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攀西地区的自然环境适合发展食用菌

生产

攀西地区幅员辽阔，境内山脉纵横，山地占!"#
以上，走向以南北为主，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安

宁河及其支流分布其间。攀西地区因海拔高，纬度

低，大气尘埃少，空气稀薄而干洁，透明度大，光照资

源非常丰富，日照时数达$%&&’()&&* + 年，大部分县

市均高达(&&&* + 年以上，尤以南部地区最高。同时，

攀西地区还具有富饶的土地资源，全区土壤类型齐

全，水平分布明显，其中大多数土壤类型具有肥力

高、有机质丰富、矿物质齐全的特性。这些独特的自

然生态环境优势为食用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极其有

利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生存空间。

食用菌的生长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水分，

在生长季节里需要高度潮湿的气候环境（一般要求

土壤湿度在"&’,&#之间，空气湿度在)"’!&#之间

才能生长菌丝），而土壤的水分主要来源于大气降

水。攀西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和青藏高原东侧，

东距太平洋、南距印度洋均只有一千多公里，海风带

着大洋大海的潮湿的空气，能顺利地吹进来。受大陆

气团和地形的影响，夏半年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带

来充沛的降水，年降雨量达$&&&--以上。攀西地区

年平均温度为$).，积温可达/&&&’,&&&.，年最高

温度在)月，具有特殊的“昼热夜凉”的气候特征，昼

夜温差较大，高的可达$(.’$,.之间，特别适合变

温结实型食用菌的生长繁殖。

攀西地区所具有的“南方的热量，北方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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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它蕴藏着巨大的食用菌资源及其开发价值。

在攀西地区野生大型真菌种类有上千种，其中具有

重要经济价值的品种上百种，如鸡枞、松茸、远东疣

柄牛肝菌、灰褐牛肝菌、隐花青褐鹅膏、短裙竹荪、小

蜜环菌、美味红菇等。同时，攀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

气候特征也非常适合各种人工栽培食用菌的生长繁

殖，同一品种的食用菌生物学效率较外地高。

二、发展食用菌生产是高效生态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的日益恶化，使

得粮食和能源的供应日益紧张，而耕地面积的逐年

减少，使全球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粮食压力。同时，

世界监测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世界蛋白质食品

的生产也到了极限。!"#$年以来，作为蛋白质来源的

水产品和肉食以及大豆的生产都处于停滞状态，人

均肉食产量开始呈下降趋势。如由于乱捕和环境恶

化，水产品人均产量从!"##年的!"%$公斤降到!""&
年的!’%#公斤。因此，能否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

多的粮食和食物蛋白便成了生物学家们孜孜追求的

重大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传统的以

动、植物为操作对象的二维农业正在被以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为操作对象的三维农业所取代，有识之土

提出了三色农业的论点，即绿色农业、蓝色农业和白

色农业。食用菌生产作为白色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和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食用菌能直接利用废弃农作物秸秆中的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转化为人类可以食用的蛋白

质。几乎所有的生物废料都可用作食用菌生产的原

料，食用菌生物学效率高达!(()以上，即每单位生

物废料可换回同等数量或数倍数量的鲜菇体。而自

然界纤维素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光合作用，地球上每

年可增加有机物&(((亿吨，其中仅!)是人类可以直

接食用的淀粉、蛋白质和脂肪，其余的则以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形式大量存在。随着光合作用

的持续进行和植物的繁殖更新，地球上的纤维素每

年都可以得到补充。据估计，全球农作物的生产量仅

占生物总量的*)，而食用菌又几乎能将所有的生物

产品转化为人类可以食用的食品，如果能将所有的

生物产品开发出来，则至少可支持!(倍以上现有人

口的生存。

早在!"#!年秋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十一届国

际蘑菇会议上，英国的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植物学家

海斯博士就曾指出：用废料栽培菇类，具有“极大潜

力，可成为供百万人食用的营养来源”。他还预言：

“如果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将可以使食物匮缺的世界

缓和饥荒。”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仅农作物秸秆

一项，全世界每年就有&+%,+亿吨没有被综合利用。

我国植物种类繁多，适生条件良好，各种农作物秸秆

资源丰富，如攀西地区多年来大量废弃不用的荞壳

目前已开发为人工栽培食用菌的良好培养料。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推算，我国每年有农作物秸秆

