AA BESS : 
° 87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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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Ne ATE MBO, Seek 
_ “对 湿度 均 应 保持 在 85—95 % ZH. APART 

造成 床 内 水 分 大 量 燕 发 至 使 菌 炎 生 长 不 良 ; 子 实体 瘦小 ,重量 = 

WES , tr AES , Th Ft it Be (ae SEA EE HE 

当 菌 床 因 水 分 大 量 蒸发 而 变 干 之 后 ? 必 得 和 常 喷 永 ;而 这 J 

HERRERO SERRA, BPE Aa 
| emer PF HR ed 90 %o Lew y AE REN 
生长 是 最 有 利 的 。 4 

SSE isl, SA RSENS Te - 
PAVE, Sb CEE SASHA 
塞外 空气 入 室 之 后 ,常会 使 宝 内 湿度 二 大 ， 因 此 3 ELH Si | 

oo... 但 在 秋季 以 后 室外 空气 非 PLE, SE 

HAE TERING CMR EK IGE, HTC OES 
意 对 栽培 场 内 的 湿度 的 保持 。 
eh iteoe de ene ee 

“ 侣 两 空间 水, 永 汽 来 源 !( 床 面 阁 发 WS, 保 源 容 易 ; A 
README, 因 宝 闪 空间 较 大 ， RID, WR 

; YG 5 - < 和 

“温度 之 赫 节 可 按 不 同情 况 灵活 掌握 。 team He 

OPS fe FEE ii AK Ze PS eH TEAK HB art pe 

袋 的 办 法 即 能 解决 。 宝 内 LC eee epg 
REISS LOK SRE. 

Se PS iia Fe: sie ul ue Spe 如 仍 

”不 能 起 到 目的 , TRATES PZ REAR, SEPA AE IK 

AYA WIZ De Da ee SE Ti] ER I sb eA 
他 用 这 种 办 法 是 很 少 的 ， 只 有 在 特殊 情 殉 下 二 二 即 较 宝 温情 - 
驶 确实 不 应 通风 ， 而 核 湿度 情 驶 又 迫切 需要 通风 时 可 以 采用 “ 
8 过 



q P was ig at oa ee Pie 

Beer 小 养料 、 复 二 的 温度 证 eee ree 
= ERATE. TEAK, BANA 

BEERS SEL BAA 过 到 合理 的 
= a oe 

| aera vere weerrarnres 
7 BORGER: FRB Za, i SIC BA 

ERNE, 如 能 保持 培养 料及 复 土 的 一 定 湿度 ;其 
| WORKER APR 
”在 播种 以 后 ， 类 发 现 培养 料 过 干 , 可 用 读 茧 器 在 菌 床上 轻 

: Shear cease SAVE AZ AK 
BIA 50-60 SEE EF AAT ER 
> Bo PERT ATER Fe IE PV TS WE RE ERK 0 
s ge thee 实 为 理想 。 二 
前 边 已 才 诸 过 ,出 兹 期 喷 水 常会 影响 菇 体 生 长 ;甚至 造成 
让， 过 

时 ， 不 可 喷 水 的 情 驶 下， 可 采用 以 小 口 喜 在 子 活体 之 问 无 菇 之 间 
| ATK; 或 者 在 干 土 芋 盖 一 个 湿 土 亦 能 达到 目的 。 
es ee eee 
' Beem “ : 
二 3. 空气 的 调节 蘑 奖 丰 有 较 强 的 好 气 往 ， 粉 闻 以 适当 之 
A ARRESTS i ELT wR RR es, 
s Pe UPR RE A Tike FE OD SE EVER ra BRE A EI 
as FORA IRIT* Het RAE KI SCR. TEAR 
Ea) - 

wv ' Ose cg * 89 « 

Petia: PPPOE IN. IE RRC 

RE Ai RE NO. Be 

| SRT i. TM RAIMA, BOK : 



如 = fF eos 

化 矶 沉积 过 多 时 ， Ee eta tho Ag 
.日常 管理 的 必要 工作 。 ie 

; ”具体 的 换 气 时 曾 应 掖 不 同情 况 合理 掌握 。 eet oe 
SASSER IE, J EAE ETI (EE 
DMPA, fii LS RIT, 4 2 一 3 ET. 除 一 
PED SSE ETE RY Se PS HE 4 ET EAR 
行 。 一 般 通 风 应 在 无 风 天 直行 ,冬季 应 在 睛 天 的 WA a . 

- 在 清晨 或 午夜 。 换 气 时 间 为 2 一 上 小 时 。 

4. 光 线 的 调节 ， 洋 蘑 奖 比较 喜欢 黑 喇 ， (OER 
BYE ZWD EK, eR 一 

1 RRA LANES Tas ee 
_ FARRAR HIG PLS NAN IT IGS ae | 
Ree DLE ROS SAHA FORDER A Bese 

- 子 之 问 是 互 为 影响 的 。 如 温度 影响 温度， 湿度 也 能 反 过 求 影 
响 温 记 。 因 此 ， 在 具体 掌握 时 应 注意 环境 条 件 的 综合 作用 。 ” 
PRM, TERE AE BBE uit BE 4 18° Cm 

-5"C 时 ,虽然 生长 较为 级 慢 ;但 其 生长 势 非常 旺盛 ， 因而 为 握 
高 产 兹 力 创造 了 良好 的 基础 : BURGH BEA 
Pr ROWE (90 % WL ARBRE , SRE SADR HB ie 

生长 期 在 18°C 的 条 件 下 ， i FSC LTE ALE AE 10— 
12°C. 28 HE 90% 肋 上 时 ,不 仅 病虫害 极 少 ;而 且 子 活 厅 的 发 生 
亦 非 常 旺 劾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 子 活体 长 得 特别 肥厚 ,一般 每 企 二 
子 实体 的 重量 均 在 50 一 100 克之 问 PLIES FI 200 克 ,有 一 ig 

KAMEN —P HT 600 FUER. Pav EH Janie We ? 
-的 温度 和 较 高 的 湿度 和 适当 的 通气 是 非常 有 利于 蘑 花 生长 ” 4 

的 。 过 高 的 温度 虽然 生长 很 快 ， eli a alk 
SPBOMEEC. ， 

- 90.2” 



3 条 政之 适 其 本 i caus 产量 高 ， Fb ae 
Ho 当 菌 伞 已 经 大 开 之 后 再 行 采 收 , 菌 福 变 黑 ， MS, 食 
-用 价值 大 为 降低 。 因 蘑菇 具有 后 熟 作 用 ， 在 采 后 如 需 远 运 或 
”加工 ， 则 应 在 菌 伞 俏 未 开张 时 采 下 。 一 般 条 收 过 晚 重量 并 不 
。 能 十 加 ;个 别 情 如 下 因 水 分 的 模 失 还 会 减产 。 ‘ 
如 | RA VAS BLE WU. VARY Cn PA ERE” Roar, 
HRS) HARES AMT WIR eid 
RSTO er. * ele 
二 PUBCHEM SI, Zeta a Fea OEE ie 
START. ARE NSN, MATS | 
”次 , 然 后 再 行 休 收 , 以 免 因 对 菌 根 的 活动 造成 死亡 。 对 丛生 而 “，、 
下 且 只 有 一 个 主 柄 的 子 实 体 群 体 的 采 收 ， 可 用 较 多 利 的 刀 将 其 
从 部 割 下 ; ;和 否 划 即 使 留 下 小 日 后 亦 不 能 生长 。 3 
。 ~BRRTZ)a 应 随即 将 带 泥 的 蓝本 部 分 创 去 ;进行 包装 。 

} f = 



- BEM ORME. mbes, He dtE 
 ，， 垫 有 坎 草 的 框 或 箱 中 即 可 。 远 距 运 辕 时 应 将 一 完 数 量 的 兹 装 ， 

一 小 箱 (数量 太 多 会 损伤 菌 体 ) 后 再 装 信 大 箱 中 : RPL, 
和 不 能 立即 食用 时 ， 可 放 在 沦 凉 《4"C) 湿 油 的 场所 崇 藏 2 二 
3 天， 如 需 长 久 的 彤 藏 ;必须 制 成 加 工 品 但 不 能 千 藏 at a 
MLTR ADR, i HDR BHM IRA i Gee 
“2. 采 收 后 应 进行 的 工作 、 #5" ee 

(全 剔 根 “ 在 采 收 后 的 蘑菇 下层， AeA TEE TEM, 

| RPE RAEN. GORE EE, ET 
| SRAM EAP ERA ARCA RIE 、 
之 发 生 。 故 采 收 后 必须 把 七 及 其 附近 的 老 菌 闲 皖 出 的 至 室 - 

She SOREL ANILALHRRTN BPE oT BE Be 
HEP BEAR A SLATER A AM EH 

清除 。. 
@) 补 上 及 喷 水 “ 芝 收 及 别 根 之 后 ， Hi csi > te i 

£4 陕 王 部 位 补 平 。 在 补 十 之 后 应 立 基因 节 复 ABB OZ a 

3, BSE 7 Re RE I 座位 产量 之 多少 与 共 
培 技术 的 好 坏 关 系 极 大 。 普通 每 平方 米 均 能 产 北 IDa=15 天 二 

左右 , 较 高 产 者 ,可 达 20 一 30 PRS 在 农业 大 跃进 的 全 天 ,蘑菇 
的 产量 也 一 定 嘎 它 翻 几 番 。 我 们 想 , 每 平方 米 产 50 一 60 JT © 
ATR. SESE ee, RRR 
RAK by 

每 播种 一 区， 5 INT TP 5 一 6 ee ere 
HAT OE RSE Te” RSC SP 
SEE I i GLE 5 (HS SEE IK 

- RFK. HEL 3 一 《个 月 的 增长 下 降 ， pets 
« 92 ¢« 



JRL TSAR, HAAN RTERE i aap as 3 

a 王城 培 床 架 的 保养 及 用 后 之 培养 料 的 处 理 ， ee 
PEGE RACH IEDT, fi 应 随即 将 培养 料 移出 栽培 室 。 如 系 用 木 制 

苗床 栽培 的 ,应 将 菌 床 拆 洗 曙 王 并 涂 洪 保 养 ;同时 将 栽培 场 打 
扫 请 洁 ; 进 行 充分 的 通风 ， 至 下 一 灵 播 种 前 20 多 天 将 栽培 床 ， 

培养 料 运 出 ,进行 室内 清扫 通风 消毒 ,以 防 病 虫 发 生 玉 床 木 的 
全 
播种 。 -2 
a (on) $48 BR ime Ee a 
POREAOAEE LL AIA BIE LISLE ORE 
| Rit. oi PAA AE SL , 单 舍 人们 的 记 
RBH. 因此 ?在 栽培 aia aa batons ned 和 
简要 的 记载 。 Pees : 
Ee RARE AMR RRR. RUM ME 
5 erieelalaa Vee | 
. SUEHER 、，- ，. 

栽 霹 面积 : 2 米 z 
BEA: Sie ea 

Be as 

培养 料 堆 积 : 时 间 20 天 。 = 
组 成 : 才 草 40 SIE 67% 石膏、， 
BAZ a ite Do 

。 93 。 

Pere FER 124A, HY AEH HEE peta 省 be? 

ACMA AER REREMCRRIN AIL, Pe ee 



a) 
1957 年 ， | 过 内 深 谋 宝 内 湿 放 和 采 政 量 | ae 
A oR] cc) | (9 ve | EE | ape pis’ ioe 

Sar So ay Es 8 RRA. KS IH 30 FERC 
8 ae 30 | 95° 党 Pan tg pease. OS 

ty Some Av oh To Lie toe ee | 
wae 距 20X20 厘 米 。 

ere, 95 BEART /RIE100% 0 3 

8 0 ， 95 MANTA 
a9 

3 7 ae 

a 26 90 pea Bet Bas ad 2 

5 9 20 ss | MR, ss ee ee 

“40 1 85 | 40 1,230) FR ice ee eg 

eta Se ? RBC ORT, saan 

abe 16-20 , NFS RARE a 5 

RS Gs ee | Somer fe 、 
ee: sath 90 oa ee ee L2FRE Sees 

11 10” Lay ae 320/595. sg ip e a 

11-25 - 8 | 89-| 2,510 | . 

yee 90. | 26 |’ 30 > } 

12.10 | 1B 90 | 71 | 2,186 a eer 

12, 162] “18 95° | [5182 | 1,820)" 5.6) el ae 

“~~: 6? OBR \ ria 3 Re 



* ae 19584F “| 室内 温度 ae We 是- 

‘ iN 

team 

Be tad ye 
EE OE SD PPG 8 
sella talaga et 
| HR SETA ICI OTE, MADER 
|e PURSE A LIS SUA IE | 
et re ee 
Di eee a 

我 们 常见 : 在 高 温 条 件 下 子 洋 体 长 得 瘦弱 ,香气 很 低 ; ,在 
了 罕 气 王强 的 条 件 下 , 凋 体 变 小 ， He Pe; 在 室内 一 氧化 
1 夏 税 最 过 允 的 条 件 下 ， 蘑 妆 生 长 受到 抑制 等 。 这 些 不 谷 平 栽 
| 车 目 的 的 反常 现象 均 称 为 生理 病害 。 对 这 类 病害 之 防治 ， 只 
3g ASE SERIE AA 关于 这 一 部 分 ;在 前 面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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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 

a 四 
_ 更 截 可 每 天 进行 。 在 同一 坊 培 室内 有 不 同 处 理 的 菌 床 ， 可 在 
= 条 收 及 摘要 项 目 中 号 划 出 第 一 茧 床 ;第 二 凋 床 等 格式 ; 以 全 分 



women, HREM, SMCS . 
害 、 Mabie sslan 及 蘑 妆 的 害虫 。 

一 \ 病 = . 

