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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麻竹废弃物在麻竹林下套种竹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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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利用林地资源和麻竹清林废弃物，笔者通过４ａ的实践从竹荪基质配料、林地选择、栽培季节、管护
等方面总结了麻竹林下套种竹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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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荪是一种极其名贵的食用菌，被誉为“菌中

皇后”［２］，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含有人

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及各种矿物质，具有润

肺、减肥、降血压、减少胆固醇、抗菌、抗肿瘤、延缓衰

老等功效［３～４］。

目前，人工栽培竹荪主要为大田种植，这种方法

不仅需要搭建遮荫棚，而且不能连作，一般种植过的

田地要轮种其他作物３ａ以上才能再次作为竹荪栽
培地，否则低产甚至绝收。因此，该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田地资源的浪费［５］。利用麻竹林下套种

竹荪栽培技术不仅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麻竹清林废

弃物，让竹荪仿野生生长，保持了其天然风味，而且

竹荪栽植后的基质作为有机肥，既能降低麻竹林肥



料成本，又能提高次年麻竹笋产量和质量，增加林农

收入，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模式。

１　配料及发酵

１．１　原料配备
每公顷麻竹林培养料干料的用量约３７５００ｋｇ，

分别为麻竹叶、竹枝粉碎料１８７５０ｋｇ；麻竹屑１８７５０
ｋｇ；麦麸１１２５ｋｇ；玉米粉１１２５ｋｇ；过磷酸钙 ３７５
ｋｇ；整洼时施生石灰粉７５０ｋｇ。
１．２　堆料发酵

堆制原料时，从下往上依次铺麻竹叶、竹枝粉碎

料３０ｃｍ，麻竹屑２０ｃｍ，然后撒上一层过磷酸钙６
ｋｇ左右，并浇少量水；重复铺料堆３～４层，堆高１５
ｍ～１８ｍ，原料堆好后按每 １００ｋｇ干料浇 ６０ｋｇ
水，在料堆上浇足水分，可在露天下自然发酵，也可

用薄膜将其遮盖发酵。当中心料温度达到６５℃时，
开始第１次翻堆，以后每隔１０ｄ翻堆１次，共翻３～
４次。翻堆时要求做到上下，内外的培养料互相调
换位置，使培养料上下，里外发酵均匀一致。当料发

酵呈暗褐色、无氨气刺激味时便可下地接种。

２　林地选择及整地

选择地势比较平缓、阴凉潮湿、土质疏松、腐殖

质含量高的麻竹林地作为栽培场地。

在播种前７ｄ～１０ｄ清理竹林地杂物及野草，
最好要翻土晒白。将麻竹株间空地作为竹荪菌床。

菌床可做双行单垄（行宽５０ｃｍ，沟宽３０ｃｍ）或单行
单垄（行宽７０ｃｍ，沟宽３０ｃｍ），长度不限，施上生石
灰。麻竹林周围挖深排水沟。将堆制好的培养料按

厚２０ｃｍ～２５ｃｍ，用料２０ｋｇ·ｍ－２～２５ｋｇ·ｍ－２，
按畦堆好，即可播种。

３　播种

在３月至４月中旬，选阴天或多云天气播种，播
种时直接在畦床以梅花型间隔６ｃｍ～７ｃｍ块状点
播一层竹荪菌种，一般每平方米铺放菌种２～３袋
（规格１２ｃｍ×２４ｃｍ），然后在菌种上均匀洒上麦麸
和玉米粉，再盖上５ｃｍ～７ｃｍ厚培养料。播种后用
小铲把料与种轻轻压实以利菌种萌发，然后翻上沟

中泥土敲碎成细土，均匀地覆盖在料面上，厚度为５
ｃｍ～８ｃｍ，最后再盖一层地膜或竹叶保温保湿。

４　发菌管理

播种后正常温度下每天揭膜通风３０ｍｉｎ，培育
３０ｄ左右，菌丝爬上料面，可把盖膜揭开去掉。种
植后７０ｄ～８０ｄ出菇。最佳生长温度 ２７℃～３０℃；
光照以 ２５％ ～３０％为宜；出菇期培养料含水量以
６０％为宜，覆土含水量不低于２０％，空气相对湿度
大于８５％为好；出菇期晴天每天早晚各喷水一次，
雨天注意排水［６］。竹荪栽培十分讲究喷水，具体要

