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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Stropharia rugosoannulata），在真菌学分类中隶

属担子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球盖菇科，在自然条件下是一种生长在

赤松树根部，与树木共生的野生食用菌。赤松茸外观色泽鲜艳、肉质细嫩、

爽脆可口，有“素中之荤”的美称，并且其在药食、保健、抗衰老、抗线

虫抗癌等方面有着卓越功效。不同地区因地势、环境的不同，育种方式也

不相同，并且在赤松茸的种植技术、种植模式、商业模式等方面也都有所

不同。目前在我国的赤松茸种植模式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林下种植、大棚

种植、大田种植。赤松茸有着经济和环保价值，引进赤松茸种植技术，在

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赤松茸提高我国对农业废弃物资源的充分利用，极大

的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降低了 CO2 的排放，贯彻落实

了我国对生态农业循环和双“C”目标的绿色倡导。在经济价值方面，赤

松茸行业的兴起，带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赤松茸的形态特征与生长条件

（一）形态特征

赤松茸又名大球盖菇，是一类中低温草腐菌，其味道肥美、肉质爽脆，

并且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活性物质，营养价值极高，主要分布于全球北

部温带地区。赤松茸在真菌学分类中隶属层菌纲、担子菌亚门、伞菌目、

球盖菇科，子实体一般为单生、丛生或群生，较大单个菇团重量可重达数

公斤。菌盖形状接近半球形且扁平，直径在 5~45cm 左右。菌盖肉质在湿

润时表面略有粘性。孢子印紫褐色，孢子光滑，棕褐色，椭圆形，有麻点。

顶端有明显的芽孔，厚壁，褶缘囊状体棍棒状，顶端有一个小突起 [1]。

（二）生长条件

赤松茸是属于好气性真菌，新鲜而充足的空气是保证正常生长发育的

重要环境条件之一 [2]。菌丝生长阶段对通气要求不敏感，而在子实体生长

发育时期要求二氧化碳浓度要低于 1×10-3。赤松茸的菌丝和子实体生长的

关键因素是温度与湿度。刘胜贵等

研究报道，赤松茸在没有光照条件

下不能形成子实体；在 40W 光照

下可以形成子实体，散射光下子实

体能够进行分化与发育 [3]。赤松茸

在温度为 3~35°C 条件下均能生长，

适宜温度为 22~27°C，菌丝生长温

度为 23~27°C，最适子实体生长温

度为 14~25°C。

二、赤松茸的药理活性

（一）赤松茸多糖

赤松茸中含有的糖类物质包括

总 糖 38.26%、 多 糖 类 6.3%、 糖 醛

酸 7.2% 和还原糖 1.0%。杜敏华 [4]

等用应用化学发光法对赤松茸粗多

糖抗氧化活性进行了研究，经实

验结果所知对羟基自由基和超氧

阴 离 子 自 由 基 50% 的 清 理 率， 所

需的多糖浓度的量（IC50）分别为

345.98ug/mL 和 108.60ug/mL。 陶 明

煊从赤松茸子实体中提取赤松茸多

糖，利用赤松茸多糖对 CCL4 和 D-

半乳糖损伤的小鼠心脏的影响，验

证赤松多糖的抗氧化性和对氧化损

伤的恢复能力实验证明，用药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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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心脏的抗氧化酶活性明显上升，

而 MDA 显著下降，表明赤松茸多

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二）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广泛的存在于植

物中，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药理活

性物质，随着国内外对酚类物质的

深入研究，发现酚类物质不仅有着

较强的抗氧化作用，还具有抗癌、

抑菌、降低胆固醇和抗衰老等功

效，人体吸收一定量的酚能降低疾

病的发生和抑制疾病的恶化，是赤

松茸一个值得研究的药理活性成分

之一 [5]。

（三）酚类物质

植 物 中 提 取 的 酚 类 化 合 物 经

研究表明对人类生活和人体健康状

况都有一定的益处，酚类物质不仅

有显著的抗氧化能力，还有调节血

脂、防癌、增强免疫力和抑制细菌

等作用，所以近几年菌类中的酚类

也开始被深入研究。

（四）氨基酸和蛋白质类物质

李 淑 荣 [6] 等 对 采 用 氨 基 酸 分

析仪对赤松茸中氨基酸的含量分布

情况进行测定，得赤松茸含有谷氨

酸、天冬氨酸、丙氨酸、亮氨酸、

赖氨酸、蛋氨酸和甘氨酸等 18 种

氨基酸，其中赤松茸营养物质中

的氨基酸在菇柄和菇盖含量占比为

6.67% 和 17.51%，谷氨酸在总氨基

酸中的含量最高，其中在菇柄中占

比 1.01%， 在 菇 盖 中 占 比 3.09%，

谷氨酸有一定的维持和促进大脑的

机能活跃，增强学习的活跃性，是

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 [7]。

三、赤松茸菌种资源研究品种

与选育

（一）国内所选育种

在国内，赤松茸栽培品种基本

都是由各科学院所研制，并培育出

的优良品种。现国内的主要菌种有

福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成功培育的“明大 128”菌种，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培育的“赤松茸 1 号”菌种及昆明食用菌研究所成功选

