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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料香菇生产稳健持久发展途径的研究

施 拱 生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对装菇主产区香菇生产现状的系统研究表明
，
袋菇生产是发挥山 区仇势

、

扬长避短
、
发展经济的好项 目

，
但 目前菇 农自发争相 发展

，
追求数量

，
粗放经 营

，

导致资源
、

人力
、

物力浪费
，
后备资源发展无相应地位

，
菇 田矛盾突出

，
香菇生产

难 以持久发展
。
为此巫需加强领导

，
改革生产方式

，
主要枝术环节分级管理

，
确 定

合适规模
，
增加资源转化位

，
提高菇木营林地位

，
扩充后 备资源等

，
促使袋菇生产

稳健持久地发展
。

关铭饲 香菇� 林产品， 生产环境� 生产能力， 发展

中圈分类号 ��魂�
�

�

香菇味道鲜美
，
香气浓郁

，
营养丰富

，
素称

“
山珍

” 。

发展袋料香菇�简称袋菇�生产
，
扬

长进短
，
发挥山区生产优势和商品优势

，
振兴经济

，
群众致富

，
繁荣市场

，
外销创汇

，
意义

很大
。

香菇起源于浙江庆元
，
从该县民间传说的香菇 仙祖—吴三公 开始

，
至今 已有���余

年历史
。

从伐木砍花遮衣自然传种长菇的老方法
，
段木接种的新方法

，
到人造菇木袋菇生产

的最新方法
，
实践证明

，
袋菇生产对山区尤其是边远山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它生产

周期短
、

资源利用经济
、

成本低
、

产量高
、

效益好
。

但目前群众性自发争相发展
，
潜在着令

人忧心的危机
，
任其自然

，
将导致资源浪费

、

生态恶化
。

这决非祀人忧天
。

如能为袋菇生产

探索出一条稳健发展道路
，
将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笔者于���。�����年曾对袋

菇主产区作过较系统的调查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 调查内容
、

地点与方法

�
�

� 润查内容

边远山区袋菇生产现状
，

袋菇生产对振兴经济
、

群众致富的作用和地位
，
袋菇生产技术

、

工艺流程及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
，

先进苗头及发展前景等
。

�
�

� 调资地点

袋菇主产区的庆元县及其岭头乡
、

荷地镇
。

重点村有岭头乡的岗后洋
、
山翠湾

、

岭头
、

下庄
、

杨家庄
、

大际头
、

小际头
、

陈鉴坑
、

黄宙坑
、

后仓坑和杨桥乡的黄洋及荷地镇等��个

村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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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调查方法

查资料
，
与县区乡村干部

、

种菇大户及特殊户座谈
，
访问

，
深入各类菇棚实地调查测定

及专题搜集等
。

�
。
�

结果与分析

袋菇生产是发展山区经济群众致宜的有效途径

�
�

�
�

� 袋菇生产对边远山 区经济发展的地位 近年来袋菇在丽水地区的庆元
、

龙泉
、
景宁

、

云

和
、

绪云
，
温州地区的泰顺

、

文成
，
街州地区的常山

、

江山等县
，
都有较大发展

，

被列为农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特别是庆元县
，
袋菇产值跃居全县经济首位

。

该县袋菇技术于����年引

进
，
当年试生产�吐�

�

�万袋
，
产菇�

�

��刀 ��
，
产值���

�

�万元
。

至����年
，
发展 到约����

�

�

万袋
，
产量近 ���

�

�� 万��
，
产值约 ����

�

�万 元�表 ��
�

� � 中
，
袋数增加��倍

，
产量��倍

，

产值��倍
，
种菇农户普及率达���以上

，
成为县经济主要支柱

，
并冲出了

“
贫困县

”
的圈子

。

一些重点乡发展速度更是惊人
，
如岭头乡

， ����户
， ����年试 种 �户

，
共�

�

�万袋
，
产菇约

。 �

��万瑰
，
产值�

�

�万元
。

至����年
，
户数发展到����户

，
种菇 ���

�

�万袋
，
产量��

�

��万��
，

产值���
�

�余万元
。
� � 里

，
农户普及率提高到���以上

，
袋数增加���倍

，
产量���倍

，
产值

���倍�表 ��
。

表 � �，�������年庆元县袋菇生产情况
����� � ���� ��������� ����

一���� ���������� ��� ��� ���� ���� �� ����

项 目 ���� ���� ���� ���� ���� ���� ����比����增�倍�

袋数�万�

产量����

产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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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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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年系试验性生产 ， ����年数字据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讯

