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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璇头菌 3个菌株在菌丝长满袋，第一、二潮菇采收后，基钧失重、纤维素和木质 

素的减少率与产 量进行 了测定 ，结果表明，H05菌株对基钧陴解力最强 。子实体 转化率也高 。 

8406次之f8413菌株最差．用通径分析表明．基暂通过纤维素的降解直接影响子实体产量。随纤 

维素的含量 

关键调 

中国分 

．而木质素的降解与菌丝生长速度和生长 

，纤维素，木质素，通径分析； 

猴头菌CHerlcium erinaceus(Bul1．Fr．)Fers3是我国著名的食用和药用真菌。素有。山 

珍猴头．海味燕窝”的美称。猴头菌的培养基质主要是术质纤维废弃物，但由于纤维废弃物 

中纤维素本身高结晶结树的存在和半纤维素——术质素层对纤维素的包围与粘合作用， 

阻碍了纤维素的酶解率。不同食用苗对术质纤维素的酶解率是不同的 ，就是同一种食用菌 

的不同菌株．其酶解率亦有差异，关于猴头菌对培养料的降解能力至今尚缺乏深入的定量 

研究，特别是猴头菌的降解能力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 

对 3株猴头菌株在棉籽壳培养料中降解力的研究，试匮阐明其降解规律及其与产量的对 

应关系．为猴头菌的菌株筛选和培养料的选择提供理论根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来源 

猴头菌株 8413、8406为野生采集分离获得，H05为陕西省蔬菜研究所提供。 

1．2 培养基 

母种用PDA培养基-原种用麦粒培养基I栽培料用棉籽壳，其配方为棉籽壳 35 、麸 

皮 8 、玉米面 3 、黄豆粉 1 、过礴酸钙 1 、石膏 1 。料水比为 1 t 1．1．pH 自然。 

1．3 试验方法 

采用 12×35cm的聚丙烯塑料袋袋栽，每个菌株 20袋 ，每袋装千料 200 g，高压蒸汽 

灭菌 2 h，冷却后一头接种，接种量为一小瓷勺，发菌温度为 25+1℃、苗长满袋后移入栽 

培室 ．解开一头绳子出菇 ，出菇期间菇房温度在 17～20℃。温度采用人工喷水保湿，一般 

空间相对湿度在 85 ～90 ．每天通风换气 l～2次。 

1．4 菌丝及子实体测定 

接种后记录菌丝萌动期、封面期和长满袋日期，以此评定各菌株的生长历期。子实体 

的产量采取晒千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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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组分分析 

按要求分别称取接种前、菌丝长满袋和采一、二潮菇后的袋湿料重，并取样风干称重， 

计算基物失重量。用风干样品测定各时期的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 

纤维素采用瑞典 Tecator纤维素分析仪测定 }木质素按~AOAC分析方法手册 》中 

“7．077”木质素的测定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物失重与呼吸消耗的有机物 

猴头菌在菌丝生长阶段 ，基物失重量实质上是 由于菌丝体呼吸作用而消耗掉的有机 

物重量}在子实体阶段基物失重减去子实体的千重即等于菌体(菌丝体和子实体)呼吸作 

用而消耗掉的有机物重量 。因此，猴头菌在培养过程中基物失重量是衡量菌株分解代谢和 

能量代谢强度的一个重要生理指标，也是衡量猴头菌降解力的重要指标。由衷 1可见，三 

株猴头菌在菌丝体长满袋时，各菌株对基物的降解能力差异不显著 ，但结合菌丝生长速度 

(表 2)考虑 ，其降解能力的差异是明显的。猴头菌 H05菌株从接种至长满袋只需 44．1 d， 

且菌丝洁白浓密 ，健壮有力，基物降解率达 l2．51 }其次是 8406菌株，46．9 d长满袋，基 

物降解率为 l1．88 }最慢是 8413菌株，菌丝长满袋时间达 57．1 d之久 ，基物降解率为 

l1．85 ．因此可认为 3株猴头菌株菌丝阶段基物降解能力是 H05>8406>841 3。 

表 1 不同弦头曹株培井期问基物失重和呼吸渭耗有机物 

注， ，基物失t( )=堕茎萱董 景 是 × oo · 吸清耗( )= 
董塑 x100“ 

表 2 弦头备曹株曹丝生长情况 d 

由表 1还可看出，第一、二潮菇采后，8413菌株基物失重 42．4 ，其中34．9 是菌体 

呼吸消耗掉，只有 7．5 转化为子实体~8406菌株基物失重 44．6 ，有8．05 转化为子实 

体}而 H05虽然基物失重达48．75 ，但有 9．65 转化为子实体，因此可认为H05菌株对 

基物的利用率高于 8406和 8413猴头菌株。 

2．2 纤维素和木质素的降解 

在猴头菌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 ，取样分析培养基物的纤维素和木质索 ，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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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3株猴头菌都能分解术质素和纤维素，而且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其降 

