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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料对黑木耳生育

及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钟雪美 蒋平安

( 土壤 农化 系 )

摘 要

脚稻草和玉 苏为培养料
,

分别按比例加木屑栽培 黑木 耳 ( A 。 : : 。
叭 a r ` a a ur f cu la )

,

结果表明
,

用稻草栽培黑木耳
,

产量随木屑比例增加有提高趋势
,

其木屑比例大小明显 影响木耳

的生育和多酚气化酶
.

均活们
;

用玉米芯栽培木耳
,

加木屑与否
,

其产量无显著差异
,

同 时对木耳
·

生育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影响也不 明显
。

,
- 、

关健词
:

黑木耳 , 多酚氧化酶 , 子实体
,

菌丝
,

稻草 , 王米芯
,

木屑 , 培养料 ”
尸

历来黑木耳的生产靠段木栽培
,

担多年来由于耳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

适于栽培黑木耳

的拣树愈来愈少
,

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
。

为了开发黑木耳栽培资源
,

我们以稻草和玉米芯为

原料
,

分别按比例加入木屑进行栽培试验
。

据有关资料记载
,

担子 菌纲的筐体生长与多酚氧

化酶的活性有关
,

不 同培养料亦影响多酚氧化酶 合成量
。

本文研究了不同培养料栽培黑木耳

与产生多酚氧化酶间的关系
,

试图探讨以多酚氧化酶活性变化
,

作为代料栽培黑木耳最佳配

方选择的生化指标
。 `

一

1 材料与方法
, -

1
.

1 材料

筐种引自陕西省微生物所
。

母种用 P D A 培养基继代培养
,

原种用木屑加教皮培养基
· 。

设计与配方见表 1
。

A
,

B两组分别按比例加入木屑
。

每个配方组合 1 2个重复
。

另以木屑常

裹 1 方 设 计 衰

组创 培养杆

稻 草

玉 米芯

处 理 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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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处理分别加入 8 多狱 皮
.

1 多白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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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配方为对照
。

1
.

2 裁培管理

取新鲜无霉变稻草破碎成 3 ~ 5 c m 的碎片
,

将玉米芯粉碎成小豆大小的颗粒
,

分 别 浸

抱后立即捞出淋千堆闷 1。小时粉然质按处理单狄拌料
象 靖养料含水量为 6 5 ~ 67 %

,
p H值自

然
.

分装于 1 3。 m 火 3 1。 m聚丙始塑料袭丙厂两头扎口扩置子七 sk g /
。 。 ’

压力 下 灭 菌 1
.

5小

时
·

冷却后两端接种 ,

戏2 5℃下发菌
。

菌丝长满袋后
, “ v ”

字形 开口
,

在塑料棚内 湿地

排场催耳芽后
,

悬挂于
蜘

栩内麟上, 生锌期
.

间周然温度不超过 : ` ℃
,

人工喷水 保持湿

度
。

.

3 测定方法
’

菌丝生长速度测定
:
各处理分别将培养料放入直径 9 c m的培养皿中

,

制成固体平 板
,

每个处理 4 个重复
,

灭菌后在培养皿中央接入木耳菌丝 块
,

置 2 5 ℃下 培 养
,

2 天 后 菌丝

萌动
,

侧其菌落半径作为最初生长半径
,

10 天后试验结束
,

再测定它的最终生长半径
,

然后

求出每日的菌丝生长速度
。

名酚氧化酶活性测定
,

接种后第 4 天
,

每个处 理选出 3 袋作为固定采样袋
,

定期测定酶

活性
。

沿菌落边缘每袋取样约 4 9 , 3 袋共约 1 29
,

剪 碎混合均匀
。

精确称取 g3 风 干
,

测其

含水量
。

再精确称取 3 9 (作三次重复计 9 9) 加 15 m l蒸馏 水
,

于 15 ℃浸提 3小 时
,

过 滤 取

上清液 1 m l
,

加 p H S
.

2 的磷酸缓冲液 5 m l
,

在 2 0 ℃水浴中保温 10 分钟
,

再加。
.