�
�

�
�

� 袋菇生产是 发展山 区经济群众致富的有效途径 群众对袋 菇生产自觉 性强
，
积极性

高
，
受益不浅

，
因此发展迅速

。

这充分显示出该项生产门路是符合山区实际
。

�
�

�
�

�
�

� 发挥了资源优势
。

边远山区人烟稀少
，
土地

、

气候
、

森林资源丰富
，

是一大优势
。

可是因地处边远
，
交通不便

，
信息闭塞

，
技术力量薄弱

，
资金短缺

，
故林农历来仅忙于为发达

地区提供木材
、

木料
、

木炭
、

山货等高代价低效益的生产
。

而今的袋菇生产
，
使长期难以有

效利用的丰富的阔杂木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

辽阔肥沃的土地
，
使袋菇原料再生

，
增加了后

备资源
，
有良好的发展余地

。

温和凉爽的气候条件
，
恰是香菇生态习性所需

。

�
�

�
�

�
�

� 发挥了技术优势
。

边远山区要兴办地方工业或乡镇企业
，
诸多限制条件中尤感技术

力量薄弱
。

可是香菇生产
，
既有传统习惯

，
也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

。

同时群众从实践

中体会到袋菇生产具有周期短
、

资源转化值高
、

成本低
、

效益高等优点
，
加上领导的重视

，

科研
、

生产
、

加工
、

销售等系列服务
，
消除了后顾之忧

，
生产积极性自然高涨

。

�
�

�
�

�
�

� 发挥了商品优势
。

山区群众
，
由于条件所限

，
很难拿出适应海内外市场需要并且有

一定竞争力的工业产品
。

但他们的香菇
，
可谓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优势商品

，
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
香菇销售必将扩大

，
香菇的商品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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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有增无减
。

