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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延特 1号进行了劈段与否、树种选择、采收期及埋 

段期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千金榆为灵芝最佳栽培基质，其 

次为柞木与其它硬杂木混合；对于直径较大的木段基质，将其 

劈开更利于品质及产量的提高；最佳埋段时间为4月25日左 

右；最佳采收时间为9月8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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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Canodermalucidum)是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具有 

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冠心病、心律失常、抗神经衰弱 

等功效，长期以来被看作珍贵的中药材。近年来，灵芝栽培与开 

发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试验对延特 1号进行了树种选择、埋 

段期及采收期等试验，旨在为灵芝优质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延特 l号由延边特产研究所分离子实体得到。 

1l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树种段木栽培灵芝试验 母种、原种常规方法制 

作，栽培基质分别采用千金榆、柞木与其它硬杂木混扎、桦木 

及椴木 4个树种。栽培种制作过程如下：将4种树种分别截成 

12cm长小段 ，捆成直径 18-20 cm的圆木段 ，装入聚乙烯塑料 

袋内进行常压灭菌，IO0~C下保持 10h。接种箱内常规接种，每 

个树种 10o段。接种后置于 26-28℃培养室内培养，45-50 d 

菌丝长满木段后，进入后熟阶段，待隐约可见子实体即可作畦 

开沟，沙土埋段。采收后随机抽取 15个子实体记录菌盖直径、 

伞厚及重量，并分别对不同基质采收的 100个子实体进行等 

级分级f1】搁。 

1．2．2 大直径木段劈与不劈栽培灵芝试验 将直径较大柞木 

木段分为劈开与不劈开两个处理用做栽培灵芝基质，其它制 

作方法及过程同 1．2．1，每个处理 5O次重复。及时记录菌丝长 

满时间、出芝时间，采收后记录菌盖直径、厚及重量。 

1．2-3 不同埋段时间试验 制作方法及过程同 1．2．1，栽培基 

质采用纯柞木 ，将埋段时间分别设为 4月 10日、4月 25日、5 

月 10日及 5月25日4个处理，每个处理 l5次重复。采收后 

记录菌盖直径 、厚及重量【q。 

1．2．4 灵芝不同采收期试验 制作方法及过程同 1．2．1，栽培 

基质采用纯柞木，将采收时间分别设为 8月 26日、9月 8日、 

9月 19日及 9月29丑4个处理，每个处理 15次重复。采收 

后记录菌盖直径、伞厚及重量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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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数据分析 数据用 Spssl1．5软件 中 Duncan检验进行 

差异显著性分析IS]。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树种对灵芝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从表中可见：不同 

树种对灵芝品质及质量影响显著。千金榆在菌盖直径、厚及 

产量均显著高于其它三种树种，分别为 l6．69 cm 、1．04 cm、 

243．51 g，A级比率为78％；其次为柞木与其它硬杂木混合，优 

于桦木与椴木，且柞木与其它硬杂木混合所产灵芝子实体 A 

等级比率最高达 87％；桦木与椴木所考察各项指标均无明显 

差异。因此，千金榆为灵芝最佳栽培基质，其次为柞木与其它 

硬杂木混合料。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当地资源来选择最适树种。 

表 1 不同树种对灵芝品质和产量的影响 

树种 菌盖 盖厚 重量 等级比率，％ 

直径／em ／cm ／g A B C 

千金榆 16．69a 1．04a 243．51a 78．00 19．00 3．1)0 

柞木与其它硬杂木混合 16．12b 0．99b 232．10b 87．00 10．O0 3．00 

桦木 13．38e 0．76e 128．31c 46．00 33．50 21．50 

椴木 13．44c 0．71d 127．31e 41．50 32．00 26．50 

注：小写英文字母为0．05水平上差异显著性。下同。 

2．2 不同埋段时间对灵芝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从表 2可知： 

劈开的木段基质菌丝满段天数为 15 d，且菌丝粗壮浓密，没有 

劈开的木段基质满段天数则需 20 d；在埋段地栽后，劈开的木 

段基质比没有劈开的要早出芝 8 d左右。从灵芝品质及产量 

来看 ，劈开的木段基质各项指标均优于没有劈开的处理。因此 

可知，对于直径较大的木段基质，应将其劈开更利于菌丝充分 

分解基质中的养分，从而促进品质及产量提高。 

表 2 大直径木段(柞木)劈开与否栽培灵芝结果 

2．3 不同埋段时间对灵芝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从菌盖直径 

来看(表 3)，4月25日埋段菌盖直径最大为 l6．01 cm，显著高 

表3 不同埋段时间对灵芝品质及质量的影响 

于其它三个埋段时间，其次为4月 10日；从盖厚及产量来看， 

4个埋段时间无明显差异。由此可知，灵芝埋段时间为4月 25 

日左右为最佳。 (下转 P72) 



