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乐食用菌技术负责人吕骐羽
在观察液体菌种菌丝形态。

泰山菌菇走出深山走俏市场

除泰山赤灵芝之外，泰山天花
菌、泰山松蛾、泰山长根菇等特色
真菌资源都已开发、驯化，并在科
研人员的努力下，实现种植技术向
农户、企业的普及推广。

中秋节前，泰安大津口乡村民吕
西振将新采摘的最后一筐泰山天花菌
交到客户手中，今年的天花菌种植圆
满收官。“1 公斤泰山天花菌市场价
在30元至50元之间，今年一共种了
8万个菌棒，出菇2万多公斤，除去
成本能赚20多万元。”吕西振说。

泰山天花有着丰富的药用、食
用 价 值 ， 但 野 生 天 花 菌 产 量 很
低。自1989年开始，泰安市便开始
研究泰山天花菌人工驯化技术，并
先后列入了市级、省级“良种计
划”。如今，泰山天花菌良种选育和
仿野生栽培技术已经推广到泰安的
区县及山东其他部分地市，在河
北、天津地区也有种植，为当地百
姓增收致富开辟了新渠道。

我 市 顺 应 现 代 农 业 的 发 展 要
求，坚持把发展食用菌生产作为种植
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
产业来抓，依托“公司+基地+农
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龙头企业
的带动下，食用菌产业发展水平稳步
提高，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布局、规模
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格局。

在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乐食
用菌科技产业园现代化的菌菇生产
车间，特色农业大数据管理系统通
过传感器实时采集每间菇房的温
度、湿度、氧气浓度、二氧化碳浓
度、光照强度等。通过数字化生
产，每平方米菌菇产量从13公斤提
高到22公斤。

“现在，我们正尝试拓展国外市
场 ， 每 周 有 2 万 个 菌 棒 出 口 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永乐食用菌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宗海说。

“我国食用菌产业具有很大潜
力。依托科技支撑，泰安特色药食

用菌产业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
民的生活，同时也为现代农业转型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考。”市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安丽介绍，近
年来，结合全省实施的农业良种工
程等各类科研、推广项目，国家及
省级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泰安试验
站、山东农业大学食用菌团队、泰
安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为产业
发展提供科研支撑，大力推广应用
生产关键技术，选育新菌种，创新
栽培模式，泰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
的后劲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2023 年泰安市食用
菌菌种 （菌包） 生产企业 9 家，食
用菌工厂化生产企业7家，食用菌加
工企业 7 家，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 12 家，食用菌生产基地/标准
园区7家，为泰山特色药食用菌产业
发展和品牌打造奠定了基础，全市食
用菌年播种面积约253公顷，年产量
1.5万吨，产值2.4亿元。

泰山相对高差达1400米，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泰
山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药食用菌。

近年来，依托泰山丰富的种质
资源，我市围绕药食用菌产业发
展，以科研力量为助推，依托“公
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
式，提升了泰山特色菌菇的品牌影
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仅促进了当
地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2023 年已鉴定泰山大型真菌
物种超过 450 种，预计新种超过 15
种。”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讲
师王攀蒙介绍，“动物可以驯化，野
生菌也可以，如果某些真菌物种具
有较高的开发潜力，我们会获取其
活体菌株并对其驯化和栽培。”

泰山大型真菌最早、最成功的
驯化案例，便是泰山赤灵芝。泰山
赤灵芝是珍贵道地药材，是“泰山
四宝”之首。20世纪70年代，泰安
市农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首次将野
外采集的泰山赤灵芝经过菌种分
离、培育等，实现人工种植。“泰安
市赤灵芝产业发展高峰期种植面积
达 1500 公 顷 ， 产 品 大 量 出 口 日
本、韩国等地。”泰安市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孔怡介绍。

如今，泰安许多村庄仍在种植
泰山赤灵芝。走进岱岳区九女峰片
区的丰山村，56 个泰山赤灵芝大棚
错落有致排布在山间，这里是山东
芝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灵芝种植基
地。在基地打工的村民陈文水每月
工资4000多元，每年还能领到三四

千元的土地流转费。
“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村

主 要 围 绕 泰 山 赤 灵 芝 、 泰 山 黄
精、泰山女儿茶等泰山特产发展产
业，村集体收入从 2011 年不足 3 万
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92 万元。”丰山
村党支部书记陈文华介绍，在产业
支撑下，村里开设了暖心食堂、“四
点半课堂”等便民惠民项目。

为保证泰山赤灵芝种质资源纯
净，从2021年开始，泰安市农业科
学院食用菌研究所连续 4 年与泰山
景区玉泉寺管理区深度合作，将
4000余个泰山赤灵芝菌包种植于玉
泉寺野生林区，打造原生态仿野生
灵芝基地，通过人工辅助自然恢复
进一步丰富泰山赤灵芝野生种质
资源。

科研力量助推泰山药食用菌产业发展

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一体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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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天，泰山上都活跃着一
群人，他们来自高校、研究所和生
产企业，出入山林、采集菌类，用
科研成果写就泰山菌菇发展新
故事。

中秋节前，最后一茬泰山天花
收获，吕西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泰山玉泉寺景区内仿野生种植
的泰山赤灵芝。

孔怡（左）向景区工作人员分
析仿野生种植赤灵芝的虫害防治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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