,%’亿吨，如果以! - $栽培食用菌，按照现有的生产水

平，每人每天可得鲜菇&#,克，从中获得#%$克蛋白

质，相当于(%,公斤大米的蛋白质含量。

随着人们对食用菌食品认识的不断深化，以食

用菌为主体的生态农业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从而加速了食用菌生产的发展。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食用菌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多药效产品，被普

遍认为是“健康食品”、“功能食品”。食用菌所含的氨

基酸都是具有生理活性的./氨基酸，可消化率达

’()0#()，人体吸收率达#()0"()，是含优质蛋白

质最多的食品之一。食用菌富含菌多糖和抗干扰素

诱发剂———双链123，可激活4细胞，增强人体免疫

力、抵抗癌细胞的入侵及抗辐射和抗艾滋病等病毒

的能力。另外，食用菌还含有酪氨酸酶、蘑菇素、胆

碱、核苷酸等能够降低人体血压、血脂及胆固醇含量

的成分。因此，专家们预测，食用菌将成为&!世纪的

新型生态农业。!"#*年全世界食用菌总产为&!#%&万

吨（我国,#%,万吨），到!""$年达到了$"(%"万吨（我国

&*$%!万吨），#年时间总产增加了一倍多（我国翻了

两番），!"+"年全世界还只有!(多个国家种植食用

菌，目前已发展到上百个国家，成了世界性的种植

业。我国!"’#年食用菌产量还不足,万吨，到!""$年

已近+((万吨。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年全国

食用菌总产量达到**+万吨，占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

*,)以上，创产值&&’亿元，出口$’%"万吨，创汇*亿

多美元。我国以产量上的绝对优势，确立起国际食用

菌大国的地位。

三、攀西地区发展食用菌生产，建设高效

生态农业的效益

随着 “西部大开发”计划的实施及我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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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已将食用菌生产列入西部农业发展

十大重点项目之一。我国“南菇北移”的发展战略和

西部大开发及加入“!"$”对有机食品的需要，都将

会带动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攀西地区应抓住机

遇，利用本地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和所蕴藏的巨大

的食用菌资源，大力发展发展食用菌生产，培植高效

生态农业。西部大开发是对各种资源的综合开发，是

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即对

资源要进行保护性地开发利用。生态系统是由动物、

植物、微生物及非生物环境所构成，食用菌作为微生

物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能够把人和动物不能直接

利用的木质素、纤维素及半纤维素等大分子有机物

吸收转化为高蛋白、低脂肪的新食品———菌物食品，

既防止了环境污染，又为人类提供了产量丰富、质量

优良的食物，是自然界物质循环中的重要一环，创立

了利用农林牧下脚料及加工副产物生产食品的新途

径。同时，食用菌生产不占用良田，在相对稳定的环

境中生长，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其生产所需要

的原料价廉易取，主要原料是木屑、各种农作物秸

秆、牲畜粪便等农林副产物，通过合理的搭配，组合

成不同种类的培养基，用以培植食用菌。而经过食用

菌吸收转化后的菌糠，粗纤维含量下降了%#&左右，

氨基酸含量却增加了’()倍，一方面可以用作饲料，

另一方面可以直接还田，这样就形成了粮多、饲料

多、副产物多，供培植食用菌的原料多，转化后的饲

料多、肥料多的良性循环系统。由此可见，发展食用

菌生产，是多层次利用，并转化木质素、纤维素等废

物，减少环境污染，增加产品产出，加快生态循环，充

分利用生物资源，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生产能力的有

效途径。攀西地区农牧副产物多，土地多而贫瘠，劳

动力充足，发展食用菌生产，可以变废为宝，改善生

存环境，并脱贫致富。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前*#年集中精力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

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难点在于增

加农民收入。食用菌生产作为比较具有优势的特色

主导产业，必将会为攀西地区农民增收、财政增源，

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首先，食用菌生产将人和动物不能直接利用的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大分子有机物转化为

菌物产品，是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下脚料综合利用的

过程，成为农业产业链的有效延伸，拉长农业产业链

条，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增加

农民收入，且效益显著。其生产规模既可以一家一户

分散经营，也可以实行工厂化生产。产完菌的菌糠一

方面可作饲料，另一方面可作有机肥还田，与发展畜

牧业实现过腹还田有同等之功效。据分析，每+万,-
食用菌菌渣相当于+%#,-尿素，+*#,-标准磷肥，.*,-
硫酸钾。并且由于食用菌菌渣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有

