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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双孢菇的营养价值如何？
　　双孢菇俗称圆蘑菇、洋蘑菇、白蘑菇，在分类上隶属伞

菌目、蘑菇科、蘑菇属，属草腐菌，中低温性菇类。双孢菇肉

质肥厚，味道鲜美，是目前唯一一种全球性栽培的食用菌。

双孢菇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双孢菇子实体蛋

白质含量高，在植物性食物中位居前列，粗蛋白含量接近

４０％；氨基酸组成较全面，含有１８种氨基酸，其中人体必

需的８种都含有；而且蛋白质品质好，吸收率高，可消化率

达７０％～９０％。但是双孢菇脂肪含量很低，只有１．５％。

双孢菇的营养指数 （一种测量食物中基本氨基酸含量的

指标）高过了除菠菜和大豆以外的所有蔬菜，是一种名

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品，享有 “保健食品”

和 “素中之王”的美称，深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双孢菇子实体中含有钾、钠、钙、镁、铁、锌、锰、

铜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质元素，对人体的细胞代谢、生

物合成和生理功能，以及血红蛋白的合成和器官的正常

发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经常食用双孢菇可增加人体必

需的微量元素，提高机体免疫力，对促进人体健康起着

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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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孢菇子实体除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

矿质元素外，还含有丰富的多糖、纤维素、超氧化物歧

化酶 （ＳＯＤ）和丰富的核苷酸类等公认的对人体起保健

作用的物质，可以说双孢菇全身是宝。双孢菇除鲜食、

制成罐头外，可制成调味品，还可利用菌丝体生产蛋白

质、草酸和菌糖等物质。因此，双孢菇不仅是食用的上

等佳品，还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潜在的药用价值。

２．双孢菇的药用价值如何？
　　双孢菇除作为营养食品外，还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

双孢菇性凉、味甘，具有健脾开胃、理气化痰等功能，

可辅助治疗体虚纳少、痰多腹胀、恶心泻泄等症。在

《中国药用真菌图鉴》中记载了双孢菇的药用功能：含有

胰蛋白酶、麦芽糖酶等多种酶类，可以治疗消化不良。

双孢菇对人体的保健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作用。双孢菇脂肪

含量只有１．５％，而且脂肪的性质类似于植物脂肪，含

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作为亚麻酸前体的亚油酸

尤其重要。亚油酸是世界公认的降低血脂的有效药物。

双孢菇子实体可以给人体提供充足的亚油酸，因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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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食用双孢菇对降低血脂有明显作用。另外，双孢菇中

含有酪氨酸酶、胰蛋白酶、麦芽糖酶等，有助消化，能

溶解一定的胆固醇，还有降血压的作用，对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有较好的辅助疗效。

（２）抗肿瘤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双孢菇中所

含的核糖核酸，能诱导机体产生干扰素，可抑制肿瘤的

生长和发展，又被称为 “天然抗癌良药”，并能增强人体

对癌细胞的抵抗力，有预防和治疗癌症的作用。双孢菇

中所含多糖和异蛋白，也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

（３）抗菌消炎作用。菇体中含有广谱抗生素，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伤寒杆菌及大肠杆菌等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４）抗病毒和护肝作用。在双孢菇提取液中还发现

有干扰素诱导剂，具有很强的抗病毒能力。利用双孢菇

罐藏或盐渍加工过程中的预煮液制成的药物对医治迁延

性肝炎、慢性肝炎、肝肿大、早期肝硬变均有显著疗效，

利用双孢菇浸出液提取物制成的 “健肝片”可作肝炎的

辅助治疗药物。

（５）其他保健作用。双孢菇具有抗氧化及增强免疫

功能的作用，可作为免疫功能调节剂开发利用。经常食

用双孢菇可增强机体免疫力，调节人体代谢机能，预防

和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双孢菇还有助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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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白细胞减少症、消化道障碍等症，对促进食欲、恢复

大脑功能、促进乳汁分泌也有一定辅助作用。

３．我国双孢菇的栽培现状如何？
　　起始于法国的双孢菇因其颜色洁白、味道鲜美、质

地厚实，现已成为世界上栽培区域最广泛、生产量最大

的食用菌品种，在全球食用菌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目前全世界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栽培，年总

产量达到２５０万吨，占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３０％左右。

双孢菇栽培的品种有白色、奶油色、棕色三个品种，生

产量以白色最大。

我国主要是利用自然条件生产双孢菇，而且几乎全

部是人工操作，单产和年产量均较低，全国平均产量只

有５～７千克／平方米。但双孢菇的生产面积大，绝对数

量占第一。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地区推广优良的菌种和

先进的栽培技术，单产大幅度提高，达到１５～２０千克／

平方米。

目前，双孢菇已成为我国第四大食用菌，也是我国

最大宗的出口创汇食用菌。我国双孢菇生产区多分布在

华南和长江流域，总产量已突破３０万吨。其中福建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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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其次是浙江、广西、四川、上海、广东、江苏、