— , 

OBR ESR ra ee 
25k, EAR WHAWE AL. VOTE RR 

bree pak “gn See ge 4 Sb 
eet) eee eet eT 

SMM BARAK RE RAI, TAB” BAR. 

AEFI Bl) 5 LAP BY ae LAST UI AS Po 

cg, 15 38 ae (Coprinarius fimicola Fr.) ESRI 5 

: 酵 初 期 发 生 : 生长 其 为 迅速 。 最 初 菌 候 很 薄 构 圆 形 y 后 变 成 

We vn ate ees et ce ae 
= “Ss 此 菌 可 自体 深 解 ,并 流出 黑色 之 汗液 。 再 柄 硒 长 中 窑 ; 无 

BR. OT RR EB 42). 
和 全 人 条 和 绞 鬼 伞 [Cotyizaayzizls hiascens (Fr.) 3. OEE, 和 

RAG, BRK. TEA NR TR. BT 
神色 ,后 变 黑 。 菌 柄 硼 长 AK, TREC 43). 

3. 彩 节 草 (Paneolus retirugis Fr.) 多 在 ig38 及 腐 草 上 as 

发 生 ， 菌 伴生 球形, 淡 黄色 , 渐 砍 变 为 淡 福 色 。 在 湿 酒 条 件 下 
带 有 粘性 ; 干燥 条 件 下 则 有 较 强 的 光泽 : saul oc ee “ea 
黑 。 iM, HZ (Bl 44)。 

4, Aa ARE id (Papulaspora byssina) SEES A a 

ARMS EN, SCE EE, 
菌 最 初生 成 直径 20 一 30 AR A BRE STE 
间 变 黄 , 最 后 变 褐 , 斑 志 边 缘 仍 为 白色 。 当 培养 料 上 复 土 后 此 
WORDLE, HIER A AEA — 

全 
. 96 。 



BS. RGR , AERTS AS CLA 
RR. BORLAND TELE TE UR ACTER 

ee ee ee Ces ce 
DER T , RRA A EE AR : 

ma Meh Coprinarius 图 43 SRL HACC hia- 
_fimicollaFT), «© scens Fr.) 

Ree eee EGE, NORE OSE 

在 50"4 温 度 条 件 下 此 菌 死亡 。 
“Paks ERK Lip HIRE (Monilia fico Cost 

' et sty THRE ( Peziza vesiculosa)“%, 

Hee BABE BS Bee Ee a, ta Be (Penicillium sp.) 

© BR Mucor mucedo 工 .) 等 也 在 菌 床上 出 现 。 
《一 ) 摹 妆 的 寄生 性 病害 “蘑菇 寄生 殖 是 依靠 芯 允 的 营养 

。 97 党 



Fig sae 图 44 7 #F(Paneolus retirugis Fr. ) 

ARTE. REAP ea, 造成 属 烂 ̀  死 记 ， Pe AR He bs. 

KWAI SABMRKR 7 

根据 我 们 栽培 的 TF ;在 低温 下 CH] 6) a % 
发 生 。 4g 

根据 文献 各 夫 ; 在 裁 菇 场 中 党 ae ee eee 

Ree aI Wycogone perniciasa Magn) 和 科班 病 € Vert ; 

icillium Malthouset Ware), | : a 

1. $5 35 CM y'cogone perniciosa Masks 于 二 

(病征 sks ei kate, SOAR NR : 
#8 » SU Ah Se HS, HE 在 病 菇 表面 生出 各 毛 , a KO 

« 98 



eA tuee he ant xeewny AE 2B, 
ORR BRIG CATE Fer bk BLA 4 Wok | RE 
WRG. BW TOA, Tere 

Fs 分 生 孢 子 无 色 ;j 单 抑或 双 抱 ,形状 如 葵花 籽 大 小 10--20x 
于 微米 。 发 病 后 期 在 某 些 菌 灰 的 顶端 产生 厚 垣 抱 子 ， 其 形 如 上 
PME SOO , LAN AMOR VEE 15 一 20 微米 ,初期 无 色 ; 成 重 
ESE EL LEVIRZ RI. FREI , 纺锤 形 或 六 

- 牢 构 圆 形 ,表面 光 请 ,大 小 7 一 15 微 米 x 10 一 16 KC 45) 
此 病菌 在 21 一 28*C 可 大 量 繁殖 。 在 洋 菜 培 养 基 上 

ERS 《46"C 条 件 下 ) 释 6 小 时 旭 可 全 部 死亡 。 在 
WC 条 件 下 48 水 时 致死 ,而 62"C 时 不 到 1 小 时 即 死亡 。 

| a ae 

P gs. 

. % . e 

oS * P45 REST (Mycogone sah Magn.) 
| ADR FE 2. ERROR RM EIS 5 3. PET 
A BORAGE CBKA00 fi 0 

MOL se pale arr 
eS PA 1 i eR 

条 体 下 均 易 次 生 此 病 。 | 
eo 99 « 



eee ~ “Eee 

ee 7 

aS + 

eee ee er te) ee 

> i 
- 2 : . 

a 

MERA nr BE RE 
首先 感染 。 从 生产 中 汀 来 ， 此 菌 之 来 源 主要 是 土壤 而 不 是 培 
养料 。 

Me EIA CV erticillium Malihouset Ware) 

(17a GE SACD Ae y PANTER DEEL TERA Ca, AH 

me 子 实体 常 失去 坚固 性 ， 稍 稍 变 褐 或 各 种 畸形 。 严 重 时 蘑菇 可 
以 腐 侨 。 幼 菇 发 渍 多 产生 变形 现象 ;在 天 菇 上 发 生 时 多 产生 

和 局 部 的 神色 斑点 。 SSE RTE SH 过 程 慢 ， 
eater 46). . 

图 46 MIE EIRC Ware) | 
ly 2. DEBE AMIE; 3. BERR Ma FSCS _b HORE 0 

OA WAR LEMMA OR ASE 
BS 87% 1 一 5 BOK. ACE FE. AER EG 
HER, TGC IG, 大 小 3 一 16 x 1.5—5 BK MFO LW 
i ART RA RIOT POF eA 64 个 或 更 多 的 
RIB 4D. DS 
Jat 40*C 条 件 下 6 小 时 即 死亡 人 Ware 1933 年 )。 

3. 干 性 坏 冶 “此 病 表 现 刚 出 的 幼 菇 开始 生长 很 慢 7 以 后 “ 
* 100. RY : ~ 



is 
下 二 

ss 时 

图 好 0 M githouses < 
1, PAT-FECUKA 0008 3 2, PAH FLW PATS 

3. 分 生 孢 子 奢 ;1 4. EFS FDA 5400 fF eo 

E ESE et SEF HR. CAE, | 
BA. TOTES FA 1 Ae EW. fe RR JE a A 
a ye ASS ERE Ls ALY IM AEH BC. a 
ARSE PPLE EWE (30-40% ) EF IE OEP SE REL 
SRR, RAPS AI. TERR LSU SR 
APRS SPINEL, BOR RARE EH Hike mS 
ARK BAC HK | 

3 LAL, MCRRBHULHE T ABE Sh A OORRARIMEADL ReShaeRRAR 
REL EROS, ART LONGER. Be BEN SHEE 
PETRA FENG. AAA! SESER IRATE I A HB © 
FHI. fee. 

4. 锈病 Ay MUNN TS He SE EU EAST SUA CIEL, | 

: 
BAe BP ADAMS 48). Gi — We ETE es 

HABNMAER MAT 

5. aad (Fusarium spp.) 18 WERE ch HRT) HO 

101 = 

a ee ee ee we a eh Oe 

r 7 z * . . 4 4 - 



— a ae Te ee Pee Seek Le ly |) tT ae ee Feel 

7 etd Be 》 - ar’ fa OS NY . 

7 * +" . 7 “on 

act A 

~ 7 

站 ‘ *f 

: 

图 48 锈病 DO 

7e CARSEAT REMEISAVTERES 

ER S| wy. ER AL.o ysporum Schlecht. 五. Marti i App a 

除 二 浊 的 园 严 重 的 病害 外 ， RIS EAT FSD E 
icaria sp. 5H i CQ yceliophotra lutea Cost. Rae 

前 发 生 情 况 淖 来 a 

eet SERRA, TF bse, Scrntgabges 
虫害 的 防治 也 还 适用 。 TRS Ls NES DBI. . 

如 预防 后 仍 有 病害 发 生 ， 则 应 采取 积极 的 防治 措施 。 为 了 作 

好 病害 防治 工作 ;必须 切 侨 作 好 以 下 几 点 : 4 

1. GAP Shi DALE DAL HAIR. 说 养料 

HEP UU ARE RA, Wit Bee Je eer 5 香 则 应 加 

- 土 复 盖 以 防 更 多 的 杂 戎 盆 入 。 培 养料 人 床 前 ， 室 内 s SSI 

窗 . 工 具 应 作 好 消毒 。 所 用 之 莉 剂 有 2 多 的 尔 局 林 ; 410 多 的 
石灰 乳 ( 陆 酒 或 涂抹 )， 亦 可 采用 1 一 4 和 的 床 自 粉 , 用 法 是 : 先 ， 

将 床 自 粉 用 少量 水 稀释 ， 再 加 是 水 量 , 泡 1 一 -2 RES 、 

Jaw yt, 
2, SSPEARS RP SERRITIE DPA URI 

CA: SAW) 9 De BRIT MI FAG Of GI AR HG PRET ITERATE 
+ 102° 



Fi 
ar, aoe ys a 
ane 

如 -二 ~ |， 

Bs ne 和 二 应 区 站 PR LAG BAAN 

ETON SO RIOT. 5 
和 芭 采 用 纯洁 之 菌 种 。 

4 5 AUER ARH A, ARE 
Cc as By 

ey mest cam kat, RII Hm 
© 01-0, 2% RAAB ATLAS SRI. Fe 
1 BURSeITERR mle, FRE MEER CI, 
RE, IBF PIE UR TER REE es 
8. AEROS AAR HERB DE E 
Mess ee ee ee ier | 
Seat iebiva aah 

[ae a ee see 
My 2 : 

SEAL DCRR, ONAL OT HE. aia: | 
| BARS. 

(eam ES Bs FSR, BEAT 
。 的 共有 两 种 : 

和 HH ME (Aphi ochacta Albihalteris Felt.) SCI 492 (> ie 

q BEBE NEL, He 0.2—0. 3 THK , I 0.30.5 I» 
Ik MMA MBE, Gh He Anil, PEK 0.8 DK - 

(0.08 EK, HERE. SHERI TR, HES KEA 
RL. eS, SE MEM, SR Sw AL 
(49 23). SMI 7—10 天 ,一 年 数 代 。 
am 。 1038 © 



. _” 
Pie =i 

此 上 繁殖 力 其 强 ， BME ATI emma 

发 生 严 重 , 低 于 13° C 多 不 发 生 。 
be 2. 菌 盟 (Scizay amultaseta felt etal) 2 

it 的 蝇 子 ; 体 长 0.16 厘米 ,展翅 0. 3 厘米 。 幼虫 自 色 为害 方式 
4 SHI 的 (2)J ; 

te be cet 
«5 

和 = 

49 菌 蝇 和 菌 蛆 的 形态 ~ 
《1) 菌 蝇 : ”加 成 虫 ， @) 幼 虫 《2 eae RD 
OK, Qh; (RMAC E is 

* 104 » : 



3 田 治 法 sy TnI SSA OME A Tete CPOE 

Ferm 50—100 {# DDT , AM BS we EAB 

” 一 且 室 内 已 经 发 生 应 再 在 室内 喷射 DDT Aen sh HY 

RF RS 成 虫 有 趋 光 性 ,可 采用 灯火 诱杀 。 

(=) Algae BA GRA EK Gia Bases 

BAT=HDL Lote FCO) We oa RETR S AS 

aA je 
图 50“ 轴 师 蛛 的 形态 及 藤 菇 的 被 知 状 

1. Tyroglyphus longior; 2.Tyroglyphus dimidiatus; - 3.7&#FKo' 

f a3 | ° 105 “ 



— es Sl ee ee oe ~~ -< a * =<} 

wos 2 ° 

Bp, 

ite ae pies. sary magic 体 长 1 1 一 ‘ 

PICHIA PASE SHARC POD. Hage wl 

, 51 FS NR A, sham DLAE RSE. Ore 

常 附 在 蝇头 身上 传 到 各 处 ，， 苑 多 产 在 菌 赫 或 菌 善于 。 

Me - 防 潜 上 以 预防 为 主 , 在 培养 料 上 床 前 应 当 用 漂白 粉 ;页 辽 
1 林 ( 一 种 防腐 剂 ) 及 其 他 制剂 喷射 栽培 室 。 在 播种 后 ;苗床 于 

| HSLAB FY LABS RE E> Fl —— TE — Ft KP 

(10-15. EFA. Se 只 限 在 子 实体 开始 形成 前 进行 。、 

Tie ee TEN AeA 
IBA ZETTAI I 油 声 生 的 气味 便 可 ， 
DWE Ba RiP RNs Ne 

其 用 量 乱 立 方 炒 房 问 用 和 化 纳 30—40 克 ;每 一 分 知人 
”省 硫酸 和 请 水 各 三 分 。 作 法 是 : 先 在 室内 放 一 适当 大 水 老 窜 、 
器 ， 先 将 定量 之 水 如 入 容器 中 ， 然 后 加 入 定量 的 江 硫 酸 ， 再， 
将 称 好 的 所 化 锁 通过 清 车 由 室外 渤 太 容器 中 有 可 产生 震 酸 乞 
体 : SRAM RAE RBA 
应 还 速 退 出 室外 。 ”二 rf BPE tae 
ane eee ON. Bae 4 
RAG Ba BEES 1 ESE ORL IOSD 
D1: 769 ch Dooryard sowbug(Porcellio loevis, La 

