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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甘蔗叶（梢）栽培毛木耳配方优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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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充分利用甘蔗种植废弃物甘蔗叶（梢），降低毛木耳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栽培成本。【方法】

采用单因素试验法确定以甘蔗叶（梢）为主要原料的毛木耳栽培配方。【结果】以 ５５％甘蔗叶（梢）为主要原料

加上杂木糠 ３０％、麸皮 １３％、过磷酸钙 １％、石膏粉 １％为配方栽培毛木耳，鲜耳产量高，而原料成本比以棉籽

壳为主要原料的配方低 １４９.２％。【结论】以甘蔗叶为主要原料栽培毛木耳综合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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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广西每年甘蔗种植约 １０３．３ 万

ｈｍ２，甘蔗产量约 ６０００ 万 ｔ，除产糖 ７００ 多万吨外，
还产生蔗渣约 １４００ 万 ｔ，糖蜜 ２００ 万 ｔ，滤泥 １２０ 万

ｔ，蔗叶和蔗梢 １０００ 万 ｔ。目前，广西蔗叶和蔗梢的

工业化利用处于起步阶段，除部分用于养牛外，其余
大部分就地焚烧，既污染环境，又造成可利用资源的
浪费［１～４］。【前人研究进展】毛木耳又名粗木耳，是
目前世界上主要栽培的食用菌品种之一，毛木耳产
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朽木的死树干上生长［５］。我
国南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台湾大量栽培，其次是
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和海南。我国毛木耳栽培过
去是以段木生产为主，８０ 年代初开始用木屑，以后
逐步发展用棉籽壳、杂木屑等。【本研究切入点】甘
蔗叶（梢）易晒干收藏，且成本低廉，是棉籽壳等食用
菌栽培原料的优良替代物，但我国目前很少将甘蔗
叶（梢）用于毛木耳栽培。【拟解决关键问题】通过单
因素试验确定以甘蔗叶（梢）为主要原料进行毛木耳



栽培的鲜耳高产配方，为充分利用甘蔗叶（梢）及降
低毛木耳栽培成本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

  毛 木 耳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 ａ （Ｍｏｎｔ．）

Ｓａｃｃ．）为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微生物实验厂
保存。

１．２ 材料

  甘蔗叶（梢）于广西宁明县明江镇利江村那谋屯
甘蔗地收获，晒干粉碎后备用；棉籽壳购自湖南；杂
木糠购自锯木厂、麦麸购自糖油批发市场、过磷酸钙
和石膏粉购自化工店。

１．３ 培养基

  栽培试验配方按表 １ 进行配制。

１．４ 实验方法

  各配方的每个处理称取干料 １０ ｋｇ，拌料料水
比为 １∶１．６，调 ｐＨ 值为 ７．５，取 １７ ｃｍ×３３ ｃｍ 菌
袋，套无棉盖体，装菌筒 ２９ 筒；重复 ３ 次。高压
（０.１４～０．１５ ＭＰａ，１２６～ １２８℃）灭菌 ２ ｈ，冷却，按
无菌操作规程接种，菌种培养 ３０ ｄ 左右，立式开孔
催耳，出耳，采收 ４ 潮，最后计算产鲜耳总量 （Ｗ）及

生物学转化率（Ｒ），并进行比较。其中，产鲜耳总量
（Ｗ）为每潮鲜耳重量之和，生物学转化率 Ｒ ＝（产
鲜耳总量／干料质量）×１００％。
表 １ 培养基配方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配方
Ｆｏｒ-
ｍｕｌａ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甘蔗叶
Ｓｕｇａｒ-
ｃａｎｅ
ｌｅａｖｅｓ

杂木糠
Ｗｏｏｄ
ｃｈｉｐｓ

棉籽壳
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

ｈｕｌｌｓ

麦麸
Ｂｒａｎ

过磷酸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ｐｅｒｐｈ-
ｏｓｐｈａｔｅ

石膏粉
Ｇｙｐｓｕｍ
ｐｏｗｄｅｒ

Ａ ５５ ３０ ０ １３ １ １
Ｂ ６５ ２５ ０ ８ １ １
Ｃ ７５ ２０ ０ ３ １ １
Ｄ ８５ １０ ０ ３ １ １
Ｅ ９５ ０ ０ ３ １ １
ＣＫ ０ ０ ９８ ０ １ １

注：ＣＫ表示空白对照。Ｎｏｔｅ：ＣＫ ｍｅａｎｓ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结果与分析

