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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红托竹荪的小试和中试试验，对11个参试菌株和1个对照的单位产量进行方差分析，并对单产产量

高产及稳定性进行分析，选择适合于林下仿野生栽培的红托竹荪菌株进行培育并推广应用。 
 
关键词 

红托竹荪，仿野生栽培，方差分析 

 
 

Screening of Suitable for Wild  
Cultivation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Ling Bi1*, Yu Zhou1, Mengtan Cheng2, Yan Xiao1, Yingshu Zhou1 
1Institute of Forestry Science, Bijie Guizhou 
2Guizhou Plateau Blue Dream Mushroom Technology Co., Bijie Guizhou 

 
 
Received: Mar. 20th, 2021; accepted: Apr. 14th, 2021; published: Apr. 21st, 2021 

 
 

 
Abstract 
Through the small and middle test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the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unit 
yield of 11 strains and 1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high yield and stability of the unit yield 
were analyzed, the strain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which is suitable for imitating wil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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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forest, was selected for culti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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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省最具特色和优势的食用菌之一红托竹荪，属担子门腹菌纲鬼笔科竹荪属[1]，其味鲜香，质脆

且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具有益气补脑、宁神健体等功效。红托竹荪在贵州种

植时间长、面积大，同时也存在菌种混杂良莠不齐对于产量及品质均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种植时如果

建立大棚会存在加大成本投入、降低其经济效益和品质等问题，仿野生栽培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不

是所有的菌株都适宜野生栽培，这就需要通过试验对适宜的菌株进行筛选，从而为红托竹荪的仿野生栽

培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 
菌株的产量及其稳定性和适应性，是评价其是否适宜野生栽培的重要参考指标。本次试验从贵州省

不同县选取大棚栽培及竹林野生栽培的红托竹荪菌株进行试验，并将取自贞丰者相镇的大棚种植的菌株

作为对照进行仿野生栽培试验，收集其单产产量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并在试验中观察其对试验环境的适

应性。 
经过 2 年的红托竹荪仿野生栽培菌株筛选试验，以 11 个参试菌株和一个对照的测定结果作为分析的

依据，应用方差分析对各菌株单产进行显著性分析，再对各菌株的高产性和相对稳定性进行分析后，结

合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从中筛选出表现较为优良、适合于林下仿野生栽培的红托竹荪菌株，为红托竹荪仿

野生栽培菌株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试验材料来源于织金县、黔西县及贞丰县，种植模式大棚种植和竹林野生种植，试验地点毕节市黔

西县金碧镇荷花村(见表 1)。 
 
Table 1. Strains tested and their sources 
表 1. 试验菌株及来源 

序号 菌株编号 菌株来源 菌株生长环境 

1 1801 织金县桂果镇 大棚栽培 

2 1802 织金县桂果镇 大棚栽培 

3 1803 织金县桂果镇 大棚栽培 

4 1804 黔西县洪水镇 竹林野生 

5 1805 黔西县洪水镇 竹林野生 

6 1806 黔西县洪水镇 竹林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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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807 黔西县洪水镇 竹林野生 

8 1808 黔西县洪水镇 竹林野生 

9 1809 黔西县洪水镇 竹林野生 

10 1810 贞丰县者相镇 大棚栽培 

11 1811 贞丰县者相镇 大棚栽培 

12 CK 贞丰县者相镇 大棚栽培 

2.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林下畦床式栽植模式，进行红托竹荪栽培试验，对不同的菌株及对照均采用相同的培养基

配方进行种植试验，通过小试试验进行初选，再将小试试验选出菌株及对照菌株进行中试试验，最后选

出适宜的菌株。 

2.2.1. 小试试验 
随机区组设计，3 个重复，每个重复 100 袋，共计 3600 袋，并设置 CK 组，进行出菇小试试验，初

步筛选出稳定性和适应性强适宜于林下仿野生栽培的红托竹荪菌株 3 个，用于中试试验。 

2.2.2. 中试试验 
利用小试试验筛选出三个菌株和 CK 再次进行出菇中试试验，设置两个重复，采集试验数据，进行

分析，选出信野生栽培表现最为良好的菌种，为后期红托竹荪仿野生栽培及推广种植提供科技支持和数

据扶持。每个重复 5000 袋，共 40,000 袋。 

2.2.3. 培养基制备 
本次试验按阔叶树木屑 70%、米糖 10%、麦麸 12%、黄豆粉 5%、白糖 2%、石膏 1%的比例制作栽

培红托竹荪营养基配方[2]。 
阔叶树木屑过 13 mm 筛后自然堆积 15 天，翻堆一次，然后再堆积 20 天备用。 
分别取经预处理的木屑主料，并按上述的质量比例添加辅料混合均匀后添加自来水调节至含水量为

