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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对不同碳氮比麦草培养料 

的物质转化研究 

钟雪美 杜双田 

(食 品科 学秉 ) 

摘 要 研究平菇在不同C／N比麦草培养料中的物质转化结果表明 麦 草 栽 培 平 菇 

后，C／Nit：值普遍下降。下降幅度随C／Nit：增加 ，下降趋势与干物质损失一致。干 物 质 转 

化为菇体 以C／ N比50～60：1最高，而N索的丰吐用率则以C／N比70：1左右最高。在平菇 栽 

培过程中N的损失与培养料的C／N比太小呈负相关。 

鬟■词 平菇，碳氮比值。物质转化 

中田分类号 $646．110．d 

应用麦草袋式栽培平菇 (Pleurotus ostreatus)，从物质转化角度进一步分析平 

菇对不同碳氮比培养料的转化能力，对于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为合理补充氮源有 

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进行了平菇对不同碳氮比培养料的物质转化研究，结果整理 

如下。 

l 材料与方法 

1．1 供谜曹种 

菌种来自麦草培养料上的优良菇体，经组织分离获得。母种用PDA培养基，原种用 

玉米粒培养基，栽培种用棉籽壳培养基。 

1．2 培养辩鼍制 

取新鲜无霉变麦草，经曝晒后粉碎成2~3cm长丝片状，按碳氮比要求。分别 加入氮 

源，使培养料的c／N比从30：1到90：1 7个梯度 培养料含水量在65 左右。 

1．8 栽培管理 

各处理均以袋式 (13cm×~2cm)熟料栽培。25℃下培养菌丝，菌丝长满袋后移入露 

天塑料朔内出菇。出菇期间的 自然温度 8～24℃，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90％． 

每处理重复1O袋，随机排列在同一菇房内。 

1．4 爵定与计算 

根据要求分别测定栽培前培养料、菌丝发满袋、第一潮菇采后和第二潮菇采后带菌 

丝的培养料的全碳和全氮， 计算c／N比变化 测定子实体和菌渣的全氮，以计 算 氮 

的利用率和损失率。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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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的利用率( )=—__ 善 器 一× 。。 

N的损失率 ( ) 

l9卷 

原培养料含N量 一 (菌渣含N量+子实体含N量) 
原培养料 含N量 ×10O 

全碳采用碳硫仪分析 (陕西农科院测定)；垒氮采用凯氏定氮法 (陕西农 科 院 测 

定)，培养料、子实体和菌渣按风干重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碳氮比培养料与千物质转化荚系 

麦草栽培平菇后，其产物为菇体 (即子实体，下同)、菌渣和损失的物质 等 三 部 

分。本研究首先称量菇体干重和菌渣千重，然后计算于物质的损失。其结果见表1． 

寰1 不同C／N比培彝料的千物质转化率 

回归分析表明，培养料物质转化为菇体的百分率与培养料的C／N比有密切关 系， 

其关系符合一元二次方程。菌渣和培养料干物质损失率也与培养料C／N比值有明显 的 

线性关系。它们与C／N比的关系可用下列三个方程表示： 

y1=2．3861+0．295 9x一0．002 84 月 =O．959 9 

^  

y 2=44．64 — 0．044x r= 一 0．902 4 

^  

y 3=43．84+0．089 9x f-：0．863 8 

(1) 

(2) 

(3) 

由 上述方程可以看出，随C／N比增高，菇体的干物质增高，也就是培养料干物质变 

为菇体的转化率增高，但C／N比增到一定程度后，转化率反而降低。菇体产量最 高时 

的C／N比可以由方程求得。 

对方程 (1)进行微分，得 

甓_0-295 9 洲 
令上述的微分方程为零，则可求出获得菇体转化率最高的c／N比为52：1，这与实 

际生产非常近似。若麦草培养料c／N比过高时，含氮少，限制了子实体发育，转 化 为 

菇体的干物质当然减少。但c／N比过低时，含N多，菌丝在料内蔓延后，残留在 培 养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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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内过量的N素会使菌丝成熟变慢，也会延缓子实体的生长发育，转化率也不高。 