12 WARE RE SL. ET RE, PR 
ERT: AL TIES SRI 

SIE iP SCR I SSE CHT LG EIT ATR ARS 二 
5 oN AA DF DS HE KJ PE ASS 
MLR TZ AS ERRATA Z 

«© 106 « Me 



pe, oT eee ‘ Aart ce? ae ean TE OAT RC olny 
RES Me ers ; 

: , ‘ 7 4 > i - -~ pate: 

pate 

ae 
es 
AL 
os cco = oe 

oe ’ 
a sr 

sa ee _ a i ae of 
as St 

ee. on Ca¥ ‘ 

Lem, eS 82). | 
ti ts EAE eet ens 

跳 虫 多 在 培养 料 和 复 十 中 出 现 。 er a Ya 
OUR, KM KO 515K, ALR, A | 
VADER. REAR R DANE, ARCHER HIM, | 
WERE. Pie 

处 i) 

z 

eas phe 2 t aa ig Bie ee cee 全 

$ 

se ee 

uy 

区 | OH: QVRRGHS CRA 6 
SE a eS 

| # onmansns, cra nmea, mice 
eSB Je BE. WDD ANT IDA TS ALS 方法 : 
jue - ’ 

_ Fa umBE ASAT -可 以 采用 普通 的 大角 诱杀 及 ea 
RO. as dre . gee 
a eet eee ee er ee ee 
ERR Ree: 但 因 其 穿 洞 is AE Da AL 

a cae: - 3 +107 + 

7 ® 1. 
i ‘ 7 | 

ca. - , - ~ 、 a 



RADAR TATVE: HEL Sm NE RS a 4 
RB aR Pig ee. 

HEH. Pe » 

防治 老 县 除 用 捕杀 方法 之 外 ， 还 可 用 5% se ELS ) 
FEA EAE SE DEIR _E » FFHUMNABR. MARR 

AS Le OE Bi ik Ae Pe. | 

Ras RR EATON T, 

Bee OR ES RO RA 

AAR AOE My ASR aT BRE EEA A 

质 RUARAR TOE RAMLG HH. | a 

HERAT RIM A AE EI PI . 

"e-Pay pe HM ee PRS: HEPES 
8 BE PBZ RE a S27 RA TEL SBR AHA i 
失 。 FH YE HORE RRA RH RE A PT SK 

(— ) EE BEGET ILA RIE EEE 温度 0 一 1"C ,室内 

空气 相对 湿度 为 80 匈 。 在 温度 0 一 5"C SNe FREE “ 
WE AUER TE 3°C VALLI, ME AIR. IRIS 

| BEL AI RERE IIA IG RR Ba FR FRR Ta; 

WALT 的 资料 看 到 ， 峙 茂 温 庆 为 0--5"C; ZAI 
-为 80—85 % Beh, ERE HEL AB Hh > 0. 9% (BRB. Bs 

SHEE, GEC AE OB AICI Se HT A-SI TE eA. 从 

| Ege 日 销售 ,甚至 为 满足 对 二 
人 

/ 

上 表 还 看 到 ” 了 崇 藏 的 第 四 天 ， 菌 肉 和 有 些 菌 柄 基部 便 稍稍 发 : 

Wi. 在 第 七 天 菌 盖 的 菌 内 开始 变 黑 , 以 后 逐渐 加 深 ; 了 蘑菇 味道 
总 剧变 坏 。 在 辽 藏 过 程 中 子 实体 外 形 也 变 坏 , 菌 盖 表 面 弛 级 ，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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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ee | 
Cima —5°C , 2A BES0—85%) 

PY pei aE on 

ote PeBraewe BO 本 mo wes 

‘ie 378 napping 

ea SE AE 都 生 有 小 全 班 并 
as na 

SREGELWI, WE 0 一 5， C Hee PFE mE 
¥ ARBRE 8—4 HR. FR IEMIERE DA, ERETEO—2°C 
ise OM aoe ee Toe 
« FUR AREER RBS ARE TER BE TELS 4° C 的 准 藏 
RPT. TOON, BEATRICE. BEE 
| REE LTE RIE ZB RIAR A, 即 
和 易 酸 化 ,品质 降低 。 - 

FERRARI ST A IE hee: ca 
SB Rk FOR LKR, DUR 
， 器 填 于 木 架 王 , 封 七 鲁 口 , 帮 在 吐 处 即 可 。 用 这 种 方法 藏 区 在 
| 45°C 漫 刻下 可 保存 牛 月 堪 右 。 在 温暖 季节 (16—17°C) 茂 

EBS SS FA Ze SH te OA SE OE TE 
ee 

aes | + 109+ 

: SU ANEMIA, 本 



es meade a 9 
1. BADE. eT eee ee Te | 

1 一 ? 厘米 处 前 掉 ， OER MTR, Dee 
> 黑 。 为 了 使 蘑菇 颜色 好 看 ， 也 可 在 煮 水 中 加 大 0.5% HOPE 
BINA 0.1% HU Xo ROA 
yo 兹 参考 时 间 为 在 开水 中 保持 5 8, ERR AET E a 

} FEAT RK ‘ 
een” 10% 盐水; 开始 都 在 如 

x 程 中 注意 提 拉 。 待 水 名 及 了 人 AB 

为 ‘0am “tins om p 

a 

; fc: : 

AROS ia BF 
me HE 10-15 Ai roe 

: RFRA SOE TU » ig 5 te EE _ ‘ oe 

AiO RRNA AE ON ARI 
SK Ii Fo aE 15-18%,» 

| 2. Shit et ee ee 
EBB A > RON RK ALE 20 Ard iF 

J APSE ATER 潮 液 为 如 有 11.5% seh “ 
FP IAL IAT, TREE ERAS 。 

| RHR AUB i BF ee 
SB He Bae AAA Ha EI 

| AE TAS PAN TA REI, le a RRS 去 柄 的 
蘑菇 在 泳 水 中 仔 亲 洗涤 后 预 煮 , 预 煮 的 水 中 事先 每 10 升水 加 . 
A 200 VETERAN 40 Fe PURER , BL. BRATS Ub a 

保持 5 it, Za TUNER Ree Rae Be 
©110° 



; : EL SJR ADE ROTATE SAME SE AP EASE he 
| OT a. DUR TERERS WOES UE A eo FAURE IK: HELO 
“升水 200 de Sesh TUSK RINE) 60.5 升 装 的 钙 头 使 
| PUT 375 克 蘑 菇 和 100 Biba) of. 3 

oe SATOMI AAW, HA PORE 
于 1172C 情况 下 消毒 15 AOR. BY TEIE KP BSE 小 时 ,时 

RUSE Kee FOUN ERATE. 消毒 完毕 后 还 束 在 沦 水 中 
者 a. Ky one 

Be ee te 12°C (Ny WRB eA Fs ee 34 
so CHARA i 7 Re AN SA Io BIE oe 3 



第 三 章 BH 
\ Dee 

4% a ee ee ee 4 
PICA FI AVE SAGA PRS ABI 二 
CI 

rr | 

1. 具有 很 高 的 生活 力 Pat ane 
能 很 好 的 成 活 和 本 长 : SANE AEA LT 
BLEAK HEAL MRI AR 
2 i a PLAT BE Te PR RE 
£7 
: ee ee eee se ; 
在 实验 室 条 件 下 ,专门 来 培养 各 种 蘑菇 的 纯 菌 种 We HRS 
场 的 需要 。 这 对 我 国 栽 菇 事业 的 发 展 ， 将 起 到 非常 有 丛 的 作 
用 。 花 将 培养 母 种 及 生产 种 的 基本 方法 介 稻 却 下 

区 .培养 母 种 所 需要 的 基本 设 和 

和 PE, MT aL SD a i 

2112s ; 



SURE, PRUE A aA AT EEA 
二 养 基 每 当 作 完 一 批 之 后 ， 要 立即 用 高 压 灭 菌 器 灭 菌 。 灭 过 菌 

ee ee 一 ee we am 

第 部 阿 、 植 物 病理 研究 都 站 所 用 的 各 种 区 型 高 压 攻 汽 灭 苗 器 
RAMA. ARIES AERO, ERE 

的 培养 基因 素 菌 至 被 热力 杀 死 ， 可 以 长 期 迪 存 备用 而 不 再 生 
委 腐 网。 通常 要 选 压力 为 6H RASH. xs 

| WSR ARBE RY MER RN, HRA RAL AI 
WAH. BALRUAR, AAS ALHO tk Ca REI 

BASEL EAE “AO RE ER 
(UR JASE REAP. AO Bobi eee 

PERE INHEZ Ja, URE PREF EA Hh ACT a A oven 

4. =F OK 28 ETHIER EL LIC eS a 
等 。 这 些 器 具 在 使 用 前 不 消毒 灭 菌 SSMS LAY FE 

。 “ 素 菌 就 会 带 到 培养 基 里 ， 使 所 培养 的 菌 种 长 出 各 种 杂 菌 造成 
”年 牺 学 混杂 而 不 坡 应 用 。 | 

< 热 灭 菌 的 操作 是 当 温 谨 升 至 150 一 160* C 了 时 ,保持 1.5 一 

2 小时。 | 

5. JUS WR, ARISE 移 种 操作 应 在 较 
大 的 容 间 下 进行 。 为 此 要 训 置 无 菌 室 或 称 移 种 室 。 所 乡 无 菌 | 

Se, MARAT, Ob AEE IE 
+ HE AFORE AN TLR , PALE PT HE BSE i a be 
REACH B. IAAP RMARIASE, tyes D EE ake AK 

o*EtS. + 



RF. Fe Se “bupere ies 5 才能 在 操作 过 

PHILA RIA. MARAE, ERK SARR Ee 

some ety Bit, SFC AE, EE PS 

Hosni sepa hehe SPE PRSLSRER En ER 

Rede» ARI ATO BETE ADIT A Ae A 

pipe ABET — BEA ENT 

KSA ,根据 需要 确定 ,一 般 是 能 放 竖 一 张 办 公 ; 

, 1-2 RF Rie AHA SL M—7E 2S RAED 
7i~ 

aia ch BY. 和 ， 工作 时 人 和 外: B 
ee i deste: 



\ a pad é 
Ps r r 中 - af ~ 

d 4 7. 全 é ab ere oP « Peas, 

. Filer Bi Se tein gr erat RTs SRE ANPIERS 
RECO. 2LARM » 95 % salataeeiiee ia 来 苏 儿 ) 都 要 事先 

age Per a 

aay 
PAE, RARE TILA, SRS 
PRE R, KA RARE AT BEN TE 
wre £% : - ies : 

| aes ais, DEMO REENILKER 7, 
mA vet FAL ZEw LTE PARSE MT LA 70°C 
BORK PaaS PERE 60°C — PIT FLLIE) » 

aggre Hy Pe RAIS HEME , FA JEG BBE 200 克 , 葡 萄 糖 20 克 
《或 头 糖 )) 洋 荣 17 克 加 水 一 升 配制 而 成 。 
7 1 作法 是 拒 已 去 皮 的 马 给 蓝 称 200 克 切 臣 划 片 ; 加 水 一 升 ， 
者 省 30 分 娃 后 ,用 纱布 过 证 后 ;, 取 其 滤液 加 入 洋 荣 和 糖 ,用 轻 
>) 火 或 电 爆 者 之 并 随时 挠 拌 ， 至 洋 菜 公 部 溶化 后 再 倒 入 量 简 中 

- EE. MRE EF, th EDI PEA 
eR IRE OVS /5 

FG MURR E OE LATE EAE Se SORE 
3h, 每 管 装 满 后 , 上面 用 1 一 2 Fela AE LL, FF 
FAUE, BARBERA RB. RM, 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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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IEARAT ET, FIRES 30—45 分 钾 。 为 把 培养 基 作成 妊 
面 ,从 灭 菌 器 中 取出 试管 后 要 趁 热 分 放 到 桌面 十; 在 棉 塞 一 端 
的 下 面 巡 用 本 条 热 起 ,然后 顺序 摆 放 ,冷凝 后 即 出 对 面 。 寿 好 
ORIEL PORE EA, TRA, MAA. 
EH BENE HP A AR ETT SE IE I ES 
此 相同 (图 54). 