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北京等地，产量居世界第一

位。我国双孢菇出口量也居世界第一位，主要销往东南

亚地区、德国、加拿大、美国及东欧国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内双孢菇消费市场发展迅速，鲜菇市场销售日益兴旺。

种植双孢菇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且栽培方法比较

简单，农民容易掌握，市场前景广阔。

４．双孢菇的两大组成部分是什么？
　　双孢菇是一种喜温喜湿的腐生真菌，孢子萌发形成

菌丝体，其菌丝体从腐熟或半腐熟的粪草基质中吸收营

养，在温度、湿度等条件适宜的条件下破土而出，成熟

后产生新一代孢子。

双孢菇由菌丝体和子实体两大部分组成。菌丝体生

长在培养基中，是双孢菇的营养器官，但野生或栽培时

由于菌丝体生长于覆土层及覆土层下的基质中，往往被

忽视。子实体是双孢菇的繁殖器官，发育成熟后可以产

生大量的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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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双孢菇菌丝体的形态特征如何？
　　菌丝是由孢子萌发而来的、由具有横膈膜的管状细

胞连接而成的丝状物。菌丝片段也可以再生为新的菌丝。

菌丝在培养基中蔓延生长后，众多菌丝交织在一起形成

的集合体称为菌丝体。菌丝体是双孢菇的营养器官，主

要行使分解、吸收、贮藏和运输营养的功能。

双孢菇的幼嫩菌丝呈白色，老后略带黄色，绒毛状，

生长性状因品种而异。根据菌丝体的培养特征可将双孢

菇品种分为三种类型，即气生型、匍匐型和杂交型。气

生型品种的气生菌丝旺盛，基内菌丝少；匍匐型品种的

菌丝一般贴伏在培养基表面生长，基内菌丝发达，气生

菌丝少；杂交型品种是利用气生型和杂交型品种通过单

孢杂交获得的杂交品种，其菌丝的培养性状介于气生型

和匍匐型之间。不同类型的品种的栽培性状也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

６．双孢菇的菌丝体有哪些类型？
　　双孢菇的菌丝体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形态也有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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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一般将之分为绒毛状菌丝、线状菌丝和索状菌丝三

种类型。

（１）绒毛状菌丝。在菌种生长阶段和播种后的发菌阶

段，菌丝为绒毛状菌丝，菌丝纤细，这是双孢菇菌丝处在

的主要形式。绒毛状菌丝不能直接形成子实体，它只能通

过覆土调水后在覆土层内变成线状菌丝后才能出菇。

（２）线状菌丝。双孢菇覆土调水后，尤其是在喷

“结菇水”前后，绒毛菌丝会扭结成线状菌丝。线状菌丝

是形成子实体的基础。

（３）索状菌丝。当秋菇结束，进入越冬期后，覆土中

的绒毛状菌丝、线状菌丝大多已萎缩，留下的主要是索状

菌丝。索状菌丝是由线状菌丝继续发育增粗形成的。索状

菌丝不能形成子实体，春菇出菇前，随着温度回升，通过

调水等管理措施，索状菌丝萌发形成绒毛状菌丝，在适宜

条件下，绒毛状菌丝再变成线状菌丝，又长出子实体。

７．双孢菇子实体的形态特征如何？
　　子实体是由菌丝扭结形成的结构，是双孢菇的繁殖

器官，其主要功能是产生孢子。同时，子实体也是双孢

菇栽培收获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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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孢菇是典型的伞状菌，其子实体伞形，主要由菌

盖、菌褶、菌环、菌柄及根状菌索组成 （见图１）。

　图１双孢菇子实体

成熟双孢菇菌盖直径在４～１２厘米，初期半球形，

后平展，白色，光滑；干时渐变淡黄色。在生产中要求

菌盖呈球形或半球形，色白、肉厚、饱满、结实。菌盖

由菌肉和菌褶两部分组成。菌肉白色，肉质较厚，受伤

后略带淡红色。菌肉组织致密，由分化了的菌丝组成，

是食用的主要部分。菌肉厚薄是决定双孢菇品质好坏的

关键。菌褶着生于菌盖的下面，呈刀片状，放射状排列，

密集，狭窄，离生，不等长；初期为白色，逐渐变粉红

色，成熟开伞后转为暗褐色或黑褐色。菌褶两面为子实

层，由棒状的担子细胞排列而成。子实层是孕育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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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孢子是双孢菇有性繁殖的基础。一般每个担子细