育出来的赤松茸新品种“中菌金球盖 1 号”菌种 [8]。

（二）国外所选育种

最典型的国外选育种试验是利用 SRAP 分子标记技术和耐高温递进式

循环驯化技术而筛选出两种性质适宜的试验材料，该试验通过原生质体融

合、原生质体再生等技术手段完成了耐热菌种初选，最后筛选出两种性质

优异的耐热菌种。筛选出的菌种繁殖情况良好，无杂菌污染，40 天就能出

菇，产量能达到 14.56kg/m2。

四、赤松茸种植模式

目前，赤松茸人工栽植方式基本上主要有下列三种栽培主要生产模式：

林下种植养殖模式、大棚生态种植生产模式、大田生态种植栽培模式 [9]。

林下种植新模式的独特模式的一个优点主要是其前期的投资及成本为最

低，树木可以通过植物光合作用来吸取植物 CO2 及释放植物 O2，而林下蘑菇

可以吸取 O2 释放 CO2。树木能够通过赤松茸种植的洒水过程而获得较充足的

土壤水分，赤松茸种植的基料也就会逐渐给这些树木幼苗带来较足够丰富的

土壤养分；赤松茸借助对树木枝叶的遮阴作用可以长时间在低温和保湿良好

的森林环境条件下进行生长，这样使林上与林下可得到良好互补生长。赤

松茸的大棚的种植模式大致分为这两种，冷棚式种植和暖棚式种植。冷棚

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在每年初春季菇节可以借助冷棚膜保温采光来提高冷棚

内空气温度，提前促进出鲜菇，在冬天也一样可以通过保温来延长出新鲜

菇。赤松茸的大田栽培种植的模式种南北方种是稍有一定区别的。在南方

的冬天可以较为有效地利用这些闲余的空地，而且由于南方地区冬天适宜

的气候温度条件也相对比较的适合于赤松茸的良好生长条件，值得首倡。

在北方，冬季大棚由于寒冷气候，水温会较夏季常年为低，并且在冬季的

出盖菇的生长繁殖期间又由于此时正值高温酷暑的夏季，温度在遮阳防寒

措施和大棚降温及保湿设施技术方面都可能变得要求很高而困难 [10]。

五、生态效益

农业废物如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大气、农田土壤等环境带来很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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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茸栽植能充分利用当地稻草、秸秆等农业废弃资源，同时与其他作

物轮作又使赤松茸的培养基料及废弃菌渣得到高效利用，丰富土壤菌群，

改善土壤质量。

（一）新型生态种植方式

有大量文献显示现如今有许多生态轮种、套种等新型赤松茸生态

种植模式在不断兴起，例如江西省部分地区利用大棚栽培设施内铁皮

石斛栽培架下的空地栽培赤松茸，实现赤松茸与铁皮石斛共生极大的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有张洋等提出的柑橘园套种赤松茸模式；雷

干农等提出了梨园套种赤松茸的技术；张传利 ] 等提出的小粒咖啡种植

园进行的咖啡与赤松茸间作。新型种植模式的出现不断促进赤松茸在

生态农业中的发展进程 [11]。

（二）菌渣改善环境

刘德江 [12] 等，实验将赤松茸废弃菌渣粉碎按照相应的比例与盐碱

土壤混合，通过降雨淋溶、自然降解之后可以改善盐碱土的土壤结构、

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微生物活性，尤其是在降低土壤的盐量和增加土

壤中有机质、速效磷、碱解氮含量及改善微生物酶活性等方面效果显

著，同时，菌渣还可以当作沼气化的原料，沼气渣可以用作有机肥重

新返田。

（三）改善土壤菌落丰富度及酶活性

根据邓欧平 [13] 等学者研究表明菌渣原位还田可以极大的增加土壤中

细菌丰度分布，改善土壤生态中细菌群落结构组成；显著提高土壤中蔗

糖酶、土壤多酚氧化酶、土壤过氧化氢酶和土壤脲酶等酶活力，使土壤

微生物活性得到增强；同时，菌渣中含有的大量菌体蛋白和营养物质分

解后，为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丰富的碳、氮源，为植物的生长提

供相应的无机物养料，提高土壤肥力 [14]。

六、结语

在种植方面，赤松茸的种植技

术已十分成熟，种植技术多样，赤

松茸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可从赤松茸种植角度开发，提高生

产效率，充分开发可利用价值，在

副产业方面，有着极大的发展空

间。在环保方面，赤松茸以农业废

弃物为原料，极大的体现了绿色农

业的生态循环，符合国家所倡导的

环保政策，加快了国家双碳目标

的进程，促进了新型生态农业的发

展。赤松茸种植属于新型农业经济

的一种，而当前新型农业在国家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

绿色技术带动绿色经济，赤松茸行

业的发展将会是禁止农村返贫，促

进农村致富行业的中流砥柱。据我

们团队分析，未来的松茸国际市场

会出现良好态势增长，整体消费需

求相对稳定，价格依然会持续攀

升，同时我们依然会利用科技手段

进一步提升松茸产量，保持松茸供

应的稳定性和销售的前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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