\ 1 PEARS UF FEEL: 
ii. RESELL AMS CIRM EH. ROVE 

， DORE SEIEA BS +S PEP AE OE BE 
PE PRES ERIE A A a EE SE, 

fabs 声 养 基 的 制作 号 备 及 氛 放 到 

4. 在 苏联 ， 他 们 进行 孢子 发 芽 培 养 时 采用 另 三 种 帮 合 培 、 
， 养 基 。 配 方 是 :一 升 蒸馏水 中 加 大 洋 薪 230 一 25 Fey Be - 
钾 1 克 ; 确 酸 镇 1 克 ; 硫 酸 伍 T 克 ;蔗糖 3 Fe AE Le; Ze 
SER 1 克 : 将 上 列 莉 品 与 糖 先 用 少量 蕉 饮水 深化 ;再 用 剩 下 的 ， 
水 去 深化 洋 荣 。 在 洋 荣 公 部 溶化 后 ， 将 上 面 配 好 的 深 液 加 大 全 
到 洋 荣 溶液 中 揽 撞 均 多 ) 如 因 燕 发 至 量 不 足 一 逢 时, 则 各 水 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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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FEA Sa FEAE R ial 操作 和 制作 与 局 个 。 
be ORRIN. | 

三 、 母 种 的 分 高 和 培养 该 和 

前 面包 所 过 ， 蘑 菇 除了 能 用 抱 子 发 并 长 出 菌 纹 来 策 殖 个 al 
体外 ; ESCALATE FR ， 
生长 发 至 进而 形成 新 的 子 实体 ; 核 此 道理 ， 蘑 兹 纯 菌 种 分 离 
”就 有 了 两 个 办 法 : 一 个 是 收集 蘑菇 的 担 孢 子 大 使 匠 子 发 芽 来 
培养 菌 竺 ,就 中 作 欧 子 发 芽 培 养 法 ; 另 一 个 是 把 蘑菇 体 有 

ABUT SIE UF SAEED AS A 
ALBA BS HEF. 
LRP nbanacecnianscey 7 RK 

-水 的 。 Ell SPE, ， 但 生活 力 却 
不 尽 相同 。 强 ren rat RE NO 

¥ 村 
Phy 但 这 才 不 排斥 相 积 分 离 法 的 实践 价值 。 由 于 后 者 操作 方 
-法 比 孢子 发 插 法 简便 易 行 ， WHEELER HAE 

3 REP HET ML; FE La BO RS eB RR 
PL ARAB ORL PML, AEIBCACRE EH 
FIF-RI USER | 
SEAT ABAE TRS CT. TsHonaesay 195546) 1942—1943 

© Se AFF REVISE LEE TAD, SUA MLE BS 
SWIPE EAN AE TO—15 Ky TRAE EDI 
PRATER AVE. HILAR RR EE 
AA ES IE FE OTE EAR PL SE SE 的 播种 材 
et HEIR RG 

t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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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 RIMET: 
1. 起 积分 高 培养 法 ee ae ee 

ACNE EL EIS ORE DiGi RAR 
ERA A EM 2 EOMERT, EAR ABER 
育 畸 形 的 都 不 可 作 种。 
种 莫 采 下 后 ， 用 王 漳 的 多 包 好 吉 用 清洁 下 现 器 朋克 站 

全 回 室内 进行 分 离 。 分 离 则 在 无 茵 箱 或 无 菌 室内 进行 。 先 将 北 
人 菇 带 泥 土 部 分 用 刀片 切 掉 , 然 后 移入 无 菌 条 内 ,将 种 花 浸没 于 

0129 AUFIR IK, WYO DS 分 鲜 以 杀 死 沾染 在 区 体 表面 的 杂 
Sei a elpntdtleiviie apn 

chien can ae heal aanin 4 
RASA REE, VE; 
BCA PS LURE 90% WT RAEI 
复 烧 灼 3 一 4 次 ， 亦 可 达到 表面 消毒 的 目的 。 在 没有 升 示 水 
时 ， 这 种 酒精 烧灼 灭 菌 法 是 可 行 的 。 然 后 再 用 上 迹 同 样 的 办 ” 
法 ,把 菌 肉 切 成 小 四 方志 , 每 块 都 带 有 一 点 菌 福 。 为 了 防止 操 
(er SATS ,我们 建 访 把 这 些小 硼 粹 块 一 次 切 洁 ;并 随时 帮 
到 一 个 事先 备 季 的 猛 过 干 热 灭 菌 的 培养 阻 里 盖 严 以 后 再 把 
培养 咀 的 盖子 掀起 一 个 小 妊 ， 用 消 过 毒 的 锈 子 从 烁 阶 仲 到 培 
养 阻 里 ,每 铺 出 一 小 埃 就 迅速 的 投入 到 装 有 培养 基 的 试管 里 ， 
然后 迅速 塞 好 棉 塞 ， 并 移动 试管 以 使 组 炽 块 固定 在 培养 基础 

. 面 的 中 央 。- 一 个 中 等 大 小 种 兹 ,可 切 成 30—40 S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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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h RRA HOM, MEAT SCNT TAEA MSee  -Ua 
Ki 埃 放 到 培养 基 寺 培养 ;也 会 得 到 很 好 的 效果 。 

LAR IE LEME “EY 

移 种 操作 圣 部 作 完 饭 后 ,就 把 移 好 种 的 试管 放 入 25°C WOT 

¥ 

Hi EIESE. INSEOT AEE A, WOT RAL 
MURR TET BEE RAT 
UBD BLISSEY , 移 种 后 3 一 4 天， 就 能 在 短 绪 志 的 

| Bl. i SRA AR, 20—30 天 就 能 
JE IEACNOAE MT . KRAUS RHR UL AE”, 以 大 
可 以 用 此 母 种 进一步 大 量 繁殖 原 种 或 栽培 种 (图 55)。 



2. HLF RSE SE Be et PRESB R, 
(EC HA BE BEES. IN ESE TSE AR “ 
菌 本 下 部 带 泥土 的 部 分 。 TFSI EM AO. 

FOTO 5 At SAAD CMR BE 
GETS, IRATE LSAT. AOR LE 
{ FALE AFR ARAKARAD Pe, 
NFA. ROA UR ITPA AKT SE BLE J PRT BT HAE 
REARS, OER AES. TA 

et Ci leaning ce 
f Ne 

ees | 
ae ree ee 



HAR LIE KR ATA 
| YEP TRICHY ee Se ak 
RIFE 7A SIEM , SEO PE TT Hk ASE 

| ACA KMRL LAMBS AMR, fewer 
PRP. HAP SPREE REAK , MARE 

ESET, AEN BIA IENR EL. 注射 方 
“法 是 把 棉 塞 稍 氢 松 一 点 但 移 不 准 打开 ,把 针头 沿 管 壁 插 到 芳 。 
划 * “aie By. ge sede Pear SEE 

A es REINA. 
Flt SIF UEREIA » FADES BOG 1 EFHOR 2 毫升 容量 的 

一 

ABEL I, ， 最 好 能 用 显 合 鲁 检查 _ 下 
OTM, Ye ha 2 一 3 个 孢子 最 好 ， 如 果 太 漠 则 要 
”加 无 菌 水 再 行 稀释 后 应 用 。 

培养 基 喜 管 注射 完 孢 子 液 以 后 , 仍 放言 到 3 25°C 恒温 箱 中 
”或 20*C 以 上 的 室内 培养 ,每 天 定时 检查 ,因素 菌 生长 的 快 ,发 
”更 戴 管 中 长 出 球菌 时 ,要 及 时 抢 出 弃 掩 。 蘑 菇 孢子 发 芽 较 慢 ， 

符 移 种 人 针 ;? 火 焰 灭 菌 后 伸 到 试管 里 ,连同 少量 的 塔 养 基 控 出 移 
。 村 到 新 的 和 而 寺 养 此 上 再 行 培养) 一直 到 商业 请 培养 的 

在 马 狂 董 洋 荣 培 养 基 上 ， 通常 8 一 9 天 到 10K, TRIER 

SF, FHC HGR, TRINA eI 

Se eis diesn ct canus., BREE BLAH IDE 
| 个 孢子 所 形成 的 生长 势 最 旺盛 的 菌落 。 方 法 是 : AN 

“ET e。 



BH, RFA BLASS EE FSR 
i, OFTHE LAME ET. BO 
POF RH MK AA, GRE IEA 

AS TIF RSE GEIE EA, TET SSE 、 | 
AY SEK RI SER , RIO SE ae RSE Re 了 

全 种 侍 挑 出 移植 到 新 的 培养 基 上 。 己 经 挑 取 过 的 哉 管 ， 下 次 又 了 
JY BASEN , FT HS 但 无 给 条 时 都 

Oy 要 挑 取 生 长 最 好 的 菌落 。 
» RR TICE, ATRIA T ORCI 

3 
Ho Penn 4 
the ee ae 

ALR AMIE EDO TRE , RMA EAB) 
BUSH ZEKE TIS. SOT 
DANS A MUS. REMERON SETTAB 
LARTER AE PAS AEE TET 
状态 下 进行 ;是 防止 各 种 杂 菌 的 根本 办 法 。 | 

ROMANE 

_RORILOR ACR EIG LIAISE, ROWS 45°C AO 
SEAM URAP HRN TG , HR ARDEA EEA TEE AOR 
状态 ， 生 活力 可 以 保持 几 个 月 。 而 高 于 30"C 或 低 于 0"C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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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nemERe | 
Sn SN sora “ar {CACAE FURR CXSEIESEA AEM ARE | 

IM A ESO. IBLE, 应 

CRE OME RIE, HOLA ” 大 

RP RACER HM, SRSA R RE Bi 

TRI TEL 

第 二 节 原 种 和 栽 

BST 原 种 和 栽培 种 都 可 用 以 播种 。 

所 、 培 养 原 种 和 栽培 种 所 用 的 结 关 

cin ae saben, 2% 
| eI KR f 

ARIA SERIE sal aie sa x 因 

RSI. Te Lee PH 

_ Pe REA A TRE A Ae BOE» VA 
SPER 
3 “( 一 ) 培 养 基 种 类 Je EASES ART US 

FE, IBETAUAEE RMETS RM. MARE, = 

| ASH DAR RERHH @ OF MAEAR IAS OIE 

“1 SEIRIRIESEIE POLAR IENIE, BURT A 
CHE EAT IESE. ROSIE TI 
WR , Py Ey HL PRET, ESE A PT 

¢ 123 > 

“GRRE ERO. RoR, RAE 

‘ 很 快 成 活 ; 长 得 壮 AEA ALPS BR PY EA RET BE Eo (ARAB - 



ALON, HL SLAM. a FEAL SR 还 可 用 
Siti) TE A Fo ) 

2. 咎 腐熟 莹 得 培养 基 SHS I RG EE 

草 混合 堆 制 而 成 ， 不 同 点 仅 在 于 腐熟 度 不 同 ; CoRR 

在 堆积 达 军 腐 郝 时 就 将 称 霉 草 取 出 ， 用 以 培养 菌 种 。 因 其 蛙 - 

Shots, HARUKA SRA, HER 

‘ Fi 

HIT. IRATE PRR BEG. 
Qayenn 测 制 培养 基 是 一 不 得 我 的 工作 ESE 

ee 
. 和 ae Big nares 

. ARES SE t 600 斤 = 

Saat).  Satigge aS 
SBS 10-1 FF 

水 #71, 000F 

Pcereneprever perso, 
Dee Cl ee see ey 
ae eee ae 

HER AR LE. ARM, RTH ERAT 
APES IE SL, BREE RHE AABE ORAS A). SAI | 

TRIE PIB 4 A RAE Ss BSE PRE RE Fe RS ERIE | 
SEG SR — FR SRA, B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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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的 培育 。 这 种 培养 基 加 入 少量 粘土 、 Babies estes 

3. AEBS FP IE Sl ERC EFPIA 

ak ~*: 所 以 作 这 
一 工作 NRNEM, er

 ~ 

en ' 

 ¢hkttneee ee 
人 



WR ETI, SAE, IS. BH 
RAKE ESL fi CALM » OEE Tl RS IRIE. 在 
eH Faia vin A 20-30% 之 考 训 则 能 更 好 的 提高 移 种 
后 的 成 活 牵 及 菌 粽 的 生长 速度 。 

2 SRR ER IESESE ee 
_ JIS SERARTA, (2) SAIS IEL ER BVP IE Be, 

"ENS HER RASA Hl, 15 —20 天 就 可 以 了 。 另 外 ， 几 
下 

” 才 草 是 没有 问题 的 。 
PE a ARIA ENS 

hy ARSED BW. SSRIS SEN 5 3B , ae 
可 将 维 氛 开 使 成 薄 层 ,用 日 光 上 晒 12K, Ta 
四 oR GAPE aE CHARI hE 
fs REET, 可 加 适当 水 量 ， 

fri, 

Key 

cee all eee 
EGE, KOREAN EER. PURER 

WILK aT HEB FE LH AT IE. BORE | 
ee er ee 
草 : 完 全 腐熟 , 定 腐 熟 ， ADB Hho 这 样 制 成 的 培养 基 具 有 良好 5 
的 物理 特性 。  :- 
STRAP 这 种 培养 基 的 原料 是 : 
”和 兆 的 小 麦 粒 SES 5 斤 ， 
四 Teer | 

”水 一 定量 

FPN SOK IIA DK PRE 
。 此 网 混合 即 成 : 这 种 培养 基 用 来 繁殖 原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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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 SSFRDEHD He ABA FT AEA TPES 
培养 基 不 是 死板 的 ,可 以 根据 下 列 条 件 灵 活 的 调制 :全 二、 

(对 制 成 的 培养 基 需 要 有 充足 的 营养 供 菌 将 需要 ? 
加 培养 基 应 用 适当 的 疏松 性 ， 以 有利 症 定 光 全 全 全 人 

Hie BEE 
TS VRRP AA RCRA IE 
WV 1% Panto 

1 ee WEBER SLR. 

