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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四川羊肚菌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羊肚菌(Morchella)是一种名贵、珍稀的世界性美味食用菌和药用菌，

也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食用菌类群，具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和独特的保

健作用。在成都平原、三州地区（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秦巴山区

等广泛区域的海拔500～3400米的地区均有羊肚菌资源的分布。近年来，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率先在世界上开展羊肚菌人工大田商业化栽培并取得

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反响，成为国内外近年

来食用菌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引领四川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羊肚菌产业基

地，并带动全国形成了羊肚菌栽培的热潮。

一、四川羊肚菌栽培现状

虽然目前的羊肚菌大田栽培技术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的环节，但已

显现出了该技术的适应范围广、生产周期短、操作简单和易学易推广等优

势，在短短的3年时间已迅速推广应用。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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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羊肚菌栽培面积由100亩左右迅速上升到2015年的15000亩，占全

国栽培面积的80%以上；四川金堂、甘孜州、阿坝州、绵阳和青川等30

余个县有规模大小不一的羊肚菌栽培基地。以四川为核心，羊肚菌栽培已

快速辐射到新疆、甘肃、湖北、福建、河南、山西、重庆、云南等全国较

多的地区。但是，不同的种植者获得的效益差别巨大，效益好的每亩盈利

可高达数万元，也有出现种植亏损的情况；2015年四川省农业厅在康定

组织专家验收测产亩产高达508公斤，创造了全国羊肚菌人工栽培的高产

纪录，其产量潜力巨大，2016年因菌种和气候、土壤等原因，有的地方

也造成了颗粒无收的情况出现。

四川一般10～11月播种，翌年2月开始出菇，4月基本采收结束，4～

6个月可完成从播种到采收的全过程。羊肚菌的栽培设施简单，大体上可

以分为简易遮阳网大棚和钢架大棚两种：简易遮阳网大棚又可分为矮棚、

中棚和高棚3种类型；钢架大棚主要是利用蔬菜大棚、育苗大棚或其他园

艺设施改造后进行羊肚菌栽培。

羊肚菌栽培模式可分为轮作模式、间/套作模式和层架式栽培。轮作

模式包括羊肚菌-水稻轮作、羊肚菌与番茄、苦瓜、辣椒等蔬菜轮作；间

套作包括与小麦的套种，利用树林下的空间在柑橘林、桃树、梨树、猕猴

桃林下栽培羊肚菌等；层架式栽培在四川金堂等地已进行实验和小规模栽

培成功。室内羊肚菌的工厂化设施栽培技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正在进行

科技攻关研究。

二、羊肚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羊肚菌对气候和土壤的依赖性 当前羊肚菌的栽培主要是利用自

然气候条件顺季栽培，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量高

低。简单栽培设施、单一品种和粗放的管理方式，使羊肚菌的栽培对环境

和气候变化的抵抗能力较差，对不同土壤类型的适应性差异很大。由于缺

乏应对极端恶劣天气的措施和策略，因气候原因造成的原基死亡、幼菇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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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和大面积减产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2015～2016年冬春季因低温冻害

和雪灾出现减产情况比较严重。

2.羊肚菌研究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

(1)羊肚菌的特性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对于羊肚菌的遗传特性、营

养条件、生活史、育种方法、菌种保藏技术、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调控

机制，营养转化袋的作用机理、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富集等方面的研究还很

不到位，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在栽培技术的改进和提升等方面还存在着

较大的障碍。

(2)羊肚菌的配套品种、栽培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 羊肚菌栽培区域

和范围日益扩大，从南到北，由西向东，从平原、丘陵和山区到高海拔地

区，采用的品种和模式基本是沿用适应四川局部地区和环境的品种和技

术，除了少量的管理措施调整外，还缺少对不同生态种植区域的配套栽培

管理技术，特别是应对极端恶劣天气的技术措施缺乏。

(3)羊肚菌病虫防控技术还十分缺乏 在羊肚菌出菇季节，随着气温

的回升，羊肚菌白霉病、红柄病、萎蔫病等病害发生严重，一些地区病害

发生面积可超过50%，严重影响其产量和栽培效益。在菌丝和子实体生长

阶段还有蛞蝓、马陆、跳虫等害虫危害，咬食羊肚菌原基和子实体，传播

杂菌，病虫危害同时发生。滥施农药造成的羊肚菌子实体的死亡和产品质

量安全隐患问题亦较严重。

3.对羊肚菌效益的预期过高，盲目跟风 目前，全国较多的地方出

现了动辄建设上千亩的羊肚菌栽培基地，一些地区将羊肚菌作为脱贫致富

的重点项目，一些其他领域的投资者转向投资羊肚菌栽培，一些食用菌种

植者也更换品种，开展羊肚菌栽培。由于他们对于羊肚菌栽培期望过高，

道听途说，盲目跟风，对羊肚菌栽培缺乏全面的了解，缺少对种植风险的

认识和防范，缺少对环境、气候、土壤等条件的考察和选择，投资规模过

大，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损失较重；更有一些菌种生产个体和企业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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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羊肚菌品种选育和制种能力，生产的菌种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三、促进羊肚菌产业健康稳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羊肚菌的科技投入 建议加强羊肚菌科技投入，重点对四川

羊肚菌资源的保护与研究，明确羊肚菌的遗传特性，建立菌种质量标准和

规范菌种生产工艺，开展针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的

研究，加快产品开发研究进程，为羊肚菌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着力打造四川羊肚菌产业链和羊肚菌品牌 四川是羊肚菌人工栽

培的发源地，具有带领全国羊肚菌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环境和资源条件，

着力打造羊肚菌品牌和产业链，对于提升四川食用菌产业地位是极好的契

机。建议组建羊肚菌产业技术研究团队，扶持羊肚菌菌种、生产和加工企

业，开发高端羊肚菌食品和保健品，加强对四川羊肚菌品牌宣传，开拓羊

肚菌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促进羊肚菌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3.适度规模，科学规划发展 羊肚菌在国内外食用菌市场中有较高的

地位，有特定的市场和消费人群，在当前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式的大规模

的羊肚菌栽培将会导致羊肚菌价格的迅速下跌。避免羊肚菌栽培规模盲目

扩张，应根据羊肚菌本身的特性，科学规划，确定适宜栽培地区，进行精

细的栽培和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和栽培效益，引导羊肚菌产业向健康科学

方向发展。

（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和四川省食用菌创新团队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彭卫红 研究员 甘炳成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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