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螺髻山地区食用牛肝菌资源

与高档野生食用菌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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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四川省螺髻山地区食用牛肝菌资源进行调查，统计出食用牛肝菌十四种，并编制成检索

表，对高档野生食用菌资源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建议和对策，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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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髻山自然状况

螺髻山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是著

名的国家级 （++++）旅游风景名胜区，原始森林面

积 (’ 万余亩，位于东经 !’"$ 01，北纬 ",$ &1，横断山

东缘，金沙江畔，距西昌市南 (’ 余公里，山体南北长

%023，东西宽 (&23，总面积 ""0’ 平方公里，主峰海

拔高度 0(&/3，相对高差 (’’’3 左右。 山下为亚热

带气候，逐渐向山上过渡为亚热带山地气候。年均

降雨量 !’0"33。

螺髻山植被类型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川

西南河谷山原植被区，由于受气候和地形的影响，其

植被分布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自下而上为：属南亚

热带植被，分布于 !&’’3 以下；中亚热带、北亚热带

植被以北云南松及滇栎、云南樟、滇润楠等为代表，

分布于 !&’’ 4 "&’’3 地带；温带植被以高山栎为代

表的硬叶阔叶林分布于海拔 "&’’ 4 ((’’3 地带；寒

温带植被，以冷杉为代表分布于海拔 ((’’3 以上地

区。

螺髻山气候适宜，日照充足，雨热同季的气候特

点非常有利于高档野生食用菌的生长。

" 螺髻山食用牛肝菌（56789:;8:8）资源

"’’& 年 , 月 4 . 月，"’’% 年 , 月 4 . 月，我们对

螺 髻 山 脉 的 海南 （海 拔 !&"’3）、 摆 摆 顶 （海 拔

"%0’3）、金厂坝（(%"’3）、干海子（(.0’3）等主要区

域，对牛肝菌类进行实地采集共 % 次，同时，对农贸

集市中农民采集上市的牛肝菌进行了调查统计。经

鉴定在螺髻山地区的可食用牛肝菌类共十四种，调

查结果如下：

螺髻山地区食用牛肝菌的种类子实体肉质，有

柄，柄多生于中央，柄内实，粗壮，基部膨大或稍膨

大；菌盖厚而外凸，光滑至有绒毛；菌盖下面有一层

菌管，菌管易与菌盖分离，管孔间也易相互分离，孢

子平滑，孢子印黄色至青褐色。其分类检索如下：

!$ 菌管辐射状排列

"$ ⋯⋯⋯⋯⋯⋯⋯⋯⋯⋯⋯⋯⋯⋯⋯⋯⋯⋯⋯⋯⋯⋯⋯⋯⋯⋯菌柄中空 空柄假牛肝（56789<38= ;:><?8= )
"$ 菌柄中实，菌盖干燥， ⋯⋯⋯⋯⋯⋯⋯⋯⋯⋯⋯⋯⋯⋯有红绒毛和鳞毛 虎皮假牛肝（56789<38= ?<;9@= )

!$ 菌管非辐射状排列；菌柄内实，孢子印橄榄褐色，或其他颜色

"$ 菌盖粘A 菌柄无菌环

($ ⋯⋯⋯⋯⋯⋯⋯⋯⋯⋯⋯⋯⋯⋯⋯⋯⋯⋯⋯⋯⋯⋯⋯⋯⋯菌柄无腺点 粘盖牛肝 #B@<@@= C6@<D;8= )
($ 菌柄有腺点；菌盖边缘无菌幕残片

0$ 管口大，约宽 !$ &33，角形， ⋯⋯⋯⋯⋯⋯⋯⋯⋯⋯⋯⋯⋯复式 亚黄粘盖牛肝 #B@<@@= =@C:@E8@= )
0$ 管口小，宽不过 !33，单式，菌柄短粗，腺点稀少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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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柄粘盖牛肝（#$%&’’$( )*%+&,%( -
!. 菌盖不粘；柄上无菌环和腺点，管口单式不连接成网；菌盖和菌柄无粉末

/. 菌柄粗壮，无鳞片

0. 菌肉伤不变色或变兰色，孢子印淡黄色或淡黄褐色

1. 菌柄有网纹，菌肉伤不变兰色

2. ⋯⋯⋯⋯⋯⋯⋯⋯⋯⋯⋯⋯⋯⋯⋯⋯⋯⋯⋯⋯菌盖淡灰褐色或褐色 灰褐牛肝（34’%5$( 6*&(%$( -
2. 菌盖黄褐色，土褐色或赤褐色，稍粘， ⋯⋯⋯⋯⋯⋯⋯⋯柄基部膨大 美味牛肝（34’%5$( %7$’&( -
2. 菌盖污褐色或深土褐色，不粘， ⋯⋯⋯⋯⋯⋯⋯柄基部通常不膨大 污褐牛肝（34’%5$( +8*&&,%( -

1. 菌柄无网纹，菌肉伤变兰色

2. 菌盖淡褐色到深土褐色， ⋯⋯⋯⋯⋯⋯⋯⋯⋯⋯⋯⋯柄淡白到白色 土褐牛肝（34’%5$( ,8$&7$( -
2. 菌盖淡黄褐色，黄褐色或橙褐色， ⋯⋯⋯⋯⋯⋯⋯⋯⋯⋯柄淡黄色 黄褐牛肝（34’%5$( &9,4’&5$( -