  由表 ２～表 ４ 可知，配方 Ａ 的生物学转化率与

ＣＫ的差异不显著，其单位生物学转化率的物料成
本（Ｙ）比 ＣＫ的低 １４９．２％；配方 Ｂ～Ｅ 的生物学转
化率与 ＣＫ的差异极显著，但其单位生物学转化率
的物料成本均比 ＣＫ的低。

表 ２ 不同配方对鲜耳产量及生物学转化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ｎ ｆｒｅｓｈ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配方

Ｆｏｒｍｕｌａ

每潮重量 Ｂａｔ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１ ２ ３ ４
Ｗ （Ｋｇ） Ｒ （％） 差数 Ｍａｒｇｉｎ

ＣＫ ４．８１ ４．３０ ２．６２ ０．８８ １２．６１ １２６．１０ ０．０１３３ — — — －
Ａ ４．８８ ４．５４ ２．３２ ０．７４ １２．４８ １２４．７７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８５４** — — －
Ｂ ４．３１ ３．９７ ２．４７ ０．８７ １１．６２ １１６．２３ ０．１６１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２６** — －
Ｃ ４．３１ ３．５５ ２．１９ ０．９１ １０．９６ １０９．９７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１７３** ０．２１６** －
Ｄ ４．１２ ３．５１ １．９２ ０．９０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５０ ０．０５４７** — — — －
Ｅ* ３．６８ ３．２４ １．４５ ０．７６ ９．１３ ９２．３７ ０．３３７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３８６** ０．１７６** ０．１２１３**

注：*，破袋污染 １ 筒；**，差异极显著；ｔ０．０５，ＳＤ＝０．０３９０；ｔ０．０１，ＳＤ＝０．０５３９。

Ｎｏｔｅ：*，Ａ ｂａｒｒｅｌ ｂｒｏｋｅ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０．０５，ＳＤ＝０．０３９０；ｔ０．０１，ＳＤ＝０．０５３９．

表 ３ 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因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自由度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ｄｅｇｒｅｓｓ

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ｓ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Ｆ ５％ Ｆ １％

配方间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２ ０．２４８ ０．１２４ ２４８．０** ３．６８ ６．３６

误差
Ｅｒｒｏｒ 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５

总和
Ｔｏｔａｌ １７ ０．２５５

注：**，差异极显著。Ｎｏ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表 ４ 配方筛选结果与物料成本综合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ｓｔ

配方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Ｙ

（元／１００ Ｋｇ）
Ｒ
（％）

Ｙ／Ｒ Ｍ

ＣＫ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９８
７９
６２
６５
６５
６５

１２６．１０
１２４．７７
１１６．２３
１０９．９７
１０４．５０
９２．３７

１．５７
０．６３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６２
０．７０

－
－１４９．２％
－１９６．２％
－１６６．１％
－１５３．２％
－１２４．３％

注：Ｍ，与 ＣＫ比较的单位生物学转化率之物料成本差数。

Ｎｏｔｅ：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Ｋ．

７３１唐 峰等：甘蔗叶（梢）栽培毛木耳配方优化试验    



３ 结论

  以甘蔗叶 ５５％为主基料加上杂木糠 ３０％、麸皮

１３％、过磷酸钙 １％、石膏粉 １％作配方栽培毛木耳，
产量可与以棉籽壳 ９８％、过磷酸钙 １％、石膏粉 １％
作配 方 的 相 媲 美，而 原 料 成 本 明 显 降 低 （低

１４９.２％），因此以甘蔗叶为主基料栽培毛木耳综合
效果更好。

  总体而言，广西甘蔗产量大，栽培成本低，材料
容易处理，不易发霉，用于毛木耳栽培生产能减少环
境污染，出菇后的菌渣可以还田，改善土壤结构，增
加土地肥力。因此，用甘蔗叶作为主要原料栽培毛
木耳是可行的，在广西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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