求“四看”：即一看盖面物：竹叶变干时，就要喷水；

二看覆土：覆土发白，要多喷、勤喷；三看菌蕾：菌蕾

小、轻喷、雾喷，菌蕾大多喷、重喷；四看天气：晴天、

干燥天蒸发量大要多喷，阴雨天不喷。这样才能长

好蕾，出好菇。

５　病虫害防治

竹荪菌丝整个生长期间，病害以细菌、霉菌造成

的危害最为普遍，如鬼伞，裸盖菇，草菌等竞争杂菌，

会明显影响竹荪的产量和质量。杂菌的防治主要是

严格选择栽培料以及彻底灭菌，栽培过程中科学控

制竹荪栽培场地的温度和湿度及人工拔出杂菌，必

要时采用药剂控制。

竹荪栽培常见的虫害有螨类，蛾类，跳虫，菇蚁

和白蚁等。虫害的防治主要措施有：白蚂蚁、线虫、

跳虫等害虫可用生物农药阿维菌素防治。对蛞蝓、

螨类、蚯蚓等，可在场地四周喷１０％的食盐水驱赶
蛞蝓，或者晚上在菇场旁投放莴苣叶，蛞蝓喜欢爬到

叶上，清晨收回并烧毁。在菌床上置放蘸有糖液的

报纸、废布或放新鲜的烤香的猪骨头可诱杀螨类。

进料前在畦上浇１％的茶籽饼液可防治蚯蚓。

６　采收与烘干

竹荪的菌蕾从露出床表到菌裙张开，需要１５ｄ
～２０ｄ。竹荪从菌蕾成熟到菌裙张开的过程一般６
ｈ～８ｈ即可完成，因此在竹荪的采收季应随时巡视
菇场，菌裙张开程度到最大时，孢子会自容成泥膏

状，菌裙很快萎缩，因此当菌裙完成张开，就应立即

采收，避免因菌裙萎缩导致竹荪商品价值降低。

采收时，应用小刀在菌托底下切断菌索，忌直接

用手向上拉扯菌裙，否则可能损坏到尚未成熟的菌

蛋，影响下次结球。切断菌索之后摘除菌盖和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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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应避免破坏竹荪的菌裙，保持其品相完

整。鲜竹荪采摘后在篾筛上放好，应及时加工，避免

鲜品竹荪因加工延误导致品级下降。

６．１　排湿定型期
将采回来的竹荪整齐地在篾筛上排好放进烤

房，在６０℃～６５℃温度下烘４ｈ～６ｈ脱水，待竹荪
达７～８成干时，完成排湿定型。
６．２　烘干定色期

将排湿定型完成后的竹荪按直径约１８ｃｍ～２２
ｃｍ大小捆成１把，在烘箱中烘干。烘干过程中应将
竹荪把立起放入烘箱，烘干温度控制在５０℃ ～５５℃
之间，烘干时间约为２ｈ，竹荪被烘至色泽变白，且香
味浓郁时为最佳火候。将干品竹荪装入包装袋并进

行密封处理，即可销售。在销售和储存干品竹荪过

程中，应避免放置在高温和高湿的地方，尽量保持储

存环境的阴凉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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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聂影．林权流转的多维动因分析与激励路径选择［Ｊ］．中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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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问题［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１３，３４（２）：９５～９７．

［１５］　邸雪颖，隋，蔡慧颖，等．林木资源损失评估方法的实证研

究［Ｊ］．森林工程，２０１４，３０（３）：１４～１７．

［１６］　谢彦明，刘德钦，曹超学，等．云南省集体林权流转现状及对

策［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１（６）：３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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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将结果枝整枝剪下，逐枝从果穗总柄处整穗

剪下，轻放在采果篮中，但不宜装得太多，厚度不要

超过３０ｃｍ，以防压破果实表面的油胞（腺点），影响
果实的色泽和品质。鲜果用透气性良好的竹筐包

装，内铺植物叶片，装载时也要保持车厢内的透气性

良好，以免发热烧熟果实。采收的果实及时摊晾在

竹席或草席上，于晴天晒干，干品用编织袋包装。

参考文献：

［１］　张华，叶萌．青花椒的分类地位及其成分研究现状［Ｊ］．北方

园艺，２０１０（１４）：１９９～２０３．

［２］　徐洁．九叶青的起源及遗传多样性的研究［Ｄ］．重庆：西南大

学．

［３］　屠玉麟，韦昌盛，左祖伦等．花椒属的一新变种—顶坛花椒及

其品种的分类研究［Ｊ］．贵州科学，２００１，１９（１）：７７～８１．

［３］　陆晓梅，王永成．花椒苗木嫁接培育技术［Ｊ］．现代农业科技，

２０１０，（１５）：１４２～１４３．

［４］　张国桢，李世清．氮磷钾配比对花椒产量的影响及其肥料效应

模型分析［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５，２３（６）：１１９～１２３．

［５］　谢宗谋，冯迁敏．花椒施肥试验初报［Ｊ］．甘肃林业科技，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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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Ｊ］．陕西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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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３页）
损害制度的赔偿标准，体现出不同地区经济、环境条

件的差异。

６　结语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制定一部有法律

效力和内容全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将生态

环境损害与公民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建立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机制，合理鉴定、测算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

程度，为落实环境责任提供有力支撑。加强行政执

法与司法部门的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对排放

污染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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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李艳芳．环境损害赔偿［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　乔世明．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制度［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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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环境损害评估制度亟待完善（张红振 曹东 於方 王金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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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Ｊ］．环境科学，２０１３，３４（５）：１６５３～１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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