二 meee 

Sai <adcmauedatal cilaeba darned Ae 
了 2p bac It HF EB ro ied y 成 Tos 

‘es *s 于 ¥ 六 

了 as a a Oe ee 

4 — q ea 

~ 

| ASR RM WEST HK 
‘ AAA ce 
- RG, 不 注意 这 点 就 会 使 培养 工作 陷入 失败 的 境地 至 于 对 
Be Pes PERE FEA SLE SOR SEH te ESSAI PIE 
ee FEUER EET a 

ARMS ROETE AN, BURSCRRTCMRRIM ID — 
FEIEH DRAG SOR, APO OE, SR 3 
fick, BE “pes , 要 加 水 使 眶 中 积 水 达 1/3—1/4 © 

~~ 

处 。 用 棉 塞 蹇 上 ， On Hs CAS BE 在 20 eee 

REPRE 1 Ne. : “ 

GZ Bi aA GT FR is 

分 移 为 TO—-20 Fi 5 ACFE BY RAT ES TEAL BYR Po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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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ATI) 20°C 左右 的 恒温 箱 或 房 
| RUPEE , 掖 下 面 栽培 种 那样 进行 管理 。 太 狗 移 种 后 3 一 4 天 
便 在 移入 的 培养 基 志 周 FEE HH RETR ER BERK 30-45 KR 

eee EL EB IIE 这 就 可 以 再 分 开 移 种 到 其 
tel easel 

， 三、 栽培 种 的 培养 

栽培 种 是 由 上 流 的 原 种 ,为 扩大 菌 种 数 起 见 分 移 而 成 的 。 
人 oe 

“AME BUAHTTS. 
Onsen HARARE AREAL HSA SASS 
CORSO BAS, BERT SILK — 
fi, PARE RATA. NSE aR OT AERA EIR. HR 
菌 、 接 种 培养 四 个 过 程 ,不 能 马 王 播 神 蛙 还 须 赃 藏 。 

1. 装 版 “培养 基 绷 制 好 以 后 应 当局 上 装 瓶 ; 否则 培养 基 
RR TRAARA ENS AEOE RRR, REL 

; | 种 污 次 ,发 育 受 到 抑制 。 

() 装 手 前 的 准备 $e SERA ERE Hee LA. 
SERDAR SEARO EAN EAE, ARETE 
人 备 。 

不 容 忽 视 。 因 泳 栽培 种 除 可 以 应 用 人 造 碰 肥 培 养 基 之 外 ， 更 
-主要 是 利用 后 腐 误 尧 穆 培 养 基 。 所 以 对 这 二 种 塔 养 基 的 要 求 
是 这 样 : 思 具 有 固有 的 物理 性 状 ( 具 体 昂 培养 基 的 制作 部 分 ); 
Oc Ris HERE; 加 具有 合适 的 湿度 。 什 么 是 合 

” 适 的 湿度 昵 ?这 要 根据 不 同 培养 基 来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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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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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计 养 二 的 复 者 是 有 关 培 育 裁 说 种 是 否 能 艳 功 的 大 问题 ， 



Se ee 

“ 那 就 更 好 了 。 
UN SEHR NTA Se EA 

培养 基 。 有 类 的 一 端 用 以 在 培养 基 中 央 插 孔 。 

本 的 脱 大 一 端 适 度 的 紧 ,再 加 一 层 培 养 基 ; 照 上 法 搞 实 ， fas | 

AAR. SEN LINELE : OHM GZS RFE TAR 
PERM ZIG; QB BITE SEI FEAR AS BRIS 5 PTE RTS FL 

eae 

SPERM DRS REET 55 —60% Feta. 3 
PRT DE RR (LEE LA 
担 成 的 团 ,用 手 一 搓 极 易 变 碎 ,这 就 是 最 合适 的 湿度 ,可 用 其 、 
Fe jiNo . | 

.对 于 定 腐熟 莹 种 培养 基 来 裔 ， 湿 度 从 外 考 上 看 来 比 悦 肥 ”、 
培养 基 要 大 ,用 手紧 担 时 ,在 指 竹 闭 有 水 滩 出 ， 但 还 没有 达到 
胎 落 的 地 步 。 这 种 湿度 何以 在 企 腐 熟 蒙 种 政 养 基 上 不 算 大 呢 ?。 

”原来 这 种 培养 基 空 除 较 大 , 才 面 积 较 小 ,因而 持 水 性 不 条 人 造 
“ 蔚 肥 培养 基 那 样 大 ;所 以 水 虽然 不 比 习 肥 培养 基 多 ,但 造成 了 
EAE. EI RS Dk eC SRE ， 
ARAB TSER NS 2S UPR. ATMA A 

“多 些 井 不 会 影响 到 空气 的 流通 8 mami tcc 
, 当 适 量 多 些 水 分 。 

fig PB EPH sep 能 用 1% ical 

‘ ae 

PEA OK OMAR BWR 600—700 eK, | ie 4 

一 为 700 SHEA, RRS Ae ee a 
APSE SAME | 
AMER AE: 2 Rew kth RE 次 f 

#5 35 厘米 左右 。 膨大 的 一 头 直径 狗 2 AR BK FAG 

，@) 装 手 的 方法 ， 广 法 是 将 培养 基 装 不 手 中 二 层 后 ， 用 的 

ATA. PR GES PHA ARI EA — FL y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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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SARATRAMINK, KmmRRIRE 

， ae -加 做 好 接种 的 位 置 。， 
里 有 了 两 个 问题 应 当 注 意 : 

OHS. A BRICSCIEKER, SAE. 所 
- PEGS LIISA a. LETC: 
PER, HET ADE REP MARAORANRES 

ATP AREA ASRS, RUE, 
— AAAS ARNIS, ii AAA REE MTT 
。 低 了 苗 称 的 生长 速度 。 不 仅 这 样 ， 更 重要 的 是 过 紧 会 影响 菌 。 

| PCW MEAL APE, FREAK, 
ee ee ee CORR 

Bo 

AS BRIBIS IARI IO MEH, ER Ste PATE, (EAR 
$B 与 其 发 生 营养 上 的 联系 ,即使 发 生 了 联系 th i 

«BRUT, 除 此 之 外 ;过 松 也 会 使 水 分 散失 、 降 低 培养 料 湿 
BARAK. 

和 

‘ 
\ 

4 

eibees es. nek pHeRRARTHeN 

IPRA SIDER NORE I 
FSRARA Sea ZS SSS HS PAA GEST 

PMR) REHM CIR ~ 

| teak aR T 
OR. HIRT, MATIN 4/2 

ie, SWOT RT, TR 
EMEC EIN. ETE, PDE R— Ta 

， 浪费 ,自然 也 是 不 好 。 
ig 各 上 和 的 一 和 后， 用 各 
的 培养 基 扎 称 或 洗 净 ,以 利于 人 后 的 检查 , 且 可 防止 杂 菌 借 隐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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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温度 。 

RD HERA 

Ree Sc oe © S782 ae 

”消除 ， 根 本 就 不 能 把 菌 种 ee ete a 
HDR), HUIS =| ST ABT DNA 

HF IEA OE RDO AE ESTOS 下 面 
SEF RAB RB 

\ , q ey 

KUO a, AROS LE (D7), KAW RPLRAR 
Ao HiZE AWA ESL AL , 5 LHS SAR A POLS HR 
MACE TACO SAE aS RHE. 具体 要 求 是 
棉 塞 不 能 轻易 拔 掉 为 度 。 ACR 
FERRURAT IM , 4B 
FUER, BRIO. 
打 得 小 而 精 外 ， 还 可 在 棉 . 
塞 中 间 包 上 庆 报 葱 或 圆 本 

2. 灭 菌 。 装 到 手中 的 
SEF, Ate IRIS 

基 ， 都 带 来 大 量 杂 菌 ,如 不 

一 个 灭 菌 措施 把 杂 菌 消灭 。 Maas. ee 
灭 菌 是 用 高 温 杀 死 杂 茵 。 在 菌 种 制备 上 通常 采用 高 漫 高 、 

FEARED. 用 以 灭 菌 的 工具 最 好 使 用 高 压 燕 汽 灭 菌 器 。 TE 
大 规模 生产 时 高压 攻 汽 灭 菌 器 工作 效率 满足 不 了 要 求 ) 且 价 

(高 压 蒸汽 灭 菌 器 灭 著 (cS RIE SINTER, 应 ， 
4 FETE LAS FRC METL_L BH ILA, PRE 
EE ARAVA OEE. COG RIA ASE 
BBE ET EI PEAR SUREPOS 
Se 35 Dy AICERE Jk» PY ARE A — a $A, 
#180 



A. 

et ot eae 
. FARBER MBEAN FORE A 1.5 公斤 /厘米 *， 时 间 保 
RP UNIT eRe EH 

， ， @) 王 灭 著 器 灭 菌 “由 于 生产 规模 大 、 ee a 
KE ABR  A GA 放水 也 很 好 。 人 和 ¥ 
evens 

i RARER. ; 

wees: SR SB ,其 大 小 取决 于 名 的 规格 。 

© piace < diminb heat 

“ie 
on, 
ae ar mn) 

Ni 

ee aS 图 58 ICES 
aah LUT (2S 3。 亲 架 ; 4 REZ. 

保 汽 盛 撼 部 分 : 即 特制 的 蒸 能 盖 和 一 木 制 的 的 蒸 架 。 为 不 ， 
| EFM TBARS, SETI 9 3 FLAS eben 
oow = TEIRGLE 1-26 HARB NASIR ERT. RE 
Doe Ct eee ee ee ie 
HLA ee UR WIR.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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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R ATA PE EOE 
RL. A ROTO, eee 

aa. LKR TRA, SR ee. Se ER 

FV LES, ATER 598 Gee AL eH Sh 

JEZEL CFDS) 0 : see 
Use AL SEINE, AAS) 100°C 

100°C 以 上 时 ， 保 持 2 小 时 ， 然后 停 生 加 温 。 过 一 定时 间 人 to 

| 隔 一 夜 ) 再 加 温 至 100°C #& 100°C 以 上 保持 2 小时。 这 即 所 

BHR Ay I, 用 的 效果 很 好 。 在 我 们 的 实 蹲 中 ; 井 不 进行 珊 

ERB 5! ,而 只 高 于 100°C BRIER 4 小 时 也 很 微 底 。 
RA SE KBE LITRES, RLM SST I. 

这 有 两 个 好 处 : 四 把 个 别 温 了 的 棉 塞 烘 干 ， 因为 停止 加热 后 ， +s 

ZEVUREE ARSE LARA APE ; @ 在 冬天 立刻 打 开 

Se 

% 

= ARBRE. 了 
无 论 使 用 何 种 灭 菌 器 都 应 注意 : 
ORAL wk EAA TRA 
BAER in 

| OFA EARL FAREED ARATE DEES tae 7 
QR HOPES LACE A HAIN SS 

上 移 种 。 二 
`3. 移 种 “ 移 种 就 是 将 母 种 或 原 种 分 移 到 另 外 的 很 多 拔 

中 。 ALARA Li DOR 
LUCE TPE SB. CHR TRE ARRM 
HUES PRI OR SE ST A 

( 移 种 室 的 消 考 ee ee a 
alkali baad 所 以 一 定 要 把 过 : 商 压 低 到 县 低 数 量 ;这 就 需要 消 

和 



本 

“新 开辟 的 移 种 室 消 考 更 应 微 底 ,消毒 莉 品 主要 为 40 色 租 、 
Px SK 10 倍 液 C4 公斤 40 和 HARE AKIN 36 升水 ) 用 以 喷射 

，“ 宣 内 的 特 壁 ;天 顶 和 地 板 ,每 平方 米面 积 需要 稀 液 0.2 升 。 喷 。， 
| SRR RCH, DIRE ATA TRRE. 消毒 持 
E30 小 时 ) 靖 紫外 光 灭 菌 灯 时 再 将 灯 打 开 , 照 射 48 小 时 。 照 ， 
射 期 间 头 密 可 略 略 开 苦 ,以 排 出 残余 的 福 尔 马 林 气 体 。 gies 

”对 于 开辟 已 久 的 移 种 室 也 不 宜 放 松 ， 隔 一 定期 限 ( 一 周 ) 
JBM ae 5 Ak HE ate BIE 40% WARIS K 20 倍 稀释 一 

WD. | : 
(eH ms ER ‘BH EPA. ee 

3 ACHE, BHM, WHITR SURE. BSAA | 
fi PH RUA ; 酒精 灯 用 以 封 镇 关口 或 试管 口 防 ， 
ERA, NRA BEA; 玻璃 标 用 以 

BEN 10% 酒精 以 备用 其 消毒 移 种 针 和 移 种 锈 。 
和 移 种 锈 是 一 长 30 RM ART Ri EAS SHS 

”一 定 角度 的 锈 夭 。 至 于 移 种 针 ， 泛 精 灯 等 前 已 说 过 ， 不 再 重 
oe aa i | et i Pate 

| (3] 移 种 前 的 准备 工作 “在 进 太 移 种 室 以 前 ， 先 打开 紫外 
光 杀 菌 灯 ,照射 1 小时。 同时 在 移 种 室 里 洒 上 来 苏 儿 水 ;一 方 

， 画 消 毒 》 一 方面 防止 灰 座 飞扬 。 为 了 不 使 紫外 光照 射 到 酒 布 ， 
来 苏 旬 的 人 ， 酒 布 来 苏 儿 应 在 开 灯 以 前 。 如 果 在 紫外 光 灯 照 
RIAN BAW AEG LB, PORTA 
$s EMERGES SME ESL SEES ROCHE HH 

