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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至 2016年，本人与湖州伟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食

用菌周年轮作栽培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合作，以及与湖州鸿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桑枝培养基栽培灵芝技术研发”项目合作，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初现。在此基础上，对湖州利用桑枝培植食用菌技术在

湖州循环农业产业中的前景进行了初步调查。

一．湖州桑枝条可利用的优势

湖州蚕桑业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与以前繁

荣时期相比有一定下滑，但 2016 年仍有 20 万桑田。以每亩年剪伐

500 公斤计，将产生 10 万吨桑枝条。长期以来，除少量桑枝条作薪

柴使用外，大量桑枝条成为农业废弃物，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

境。事实上，桑枝条含氮量很高，同时含有大量的纤维素、酚类、黄

酮类、生物碱等特殊成分，其中桑皮中的纤维素含量非常大，且强力

大，是栽培食用菌的上等生产原料。具体表现为：

（1）桑枝可以用来栽培香菇、木耳、灵芝等食用菌。（2）桑枝

不含有对香菇等食用菌生长发育有害的油脂、松脂、精油、苦味、臭

味及其他异味，而富含香菇生长需要的营养成分，产出的香菇口感好，

质量上乘，且出菇快，产量高，有其他培养料不可比拟的优越性。（3）

湖州桑园分布广，桑枝条资源十分丰富，取材方便，成本比较低，（4）

桑枝条很少喷农药，利用桑枝条栽培的食用菌绿色环保、达到绿色食



品的要求。( 5) 桑枝条栽培食用菌后的废料菌渣可以作为有机肥料还

田，进一步循环利用，节省农业生产成本。

二．食用菌产业的优势

食用菌是高蛋白、低脂肪，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的低热能健康食品，不仅对维护人体营养平衡和身体健康具有极高的

食用价值，还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降血糖、降血

脂、防血栓、保肝解毒、健胃、减肥、调节中枢神经等多种功效，经

常食用，有显著的抗衰老、健身、益寿、延年等作用，被营养学家推

荐为“世界十大健康食品”之一，誉为 21 世纪的保健食品，是联合

国粮农组织倡导的“一荤、一素、一菌”健康膳食的 3 大基石之一。

食用菌生产具有“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

时、不与其他争资源”的优势，是不可多得的生态、节约、高效的农

业产业。食用菌生产又是一项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短、平、快致富项目，因此，食用菌产业正越来越受到各级政

府的重视和被广大群众所认识，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一大新亮点。

三．湖州发展桑枝食用菌的必要性

1.是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食用菌产业是极具发展潜力的

朝阳产业，是“白色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食用菌产业作为农村经

济重要支柱产业，为振兴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近 20 年来

的产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食用菌总量已占世界产量的 65%，居世界



首位，而我省是我国食用菌生产大省，省委、省政府对食用菌产业高

度重视，把其列入农业 10大主导产业之一，并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

展规划。发展桑枝食用菌产业，对调整山区农业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

用。

2.是促进农民就业、增加收入的需要。 湖州的部分山区农业产业单

一，农民就业不充分，桑园为基地，上千名养蚕大户为纽带的产、销

一体化格局，蚕桑发展走上良性稳步、快速轨道，栽桑养蚕为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财政增长的重要途径。而食用菌生产生长期是秋冬、

春初，正是养蚕的空档期、农闲季节，而且劳动强度不大，妇老幼弱

均可参与，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又增加了收入。

3.利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 生产一袋食用菌需 1. 5kg 杂木屑，如用

杂木生产食用菌，山林资源得不到保护。桑枝食用菌是利用废弃的桑

枝发展食用菌生产，发展桑枝食用菌产业后，必然会扩大桑园面积，

一方面能提高森林覆盖率，使森林植被得到治理和保护，另一方面能

促进蚕桑业的循环发展，减少与食用菌生产之间的矛盾，提高有限资

源利用率，从而实现林业和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利用废弃桑枝发

展食用菌产业，完全是变废为宝、优化环境的有力举措。生产食用菌

后，菌糠还田既改变了土壤结构，又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现代农

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

四．适用桑枝栽培食用菌的种类及基质分析

1.平菇 平菇是食用菌中最易栽培的菌类，能利用多种农副产品下

脚料。研究发现，添加不同比例桑枝屑的培养料平菇均能正常出菇，



但不同平菇菌株，不同配方对平菇菌丝的生长速度、生物转化率、产

量及投入产出比等影响不同。

2.香菇 香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食用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土

