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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平菇( Pleurotus diamor) 培育条件
和栽培技术研究

熊 芳，朱 坚，邓优锦，谢宝贵*

( 福建农林大学 菌物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从形态特征、生长与发育、农艺性状、栽培方式、栽培基质、接种管理和出菇管理等几方面阐述红平菇的品

种特性及其栽培技术要点。研究得出: 红平菇子实体丛生，由菌盖和侧生菌柄构成; 适宜熟料袋栽或菌筒栽培，

也可进行生料袋栽或床栽; 菌丝生长温度控制在 28 ～ 30 ℃、空间湿度控制在 75% 左右、于黑暗环境中培养; 原

基分化的适宜温度为 18 ～ 25 ℃，子实体发育温度 20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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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tion of Pleurotus diamor Agronomic Characters

XIONG Fang，ZHU Jian，DENG You-jin，XIE Bao-gui*

( Fungal Research Center，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

Abstract: The variety characteristics of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Pleurotus diamor were elaborated on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rowth and development，agronomic characteristics，cultivation mode，cultiva-
tion substrates，vaccin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mushroom management and so 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fruit body of Pleurotus diamor clusters，composed of the cap and the lateral stipe． Pleurotus dia-
mor fit clinker bag cultivation and tube caltivation，and it also fits raw material bag cultivation and bed cultiva-
tion． The temperature for hypha growth should be controlled at 28 ℃ to 30 ℃ ． The space humidity should be
controlled at about 75% and cultivated in the dark environment． The optimal temperature for primordium dif-
ferentiation is 18 ℃ to 25 ℃，the temperature for the fruit body development is 20 ℃ to 28 ℃ ．

Key words: Pleurotus diamo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varietal characteristic; agronomic charac-
ters; cultivating techniques

红平菇( Pleurotus diamor( Fr． ) Boedjin Seneu Lato) 又名红侧耳、桃红平菇，属真菌门、担子菌亚门、
层菌纲、伞菌目、侧耳科、侧耳属［1 － 3］。自然环境中多在夏秋温暖地区的阔叶树枯干上。主要分布在泰

国、柬埔寨、越南、斯里兰卡、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日本、巴西、墨西哥、中国华南地区。目前栽培用种主

要来源于野生资源的驯化和引种，育种研究几乎空白。
红平菇菌丝生长快，出菇早，产量高，子实体色泽鲜艳，味道鲜，具蟹味，是一种兼食用和观赏的珍稀

蕈菌［4］。目前栽培面积很小，主要是模拟平菇的栽培方法进行人工栽培，高产栽培方法的研究也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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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有待研究开发。据材料报道，该种是天然六倍体真菌，菌丝生长快速，是遗传研究的好材料［5］。
具有较强分解植物纤维的能力，分解后可提高基质的蛋白质含量，在现代食用菌生产上除了可以提供鲜

菇产品外，若应用于食用菌废料的发酵加工，制作有机肥和动物饲料，将有更大的开发前景。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供试菌株 试验于 2008 年在福建农林大学菌物研究中心进行。6 株红平菇菌株均为福建省食

用菌种质资源库( 福建农林大学菌物研究中心) 收集保藏菌种。试验编号、原菌名、菌种来源列于表 1。
表 1 供试菌株信息

Tab． 1 Strains of Pleurotus diamor used in the study

菌株编号 Strain No． 菌株名称 Strain name 菌种来源 Strain origin

Pl． d 0001 红平菇 Pleurotus diamor 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

Pl． d 0002 平菇 － 红 Pleurotus ostreatus － Red 福建三明真菌所

Pl． d 0003 红平菇 Pleurotus diamor 华中农大菌种中心

Pl． d 0004 红平菇 Pleurotus diamor 贵州习酒食用菌研究所

Pl． d 0005 巴西红平 Brazil red flat 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