” 附 。 

下 SUMED trea EEO, FE aR 
oad hana a eel niin 

开始 移 种 。 

.133 。 



(QR: BURA HP SASEREMTK ， 
“从 操作 极为 不 便 ， 且 易 污 染 末 菌 。 在 我 们 的 实践 中 移 种 以 二 
人 协同 操作 ;效率 最 高 = ， ， tae 

RL AGATE HH A — Fg 59). HE 
GPSS, RTP, FOU 

| KOK GSR (A ET Ss SB RTE 
UWE EIR, ARES AHR. BEN UE HICA 
PE, BESET LAR. ABABA BE 

以 

图 59 移 种 的 情形 祁 aan 

a Soe Pe Ato Ze RAE PIL, MBE | 
MAREE, (HR CBRE OI Bek HRS FW VTE 

HEME HASSE. JHE EERE. PRE 
: PARRA HT SESE FEDE SEKAI ATS EK sy ERE TA 

移 15—20 HRA. FAS PSHE DEY EE SE 

; ; 四 134 a : . ‘ 



 shimitony STE 100 I. Fee JE A DRL A 
| ARAMA AEROBIE. BAR| 
Hi oJ Bi DAES FEAL Pe FL_L CR 6052), 这 样 可 以 固定 ?不 

SSI MA LIE. AER —ALWCTE SLAG SKCER 60,1), (83 
种 方式 不 利于 今后 成 活 率 的 检查 。 所 以 我 们 多 放 在 培养 基 表 
人 8 为 如 果 成 活 率 有 把 握 ， 

ae 2A =i “cargo 

60 移 种 部 位 
‘1. 移入 母 种 部 位 ; 2。 移 人 原 种 部 位 。 

“ 鱼 戏 移 种 时 常 犯 以 下 毛病 应 子 注意 : 
BAS HW DEE: Ot ies 

FROM 70% 酒精 在 酒精 灯火 烙 上 燃烧 ， 以 消灭 附 于 其 上 的 来 
菌 ,并 应 注意 每 移 一 块 都 要 这 样 烧 一 下 ; @) 在 挑 移 或 搞 取 菌 竹 
HUB, 应 将 移 种 针 或 移 种 赁 接触 管 壁 或 撼 束 ,以 便 使 热量 散 
失 ; 防 止 烧 死 菌株 体 块 。 挑 移 母 种 时 并 须 将 移 种 人 针 先 接触 培养 

"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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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TTER; OMAR I 

时 ， 力 求 迅 速 , PIRSA EPL RE ORE 
SEINE VEE OR ESE PE, 上 EIR RH 
养 基 密 接 。 

拿 待 移 撒 的 大 应 注意 : OFF SG ES SIR o aOR 

KASS FE, RR HL; OME 
KIS ERTS BHO ARIST RAIA; ORT AT 
a So ee be 

Ye, te nn 
Aa 

| ‘meeK a hae a fly ARS AEA 
其 中 。 

4. 培 状 AAR SBIR, BS ; 
SOPRA ICR VIN REAR, tO ASR 

MASE EERE 
(URS ETRE, Bem 

合适 的 温度 湿度 CRE. Th EM AE 20 一 27"C 之 间 ， 最 好 是 g 

22°C 左右 。 湿 度 应 保持 一 般 气 湿 , 湿 度 过 大 则 造成 杂 菌 天 发 
Ae KSEE RAE. ES, SR 
HOKAGE SE , MEI POISE ME, OMAR 

 ， 长。 光线 要 求 散光 ,因为 直射 光 不 利 菌 寻 生长 ;尤其 刚刚 移 种 

WORE TH PEELS IG FRE RIE (TERE OE 于 
HRS Ai AEA 5 AR ASE TAN Sis RRR oe 3 

条 件 。 
@) 培 养 室 的 设备 gaa aeRNRRRA, 

HK rat » NX Nt AEB Sh 5 SHEDS SF SE YAR CIR FAN | 

ASTID RAT GB LIE. 为 测定 室温 应 下 | 

"136。 



oe 

HU BURL 

aust ,其 他 如 记录 本 等 。 

6) 手 装 菌 种 的 管理 
EMEP BOER, IT. 放 在 木 架 上 PEALE 

， 替 二 与 墙 养 基建 立 联系 后 再 区 全 过 ,以 提 高 本 架 的 利用 牵 。 

-前 期 过 所 以 不 区 倒是 因 移 入 的 菌 炎 志 还 没 固定 ， AEST 

4 HF APE LM BESCPR I AAR BH | 

菌 种 所 用 的 培养 基 的 种 类 ERE IR By fe \ 移 种 日 期 \ 菌 种 
秘 关 等 ,以 便于 今后 的 检查 管理 (图 61)。 

菌 种 拿 和 培养 室 后 的 管理 是 很 重要 的 ,管理 工作 主要 有 : 

@ 调 节 温 度 ,温度 5 EES 5 Qi ETE ; 图 处 理 杂 菌 。 

te 养 室 中 的 情况 

OPA UE ,湿度 IR 
AC 5 REE RL 

* 137° 

根据 培养 室 的 应 有 条 件 ， 用 加 

成 菌 将 良好 的 生长 条 件 。 通气 时 ， 



FRA ELS | 
Ota Ria 移 种 后 的 第 三 天 就 应 “pte, 成 活 的 特 

征 是 在 移入 的 茵 将 志 上 发 生 多 量 白色 右 毛 ， 井 深 大 到 培养 基 ， 
中 。 如 果 不 是 这 样 , 应 挑 出 独自 放 在 一 处 , 隔 三 天 再 复查 一 下 ) 
若 仍 无 成 活 特 征 就 应 当 重新 移 种 。 不 成 活 的 原因 可 能 是 移 大 
的 菌 赫 霹 衰老 ;培养 基 湿 度 不 合适 ， 节 养 记分 不 二 可 
原因 ,应 及 时 查 明 , 痢 正 。 

«OMAR HSE SRE IGA TAE ZH HELO > 
不 旭 有 杂 菌 污染 ， 因 而 要 轻 常 抢 除 被 杂 菌 感染 的 菌 种 。 感染 

”到 者 挖 掉 杂 菌 后 重新 灭 菌 ; 重 者 将 培养 基 连 同 素 菌 一 起 倒 掉 ， 
”，… ”个 的 地 方 要 远 隔 培 养 室 ,以 防 二 加 附近 空间 的 素 菌 含量 。 

在 培养 料 表面 刚刚 发 现 隶 蓝 而 蘑菇 菌 糙 已 开 姑 蔓延 时 ， 
可 用 70 多 酒精 做 局 部 处 理 。 方 法 是 将 瓶子 棉 塞 打 开 , 在 酒精 ， 
灯火 焰 上 进行 操作 ,用 涌 管 等 将 酒精 洱 到 未 菌 的 菌落 上 ; 尊 上 

后 杂 菌 变色 死亡 。 但 在 清 酒 精 时 应 注意 不 要 涌 到 蘑菇 菌 炎 上 。 
用 这 种 局 部 处 理 方法 便 可 以 救 挽 一 些 菌 种 ， 净 其 对 青 老 效果 
有 
 ， 这样, 用 人 造 厥 肥 培 养 基 培育 的 菌 种 在 培养 室内 到 过 1 

1.5 月 便 可 长 满 菌 杰 ， 用 牢 魔 束 于 各 培养 基 的 则 不 到 一 月 就 
”可 。 菌 种 培育 成 以 后 就 用 以 播种 或 院 茂 。 

5. 蛙 藏 菌 种 培 至 成 以 后 ， 不 能 忆 上 播种 或 出 售 时 应 当 
迪 藏 。 崇 藏 时 要 达到 停止 菌 糙 的 发 育 , 防 其 衰老 ,但 又 不 能 使 

。 菌 笠 拓 掉 生 活力 。 因 此 ， 就 必须 创造 菌 闪 休眠 的 条 件 。 主 要 
条 件 有 低温 和 干燥 ,如 脏 藏 也 分 干燥 法 和 低温 法 二 称 。， 
(干燥 法 ”将 振子 打破 取出 菌 种 ， 帮 到 30°C BATHE 

TF Pa LAE IP OH. AR 
FARES. RR 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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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ERATED jE SR. 
(RUB: RAH) 3—4°C 左右 的 温度 F ,这 样 也 可 
FS EER ES 

: ee ee eee 
HESSSPAERYET HE Sc Ae, SEPUITE RI» RRMA 

BG. . 

(Daa ee eT 
SAR, HUE IERUA PY BOREL ME APE ue 
¥ 制 各 辜 形 菌 种 所 用 的 培养 基 种 类 ,湿度 与 瓶装 菌 种 相同 ， 

| ”但 不 论 用 那 种 培养 基 都 须 造成 硬 形 方 可 ， 所 以 关 采 用 定 腐 裔 
” 葵 御 培养 基 时 需 加 少许 牛 烘 或 粘 士 作为 粘 固 剂 。 
AEE PADRE MBER: 消毒 、 制 型 、 移 种 、 培 养 四 

Bo aR aks ae 
消毒 ”消毒 主要 是 培养 室 消 考 和 培养 基 消 毒 。 前 者 是 用 

40% aA IG HK 20 倍 液 喷射 天 棚 、 将 壁 和 地 面 HERS 1—2 3 
He; RAEI 40% 神 尔 局 林 40 倍 液 洒 到 培养 基 上 , 边 洒 边 翻 

动 培养 基 , 大 狗 每 10 斤 培养 基 加 这 种 稀释 液 1 一 2 J 
培养 基 的 种 类 而 变 。 汪 完 后， 用 草 袋 盖 上 ，.3 画 夜 后 去 掉 草 
袋 ) 排 掉 培 养 基 中 的 福 尔 马 林 味 ，2 一 3 天 后 便 可 制 型 。 

制 型 “ 制 型 是 把 培养 基 压 成 态 形 ， 这 就 需要 有 模型 。 模 
型 是 长 18 厘米 , 宽 12 厘米 , 深 7 厘米 的 无 底 木 斗 ， 在 斗 侧 关 

“4 厘米 高 处 划一 目标 线 。 将 培养 基 装 人 模型 后 ， 用 一 与 模型 
日 径 相 同 的 有 柄 麻 本 盖 ( 盖 中 央 有 小 木 福 ?其 作用 是 压 成 接种 
KC) REMIT AL. EMRE SRE 
样 。 在 人 造 磋 肥 培养 基 上 宜 稍 松 ; EPROPS 
So BAUR AE, ARR. ERE 
ASI , ADEE eH. HARM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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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 制 砖 模型 
1 .无 底 木 模 ; 2. FER. 

“无 苗 室 内 进行 ,否则 末 菌 必然 趁机 威 染 ROBE ANNE ) 
| WBE SHOR, UA REE EK a | 

Sh Hm ORUSH, POUR ROB. 移 种 时 要 看 
人 菌 太 的 移 种 是 
GBH, AERATED AE SABA ER 
完了 ， 无 须 酒精 灯 等 一 大 2 SLT AE TSAR 
EEE T Bi PSL. 

| BEF AICHE SAGER SDL, BERTIAD 
BRUM, PIL re. Bites sp 

“是 向 地 面 酒水 ,使 室内 湿度 保持 在 90—95 % Fete 
EAU, ERE TE ES | 

4 在 培养 过 程 中 ,也 同样 要 注意 杂 菌 的 问题 ， 对 于 菌 寡 来 
Bt RFA, SEE, RST 
DI RAZR A PE iH 70% WS 
PARA, SORE DAR RE 

蔬 发 育 。 如 果 培 养 室 消毒 徽 底 ,一 般 不 会 大 量 发 生 素 菌 。， 
20 一 30 天 菌 竺 就 可 布 满 整个 再 大 ( 图 647)。 ee nd 

em APR GRO, Te 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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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 

本 

Ye 好 放 在 低温 条 件 下 (4"C 左右 ) 峙 茂 。 但 是 这 种 附 藏 法 实际 运 . 
.用 起 来 不 如 干燥 法。 干燥 法 就 是 将 长 好 的 态 形 菌 种 放 在 干 操 ， 
“的 通风 良好 的 性 子 里 ;室温 要 求 在 CA, OE 

燥 , 晤 好 一 星期 干 操 完成 , 因 时 间 过 长 WAGE RBH 
Bo 但 是 急剧 干燥 时 菌 禁 易 突 然 受 赴 。 待 完全 干燥 后 用 消毒 
的 沪 水 波长 包 好 , 装 在 箱子 或 能 子 里 ,再 放 到 干燥 而 痊 凉 的 院 “ 
藏 产 中 ,在 凡 藏 过 程 中 应 注意 不 受潮 湿 .害虫 .老鼠 等 为 害 。 

《三 ) 人 工 培育 的 其 他 种 菌 种 BRT Rea BIE 



之 外 ,还 有 所 谓 片 状 菌 种 、 块 状 菌 种 .管状 菌 种 。 “ ” 
1. 片 状 菌 种 ;又 称 法 国 式 菌 种 CFyexcj spawn) 制造 这 种 

Av LE SEE MURS, TS 
. — A. PRESSE AL, RA 

pe Be ae 5 FF Bal RA S18 icesaiamianaiit <3 TEs. 