上述分析表明，干物质的损失率与培养料c／N比有峦切的线性关 系，C／N比 越 

犬，料失重也越多，菇的产量就低。不 同c／N此培养料与菌渣之间的相关显 著 ，但 菇 

体与菌渣之间无明显相关性，这表明干菇产量的高低 与留下菌渣多少无关。 

2．2 不同碳氮比培养料对氮 素 利 

用和损失的影响 

平菇对C、N元素的利用是按一 

定比例进行的。充足的C素既 能满 

足菌丝及子实体生长的需要，又能 

有效的充分利用N素 。在本试验中 

这些c、N元素主要来 自麦草培养料 

的矿化作用。为了探明氮素的利用 

和损失规律，作者分别测定了原培 

养料、菌渣和子实体的全N，以 确 

定每袋含N量，按公式换算氮的 刊 

用率和损失率 (附图)。 

暮  
星  

霉  

c／N 

附图 培养料C／ N比与N素幂5用和损失关系 

A．N的 用 率 B． N的损失 率 

鼍 

■ 

回归分析表明，培养科c／Nit与氮素损失呈明显的负相关，即c／N比越小，N素 

的损失越大，其相关系数为 一0．998，回归方 程 为 =43．265—0．905x+0．004 9x ． 

氮素的损失与氮素的利用并不完全一致，氮的损失与c／N比为明显 的 负 相 关，而 

氮的利用与c／N比有明显的曲线关系 (月=0．940 9， =18．76+1．822x一0．O1 3 )． 

培养料c／Nl：b约7O：1时，平菇对N的利用率最高，但平菇产量在5 0～G0：】时最高，这 

表明N素的利用率与平菇的产量也不一致，利用率高不一定平菇产量最高。 

2．3 平菇生长过程中培养料碳氮比变化 

为了探明平菇生长发育过程中c／Nl：k变化规律，以便选定麦草种菇的最佳 配 方， 

作者分别测定平菇不同生育期菌丝的培养料 (简称菌料)的全c和全N，结果见表2． 

．  襄2 平菇不同生育期培养料c／N比变化 

对上述试验结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培养科在培养前的c／N比分 别 与 菌 丝 

满袋肘、第一潮菇、第二潮菇采后的菌料中的c／N比有明显的线性关 系，其相 关系数 

为rl=O．9701，r =0．990 8，r a=0．961 7，均达到l 的显著水准。其回归方程 分别为 
^  ^  ^  

l= 11-76十 0·479x， i 5．443+ 0．646x， {=8．4 24-0
． 55lx．由上述回归方 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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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菌丝满袋后，菌料中的c／Nit明显下降。 

3 结 论 

l9卷 

D 麦草栽培平菇后，其千物质转化为菇体的为6．25％N1 0．59 其中C／N比为j0 

～60；1时转化率最高，转化为菌渣的为4 0．65 ～43．55 ，而损失占46．97 ～j2．88 ， 

其中c／N比90：1时千物质损失最大，转化为菌渣的多少与干菇的产量无明显关系。 · 

2)麦草培养料c／N比大小与氯损失率呈负相关，即c／N比越小，N素损失越大， 

c／N比约为70：1时，平菇对N素利用率最高，但干菇产量并不 高，说明在N素供应不足 。 

条件下，N素首先用于菌丝和子实体的合成，所以N素损失少，但菇潮次数也少，故产量低。 

3)麦草栽培平菇后，菌料中c／N比普遍下降，下降幅度与培养料栽培前 c／N 比 

有关，即c／N比大，下降幅度也大，后者与干物质损失相一致。原培养料中c／N比几 

乎议同一程度影响着平菇菌丝满袋以及第一、第二潮菇采收后菌料中的c／N比。 

栽培科的c／N比影响着平菇产量、N素利用率和N素损失率，所有这些在栽培上均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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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leurotus Ostreatus On the Conversion of 

Substances in W heat Straw Culture Medium 

with Different C／N Ratios 

Zhong Xuemei Du Shuangtia n 

(Food Science Department，N orthwestern A9ricut rural U irersity) 

Abst 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onyersion substances Pleurot“s 

0$Ireatu,~in wheat straw culture medium with different C／N ratios
． The re- 

suits of the studies showed that after
_Pleurotus Ostreat“s was cultured。n wheat 

straw，C／N ratio generally descends．The descent range increa ses when C／N 

ratio b~Omes greater．The descent tendency is in agreement with dry substances 

Into spOrocarp is the highest when C／N ratio is 50~60：1．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 is the highest when C／N ratio is about 70：l or so
． And N 10ss 

has an apparent correlation with C／N natios of t he culture medium in 

Pleurotus Ostreaf“s culture process
． 

Key WO eds Pleurotus Ostreatus
， C／N ratio．substance t ransformati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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