Pl． d 0006 红平菇 Pleurotus diamor 山东寿光市食用菌研究所

1． 1． 2 培养基 ( 1) 平板为 PDA 培养基: 马铃薯 200 g、葡萄糖 20 g、琼脂 20 g、水 1 000 mL、pH 值自

然。( 2) 原种培养基: 84%棉籽壳、麸皮 15%、石膏 1%，含水量 65%，每瓶装干料 100 g。( 3) 栽培料同

原种培养基: 栽培料干质量为 0． 5 kg /袋。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菌落形态特征 利用培养皿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接种供试品种的菌丝块，适温培养，待菌丝

生长快要覆盖整个平板时，观察菌落的形态特征，菌丝浓密程度，菌落边缘特征，菌落色泽，表面纹理特

征，气生菌丝生长特点等。
1． 2． 2 温度 利用培养皿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接种供试品种的菌丝块，适温培养，待菌丝生长快要

覆盖整个平板时，用打孔器沿着以接种块为圆心的同一个圆周线上挑取同样大小厚度的菌块，转接到多

个供试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先放于适宜的温度下培养，当菌落直径 1 ～ 2 cm 时，在菌落边缘画线作为

生长起始线。然后把这些培养皿分别置梯度温度下培养，当生长最快的培养皿即将长满时取出，在菌落

边缘再画一终止线，用尺子测量起始线与终止线之间的最大距离，计算菌丝生长速度，即可获得菌丝生

长温度范围、最适生长( 菌落半径最大，菌丝生长最快) 温度。
1． 2． 3 基质含水量 供试培养基的主辅料在 60 ℃ 下烘干至恒重，然后再配制成 45%、50%、55%、
60%、65%、70%、75%等不同的含水量; 按干质量定量分装于 25 cm × 250 cm 的大试管中，装料高度一

致，装料的松紧度尽量上下保持一致; 塞上棉花塞，高压灭菌后备用。通过测定在 PDA 平板培养基上菌

丝的生长速度来确定最佳的基质含水量( 详见 1． 2． 2) 。
1． 2． 4 酸碱度 事先利用培养皿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接种供试品种的菌丝块，适温培养，待菌丝生

长快要覆盖整个平板时，用打孔器沿一接种块为圆心的同一个圆周线上挑取同样大小厚度的菌块，转接

到供试培养基中。供试培养基配制是用三角瓶等量分装 PDA 培养基，高压灭菌后，用 1 mol /LHCL 或

1 mol /LNaOH 调配出 pH 值 1 ～ 11 的不同酸碱度，无菌操作倒入 PDA 平板供试培养基内，获得不同梯度

的 pH 值供试培养基。接种后置于适宜的温度下培养。通过测定在 PDA 平板培养基上菌丝的生长速度

来确定最佳的基质含水量( 详见 1． 2． 2) 。
1． 2． 5 光线 利用培养皿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接种供试品种的菌丝块，适温培养，待菌丝生长快要

覆盖整个平板时，用打孔器沿着以接种块为圆心的同一个圆周线上挑取同样大小厚度的菌块，转接到多

个供试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先放于适宜的温度下培养，当菌落直径 1 ～ 2 cm 时，在菌落边缘画线作为

生长起始线。然后把这些培养皿分别用 0、1、2、3……不同张数的硫酸纸包裹，放于光照培养箱中，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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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测定不同处理的光照强度，不包裹硫酸纸和包裹硫酸纸直至完全不透光的为对照，通过测定在

PDA 平板培养基上菌丝的生长速度来确定最佳的基质含水量( 详见 1． 2． 2) 。
1． 2． 6 品种农艺性状研究 通过出菇比较试验，研究观察并详细记录: 菌丝长满培养基的天数; 菌丝达

到生理成熟的天数; 原基分化现蕾的时间; 子实体生长发育( 现蕾到采收的时间) 的快慢; 子实体的形态

特征; 朵数与朵重的关系; 产量及其潮次分布情况; 转潮特点; 生物学效率和单产; 抗病虫害能力; 抗不良

环境的能力等。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各个品种的农艺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 1 形态特征