就 是 片 pach? 

| 其 制 法 与 态 形 苗 种 大 同 小 异 ,只 :不 过 是 最 原始 的 苗 禄 而已。 
3, 管 状 苗 种 ,在 法 国 、 英 国 和 其 他 国家 ,通用 管状 苗 种 .这 

种 菌 种 的 制 法 是 用 特制 的 孩 现 管 ， 其 中 装 上 交 过 营养 液 泛 泡 
SASL, RR. RAH. BERR 
| UIE, SAAS, PRR 

”成 四 定 即 成 (图 63)。 这 种 菌 种 至 仿 在 匈牙利 还 用 。 
(四 ) 蓝 种 质量 鉴定 SES AEA | 

必要 时 还 应 有 生产 鉴定 。 
LE PRB BE 其 次 

SBA ER UC RA Be 
 ~xB RADAR A. 

| RSET 2 PRD oR SUSE SL TAA 任何 

杂 菌 混杂 ,用 以 播种 时 不 致 因 菌 种 而 带 进 杂 菌 ; FER RS £ 

， 直 在 稳定 的 条 件 下 发 育 ,生长 健壮 ,生活 力 强 。 

PET A PZ PEK, LICR REEL Bee ATS 

Yu s Ta) ES 3s SICA A a a AR. FALIEE GH PSE SS AG Oe EE 

My, PARA IL SEE 但 如 果 在 出 造 过 种 By ion 

格 防 止 杂 材质 量 还 是 可 以 保障 的 。 

BR PP A BS A 

32 i FR-S IG  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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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See fe 5 EBA 
RLM: Ae 

# Mer ae ea 
.者 为 好 。 著 菌 检 变 褐色 或 灰色 ， 出 线 状 菌 案 ， b saiieaomieys . 

SOA MEMES. : 

2. HORSE 1 Fh RT EET CT IP ， 
奖 香 昧 散 出 。 干 燥 的 菌 种 是 无 此 香味 的 ， 但 一 径 受 温 后 也 有 

“此 味 帮 出 oc einen aes 3 

菌 种 不 良 。 
2-9. WHA 的 白色 光泽 ， eumeanae, 

ie FE GH Be LG RS AR BA | 

茵 和 不良 的 原因 则 有 以 下 三 方面 : | 

1. SS BRAD SAR IL AS SERENE 

| 数 之 卉 加 而 减低 产量 。 babe any: nk des wade 

BIR ARETE 7 HORA , 
hy 2AERERLSSNRT LATA, MT 4 
«PREAH. 

3 HOARE ERAS NTH 

SS NPR Ae RI 
— Semaine 

 perive kum ,有 着 无 边 无 际 的 原野 ,这 上 面 分 布 着 
SCRE MRS ,尤其 在 大 森林 里 食 菌 更 加 丰富 多 
和 桩 ， 对 于 一 般 食用 菌 类 我 们 应 当 怎样 取 种 ， 而 把 宦 们 普 祖 侍 
于 国 ;供应 至 民 呢 ?最 科学 的 方法 是 人 工 培育 菌 种 。 但 是 由 于 条 

时 件 的 限制 ;不 能 作 到 这 点 时 ,我 们 可 以 采集 野生 菌 糙 体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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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R SEAT HE 7 一 10 ASPB DCE BIE 
PREM ANU TS, RIC 
REL, ASSERT TEER. AEDTDRA 
EPMA 
FARRER 

(ARO, INERT, 
ROEDER, LEE PR 

的 屋子 里 ,使 其 慢 慢 干 燥 ， 防止 突然 干燥 。 等 干燥 完成 后 (大 ~ 
鹊 一 周 左右) 装 到 有 大 开口 的 适当 容器 中 ， SoA OE , 
PASE PE EF LR 

用 其 繁殖 时 ,可 将 其 较 密 地 播 于 苗床 fs _ BRE, ER tt 

SPAR Drak KOSS. MRR, | 

HT RE RIE FE HY PET Hh SE -六 开本 全 二 天国 
”后 便 可 以 分 成 小 堪 播 种 。 ce 

的 LR SUBS, SULT SUR ER 
| PRBE 28 EL OR WE SLE Ore 
BPA LIAR A is TA 
AAU AEE LAS I PERRI 

= See Ih 

EAD ATHEROS, ELS 
”作为 播种 材料 。 

eT Tae ee eT a 
DAIWA EAE RE. AEH: 有 的 ， 
TELE IE BD ; TOTEM AR. AE TRA BIG. EA 4 
BE IE A PEP | 4 
SNE RTS SRI REE Bee aut vie 

144% 



各 下 
im 

: 

ee eine eanewe chee 
“SRNR, SE Ee IR LAT RES, 

fo 52 WE RPO RL PRS, BR ey. 
好 ;反之 就 不 好 。 分 移 昔 蔡 体 的 好 坏 也 取决 于 分 移 时 间 ， 如 采 

“出 形 成 子 实体 就 分 ， 则 庄 量 就 比 出 花 未 期 分 的 要 好 。 ， Wie 

|, 蓄 种 方法 虽 不 理想 0 

seta 因此 在 条 御 不 具备 的 时 候 亦 可 采用 。 

te om °°) “eer. 260 eee 

n> Pa ~ 

人 

4% - 
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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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本 / 

, 

“第 四 章 OR 

平 菇 又 有 有 天 了 叫做 冻 菌 、 A IE EEE 

Bese MW EE TI — TH WIG Be. 

vi 日 本 栽培 平 菇 是 在 本 世纪 30 4ERR AEA, PREZ SE” 

\ BOAR EGET ARS, Ea EPR 
“和 大 -= 时 。 我 国 栽培 平 菇 也 是 在 1930 Maan yp any 

° 146°. 

AO PRSEPR EA , FELLA BES OR OSA LER 
的 发 生 很 多 。 我 国 分 布 极为 广泛 ,在 南方 如 云南 \ 四 川 等 省 是 ， 
早春 及 晚秋 发 生 ; 在 北方 则 多 在 晚秋 发 和 ia 

PET 4 1 SCARRED e ) Glew | 
tus.) , JB HUF RRS, GE PO GEE (JI. A. JieSene- 

_ Bay1949 年 ) 的 如 载 , 北 风 菌 属 共 有 28 HS, AE 
“ ， ”有毒 的 种 类 ,网 如 日 本 北 风 苗 (Pleurotus japonicus Kawam.) ; 

|S FRISCH TSE BRE ASIC ho RK AL a (CPleurotus  ~ 

-ostreatus (Jacq.)FT.] 一 种 来 襄 的 。 但 除 平 菇 外 ,在 我 国 各 地 还 

分 布 有 其 他 种 类 的 食用 北 风 菌 ， 例如 美味 北 风 苗 (Pleurotus 
_sapidus Kalchb.) .i/E4E A (Pleurotus serotinus (Schro- | | 

et.) Fr. 55, EVP RPE, AAT ALR ARATE 
BRIE. IRD MB PREBIS LER BS 

人 工 锯 习 栽培 平 兹 的 历史 很 短 , 移 实 年 代 已 无 可 郑 MB 
POAC OME ROTO. 当时 佛 由 一 些 学 者 进行 
BRIRUT IES 20 年 之 久 , 始 获得 一 定 成 果 ; 并 由 此 开始 ;使 大工 



Oe ee we ee 
MAAR, A 20 RP AREER 

展 。 只 是 在 解放 后 才 得 到 党 和 人 民 的 重视 ， 特 别 是 自从 我 国 
“了 工 瑚 业 生 产 大 跃进 以 来 , 平 菇 和 其 他 芦花 裁 培 一 样 ,获得 了 更 

， 秋冬 展 可 栽培 ,这 对 大 中 工业 城市 来 避 , 广 泛 利用 木材 加 工厂 

ESRI AeA AHA HS, Be Bh AE AP ， 
BE KHAEREWEM. ie 

Fw EACH OO HCA AT PETS ARIA AA | 
| RBIS AW ESAB TA LAE RUE 
Bin PAN OGN AE LER Ue A HA RE AE TARO 
SEMBET SUZ. | “I 

 WRAORE. HRA, 
fife BISA BARS Ii DIS, HORM 

TSE, ANE Lee 
进 栽培 法 ， FXG 4 Fae — 18 28 FN OR BGS 由 于 将 内 

所 盛装 的 营养 基 赣 有限 ， 因 而 出 兹 少 而 且 兹 体 小 ， 一 般 只 出 
2 一 3 ARES AGATE. bob AAS, 

Mont ce coee eps de ce) Ment Scores 
解决 的 问题 。 其 他 如 在 营养 基质 中 是 否 可 以 施加 不 同 种 类 的 ， 
吧 料 或 营养 液 ;利用 植 赂 生长 刺激 素 如 2.4-D RE 

| 将 体 加 速生 长 ;大 量 栽培 时 日 帝 管 理 技术 和 末 菌 的 防除 等 ?都 
惫 待 进一步 的 加 以 研究 和 解决。 

as ARICA 

i 
(ORKRUS THERA AMATHR— O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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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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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ri 

i fh 
/ 

” 
’ 

和 1 
; 

7 

2: 
4 

i 
下 

天 3 a) + 7 

所 ee ttes ie 
: F 四 Yi ale 着 

3 Leia sl 

z : a sy 
; ~ it 

; . ; ar Wag 
‘ . 天 ~ . {- 

es A 
, 5 ; 有 

| ESELE, age Koi 

AAR BIS iis vo it 1-15 厘米 ， 形状 丰 
”时 不 规 旭 ,常常 中 央 下 陷 , 边 称 万 起 。 中 央 四 入 处 常 有 棉 架 状 ， 
PEER, BEDAREE SEAS ANMHRE. ee 
| Be RAE ZA. 

菌 福 长 短 不 整齐 ， yah wikia anc : 
LIAR? AMEE LA, 但 是 不 
Ee ee a a 
0.3 一 0.5 厘米 ,白色 质 脆 易 断 。 各 

孢子 类 图形 ,大 小 为 9—11 x 4.5—6 tek, Xt, 具有 -2 

BACT AOMORI, EE RR 
了 子 工 发 现 极 明 鲜 的 白色 粉 层 , 此 即 为 孢子 。 aN 
AE, ais, Feith 

es 

an ; & 4 

BB gL TREC APMED 
+ 148 + ° 



6522 -ERWBACERLERIE) 
SORE HMR 8—T JEIK HL 0. 7-2 厘米 ， 

Caen es 常 因 外 界 震 动 而 的 提 于 空气 中 。 PUMA ARE 

BEE, 形成 一 个 是 柄 (图 65 之 D。 ， ，， 
Per Bp TEBE ACL BUeIT bal TRAN, DCD FCA, Aba LAE 
HE BE AS sis 5 IRARWIARTH (F652). 

— QOBRURAE PERL RA, CMRI - 
| RET RUMOR ET. 
| HED AREAS) ERTER, SEINE 
四 

上 A ' 

| | phdipe ce aaah ("0 



桑 楷 , 这 是 刚刚 发 生子 实体 的 初期 特征 , 称 双 权 期 (图 66 之 D。 
再 瑚 期 ” 桑 棋 期 保持 时 间 只 有 几 天 ， 久 后 有 些 粒 状 物 渐 

| MUNG BER BRANT GUPTA MEAL KE ENE PIE 
IEA, ARITA, SER ee ee 

. 的 菌 柄 。 PALE ARR LE 2 me de 

66:22)5 

\ 

| 2 gis 4 ap 

图 68 平 菇 子 实 类 体 的 形成 过 程 
1, SRHERs 2. 珊瑚 期 3 一 4. BIE 

原始 菌 盖 形 成 后 ， AFORE ee Pe 

的 现象 , 即 菌 盖 生长 快 , 菌 柄 生长 慢 , 最 后 发 展 成 前 述 的 蘑菇 。 
“在 这 段 生长 过 程 中 ， 有 很 多 中 途 陆 车 停止 生长 ,县 后 只 剩 下 - 

2 一 8 个 蘑菇 。 原 始 菌 盖 生 长 是 向 一 侧 扩大 ;因而 形成 耳 状 。 在 ， 
此 过 程 中 色泽 也 水 渐变 淡 , 当 其 长 到 直径 3 一 5 厘米 时 变 成 淡 
黄色 或 白色 ,原始 戎 柄 的 基部 则 连 成 一 粗 柄 ( 图 66 Zi 3 一 已。 | 

* 150: 

成形 期 : soe IRE IL, Spe MCI HIS Rk 

球 , 这 即 是 原始 苗 盖 ，, 原 始 菌 盖 显然 比 原始 菌 枉 水 。 有 了 时 在 一 

个 原始 菌 柄 上 有 原始 菌 盖 数 个 ,但 最 欧 只 有 一 个 发 展 长 好 。” 

mA 



Ag SM 
(一 ) 温 温度” 菌 符 生长 期 要 求 较 高 的 温度 ， 虽 然 在 7 一 

40°C 之 癌 都 能 生长 ; 但 在 26 一 80"C 时 生长 得 最 好 ， 速 度 最 

the TC 以 下 生长 极 慢 ,甚至 停止 ;温度 达 40°C 左右 时 则 菌 
。 辐 区 休止 生长 了 。 此 时 对 湿度 要 求 并 不 严格 。 te 
| BRB RES He, PIE fs BER BLAIR AUF, -一 般 在 15— 
18°C ROR EARE Pas RETR, PL, PO. FER 
RROD 下 虽然 也 能 形成 奖 体 ， 但 速度 慢 , 苗 内 薄 , 菌 本 

PH, FE. SCRE, ICT RR BI 10*C 和 20"C ， 
PORE ERASER MR, LE ER 
| MAGS. IRR, A RERUN 
ARRAS aE fe ah TEBE TS 

ABI FOE AE 12—18°C 温度 下 大 量 形 成 , 低温 接近 0"C， | 

高 温 接近 30*C MTT BR EEA. WTR 
SBE, IER ARTEL 24—28°C 之 间 最 好 。 
CO BKSHR AYPHEAME DA, PUREE 
Wa Ahe DR SEACH. AR TERE A RI WB RSE ACEL 
ARPT AK ABS AEE. PAR BAY 