04 M邻 苯

二酚 1 m l
,

振荡 2 分钟
,

加乙醚 5 uI l
,

振摇片刻
,

用 7 2 1型分光光度计于 波长 4泛。。 m 下

测 o D值
。 -

一 ’

`

酶活性 O D值
= 光密度 / 克 K 干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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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料对木耳生育的影晌
2

.

1
.

1 菌丝生长速度
:
稻草加木屑培养料

,

菌丝生长速度随木屑比例增大有下降趋 势
,

如

A ii 处理木耳菌丝每日生长速度理
.

51 m m ,

而A 泳处 理的菌丝每日生长速 度 4
.

01 m m
一

, 玉 米

芯加木屑的各处理菌丝生长速度差异不 明显
。

稻草加木屑的 A组和玉米芯加木屑的 B组 各处

理相比钱 A组的生长速度均比 B组快 1
·

多砰m / 日
,

而 且菌丝也浓密
,

其浓密程度 随稻 草

比例增大而加强
,

· , 、
, _

2
.

1
.

2 出耳芽穴率
:

不 同的配方
,

其营养状况和物理性状是不 同的
,

因此 出耳芽迟 早
,

出耳

芽穴率也有明显差异
。

3月 2 5日调查表明
,

稻草加木屑的 A组
,

A vi ii 出耳穴率最 高达 83
.

3%
,

比 A i (纯稻草 ) 高出77 %
。

玉米芯加木屑的B组
,

B vi 处理最高达 90 %
,

比 iB (纯玉米 ) 只高

出 1 4
.

1肠
。

A组与 B组各处理相比较
,

B组的出耳芽穴数显著高于 A组
。

2
.

1
.

3 子实体耳片大小
:
耳芽形成后

,

由于长期气温偏低
,

子实体增长速度很慢
,

延 至 5

月 7 日开始采收
, 5 月 22 日结束

。

采下耳片用游标卡尺测量每朵耳的直径和耳片厚度
,

一般

朵径为 9
.

4~ 9
.

23
。

.
,

耳片厚度为 0
.

91 ~ 1
.

1 2 m m ,

朵径及 耳片厚度经方差分析
,

差 异 不

显著
。

2
,
2 培养料对木耳产 t 的影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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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的木耳产量见表 2
。

试验结果经方差分析
,

A 组 处 理 间 的 F 值 为 7
.

5 0
* .

( F
。
一

: 二 3
.

14 )
,

B组的 F值为 2
.

3 2 *
( F

。 .

。 , = 2
.

12 )
。

由于 A组处理间 F值 达极 显著

差异
,

又用新复极差检验迸行多重比较见表 3
。

表 2 不同培养料木耳产皿比较 克干耳 /公斤干料

(稻苹 ) 9 3
.

2

(玉未 芯 ) 12 1
.

2

1 16

12 6

12落
.

6

1 3 1
.

2

1 1 6

12 4
.

8 1 3 3

12 4
.

4

1 3 0
.

6

1 3 5
.

8

1 14
.

2

1 4 3
.

6

1 1 7
.

2

14 4
.

8

1 16
.

8

1 0 8
.

8

108
.

8

人B

表 3 A 组培养料处理间产 t 差异显若性 克干耳 /公斤干料

处理 产圣
差 异
显著性

处理 产蚤
差 异
显著性

A i x

A
v ii i

A v i i

14 4
.

8

1 4 3
.

6

13 5
.

8

a A A v

a b A A i i

a b A B e

1 16
.

6

1 1 6
.

2

1 1 1
.

6

b
e

B

b e B

e B

A i i i 12 4
.

6 b B A x 10 8
.

8 e
d B

A
v i 1 24

.

4 b B A i 9 3
.

2 d C

从表 3 看出
,

玉米芯 B y
配方的产量最高

,

比纯玉米芯培养料产量提高 10 %
,

差异 不 很

显著
。

因此
,

在缺乏才屑的地区
,

可以单用玉米芯粉碎栽培木耳
。

由表 3 还可看出
,

稻草 ( A组 )各处 理的产量
,

随木屑比例加大而有提高趋势
,

产量高的

A i x 、

A vi ii ,

每公斤培养料可产干耳 1 43
.