�
�

�
�

�
�

� 避免了交通不便
、

运输艰难的不利条件
。

香菇素称山珍
，
是一种高产值

、

高 效 益

的商品
，
挑 �� ��香菇

，
价值几千元

。

因而
，
袋菇生产

，
最适于运输困难的山区开发利用

。

由此可见
，
袋菇生产在边远山区具有美好前景

，

是一条群众致富的有效途径
，
应创造条

件
，
永远为山区群众服务

，
为国家多作贡献

。

�
�

� 影响袋菇生产艳抽持久发展的主要问题

�
�

�
�

� 生产方式极端松散
，
不利于向深化提高方向发展 自����年袋菇试生产以 来 至����

年
，
庆元县种菇 ���。 多万袋

，
普及率达 ��� 以上

，
发展速度迅猛

，
产值近亿 元

。

不论 从

那一角度看
，
袋菇生产都已成为该县的最主要生产项目

，
成为经济支柱

。

但现行 的生 产 方

式
，
从设备

、

备料
、

装袋
、
灭菌

、

接种
、

培菇及烘制出售等全过程
，
在资源利用

、

保护
、

发

展
，
生产规模

、

技术标准落实诸方面
，
行政干预极少

，
几乎完全处于自由状态

，
单家独户经

营
，
形成一个群众性自发争相发展的局面

。

从而
，
很自然地暴露出许多难题

。

据县政协�专管

该县食用菌生产�挂钩点岭头乡调查
，
主要问题是

�

�
�

�
�

�
�

� 菇农盲目追求数量
，
无力提高质量

。

穷怕了的山民
，
看清了致富门路并初步 掌 握

技术环节后
，
积极性十分高涨

。

全乡����年试生产。 �

�万袋
，
到����年 就 发 展 到���

�

�万袋

�表 ��
，
普及率高达���以上

，
比试生产增加了切�余倍

。

不少农户均在�
� 。万袋以上

，

最高

的近�
�

�万袋
。

由于数量过多
，
往往错过接种季节

，
造成原料损失

，
而且只能粗放 管 理

，

广

种薄收
，
效益明显低于数量较适中户

。

裹 � ��，�年庆元县岭头乡袋菇生产情况
����� � ���� ��������� ����

一
���� ��������� ���� �� ����

村 名 户 数 种 菇 户 普及率��� 袋 数 人 口 �人� 人均袋数 户最多袋数

����
�����

�����

�����

����

����

�����

����

�����

����

����

�����

�����

�����

叮�目‘只︸今曰�︺
������了八凡�，��工�了�吕���

，��“，工��咬月匕�工口�﹄�月幻�山亡���八匕�

岗 后 洋

山 翠 湾

岭 头

后 仑 坑

黄 宙 坑

陈 鉴 坑

下 庄

大 际 头

包 果

举 洋

杨 家 庄

小 际 头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魂��

���

���

����

八������工一��
�工�任�﹃�门‘��������

…
八“叮口件����口丹��二��上�任比������ �”�公������才口�︸�︺�︺����

‘月�之�”�︸�八几“己��勺自�口�几�九��恤����冉�仍�八�内了亡口六一舀八�了﹃﹄�甘

︸一月月生勺二�上，二

��︺，工内匕几门己���才��甘�任月，月任八心门‘八�行行�‘片了亡��成��几勺，︸

�孟，�，�，止，土

�
�

�
�

�
�

� 发展规模与资源很不相适应
，
超自然承受力

。

岭头乡��个行政村
，
除山翠湾

、

岗后

洋尚存一些菇木可砍用外
，
其余 �� 个村基本上无多少菇木可砍了

。

该乡 ����年 所 生 产 的

���
�

�万袋的���以上原料
，
是从外地采购来的

。

这充分说明
，
岭头乡现行规模与 自身 资源

是很不相适应的
。

为了控制规模
，
该乡在���。年就始用每袋收取�

�

�� 元 管理费的措 施
，
当

时还是全县唯一采用这项措施的乡
。
����年收费标准又提高 到 每袋�

�

����
�

��元���� 。袋�

户以下的�
�

��元
， ����袋�户以上的。 �

��元�
。

此外
，
还设想

， �� � � 内禁伐本地资源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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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从外地购进， 规定种多少袋
，
造多少林

，
多种菇多造林， 向菇农收取菇木育林费

，

建立

菇木育林基金等
。

该乡自身虽然资源很少
，

但毗邻福建省资源多
，
购进条件比较优越

，
而且

属于县政协的香菇基点乡
，
支持很大

，
所以前景还是广阔的

。

�
�

�
�

�
�

� 群众性独户经营
，
技术标准难以达标

，
成本

、

产量
、

质量及效益差距 甚 大
。

该乡

���。年情况
，
单袋成本最低。 �

��元
，
高的�

�

��元左右
，
一般的�

�

��元 � 单袋产量 高 的�
�

���

取�左右
，
低的 �

�

��� ��
，
一般的 。 �

�����
�

��� ��， 厚菇率高的 ���左右
，
低的 ���

，
一

般的�������， 单袋效益高的�
�

��元以上
，
低的�

�

��元以下
，
一般的�

�

��元
。

差距大的原

因
，
有袋数太多

，
管理粗放

，
广种薄收， 有菌种选用不当

，
菇少质劣， 有灭菌不彻底

，
接种

条件差
，
杂菌感染严重， 还有采收不及时

，
烘制失误

，
降低品位等级

。

效益高的多是袋数适

中
、

管理得法
、

技术环节把握好的农户和采用
“
塑料大棚

”
培菇及试生产袋料花菇户

。

�
�

�
�

�
�

� 农户无为消耗大
，
影响山区经济协调发展

。

由于袋菇生产效益相对较高
，
绝大多数

户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主要投放在袋菇生产上
，
全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佗于袋菇生产的烦杂

事务
，
不但无为的消耗了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而且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农

、

林
、

牧
、
副

各业的综合协调发展
。

�
�

�
�

� 资源利用不合理
，
原料浪费严重 由于群众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
在袋 菇 生