红平菇菌丝白色或近白色，浓密，气生菌丝较旺盛，PDA 平板培养基上菌落圆整，气生菌丝分布均

匀，表面有年轮般的纹理( 图 1) 。
( 1) 菌丝显微特征: 红平菇出菇菌丝为双核菌丝，显微镜下可见到锁状联合( 图 2) 。
( 2) 子实体形态特征: 子实体丛生。菌盖幼时呈勺状或扇状，边缘内卷，红色较深; 随着发育成熟，

菌盖边缘外翻，波浪状曲折起伏，甚至出现缺裂，形成贝壳状或喇叭状颜色逐渐腿成桃红色、近白色( 图 3)。
( 3) 子实体器官结构: 红平菇子实体由菌盖和菌柄构成，没有菌环和菌托; 菌柄侧生，菌褶延生，菌

肉较薄，中心厚度 0． 4 ～ 1． 0 cm; 呈淡淡的粉红色，鲜食应选择幼菇，老熟后纤维化严重，组织较粗，口感

不佳。
( 4) 菌盖形态特征: 红平菇菌盖贝壳状或扇状或喇叭状; 最大直径 6 ～ 11 cm、表面平整，没有鳞片、

凸疣、龟裂、纹理、粉末或黏液，成熟后波浪状起伏卷曲; 菌褶辐射状排列，无横隔，密集、不等长; 菌柄侧

生或偏生( 图 4) 。
( 5) 菌柄形态特征: 菌柄多为上粗下细，但差异不大，延生的菌褶使柄表面呈现出纵向的明显条纹，

此外没有其他的附属结构。菌柄组织呈明显的纤维质; 韧而不脆; 菌柄长度 4． 5 ～ 8． 2 cm; 长短与栽培

环境的空气质量密切相关，空气清新环境中，菌柄短或几乎没有明显的菌柄，通气不良的环境菌柄长

( 图 5) 。
( 6) 菌褶特征: 红平菇菌褶狭长，宽度 1． 38 ～ 2． 64 mm，长度 4． 8 ～ 8． 5 cm; 表面平整，边缘不齐; 显

微镜下可看到水渍状的斑驳点。颜色白、浅黄，成熟阶段略带有淡红色( 图 6) 。
( 7) 孢子特征: 红平菇孢子印淡水红色或近白色; 孢子椭圆形，表面光滑，显微测量大小为( 6 ～ 10 )

μm × ( 4 ～ 5) μm( 图 7) 。
2． 2 菌丝对温度适应性

红平菇菌丝从 10 ℃开始，随着温度的提高菌丝生长速度逐渐加快，生长最快在 30 ℃左右，超过

30 ℃生长显著减慢，40 ℃停止生长( 图 8) 。
2． 3 菌丝对基质含水量的适应性

基质含水量 50% ～75%菌丝均能生长，一般含水量较低时菌丝生长浓密，随着含水量的提高菌丝

密度降低，菌丝色浅，透出红褐色的基质颜色。而生长速度不同，生长最快的范围都在 60% ～ 75%，因

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别( 图 9) 。
2． 4 菌丝对酸碱环境的适应性

PDA 平板培养基上菌丝生长品种间差异较大，但 pH 4 ～ 10 都能生长，在偏酸性的 PDA 培养基上生

长较慢，pH 达到 6 以后生长都比较快，适宜生长的 pH 因品种而异。在添加质量分数为 5% 石灰和 5%
过磷酸钙的固体培养基上均能生长，但菌丝生长添加石灰的快于添加过磷酸钙的。石灰理想的添加量