BF POMPE PH3—pH7.2 LMA, MPH 5.5 BF , 
HE Ae Ee kT. | | 

| BPA ERIS, A — A ER AE 

BO RIG 、 
— SBOE Ra HR 

NEA EH LR ERI I. SER 
-151- 



ee ee ee 
GRBAC & BAC SE AR TEAR. HAAS 

，， 馈 屏 虽然 可 以 应 用 ,但 因 其 内 含有 松脂 AAV EDR AES 
”生长 极为 缓慢 ,因此 栽培 上 最 好 不 用 

“ 够 屏 的 陈腐 程度 - 5 下 莫 的 产量 及 上 生 长 速度 有 很 大 关 深 。， 
采用 较 陈 腐 的 句 悄 裁 培 时 ,产量 较 高 ,生长 亦 较 快 ， 这 可 能 是 

”因为 陈 锯 习 中 包含 有 丰富 的 维和 维 素 、 定 稚 维 素 ̀  木 质 素 ,也 同 ， 
| ”时 含有 一 定量 的 容易 转变 成 易于 吸收 的 速效 性 养分 的 原因 。 | ， 
| DSM ESE DBE EEE. (eI AE 
1 ”期间 营养 的 供 答 ， 提高 蘑菇 产量 ， 应 在 锯 习 中 加 入 20-20 % 
“去 右 的 米糠 (或 者 麦 柳 )。 米 炉 中 含有 丰富 的 糖 类 、 毛 、 斐 、 钙 
， ，， “等 重要 的 营养 物 实 可 促进 生长 ,提高 产量 。 除 此 已 外 ， 也 有 
pt 在 培养 料 中 加 又 少量 (1 ib) Ba 栽培 ， 

Rodel od teat Race ; 

= SOOM 

(eS 取 一 较 大 的 容器， YE T0—80 % ee 

Ji 20-30 % (HVA RE REET HAAR EL AEP ATR 5g 
SAE AS, 使 其 含水 量 达到 用 手紧 担 时 有 水 从 

手指 关 浴 出 为 记 ( 仿 水量 狗 60 允 )。 eh 
(HBAS eH BS HAY eR ROR EEE, ‘ 

(i, WEARER O MALS PRES ARR MEE 、， ‘ 
A OMAN BUPA RE dS, TLE. 
AKU BEILGGRDE, ARMED I, BLVE ARS — eRe 
RRS PREG OSE PE PSE eb le &. 4 RAR, Wt 

OFA BPR OU REFORE AACR ; i A 
sciabaaaida la hiactai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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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 

| Ri eFRAHY BARR, JOE 500—1,200%7, 
FE 1 一 9.0 FHT. FSA AE 

! i 茵 ;而 且 产量 也 不 逐 色 。 L. 

(SRA KE SSO RUE UT SEM 为 了 工作 

” 沪 硬 ,可 将 培养 料 分 放 在 小 箱 中 装 眶 。 每 装 太 一些 培养 料 之 
“后 用 搞 未 (一 头 大 一 头 带 拓 的 木 制 工具 ) 适 度 压 实 》 SBI 
Week, SSF ARE a He KAS 
SARHIRO 全 部 培养 料 装 好 压 实 后 ， FEHR TBA K 

FL— TLE A Bit ; ; 

墙 养料 的 紧 实 度 与 产 菇 期 及 产量 有 一定 关系 。 Sesh th . 

a BEEF ARDS RE: RARE 营养 不 足 ， 和 致使 产量 降 

bag 5 ERISA IT BESS BEET, RAR ABA 

an Wa TRAV DETR, 因 不 能 利用 下 定 撒 培养 料 , 影 ， 

ay MAREE PHEMK, Pa. SRS ， 
may RARE TASC SE A RAI 

“不 散 LE AE AAAS 2S NOE 
tae 

WxgHOR DE, aman. 灭 菌 方 法 与 洋 苹 ， 
奖 苗 入 蒙 殖 的 灭 苗 相 同 ( 详 见 洋 妆 茵 种 生产)， 如 用 高 压 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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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笠 阁 的 袁 培 适 期 ， 裁 培 话 期 是 依 蘑菇 的 生 易 学 特性 

IAAL ABV 25 一 30"C 生 长 的 最 为 迅速 . 子 实体 在 7--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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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均 能 形成 ,但 以 15 一 18*C Fb ASE. ARH NC 
在 适当 条 件 下 需要 四 个 月 左右 。 播 种 期 就 应 掖 上 述 的 具体 情 、 

，， 观 来 确定 。 东 北 , 在 具有 和 遗 光 的 房间 里 以 7--8 月 份 播种 最 为 
合适。 在 具有 加 温 谢 备 的 地 下 室内 冬夏 均 可 栽培 ; 

( 王 ) 菌 种 来 源 “ 初 裁 培 时 ) Fe PG SSRN 这 
产生 子 实体 后 ,可 按 洋 菇 菌 种 的 繁殖 方法 进 行 繁殖 (方法 大 同 
“小 虱 只 是 培养 基 换 用 木 羽 米 糠 混合 物 )。 

(三 ) 移 种 方法 “ 移 种 应 在 无 菌 室 或 者 是 比较 干净 的 房间 

里 进行 。 移 种 前 室内 应 以 5% EAGT CHAT 
“移入 移 种 家 中 )。 移 种 人 员 在 移 种 前 于 绥 冲 宝 中 用 3 儿 WF 
ER, SEP ROGUE, HE BaF 
ABMS. APTLY I AU ，“ 
RS PA. ABH HE: TA 
FT LET AAS; 另 一 个 人 也 同 
样 将 被 移 种 的 拱 子 上 棉 塞 取 下 ， 此 时 应 还 速 的 将 控 下 的 菌 种 
BAM RTE AHURA DD, 菌 种 移入 后 用 邓 
火烧 一 下 棉 塞 ,局 上 盖 上 即 算 移 种 完毕 。 移 过 一 灰 种 之 后 ,局 

”了 泽 应 沾 少 许 酒精 在 灯 七 上 烧 一 下 ， 以 防 因 移 种 次 数 过 多 粘 有 
过 菌 。 公 部 移 种 完了 之 后 即 可 移 人 培养 室 中 进行 培养 5 

移 种 量 通 常 是 每 《0 一 60 JRA A HI ER 700 FEF) rr | 

CPR RARASES ES LE eI A * {Fe UAE IR LAH LESLIE, A HAO BERNE 7 
3 Ro y ; 

在 菌株 生长 阶段 ,主要 的 条 件 就 是 温度 。 在 35 二 80"C 的 
温度 条 件 下 , 菌 炎 17 一 20 RAAT KSI CS TOOT. 
的 玻 并 )。 但 在 低温 情况 下 (15"C 左右 ) 则 需 30 多 天 才能 长 
满 。 此 期 对 湿度 的 要 求 虽 不 严格 ， 但 过 干 也 会 造成 瓶 内 水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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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_ 过量 关 ,而 全 关内 水 分 分 让 室 内 之 湿度 也 应 加 以 适当 
”之 笛 节 。 如 科 用 火 灼 加 温 , 室 内 过 二 ,可 适当 的 住地 上 酒水 。 

移 种 之 后 , 常 不 能 百分之百 的 免 受 杂 菌 的 危害 ,天 其 是 移 
各 未 并 重 、 本 和 条 件 差 时 ， 培 期间 党 在 辫 拱 的 旱 生 长 青 

SLB MSA. WAAR AE RO ， 

| RANA, VHRAMR, HRT RES : 
(RARE, ARP CHE BY FD 0.2% 的 升 汞 水 或 75 % 的 酒 、 
精 作 局 部 处 理 。 其 方法 是 将 瓶 盖 打 开 ) SRS . 

EAA RAD ALOR NOE ACERT ET 
PARKS AMAL, RNS, ATR 
”将 条 菌 失 去 ,再 补 太 少 量 之 培养 料 , 灭 菌 后 再 移 种 。 

当 凋 将 已 长 满 并 的 三 分 之 二 马上 时 可 移入 栽培 场 井 拔 撞 

"HE, OSTA A TF 此 期 对 外 界 条 件 的 要 求 极为 
Fe MAME ES: TORRE, BRR “ ， 
车场 要 蛙 别 干净 (无 菌 无 虫 )。 栽培 场 中 应 具有 通风 、 喧 光 IM 

Tk SAR I) Ree, FRAT AZ Mi T RE HTH Os a 
法 如 前 )。 
Pee Cie eee ee 

| DPR Sas SOLE WIR eA RU 
SPE, BARE, WK, 

i 4 待 生长 后 期 子 实体 生长 

BEAR E, erie te PRE TE 
90-95% 左右。 在 高 湿 条 件 下 ， 可 促进 子 实体 迅速 形成 与 
”长 ,而且 蛙 地 柔嫩 肥厚 .为 了 保湿 , 宝 内 地 上 可 鱼 一 层 半 沙井 

下 在 其 上 洒水 。 在 子 实体 倚 未 形成 及 伸 出 手 口 以 前 ， 可 用 已 消 
MANAG EE WORRI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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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非常 容 县 造成 杂 菌 侵入 的 机 会 。 当 子 活体 长 出 插 百 之后” 
WERKE SLI. nO ae ‘Hi 
长 很 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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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alled 13—18° CRUE, iF 6 C 或 高 

Se FEI ASE, EF 10°C FR ALKIE. 

EARLE , ORC PAPE RAE. SEAR R sth 
| FRR RA: CO 的 积累 ,常常 使 子 实体 长 成 畸形 ， 
”甚至 凌 葵 死亡 。 通 常 在 保温 良好 的 情况 下 可 每 隔 1 一 2 夭 通 
PK 5 45-2 2 一 4 小时。 在 湿润 温暖 的 季节 ， LHS alee ie 

” ”室外 栽培 均 无 不 良 影 响 。 

RPE RRAK TALK) Caan 

活 。 

(五 收获 ， 适 期 收获 不 但 奖 体 邓 吉 ; 味 道 饼 美 ;而且 产量 

+186 © 

进 子 实体 的 形成 及 生长。 BAG WG ARES | | 

病虫害 也 是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从 日 前 栽培 看 来 还 没有 

发 现 什么 严重 的 病虫害 。 但 在 栽培 场 中 青 志 菌 对 幼小 的 子 实 
体 为 害 比 较 严 重 。 受害 之 区 ,常常 变 神 腐 烂 而 不 得 收成 为 了 ， 

_， 藉 少 杂 菌 的 为 嘎 , 除 了 做 好 预防 之 外 ?对 已 发 生病 害 的 菌 搬 应 
ROU. io RAISE RAS 期 应 迅 

| SG SE PUG BE ES A GE APB 
` 昕 一 齐 清除 ,等 病 势 减轻 后 再 恢复 正常 的 管理 : ， 于 

亦 高 。 当 甘 盖 蔬 下 部 分 长 有 和 白色 昔 状 物 时 暑 地 腹 咸 ;是 收获 a4 

RT. PRERGRAEN ,不仅 质 ‘AEA RATUAR . 

ABIES ot AE HEE ie 

:和平 茹 一 般 可 收 三 多 ， BARMAN. 700 sen i! 

一 》 

> - 



A eV TERS 

ne 两 (产量 HORII; sa ACH 10 斤 

所 高 丰 褒 的 产量 ， 1 SO REAL 
Aut \ 问 题 。 

MAA ARB: a ERTL. vendre ARH 
A RE PORE, FA. PRM 
SN Be a AE RR: 5 3 REAR EI 7 Ek EE A RAAF 

。， 素 苗 较 多 的 条 件 \ 下 还 机 减产 。 碱 产 的 主要 原因 ， 可 能 是 当 菌 
遇 坏 殉 去 掉 可 以 防止 水 分 大 量 散失 的 拔 子 之 后 ， 其 内 部 的 水 分 “ 
RUE 不 易 保 岩 ,因而 管理 稍 一 马虎 ,裸露 的 菌 炎 块 即 会 因 于 
START RETED HRT A, 我 
个 主张 最 好 不 用 。 ， 

本 ， 柄 此 之 外 ,目前 也 有 个 别 地 方 采 用 大 器 ate F-G) 2 
， 培 。 这 种 栽培 ， 从 单位 培养 料 所 得 的 产量 来 看 ,并 不 比 瓶 栽 担 

ie ne 但 广 法 的 采用 - 定 规格 的 抠 栽 ， 苗 抠 的 来 源 是 目前 很 大 的 
:问题 .而 且 因 拔 子 多 ;移植 工作 也 比较 繁忙 . 故 改 用 大 器 咽 栽 培 ， 
也 有 着 一 定 的 优点 。 月 前 大 器 中 栽培 主要 间 题 是 杂 菌 很 难 控 ，， 
制 : 我 个 建议 ,采用 大 口 器 咀 栽 培 时 应 当 在 消毒 , 移 种 等 环节 上 

BEIM, BEY EN ICD HE RS HP 
. PUM AEALTS Se ORB) TE 7 3B AS, - 
POR, DAK RUSTE ERP BORE 
fe. 也 有 人 以 20PPM 的 2 ?4 了 溶液 处 理 幼小 的 子 实体 比 

”对 照 的 增产 30—40% 我 们 现在 还 正在 进行 着 各 种 生长 趟 激 

| 素 处 理 的 试 鸡 工作 相信 这 种 方法 能 够 葵 我 们 更 多 的 签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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