产中暴露出对资源利用很不经济
，
原料浪费严重等问题

。

据岭头乡调查
�

�
�

�
�

�
�

� 原料筹备中
，
只利用干材

，
整树利用率低

。

袋菇生产最大优点就是对原料规 格 要

求低
，
绝大部分杂草

、

灌丛
、

树枝
、

树叶均可加工作料
。

但现实农户筹料时
，
为了采集

、
加

工方便
，

不仅对极其丰富的杂粉资源不肯受用
，
就是砍伐大树

，
也只背树干

，
所有大小枝叶

一概弃地腐烂
，
整树利用率不到���

�

�
�

�
�

�
�

� 灭菌烘制浪费木材很大
。

袋菇生产
，
习惯上袋料

、
灭菌

、

烘制都用木材
，
三者用材

比例近似于�
，�，�

�

如按材积计
，
该乡����年���

�

�万袋
，
需消耗木材 ����

�

��
��

如能考虑节约

资源
，
除袋料 ���

�

��
“
必须用木材外

，
灭菌和烘制的 ���

。
��

�

是可以探求其他较廉价的能

源代替的
。

但现今除少数户烘干用煤讲外
，
绝大多数户仍用木柴和木炭

。

�
�

�
�

�
�

� 技术环节失误
，
原料报废严重

。

袋菇生产技术性强
、

环节多
、

投资大
，
菇农 独 户

经营能胜任的仅少数几户
，
绝大多数户由于某个或某几个环节的失误

，
而造成原料的大量损

失
。

如该乡����年因农户选用菌种不当
，
损失原料��

�

�余万袋， 又如���。年
，
因灭菌或接种

失误
，
杂菌感染严重

，
平均有效率约���

，
有��

�

�万袋报废
。
����年平均有效率约���

，
约

���杂菌感染严重
，
近��

�

�万袋也因此报废
。

�
�

�
�

� 后备资源不足
，
发展资源缺乏相应地位 庆元县是浙江省森林资源丰富的林业县

，
但

要使青山常在
，
永续利用

，
生态良性循环

，
必须在利用

、

保护
、

发展资源上 同 步 进 行
。

据

����年资源清查
，
森林蓄积量尚有���

�

�万 �
�，
而����年清查

，
只剩���

�

�万 �
�， � � 间减

少���
�

�万 �
�，
年均超生长量利用��

�

�万 �
��

但据����年清查资料
， ���������年间

，
年均

生长总量��
�

�万 �
“ ，
而年均消耗量达��

�

�万 �
“ ，
年均超生长量��

�

�万 �
“ ， �� 共计超生长

量利用���
�

�万 �
“ �
另���

�

�万 �
�
怎么消耗�这其间每年安排食用菌计划用材�

�

�万�
�，
但

据庆元县政协����年《关于发展我县食用菌生产的几点意见》一文， ����年清查尚有成熟菇木

��
�

�万 �
�， ����年却只剩下�

�

�万 �
�， � �下降菇木��

�

�万 �
�，
年均�

�

�万 �
��

从上述总

蓄积量和菇木蓄积量的骤降
，
说明每年实际消耗木材量与宏观计划控制用材量比较

，
差距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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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殊
。