2 二 1 44
.

8 9 ,

比纯稻草 A i产量提高 5 3
.

6一 55
.

4除

因此如用稻草栽培木耳
,

则一定要适当加木屑
,

才能满足子实体生长发育需要
。

2
.

3 培养料对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多酚氧化酶主要参与木质素及多酚类物质的降解
,

为木 耳 菌 丝生 长 提 供养分
。

据报

道 〔 `
” ’ ,

食用菌的菌体营养先由木质素和某些蛋 白质复合物中转化而来
,

只有在产生 子 实

体时菌丝才利用纤维素
、

半纤维素
。

我们对培养料各处理的酶活性进行测定
,
结果见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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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在不同培养料上多珊妞化 . 圈谧

一 表示配方 A (稻草 + 木屑 )

… … 表示配方 B (玉米芯 + 木屑 )

i
,

ii.
· ·

… X 表示不同配方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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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一

可以看出丫①多酌氧化酶活性变化绝势是柳砂的
。

酶的活性随菌丝生长不
一

断增

高
, 几

在第1玉一 1泊失期
一

间活性较高或最高
,

直到原基形成之郁袄迅速下释
,

以后保持一个低水

平
,

显示出明显钝化过程
。

②不 同培养料酶的活性高低不同
,

一

玉米芯加木屑 ( B组 )
.

各处理

酶活性` 般都比稻 攀加木屑 ( A 组 ) 仁又;
又A 么怪洛处理间 ;

;

格萎簿比例大的培养料酶 活 性 也

高
,

随稻章比例减歹
, 一

酶活性有下降趋势
。

2
.

4 多酚氧化酶活性和其它特征相关性分析

为探明多酚氧
:

化酶能否作为最佳配 方的生化指标
,

我们对 A组各处理的多酚氧化酶与木

耳的生育和产量进行了单相关分折
,

它们的单相关系数分别为
,

酶活性第 2 了天与菌丝生长速

度为。 , 怡“ 厂
,

第 n 天酶活性与出耳芽穴率为
一 0

.

7 3 7 ` ; 第 2 4天酶活性与出 其
一

芽
一

穴 率为
一

.07 ` 3
`

知
。天酶 活性与出耳率夭争分一幼此 ”

一

衬
一

昨贾穴率 写产 量
坪

8 0 2
_
` 。

这

说明酶活性与菌丝生 长速度呈正相关
,

与出耳彭穴率成负相关
,

出耳芽寒多与产量 成 再相
关

。

因此选择最佳培养料配方的标志
,

应是在营养生长阶段的菌丝长势好
,

酶活性低或酶活

性高钝化味
,

出耳早
,

一般产量高
。

2
.

5 经济效益分析

以卡米芯加木屑的 B y
为例

,
每户每年根据农活只春栽一次

,

按 S Oo k弓培养料计算
,

经过

四个月的堵养管理可产干耳 6 Gk g
。

其成品率按。O%折算
,

商品干耳达 5 9
.

4 k g
,

每公 斤按 28 元

{袱{维砚浪粼) :、
3 结 论 尸

-
- -

,

一 京
.

几 ’

游章揣篆)粼志荔缨彬赘粱纂瑟粼墨黯
缺乏地 区

, : 可单 , 甩玉游芯裁笋本耳
`

3
.

2 不同处理培养料士
,

多酚氧化酶变化趋势是相司的
。

, 卜
- -

·

万
_ ` ,

酶的活性骊菌丝生长不断提

高
,

直到原基形成前迅速下降
,

保持川个低水平
、

晃示出明显钝化熟过程
。

3
.

3 多酚氧化酶的活性 与菌丝生 长
、

出耳芽及产量都有一 定的相关性
, _

特别是出耳 率

高的产量也高
。

本丈承蒙部余祥副教授审阅并提 出修改意 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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