噍 同萄 

比较黑木耳粉碎粒度对总黄酮提取量的影响 ，采用四种粒度 

(大于 30}]、30~50目、50-65目、小于 65目)，结 果表明 50～ 

65目和小 于 65目的测定结果相差不大。如果再将 黑木耳粒 

度变小，总黄酮含量没有明显变化，反而影响溶液的澄清度。 

表 2 黑木耳不同粒度对总黄酮含量测定的影响 

2．5 不同浓度乙醇提取液对黑木耳黄酮提取与测定影响 在 

溶剂提取方 面，水虽然是最经济安全 的，但黄酮提取效果最 

差，且提取杂质相对较多，溶液粘稠，影响后续操作。采用 50～ 

65目的黑木 耳粉 ，通 过研 究 30％ 、50％ 、65％、8O％ 、9O％和 

100％乙醇提取液提取效果 ，发现采用 8O％乙醇溶液提取木耳 

中的黄酮效果好且节省成本。 

表 3 不同浓度乙醇提取液对黑木耳中总黄酮测定的影响 

乙醇浓 度／％ 3O 5O 65 8O 90 loo 

3．19 3．90 4．2l 4．69 4．73 4．8l 总黄酮乎均值(mg·100 g- ) 

3 结 论 

研 究表 明：采用三氯化铝吸光度法测定保健食 品黑木耳 
·

+  + -—·卜-—+一一—+-一--+_一--+--—+一”-·卜 *—卜 一+  + ·+ 一 一—+一一—+一一—卜 

(上接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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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总黄酮 ，是一种简便 、快速 的方法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 

精密度。黄酮的提取选用无水乙醇，不用甲醇，避免了甲醇对 

人体的毒害作用。显色反应在中性环境中即可，并不特别需要 

碱性环境 ，这样避免因加醋酸钾和氢氧化钠产尘浑浊和沉淀 

而影响比色。 

试验对适合黑木耳的总黄酮提取方法进 行研究 ，根据黑 

木耳胶质 含量高 ，粘度大的特点 ．比较 了黑木耳粉碎粒度对总 

黄酮提取量的影响；采用四种粒度(大于 3O目、3O一50目、50— 

65目、小于 65目)，结 果表明粉碎粒 度在 50～65目测定结果 

和小于 65目的差异不大 。在 50~65目粒 度基础上 比较 了不 

同浓度乙醇 (30％、50％、65％、80％、90％、100％乙醇)提取效 

果，结果表明80％乙醇提取效果好且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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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采收时间对灵芝品质及产量 的影 响 由表 4可知 ： 

从菌盖直径及盖厚来 看 ，9月 8日 、9月 19日及 9月 29日三 

个采收时间之间均无明显 差异 ；从产量来看 ，9月 8日采收 的 

灵芝产量为 246．07g，显著高于其它三个采收时间，其次为 9 

月 19日与 9月 29日；8月 26日采收灵芝的各项指标均最 

差。由此确定灵芝最 佳采收时间为 9月 8日左右 ，即灵芝子 

实体颜色 由白变黄再变红 。菌盖周 围一 圈淡 白色消失 ，孢 子刚 

刚从菌管内弹出时采收为最佳。 

表 4 不 同采收期灵芝 品质和产量比较 

3 结 论 ． 

千金榆为灵芝最佳栽培基质 ，在没有千金榆的情况下也 

(上接 P62) 

防治方法：调水不要过轻，细土喷水不要太急，应在早晚 

凉爽时喷水；要加强通风，控制菇棚内的温度；覆土层菌丝徒 

长较轻的，再覆一层薄土，较重的用刀子划破菌皮，挑除菌块， 

补覆细土，喷重水，加大通风。 

8 地雷菇 子实体在土壤中生长，受到土块的压力，菌盖上 

有泥土造成出菇凹凸不平，降低了双孢蘑菇质量，并影响下一 

批双孢蘑菇生长。 

产生原 因：料堆过 厚 ，且料 中混有泥土 ，使幼菇在料深处 

形成；覆盖的土层过厚或含水量低 ，抑制菌丝向土层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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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柞木与其它硬杂木混合来代替。对于直径较大的木段 ， 

应将其劈开更利于灵芝品质及产量的提 高。灵芝最佳埋段时 

间为 4月 25日左右；最佳采收时间为 9月 ＆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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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幼菇在料内形成；菇层内空气湿度太低 ，出菇过早，结 

菇部位低。 

防治方法：播种时，培养料中不能混入土粒，以免在料层 

中土粒上结菇，造成结菇部位低 ，菌丝无法长出土表；覆土用 

土粒不宜过大，以免幼菇生长无法顶破土粒而在土块下面生 

长 ，覆土不宜过厚 ，以 3．5～4 em 为宜 ；诱 导出菇时 ，在 菌丝生 

长到距土壤表面 1 cm时，喷水诱导出菇；结菇部位低的菇要 

及时采收 ，以免长大后 变成 畸形 菇 ，特别是在春季 ，易出现地 

雷菇。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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