尽管����年后未搞清查
，
确切数据不得而知

，
但就近年袋菇迅猛发展之势

，
耗材量必

然更加剧增
。

据营林公司经理在《发展山区优势加速兴林致富》一文 ，
����年 食用菌耗材�

�

�

万 �
“ ，
相当蓄积量�

�

�万 �
��

按����年全县袋菇�。 。��

�万袋框算
，
袋料用材 �

�

�万 �
�，
灭菌和

干制约�
� 。万 � “ ，

合计��
� 。万 �

“ �
笔者以为

，
总蓄积量和菇木蓄积量以惊人速度下降

，
用材

如此失控
，
与山林分到户及群众性自发争相发展袋菇生产局面不无关系

。

由上可见
，

素称菇木资源丰富的庆元县
，
如以现状任其自然发展

，
将很快导致袋菇原料

奇缺
，
生态进一步恶化

。

后果不堪设想
。

�
�

�
�

� 菇 田 矛盾突 出
，
影响粮食生产 为了供水方便

，
一般要求菇棚建在水源条件较好的场

所
，
而农田并非培菇的必备条件

。

可是
，
现行农户为了建棚及管理方便

，
菇棚一般都建在良

田上
，

占用了大量的农田
。

据查
，
每千袋需占用���

，
农田建棚

。

如岭头乡����年���
�

�万袋
，

就占用�������
“ �

众所周知
，
山区尤其是边远山区

，
农田是多么可贵

，
任其占用

，
必然严重

影响粮食生产
。

�
�

� 袋菇生产稚健持久发展的建议

为使袋菇生产稳健持久发展
，
永远为山区人民致富

，
为国家作贡献

，
根据现存在的四大

问题
，
建议如下

。

�
�

�
�

� 亚需对现行极端松散的经营方式
，
按该统则统

，
该放则放

，
统放结合的原则

，
进行彻

底改革
，
重新组织并促使形成适合袋菇生产需要的体系

，
广泛兴办乡村级袋菇生产服务性企

业
，
为群众性袋菇生产完善服务系统

。

实践证明
，
单家独户经营袋菇生产全过程

，
弊端很多

。

不顾资源承受力
，
盲目扩大规模

，

危及生态环境� 偏面追求袋数
，
无力深化提高

，
粗放管理

，
广种薄收

，
影响效益进一步发挥�

单家独户势单力薄
，
无力落实工艺技术标准化

，
资源浪费严重 � 家家户户全年把精力忙于袋

菇繁琐事务
，

不但无为消耗大
，
而且影响农林牧副协调发展

，
不利于山区经济良性循环

。

因

此
，
现行方式亚需彻底改革

。

根据现存间题和袋菇生产技术工艺环节的特点
，
以统放结合方式建立乡

、

村级
“
袋菇生产

服务公司
” 。

宜把菌种
、

备料
、

木�杂�粉加工
、

配料装袋
、

消毒灭菌
、

隔离接种及农 户集 中

区的干制等技术
、

设备要求高的环节
，
由乡

、

村级统一经营
，
工厂化生产

，
企业化管理� 接

种后菌袋产品
，
出售给农户

，

培养菌丝体
，

培育子实体
，
鲜菇采收

，
农户分散区的烘制及产

品销售等生产环节
，
由农户分散经营

，
自行管理

，
凭各自经济实力

，
数量不限

，
满足需要

。

乡
、

村级
“
袋菇生产服务公司

” ，
下设菌种试验站

、

木�杂�粉加工厂
、

菌袋生产厂
、

鲜菇

脱水厂及公司购销部�主要负责原料和副料购销及菌袋销售等�
。

这将有利于许多难题的解决
�

�
�

�
�

�
�

� 有利于根据各地资源条件
，
确定较合理的规模

，
就能使资源经济利用

、

有效 保 护

和有力发展
，
使资源与规模持相对平衡

，
做到生产发展

，
青山常 在

，
避 免 引 发 生 态 环 境

恶化
。

�
�

�
�

�
�

� 有利于众多技术环节的合理分工
，
以便专业化管理

，
标准化技木

，

工厂化生产
，

不

断降低成本
，
增加效益

，
并避免因某些环节的失误而造成原料的巨大报废

。

�
�

�
�

�
。
� 有利于扩大袋菇资源的利用

。

目前农户不肯重视草质
、

灌木
、

枝 叶 等丰 富 资 源

的利用
，
是因在资金

、

设备
，
采集

，
加工等方面确实存在困难

， 想利用也无 能 力
。
公 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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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

