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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属

双子叶植物，菊科，泽兰属，为多年生草本或半灌木

状。紫茎泽兰约于上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后，在云

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湖北、西藏等省区广泛分

布和危害，目前已被列入中国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

种第一位，凉山州是四川紫茎泽兰入侵的重灾区，

2006年凉山州就紫茎泽兰入侵状况作了一次全面性

调查，结果发现全州19个市县无一幸免，入侵面积

达612007公顷，占全州土地的10%左右，据测算，三

年时间，紫茎泽兰平均667m2产量即达到2000kg以

上[1]。紫茎泽兰以每年60~80km的速度向北向东推

进，严重危害了我国农、林、畜牧业的生产[2]。积极开

发紫茎泽兰的可能价值，变害为宝，对实现凉山州群

众的脱贫致富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生态意义，并

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

据报道，一年生紫茎泽兰含干物质20%以上，

其中含碳40.43%，氮3.18%，粗蛋白19.74%，木质纤

维素24.7%，脂肪13.47%，碳氮比12.71，pH为5.97
[3]。另外含有大量的氮、磷、钾以及丰富的中量以及

微量元素[4]。紫茎泽兰营养丰富，是当今林木资源

匮乏，生产食用菌的优质原材料。紫茎泽兰栽培食

用菌试验结果表明，可以获得高产，比一般生产可

增加80%以上的产量[5]。紫茎泽兰中所含泽兰酮，

经研究发现对小鼠肝脏有毒，属于一种毒性物质
[6]。利用食用菌本身含有大量的生物酶，将紫茎泽

兰的毒素泽兰酮脱除，为紫茎泽兰的生物脱毒提供

了一个新的思路。

由于脱毒后的紫茎泽兰可以再作为饲料、肥料

生产。该试验探索结果对恢复生态多样性及毒草

紫茎泽兰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

平菇、香菇、金针菇、双孢菇、草菇、猴头菇、白

灵菇、金福菇、茶树菇、长根菇、大球盖菇、鸡腿菇和

杏鲍菇。上述菌种均购于绵阳市食用菌研究所。

1.1.2 培养基配方

①母种培养基：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磷酸

二氢钾0.5g，硫酸镁1.5g，琼脂18g，维生素B110mg，

水1000mL。

②原种培养基：苦荞壳75%，麦麸18%，玉米粉

5%，石膏1%，过磷酸钙1%。以上原料按比例混合

均匀，含水量在60%~65%，料装于350mL菌种瓶内，

128℃（0.147MPa），高压蒸汽灭菌1.5h（由于接种量

小，直接利用原种接种栽培料）。

③栽培培养料：紫茎泽兰粉（未脱毒，直接晾干

粉碎）89%，荞麦叶4%，玉米粉5%，米糠1%，石膏

1%。

1.2 试验方法

1.2.1 栽培设计

所有菌株均制成原种，接种在栽培培养料上，

每个菌株接种10瓶；对照（CK）为纯培养料，不接种

任何菌株。

1.2.2 栽培方法

采用规格为750mL菌瓶装料。按栽培培养料

配方将原料混合均匀，加水，使培养料含水量为

60%~65%，以手抓培养料，指缝间有水珠但不滴落

为准，pH为6.0~8.0，培养料装至瓶肩压实，塞上棉

塞。128℃（0.147MPa），高压蒸汽灭菌2h，灭菌结束

后，将培养料搬至接种室，待培养料温度冷却到

28℃以下，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接种。每个菌瓶接

种原种50g左右，接种完成后，将菌瓶置于阴凉、清

洁、通风好的培养室进行发菌，室温控制在22℃~

25℃，相对湿度控制在70%（草菇温度控制在28℃~

32℃）。待菌丝发满菌瓶后，将菌瓶移至出菇房进

行出菇，菌瓶移至菇房时，菇房需进行严格的消毒

灭菌。根据菌株自身生活习性，采用合理的栽培条

件进行出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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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对照（CK）不接种任何菌种，其它

处理方式与接种菌株的培养料一致。

1.2.3 泽兰酮提取测定方法

泽兰酮提取方法：1g紫茎泽兰培养料，用10mL

甲醇超声40min，用定量滤纸过滤，重复提取两次，

然后合并提取液，定容至25mL，用注射器吸取2mL

提取液，过0.45um滤膜，置于样品管，待测。

泽兰酮测定方法：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紫茎泽兰综合防控项目组合作，根据该项目

组所探索的，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泽兰酮。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菌株在紫茎泽兰培养料上的生长情况