特产，在国际市场上素负盛名。香菇营养十分丰富，国内外消费市场

愈来愈大，发展前景不可限量，研究利用桑枝屑栽培香菇，潜力巨大。

桑枝屑比例在 50%以内对香菇产量没有影响，以添加 40%桑枝屑比

较适合，即以桑枝屑 40%，杂木屑 45%，麸皮 13%，石膏 1%，蔗糖

1%为高产高效培养料配方。

3.杏鲍菇 杏鲍菇是一种集食用、药用、食疗于一体的珍稀食用菌，

其营养丰富，肉质脆嫩，是侧耳属中味道最好的一种。与栽培香菇类

似，在棉子壳培养料中添加桑枝屑栽培杏鲍菇，可提高其菌丝生长速

度。

4.秀珍菇 秀珍菇因其菇体姣小，菌柄长菌盖直径小于 3 cm 而得名。

利用桑枝屑和棉子壳栽培秀珍菇，不同配方均能正常发菌、出菇。通

过比较鲜菇产量、生物转化率以及投入产出比等指标以桑枝屑 60%，

子壳 25%，麸皮 12%，石膏 1%，石灰 2%栽培秀珍菇，鲜菇产量、

生物转化率较高。秀珍菇在以桑枝屑为主的培养料中均能生长。

5.黑木耳 实践证明，黑木耳在以桑枝屑为主的培养料中产量很高，

品质优良。而且，黑木耳可在露天栽培，无需大棚，农业基础设施成

本大大减低，十分值得推广。

6.灵芝 灵芝为药食两用真菌，素有“仙草”之美誉，是我国传统名

贵中药，自然野生的灵芝非常稀少，开展人工栽培是获取灵芝子实体



的主要手段。而桑枝作为主要培养基料栽培灵芝是近几年研究灵芝和

蚕桑技术的热点。用桑枝生产灵芝技术已获得巨大成功，所用培养基

方是桑枝粉 77% 、细米糠或麦麸 20% 、过磷酸钙 1% 、白糖 1% 、

石膏 1% ，栽培出灵芝，菌丝长势旺，出菇性能好，生物转化率高。

研究结果表明，桑枝栽培灵芝的灵芝多糖不比杂木或椴木栽培灵芝低

而且面市价格较高。利用桑枝栽培灵芝，可变废为宝、增加蚕桑产业

的附加值。

五．废菌料的循环利用

菌棒废料经翻耕入土，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的结构，

从而提高果品质量。目前规模养殖场所产生的大量粪便，是造成农

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通过对畜禽粪便进行处理生产有机肥，在生

产过程中拌入适量的菌棒废料，既增加了有机质含量，又优化了肥料

结构，有利于养份的充分发挥。从近几年的生产试验情况看，在育秧

床土中添加 20-30%的废菌料，可增加有机质含量，提高养份，疏松

土壤结构，提高成苗率，可起到既节省生产成本，又提高粮食的产质

量的作用。

开展食用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资源从土地中来，回归到土地

中去，既促进了食用菌产业的健康发展，又对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方式，为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开辟了一条

的新途径。



六．存在的问题

1.产业零碎分散 与省内的丽水、衢州等食用菌主产区相比，湖州

的食用菌产业处于较弱势的状态，很少有专业大户，因此对桑枝条栽

培食用菌生产的概念不强。

2.桑枝栽培食用菌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湖州技术覆盖

面相对较窄，从事桑枝栽培食用菌的人才和技术欠缺，现有的技术还

未能普及，真正熟练该项技术的人才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桑

枝食用菌这一新兴产业的顺利发展。

3.根据食用菌栽培所需的原料进行分类，食用菌分为木腐型、草腐型

和土腐型 3个品种，而桑枝作为主要栽培原料只适用于木腐型食用菌

品种的栽培。因此，利用桑枝栽培食用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原料资源分散处理成本高。桑枝是蚕桑生产中数量最大的副产品，

每年桑树修剪产生大量的废弃桑枝，原料资源丰富。但目前蚕桑生产

主要以个体为主，没有形成规模,所以造成桑枝资源分散，原料处理

成本高。

5.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湖州食用菌的生产缺乏具一定规模的龙

头企业的带动，基本上以农民作坊为主，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劳

动力密集，产业化程度大多偏低，加工能力较低，经营管理手段落后，

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很难形成规模，致使利用桑枝栽培食用菌

的经济效益不明显。目前草菇、灵芝等大宗产品都是在简易菇房或大



棚，采用传统模式生产，产量、质量均不稳定，市场竞争力弱。

七．加快发展桑枝生产食用菌的建议

1.加大对菌种的开发研究。在菌种源头上加大研究力度，发挥科技创

新优势，不断研究驯化各类菇种，多方引进优良品种，扩大适合利用

桑栽培的菌种的种类，不断提高各类栽培品种的产量和质量。

2.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业化程度。一是建立食用菌科技示范园区，组

织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种植合同，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进一步加快

食用菌园区建设，做大园区规模,充分发挥园区龙头企业市场、信息、

技术等优势，建立起“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联合模式，调动广大菇农种菇积极性,带动千家万户种植食用菌，切

实做大食用菌产业。二是大力扶持食用菌龙头企业的发展，提高经营

管理手段,促进食用菌产业的集约化、产业化发展。三是加强与上游

蚕桑生产的联系,形成产业链，将蚕桑生产中修剪下来的桑枝集中起

来，统一进行晒干等处理，用于食用菌的培养。四是坚持规模化生产

和食用菌精深加工并举发展，通过实施食用菌精深加工，用现代高科

技手段把食用菌产品加工成新型的罐头、蜜饯、酱菜、胶囊、冲剂、

多糖等即食食品和保健食品，拉长产业链,拓展新的市场,以加工带动

栽培。

3.普及桑枝栽培食用菌技术。成立食用菌服务中心,为菇农提供菌种、

物资、技术等方面的服务。加大对桑枝栽培食用菌技术的研究，普及

现有的桑枝栽培食用菌技术。大力培养桑枝栽培食用菌的人才，使新

技术尽快地应用到食用菌的栽培中，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通过近 2年在湖州农业企业的实践，并参照我省桐乡、淳安、

开化等县市的经验，我们认为，桑叶养蚕、桑枝种耳、蚕耳结合、循

环利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湖州市及蚕桑地区是完全可行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