设备
、

技术等方面有优势有力量统一进行木�杂�粉规模化加工
，
并直接生产菌袋供应

农户
，
将不但缓解原料难题

，
也可更合理地利用

。

�
�

�
�

�
�

� 农户集中精力承担培菇阶段工作
，
既能落实技术标准

，
又能推广

“
塑料大棚

” 、 “
袋

料生产花菇
”
等先进技术

，
有利于袋菇生产向纵深方向发展

，
有利于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

�
�

�
�

�
�

� 可以大大降低农户在劳力
、

物力
、

财力的无为消耗
，
有利于农林牧副业的协 调 综

合发展
，
避免了一意追求袋菇的单一生产而忽视多种经营

。

�
�

�
�

�
�

� 围绕袋菇生产这个中心
，
可以建立起一批乡镇企业

。

这类乡镇企业
，
原料就 地 取

材
，
产品就地销售

，
具有很大的优势

，
从而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

�
�

�
�

� 强化科技兴菇观念
，
严格技术工艺标准

，
引导袋菇生产深化发展

，
在提高单袋产量

、

香菇品位上大做文章
，
加速扭转香菇质量低

、

海内外市场不对路的局面
。

�
�

�
�

�
�

� 强调
“
袋菇生产服务公司

”
自身素质的提高

，
树立为农户服务的观点

。

努力提 高科

技水平
，
确保菌袋产品质优价廉

。

不断选育并推广当地生产需要的优良菌种
，
淘汰劣种

，
决

不用无把握菌种接种
，
以免因菌种不当坑害农户

。

在菌袋产品生产中
，
严格 把 握 备 料

、
木

�杂�粉加工
、

配料装袋
、

消毒灭菌
、

隔离接种各环节
，
尤其要重视灭菌和接种环节

，
提高菌

袋有效率
。

坚决杜绝因此失误
，
导致杂菌感染而造成大量原料报废

。

在做好菌袋生产供应同

时
，
积极做好农户培菇技术指导

，
树立高产高效样板

，
定期培训

，
不断提高农户技术

。

�
�

�
�

�
�

� 大力推广高产优质高效技术
，
引导农户培菇向深化

、

提高方向发展
。

目前
，
在水菇

培育上
，
应大力推广

“
塑料大棚

”
培菇技术

。

菇棚是为香菇提供生育环境的场所
。

试验证明
�

塑料大棚生态条件较能调节到最佳水准， 严冬低温可照常发蕾长菇� 菇棚清洁卫生
，
不利杂

菌感染， 棚体容量大易设置多层菇床以利经济用地， 棚体结构牢固
，
利于延长使用年限� 单

产高品质好
，
效益明显�表 ��

�

表 �

����� � ����������

塑 料 大 棚 袋 菇贡生
一

产 效 益 情 况

�������� ��������� ����一 ���� �������� �� ������� ��� ��

村 名 户 主
总投资

年 度

�元�

总袋数 单袋成本 总产量

�袋� �元� ����

���� �
�

�� ���

���� � �� ���

袋均产

����

�
�

���

�
�

��

厚薄菇比
平均单价 总 产值

�元���� �元�

��
�

� �����

��
�

� ��叹��

总增值

�元�

增值率

�倍�

���� �
�

��� � ����

下庄村 吴 氏
���� �

�

���
�

� ����� �
�

��

在提高香菇品位上
，
应积极推广

“
袋料生产花菇

”
的工艺技术和经验

。

花菇是香菇品类中

最优者
，
价格是其他菇的 �� �倍

，
历来靠老法少量生产

，
供不应求

，
最具商品优势

。

近年

荷地镇
、

岭头乡个别户试种成功
，
效益明显�表 ��

�

主要优点
�

产品档次高
，
花菇与厚 菇 比

约�
�

���
� 。��

�

���
�

�
，
不产薄菇� 单袋产值高

，
经济效益是水菇的 �倍以上� 脱水费用低

，

鲜干比
，
花菇为�

��，
水菇是��

��
，
每千克干菇节省燃料费�

�

���
�

�元� 菇棚环境 干
，
便 于

操作
，
也减少杂菌和昆虫危害， 管理精细

，
一个劳力适宜量为����袋左右

，
有利于控制数 量

和提高质量
，
避免广种薄收和原料浪费

。

可见
，
大力推广袋料花菇生产很有意义

。

�
�

�
�

�
�

� 大力宣传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意义， 提倡菇木全材利用
，
逐步扩大资源利 用 范

围� 改革灭菌
、

烘制热源
，
充分利用煤

、

阳光
、
沼气�旧袋料和废袋为主沤制�

、

杂柴草等热

源取代木材， 积极推广胡氏户用木粉与杂粉�
��作料

，
生产����袋收干菇�����

，
效 益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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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袋 料 生 产 花 菇 效 益 情 况

����� 魂 �������� ����】���� ������ ����一 ����

村镇名 户主 年度
袋数 单袋成本 总产量 袋产量 单 价 总产值

�袋� �元�袋� ���� ����袋��元���� �元�

总增值 增值率 脱 水 能
花

、

厚菇 比 鲜千 比
�元� �倍� 耗费�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荷地镇 黄氏
���� ���� ���� ����� �

�

��宕�
�

�� �����

陈鉴坑 吴 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般用木粉户的好经验
。

�
�

�
�

� 加强林业建设
，
因地制宜

，
调整营林方向

，
提高菇木林在营林中的地位

，
加速 菇 木

资源发展
，
以增强袋菇生产的后劲

。

林业是袋菇生产的基础
。

在袋菇生产中
，
利用资源与发展资源应并举

，
才能达到青山常

在
，
持续发展

。

因此
，
对一贯

“
以用材林为主

”
的营林方向应作相应调整

。

目前用材市场相对

已趋平缓
，
边远山区继续坚持原来的营林方向

，
不利山区经济的发展

。

因交通难
，
用材林转

化值很低
，
如��

“
用材只卖约�������元

，
扣除运费

、

育林费等
，
剩下无几， 而��

“
菇木

，
就

地转化获利����元左右
。

因此
，
应地制宜

，
把菇木林列入林业发展计划

，
并置于重要 地位

。

这样
，
才有条件利用营林资金和香菇育林费基金

，
建立菇木专用苗圃� 发展菇木林新基地�

选择立地好
，
适于种菇树种组成高的大片林分加以改造

，
落实永续作业措施

，

建立永续利用

菇木基地， 对一般林地大力开展封山育林， 在营造杉木基地林时
，
除特殊需要外

，
不应强调

全垦和挖除杂柴树桩的整地标准
，
让其形成针阔混交林分

，
以便将来提供菇木资源� 在营造

经济林时
，
可考虑建立经济林与菇木林兼用林

，
如厚朴

、

杜仲
、

栗类等
。

制订一些能促进群

众营造菇木林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
如规定多种菇多造林

，
种多少袋必须相应造多少菇木林

。

充分利用闲散地
，
发动群众在田边地角屋前宅后溪边渠旁多种一些适于培菇树种

。

总之
，
从

多方面加速新资源的发展
。

�
�

�
�

� 加强农田管理
，
严禁在农田建菇棚

，
确保农田种植粮食

。

号召农户开辟生地或 闲 散

宅基地或平坦疏林地建棚
。

生产方式改革后
，
已有足够力量投入开辟生地建棚

。

以在绝大多

数农户在良田建棚
，
主要是图方便

，
种菇袋数太多

，
劳力来不及而为之

。

一些宅 基 闲 地 建

棚
，
培菇成功的事实

，
大多数已认识到农田建棚并非袋菇生育必备条件

，
只要行政适当干预

，

菇田矛盾就可有效解决
。

� 小结

�
�

� 袋菇生产
，
最能发挥边远山区当地资源

、

生产和商品优势
，
是一条加速山区经济发展

、

群众致富的有效途径
，
应努力创造条件

，
促其稳健持久发展

。

�
�

� 目前的袋菇生产方式是单家独户经营全过程
，

完全处于群众性自发争相发展的极 端 自

由松散的局面
，
由此而引发的规模与资源

，
利用资源与发展资源

，
种植数量与管理水平

，
消

耗与效益
，
群众性生产与组织领导等方面很不协调

，
间题很多

，
长此下去

，
将加速资源枯竭

，

生态恶化
，
危及大局

。

因此
，
总结经验教训

，
整顿提高

，
迫在眉睫

。



�期 施拱生
�

袋料香菇生产稳健持久发展途径的研究

�
�

� 加强领导
，
敢于管理

，
正确引导

，

是解决存在间题
、

促进袋菇健康发展的关健
。

按统放

结合原则
，
该放则放

，
该统则统

，
改变现行生产方式

，
按主要技术工艺环节

，
由乡

、

村级与

农户分段经营
，
建立

“
袋菇生产服务公司

” ，
兴办乡

、

村级服务性企业
，
统一管好技术和设备

要求高的生产环节
，
实行专业化

、

工厂化菌袋生产
，
供农户完成培菇过程

，
对现存许多难题

的解决
，
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
�

� 强化科技兴菇观念
，
严格技术标准

，
引导向深化提高方向发展， 强调资源合理利用

，
扩

大资源种类
，
加强林业建设

，
提高菇木林营林地位

，
加速资源发展

，
增强后劲等

，
是促进袋

菇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

�
�

� 鉴于老区的经验教训
，
新区引进袋菇生产技术时

，
既要吸收经验

、
更要正视问题

，
做到

有领导
、

有组织
、

有计划的开发
，
方可免走弯路

，
沿着稳健持久途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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