不同菌株在紫茎泽兰栽培料上的生长情况表

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试验结果见表1。

*十瓶的平均生长速度

表1 13个菌株在紫茎泽兰培养料上的生长情况
菌株

平菇

香菇

金针菇

双孢菇

草菇

猴头菇

白灵菇

金福菇

茶树菇

长根菇

大球盖菇

鸡腿菇

杏鲍菇

菌丝生长速度（mm/d）*

9.2

4.3

9.8

3.5

13.1

6.6

8.7

5.2

5.1

7.8

5.8

6.7

8.5

菌丝生长情况

白、粗壮、稠密、整齐

灰白、粗、密、整齐

白、粗壮、稠密、整齐

灰白、粗、较密、不整齐

银白、粗、稠密、整齐

白、粗、密、整齐

白、粗壮、浓密、整齐

白、粗、密、整齐

白、粗、密、较整齐

白、粗壮、浓密、整齐

白、粗、密、较整齐

白、粗、密、整齐

白、粗、浓密、整齐

子实体品相

优、朵大、质好

差、朵小、质较好

优、整齐、质好

差、朵小、质差

良、朵小、质较好

良、朵小、质较好

优、朵大、质好

良、朵中、质较好

良、朵小、质较好

优、朵中、质较好

差、朵小、质差

良、朵小、质较好

优、朵大、质好

从表1可以看出，草菇、金针菇、平菇、白灵菇、

长根菇和杏鲍菇菌丝生长速度和生长情况均优于

其他参试菌株，表现出较好的生长势头，且平菇、金

针菇、白灵菇和杏鲍菇子实体品相表现出生长优

良，朵形整齐、大，质量好的特点。

2.2 紫茎泽兰栽培食用菌后是否含有泽兰酮分析

根据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紫茎泽兰综

合防控项目组所探索的，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

泽兰酮的方法，测定的色谱图如下，图中21分钟出

现的吸收峰为目标泽兰酮的吸收峰。

图1 对照（CK）液相色谱图 图2 鸡腿菇液相色谱图

图3 大球盖菇液相色谱图 图4 猴头菇液相色谱图

图5 杏鲍菇液相色谱图 图6 白灵菇液相色谱图

图7 草菇液相色谱图 图8 双孢菇液相色谱图

图9 平菇液相色谱图 图10 茶树菇液相色谱图

图11 金福菇液相色谱图 图12 长根菇液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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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金针菇液相色谱图 图14 香菇液相色谱图

从图1~图13可见，根据液相色谱图，参照对照

（CK）样品，可以看出，培养平菇、香菇、金针菇、双孢

菇、猴头菇、白灵菇、茶树菇、长根菇、鸡腿菇和杏鲍

菇的紫茎泽兰培养料中均无泽兰酮的吸收峰，说明

泽兰酮已经完全被脱除；培养大球盖菇、草菇、金福

菇的紫茎泽兰的培养料，其泽兰酮吸收峰与对照

（CK）出现在同一时期，并且吸收峰表现明显，说明

这三种食用菌不能脱除或不能完全脱除泽兰酮，还

需进一步研究。

3 讨论

通过对照（CK）可以看出，利用紫茎泽兰栽培食

用菌，并脱除其毒素泽兰酮是可行的、有效地。特

别是平菇、金针菇、白灵菇、杏鲍菇表现出优异的效

果，既能在紫茎泽兰培养料上生长旺盛，又能有效

地脱除紫茎泽兰中的毒性物质，可作为利用紫茎泽

兰栽培食用菌，脱除紫茎泽兰中有毒物质泽兰酮的

首选菌株。

食用菌中的有关生物酶脱除了紫茎泽兰中的

泽兰酮，使紫茎泽兰达到真正的无害化脱毒，食用

菌降解过的紫茎泽兰菌渣，是一种可以再利用的

天然材料，如与某些营养元素合理搭配、处理，可

以制成动物饲料，有机肥料等，加以循环利用。还

能利用经济手段，促进山区人民加入到消除紫茎

泽兰的队伍，遏制紫茎泽兰的蔓延，从而达到无害

化治理紫茎泽兰的侵害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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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search into Selection of Edible Mushroom
without Eupatorium Adenophorum Toxin

DING Lei，ZHOU Bo，LI Pei，WEI Jian-hua
（Schoo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this paper，13 types of edible mushrooms are cultivated in eupatorium adenophorum culture
materials，and then 4 types of high-quality edible mushrooms are obtained；at the same time，eupatorium ketone，the
toxic ingredients in eupatorium adenophorum，is remov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abundant biological enzyme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edible mus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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