0. 菌肉伤不变色或变色，但不变蓝色，孢子印淡褐色或淡粉褐色

1. ⋯⋯⋯⋯⋯⋯⋯⋯⋯⋯⋯⋯⋯⋯⋯菌盖和柄幼时有紫色 紫粉孢牛肝（:;’4,&’$( ,’$9,%4+&4’8<%$( -
1. 菌盖和柄非青紫色

2. 菌盖橙黄色，柿黄色或肉桂色，柄有条纹，

⋯⋯⋯⋯⋯⋯⋯⋯⋯⋯⋯⋯⋯⋯⋯⋯⋯⋯⋯⋯⋯⋯⋯⋯⋯

顶端近似网纹

绣盖粉孢牛肝（:;’4,&’$( )8’’4$&& -
2. 菌盖暗紫色或暗紫红褐色，

⋯⋯⋯⋯⋯⋯⋯⋯⋯⋯⋯⋯⋯⋯⋯⋯⋯⋯⋯⋯⋯⋯⋯⋯⋯⋯

柄具暗紫褐色的小鳞片或粗糙的颗粒

紫盖粉孢牛肝（:;’4,&’$( %;&9&$( -
/. 菌柄粗大，粗糙或有小鳞片，菌盖橙黄色，

⋯⋯⋯⋯⋯⋯⋯⋯⋯⋯⋯⋯⋯⋯⋯⋯⋯⋯⋯⋯⋯⋯⋯⋯⋯⋯⋯

橙红色或近似紫红色

橙黄疣柄牛肝（=%<%&><%9 8$*8>5&8<$9 -

/ 螺髻山高档野生食用菌资源所面临

的问题

通过对螺髻山地区食用牛肝菌的调查，螺髻山

野生食用菌资源面临诸多问题：

/. ? 供需不平，采收过渡

!@ 世纪 A@ 年代后期，随着野生食用菌的出口

贸易的增加，对野生菌的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对高

档野生食用牛肝菌、松口磨等菌类的出口，掠夺式的

过度采收，导致蕴藏量不断减少，资源受到严重破

坏。

/. ! 生态环境恶化

野生食用菌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高档野生食用菌

的适生环境遭到破坏，导致生态平衡失调，从而危及

了野生食用菌的生长。

/. / 无科学规划

缺少科学规划造成野生食用菌资源，尤其是经济

价值高的高档野生食用菌资源的减少，原因是多方面

的，应综合、系统地研究，多角度审视问题，科学合理

的规划，使资源得到可持续的利用和保护。

/. 0 部分高档野生食用牛肝菌、松口磨等缺乏必要

的研究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科

学研究，不利于确定何种方式进行资源保护，不利于

切实遵循“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原则。

0 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对策如下：

0. ? 完善对野生生物资源的立法，切实有效地保护

野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

建议有关部门对高档野生食用菌的采收管理，

实行隔年采收或采取禁采期的方式，以保证螺髻山

地区食用牛肝菌的生存质量和产量，提高采收能力，

保质保量的、有计划的开发螺髻山地区高档野生食

用菌。同时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科研单位进行野生

变家种、研究高档野生食用菌的迁地保护，加强驯

化，通过人工繁殖和规模栽培，不但可使这些高档野

生食用菌得以保护和发展，还能取得高额的经济效

应。

0. ! 高档野生食用菌大量减少原因的研究

要对高档野生食用菌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进行

有效保护，必须查明高档野生食用菌减少的因子，这

有赖于基础研究的加强。如查明高档野生食用菌物

种的种群动态、繁育系统、极端环境压力下的抗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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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为干扰对物种的影响等，从而可以揭示高档野

生食用菌生活史薄弱环节，区分减少的内在机制和

外部原因，为物种保育、人工栽培或驯养提供科学依

据。造成高档野生食用菌减少原因十分复杂，不能

一概而论# 更不能以偏概全。对保护物种需找出减

少因子，才能实施有效的保护。

$% ! 高档野生食用菌指纹图谱的建立

制定高档野生食用菌的指纹图谱，尤其是 &’(
和 )*+, 指纹图谱的制定，有利于加强高档野生食

用菌的质量控制。保证高档野生食用菌的优质安全

无公害并具可控性，把绿色高档野生食用菌的生产

看成是可持续农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 生物技术在 -. 世纪将对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利用试管微繁殖技术生产选育优良菌种以满足

高档野生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需要，解决供需矛盾，如

牛肝菌、松口磨等。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

的发展，高档食用菌人工栽培技术可从传统的表型

选择向基因直接选择的方向转变。从野生型筛选优

良目的基因，实现高档野生食用菌杂交强优组合，可

成为今后高档野生食用菌育种的重要方向之一。通

过基因克隆，得到次生代谢产物合成途径中关键酶

的基因，通过生物转化、酶促反应生产高档野生食用

菌。因此，生物技术应用于高档野生食用菌生产，不

仅可以保护和增殖珍稀高档野生食用菌，同时也大

量生产高品质的高档野生食用菌。生物技术在食用

菌栽培领域的应用，不仅有利于高档野生食用菌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而且对促进高档野生食用菌栽

培现代化，促进高档野生食用菌进入国际市场，将起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 -. 世纪信息系统无疑将对高档野生食用菌栽

培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高档野生食用菌栽培技术是利用现代的计算机

技术、信息技术，结合现代的化学、数学、生物学等学

科的研究成果，建立数据库。在信息化方面，要利用

和提高信息网络化水平，对有关高档野生食用菌的

数据要进行整理、完善提高，并应加强和充实有关高

档野生食用菌栽培科学研究方面的内容。

$% 0 保护高档野生食用菌物种

高档野生食用菌物种的保护是为了保持生态平

衡和惠及人类，应坚持保护与可持续的发展并重的

原则。在开发螺髻山地区高档野生食用菌野生潜力

的同时，应注意组织开发，加强采收管理，严禁破坏

高档野生食用菌的野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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