胞顶端产生两个担孢子，双孢菇也因此得名。

菌柄着生于菌盖中央，白色，光滑，近圆柱形，有

时有丝状光泽，中实，一般直径１．５～４．５厘米，长５～

１０厘米。菌柄的作用是支撑菌盖并作为水分和营养向菌

盖输送的通道。生产中要求菌柄短而粗壮，无空心。

在菌盖未开伞时，连接菌盖边缘和菌柄之间的一层

薄膜称为内菌幕。随着子实体成熟度的增加，内菌幕逐

渐拉开变薄，最后破裂。内菌幕破裂后残留在菌柄上形

成的一个膜质的环状物称为菌环。菌环单层，膜质，白

色，生于菌柄的中部，易脱落。菌环在分类学上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

在生产中，当内菌幕即将破裂时是采收的最佳时机，

采收过早影响产量，采收偏晚，内菌幕破裂后露出红褐

色的菌褶，降低双孢菇的商品性状，同时双孢菇的风味

也大大降低。

８．双孢菇的生活史有何特征？
　　所谓双孢菇的生活史，是指从双孢菇孢子萌发形成

菌丝，菌丝扭结形成子实体，子实体成熟后再产生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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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孢子的整个发育过程 （见图２）。了解双孢菇的生活史

不仅是进行双孢菇育种的基础，同时也对栽培生产具有

指导意义。

　图２双孢菇生活史

与其他伞菌相比，双孢菇的生活史更为复杂。双孢

菇的９５％的担子上只形成２个而不是４个担孢子，４．５％

的担子上产生３个担孢子，只有０．５％的担子上产生４个

担孢子，这样就形成了担孢子核相的多样性。从生活史

图上可以看出，含有异核双核体的担孢子占６３％，这是

自体可育的担孢子，它们萌发后可以发育成为可育菌丝，

这也是双孢菇通过单孢分离选育优良品种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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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同核双核体的几率也较高，约为３３．５％，形成单

核担孢子的几率为３．５％，这两类担孢子是自体不育的

担孢子，其萌发后必须通过具有亲和能力的单核菌丝进

行质配，才能形成可育菌丝。综上所述，育种过程中通

过单孢分离获得的双孢菇菌株大约有１／３根本就不能形

成子实体，这也就是单孢子菌株必须经过出菇试验后才

能用于生产的原因。

９．双孢菇生长发育需要什么样的营养
条件？

　　营养是双孢菇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双孢菇生长发

育对营养的要求，与其他食用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自

己的特点。

首先，双孢菇也是腐生菌，不含叶绿素，不能通过光

合作用合成所需要的营养，所以营养物质的获得完全来源

于腐熟的培养料；其次，双孢菇对营养要求具有特殊性。

双孢菇是一种草腐菌，所以栽培主料应以草本植物的秸秆

为主，同时其菌丝对自然存在的秸秆分解能力较差，培养

料需要经过充分腐熟之后才能很好地被利用。在研究双孢

菇对营养物质的利用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在无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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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纯培养的双孢菇菌丝对营养物质的利用和在有许多微

生物存在的栽培条件下的利用情况是不同的。

根据双孢菇菌丝体和子实体细胞的化学组成，大致

可以推断其生长发育所必需的主要营养物质。细胞中一

般含有９０％左右的水分，除去水分外，干物质约占细胞

重量的１０％。在干物质中，除了氢和氧之外，还含有

碳、氮、磷、硫等元素，这６种元素约占细胞干重的

９５％，另外５％是钾、镁、钙、铁、锰、钴、铜、钼及

锌等多种元素。因此，一般认为生产双孢菇菌种或者进

行栽培需要为双孢菇生长提供四大类营养物质：

（１）碳源物质。双孢菇能够利用的碳源非常广泛，

包括碳水化合物、有机酸、有机醇、脂肪、树胶、果胶

等，在其他碳源缺乏的情况下，氨基酸、蛋白质也可作

为碳源。在碳源利用上，双孢菇最主要的碳源是包括单

糖、双糖、多糖在内的各种碳水化合物，木质素和泥炭

等也可利用。其中，葡萄糖是双孢菇生长的最适碳源。

碳源物质在被吸收进入菌丝细胞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

作用，一是构成细胞组分，二是为细胞生长提供能量。

（２）氮源物质。凡是能够被双孢菇吸收利用的含氮

化合物都称为氮源。氮源是合成蛋白质和核酸的原料。

双孢菇不能利用硝态氮，能够利用铵态氮，能够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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