解情况是不同的。在菌丝阶段 3个菌株消耗的术质素远大于纤维素，因此可认为猴头是一 

种木腐能力较强的食用药用真菌，结台菌丝生长历期，H05菌株降解术质素的能力要大于 

841 3和 8406菌株。在子实体阶段，各菌株降解术质素的能力都较小，而对纤维素的降解 

率却远大于菌丝阶段，而且第二潮菇又比第一潮菇采后有递增趋势，特别 H05降解纤维 

素能力均比其他 2个菌株强，这充分说明猴头菌在菌丝阶段主要利用木质素，而在子实体 

阶段主要利用纤维素。 

2．3 基物、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减少率与产量关系的通径分析 

为 了探明各因素 (基物、纤维素、木质素)的减少率对产量的影响及其具体的作用途 

径 ，我们对以上 3个指标值及产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 4)，并运用通径分析法，对各 产量 

形成下的因素指标间进行剖析 。 

寰 4 基物、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减少率同产量 的荚系 

根据表 4试验资料，可求得各因素同产量问的相关性(表 5) 

表 5 基物 、纤维素和木质素减少率与产量 问相关 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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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5可求 得直接 通径 系数 

( ，)及间接通径系数 (n )，其结 

果见附图及表 6． 

依图及表 6可知，各因素的决 

定 系 数 一0．811 14，表 明 ， 

墨 ，弱 决定 y变异的 81．1l 4％，复 

相关系数 R一0．9006，表 明 蜀 ， ， 

墨 是决定产量 y的主要因素指标， 

同时，在影响产量因素中，基物的减 

少 率 影响 最 大 (P，一0．668 372， 

ylY=0．859 6 )，其 净 作 用 为 

基物减 少辜 

纤维素减少率 

木质素减 少率 

附图 各因素指标与产量关系的通径分析田 

0．859 71。而基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纤维素的减少而对产量产生影响(x 一 一y)，其间 

接作用 、P-：一0．189 54，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子实体阶段纤维素减少愈多，产量愈高，因 

此，在调制培养料配方时，尽量选用纤维素含量高的原料，以便更好地发挥优良菌株子实 

体生物转化率的遗传潜力。 

表 6 各因素指标对产量彰响的通径系数 

为直接通径系燕 r其它为间接通径秉敦 

由图看，基物对产量的影响通过木质素减少影响程度较小 (P：rI3—0．001"／'95)，结合 

表 5分析，这正说明猴头菇菌丝阶段大量降解木质素，对子实体阶段基物中纤维素的酶解 

有利，从而提高了对子宴体的营养供给，这对子实体生长无疑是有益的。 

由表 6看，在不考虑基物作用时，x 通过 对产量(y)作用为 ·P =0 189 54， 

墨 通过 对产量(y)的作用y P 一一0．015 07，都显著大于其它途径作用程度，这说 

明在提高产量途径中，基物对产量影响主要通过纤维素减少来实现。因此，在实际生产中 

应尽量采用纤维素含量丰富原料和对纤维素降解能力强的菌株。 

3 结论与讨论 

(1)不同猴头菌株对基物的降解力有差异，比较 3个菌抹，以 H05菌株对基物的降解 

能力最强，子实体转化率也高；其次是 8406和 8413菌株最差。 

(2)猴头在菌丝阶段主要利用木质素，在子实体阶段主要利用纤维素 。比较 3个猴头 

菌株 ，H05菌株分解木质素和奸维素能力均大于 8406和 8413菌抹。 

(3)猴头菌对基钫的陴解是子实体生长发育的基础，基物通过纤维素的降解直接影响 

子实体产量，即随纤维素含量减少产量逐步提高 ；对木质素降解能力的大小与猴头菌菌丝 

生长建度和生长量关系密切。比较 3个菌株的降解力，菌株 H05>8406>841 3，其降解力 

次序与产量的高低次序相吻合。因此 ，在生产上选用 H05菌株为好 ，并初步认为猴头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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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物、纤维素、术质索的降解力可作为评价和选育高产菌株的理 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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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asurements in weight loss of substratum and decreasing rates in dlu— 

rose and lignin were made in 3 strains of Hericlum erinac s after mycelium full of the 

bags as well 88 after the first and second harvest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rain Ho5 

had the strongest degradation effect upon Substratum with high rate of transformation 

of fruiting body；strMn 8406，the next and strain 8413 the poorest one in both degrada— 

ti013．and transformation Path analysis shows that substratum directly affects yields of 

fruiting body through degradation of cellulose． W ith cellulose decreasing，yields in— 

creased gradually．II1 addition，the degradation of llgnin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myceli— 

lllll growing rate and yields． 

Key words Herieium erlaneeus，weight loss of substratum ，cellulose lignln path 

all&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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