质量分数为 1% ～2% ( 图 10、图 11) 。
2． 5 菌丝对光照的适应性

光强在 368 lx 以下对菌丝生长没有不良影响。子实体生长发育过程: 原基形成后，子实体的生长

发育历经了小叶期、中叶期和大叶期，直至发育成熟。小叶期菌盖相对平整，组织较幼嫩，产品应在这一

阶段，菌盖未完全开展时采收; 进入中叶期组织纤维化程度提高; 到大叶期，子实体成熟，此时基本失去

了食用价值( 图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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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平菇菌落特征

Fig． 1 The colonies characteristics of Pleurotus diamor
图 2 红平菇菌丝显微特征

Fig． 2 The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 of Pleurotus diamor hypha

图 3 红平菇子实体形态特征

Fig． 3 The fruit body shape characteristic of Pleurotus diamor
图 4 红平菇菌盖特征

Fig． 4 The lid characteristics of Pleurotus diamor

图 5 红平菇菌柄特征

Fig． 5 The stipe characteristic of Pleurotus diamor
图 6 红平菇菌褶特征

Fig． 6 The lamella characteristic of Pleurotus diamor

图 7 红平菇孢子印

Fig． 7 The spore print of Pleurotus diamor

2． 6 农艺性状

出菇方式: 红平菇丛生，多个子实体层层

相叠，出菇方式与平菇相似( 图 13) 。
产量与产量分布: 红平菇第一潮菇袋平

均产量较低，每袋仅在 125 ～ 185 g，走菌时间

基本相同，均为 27 d，开袋催蕾到原基形成

也较一致，均为 6 d，菇体生长速度都在 6 ～
8 d，没有太大差别。

3 讨 论

红平菇( Pleurotus djamor) 是一种国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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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温度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Fig． 8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mycelium growth

图 9 不同含水量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Fig． 9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on mycelium growth

图 10 不同酸碱度对红平菇菌丝生长的影响

Fig． 10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H on mycelium growth
图 11 添加不同钙质对红平菇菌丝生长的影响

Fig． 1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lcium on mycelium growth

图 12 红平菇子实体生长发育

Fig． 12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ruit body
of Pleurotus diamor

图 13 红平菇出菇方式

Fig． 13 The fruiting way of Pleurotus diamor

有商业化生产、研究报道较少的珍稀蕈菌［6］，属于木腐菌类，具有很强的分解纤维素、木质素能力，培养

料利用率很高。栽培原料取材广泛，菌丝生活能力强，生长速度快，人工栽培管理粗放，对环境要求不

严，生长周期短，耐高温，适合春、夏、秋季温室栽培，具有较高的商业开发前景。
( 1) 红平菇的栽培方式。适宜熟料袋栽或菌筒栽培，也可进行生料袋栽或床栽。可以用木屑、蔗

渣、棉籽壳、玉米芯、稻草、麦杆作主料; 麸皮、米糠、棉籽粉、豆粕为辅料，少量添加石灰和轻质碳酸钙。
推荐配方一: 棉籽壳 75%、玉米芯 15%、麸皮 8%、石灰 2% ; 推荐配方二: 棉籽壳 80%、稻草 10%、麸皮

8%、石灰 2% ; 推荐配方三: 蔗渣 85%、稻草 5%、米糠 8%、石灰或碳酸钙 2% ; 推荐配方四: 棉籽壳

50%、蔗渣 40%、麸皮 8%、石灰 2%。配制时注意混合均匀，吸水透彻，基质含水量 65% ～ 75%，pH 控

制在 7 ～ 9。生料栽培应经过巴氏灭菌后装袋或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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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接种与管理技术要点。常规无菌操作接种。菌丝生长控制温度 28 ～ 30 ℃，空间湿度 75% 左

右，黑暗环境中培养。
( 3) 出菇与管理技术要点。原基分化适宜温度 18 ～ 25 ℃，子实体发育温度 20 ～ 28 ℃，需要 800 ～ 1

500 lx 的较强光照，调控菇房内空气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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