60%，再用装瓶机分装于 16.5 cm × 37 cm 的塑料菌袋中，121℃灭菌 7 h 后冷却备用。 

2.2.4. 接种与培养 
用 75%酒精对灭完菌的组培瓶外壁表面消毒，特别注意喷洒瓶盖与瓶口凹槽处，注意避免在通气孔

处形成液滴，再用酒精棉擦拭，放入超净工作台中，紫外灭菌 30 min；然后将红托竹荪栽培种 75%酒精

表面消毒，再用酒精棉擦拭，放入超净工作台中；用经高温蒸汽灭菌并酒精火焰灼烧至其尖端通红冷却

后的镊子将菌种夹取转接到料袋中，然后套上套袋，即完成接种，接完菌种后转移至培养室，22℃~25℃
条件下黑暗培养，空气湿度在 80%左右。 

2.2.5. 栽培种植 
本次试验采林下畦床种植模式。选择林下，顺坡挖深 15 cm、宽 60 cm、长度根据地势而定的畦床，

平整坑底，回填 2~3 cm 厚的松散土壤，畦床间距 50 cm。 
采用条播的方式进行播种。将脱袋后的红托竹荪栽培种直接成行地分散摆放于种植槽(畦床)底部并压

实坑底疏松土层，栽培种顺坡摆放间距 5 cm 与种植槽边距 5 cm，在其上覆盖一层 1~2 cm 厚的疏松透气

土壤，最后在畦床上覆盖约 2 cm 厚的干松针，后期注意保水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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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方法 

本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运用 Excel 软件进行对各个菌株的小试及中试单位产量进行显著

性检验，当差异显著时，分析各菌株单位产量高产性及稳定性，最后结合其试验中观察的不同菌株对试

验环境的适应性进行选择。从中选择单产性高且相对稳定且适应性较强表现最为优良的菌株作为优良菌

株加以培育并推广种植。 

3. 结果与分析 

3.1. 小试试验方差分析及单产产量分析 

在红托竹荪小试试验中共采集了 11 个菌株及一个对照的试验数据，在本次试验中数据分析只针对不

同菌株的单产因素进行分析，单产产量数据运用 Excel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表 2。通过表 2 可

知，F 值为 21.04627，大于临界值 2.216309，P 值 107E-09 小于 0.05，说明参试各菌株在小试试验中单产

之间的差异性显著。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yield per unit area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表 2. 红托竹荪小试单产方差分析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 crit 

组间 536.2244 11 48.74767 21.04627 1.07E-09 2.216309 

组内 55.58915 24 2.316214    
总计 591.8135 35     

 
通过图 1，红托竹荪小试试验单产图，1805、1802、1801 号菌株的单产产量明显高于其他菌株和对

照的单产产量，在试验过程中，这三个菌株不仅单产产量高，且与对照相比三个菌株在单产的稳定性及

对于环境的适应性上，均高于其他菌株，结合方差分析的结果及单产产量的表现，通过小试试验初步筛

选出 1801、1802 和 1805 号红托竹荪菌株进行中试试验。 
 

 
Figure 1. Yield chart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small test 
图 1. 红托竹荪小试试验单产图 

3.2. 红托竹荪中试试验方差分析及单产产量分析 

在中试试验中，对小试试验筛选出的 1801、1802 和 1805 号红托竹荪菌株进行仿野生栽培，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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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单产产量的数据，观察其对于试验环境的适应性，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综合选择表现最好的菌株

作为本次试验最终筛选出优良适宜菌株，进行仿野生栽培菌种推广种植。对红托竹荪中试试验的三个菌

株及对照单产产量的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表 3。F 值为 12.82046，大于

临界值 4.066181，P 值为 0.002008 小于 0.05，差异性显著。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variance of unit yield in the pilot-scale test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表 3. 红托竹荪中试试验单产方差分析表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 crit 

组间 70.40293 3 23.46764 12.82046 0.002008 4.066181 

组内 14.64387 8 1.830483    
总计 85.0468 11     

 
由图 2 可知，红托竹荪 1801 号、1802 号、1805 号菌株的中试单产量均高于对照，且 1805 号单产产

量最高，并且通过试验过程中的观察，1805 号菌株对于试验环境的适应性均强于其余两个菌株和对照菌

株。1805 号菌株从小试试验到中度试验不仅单产产量最高，并且稳定性最好，从小试到中试均保持持续

的高产，且对于试验环境适应性较强，中试试试验筛选出 1805 号菌株作为推荐菌株。 
 

 
Figure 2. Yield chart of Dictyophora rubrovolvata pilot test 
图 2. 红托竹荪中试试验单产图 

4. 结论 

通过以上的试验结果分析表明，红托竹荪菌株 1801 号、1802 号和 1805 号单产产量均高出对照较多，

其中 1805 号菌株在小试试验和中试试验中均保持最高产量。且三个菌株在试验的过程中，1805 号菌株

菌丝在生长速度和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均明显强于 1801 号和 1802 号菌株，综合各试验因素，选择 1805
号菌株作为毕节市仿野生栽培适宜菌株，加以培植和推广种植。 

5. 分析与讨论 

本次试验由于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只设置了一个试验地，没有试验菌株开展不同栽培地点的仿野生

栽培的对比试验，取得结果相对单一，仅能为试验地仿野生栽培的适宜菌株的推广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而对于在毕节市的其他地区开展推广种植不能直接提供足够的依据和支持。建议今后应根据实际开展不

同地区的红托竹荪仿野生栽培适宜菌株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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