利于保持土壤团粒结构，增强土壤肥力，实现自然界

物质的良性循环。同时，食用菌生产符合联和国提出

的“生物全株利用”的原则，对发展攀西地区生态农

业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其次，食用菌生产是绿色产业，发展食用菌生产

能够为市场提供绿色无公害的食用菌产品，有利于

改善城乡人民的膳食结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

类在+/世纪以前面临的是温饱问题，主要靠植物源

食品解决；*#世纪注重的是享受问题，主要靠动物源

食品解决；*+世纪关注的是保健问题，则主要需要靠

开发菌物源食品来加以解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对食用菌产品无公害、营养、医疗保健作用的

不断认识，国内外市场对菌类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菌类食品已成为继植物源食品、动物源食品之后

的人类第三大食品源，被专家称为二十一世纪人类

的保健食品。

再次，食用菌生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食用菌生产，有利于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

道，增加农民收入。食用菌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同

时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这正是攀西地区生物废料

原料资源量大质优、气候条件适宜、劳动力成本低的

优势所在。据不完全统计，种植食用菌的经济效益是

种植疏菜的’()倍，种植粮食的+#(+*倍，在农业产

业中其经济效益比较高。如果将现代生物技术的发

酵工程、生物制药等应用到食用菌深加工上，将会产

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进而形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高效益的产业体系。

四、攀西地区发展食用菌生产，建设高效

生态农业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处理好食用菌生产与生态资源保护的

关系。攀西地区大型野生食用菌资源丰富、品位高、

开发力强，是攀西地区主要特产之一。但由于人们长

期以来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够，以至造成其资源日

趋破坏和减少，如松茸产量的剧减。要维持生态平

衡，保护生态资源是十分必要的，盲目的追求经济效

益进行过度地开采，必定造成野生食用菌资源的严

第 ) 期 宋经同：攀西地区食用菌生产与高效生态农业 +++· ·



（上接 !" 页）重大的作用。理念的确认和渗透并不只

是领导者的发现和由上到下的行政宣传。我们需要

对理念进行管理，其核心是要明确由企业理念的来

源、企业理念的实践者和企业理念实践行为构成的

动态的企业理念生态系统，并充分重视并发挥理念

实践者的作用，正是理念实践者确定了什么样的理

念适合他们的组织，对理念进行修改以适应它们的

需要，并且动员组织的力量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

!"#$%&’(
〔#〕《大公司之梦》$夏伯尧$当代中国出版社，#%%%$&，’##&—’##!
〔(〕经济观察报，())*年##月#)日

!!!!!!!!!!!!!!!!!!!!!!!!!!!!!!!!!!!!!!!!!!!!!!

重破坏和浪费，使生态平衡失调，从而危及人类社会

的生存发展。要实现攀西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必须改变对食用菌及其它生物资源单一地采、捕、猎

的习惯行为，保护各种生物资源赖以生存的森林植

被环境，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基因资源。只有

这样才能发挥森林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等主要功能。

同时，攀西地区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区

域，发展食用菌生产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砍伐林

木资源为代价。应该认真执行国家林业产业政策，大

力开发可再生的攀西地区来源丰富的稻草、麦草、荞

壳、玉米芯等代用料资源，变废为宝，转变发展模式，

正确处理食用菌生产与林业生产的关系，努力实现

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三兼顾。

其次，要强化菌种管理、信息技术服务和市场销

售三大体系建设，为食用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要按照《种子法》及农业部《全国食用菌菌种管理暂

行办法》的要求，强化菌种管理体系建设，搞好管理

人员及菌种场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依法搞好菌种

生产及销售管理，杜绝假冒伪劣菌种流入市场，从源

头上把好菌种质量关。进一步建立健全食用菌信息

技术服务网络，坚持不懈地开展食用菌先进实用技

术培训，落实产前、产中和产后各项技术服务措施，

使广大菌农得到及时、准确、有效的原料、产品市场

价格、需求动态、技术发展趋势等信息技术服务，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原料、菌种、技术、加工、销售等方面

的实际困难，大力发展食用菌生产，培植攀西地区高

效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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