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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同志为((通江银耳志))题词

座落在通江的银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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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耳，是一种高级营养品，又是一种防病治病、健身延

年的名贵中药，向来驰名中外。通江银耳，由于灵气所钟，

得天独厚，在银耳中叉出类拔草，是珍品中的珍品’多少年

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它，在购求它，也在打听它出类拔苹的

秘密。现在《通江银耳志》出版了，它多少可以满足人们的

这个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章学诚说I ‘‘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矽横看如何，自有

银耳专门家去评说，不敢代庖，由于专业的原因，我仍喜欢

纵看。通汪银耳自人工培育成功至现在，仅只百年，时间虽

短，‘却跨越了两个历史时代。正如从全息摄影的二-块碎片上

可以看见整个画面一样，我也从通江银耳这个历史细胞上，

看到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一个侧影。志中记述土豪劣绅的

鲸吞，军阀盗匪的掠夺，苏维埃政权的珍视，人民政府的扶

持，读起来都满有兴味。通江银耳，能从少数富豪享用的奢

侈品发展到千百万人民群众都能享用的大宗产品，从单一产

品发展到系列产品，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叉

制度的保证，是根本办不到的。志者记也。这本专志并没有

去抽象说教，只是如实记述了银耳生产发展的本末，而人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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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结论。历史的力量正在这里。所

以我说，纵看也有纵看的好处。

读完这本专志，我忽然又很不服气。中国这样大，山丘

这样多，难道造化果真钟爱通江一地，过则为枳么?这个感

想，与通江有相同地理环境的领导同志，一定更为强烈。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期待着有心人的开拓创造，通

扛银耳的广阔繁衍，山区建设的蒸蒸日上。这本志书好就好

化为了科学数据，而科学数据一经

，神秘的外壳也就自然消失。大概

在于此罢。1 一

内容更充实些，沿革更明晰些，语

益更高。拳拳之心，留待著者修订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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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起 源

· 一，初产时间及初产地据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记

载，通江银耳(TremelIa fuciormiS Ton91jiang)的人

工培育成功，是在清光绪六，七年问(1880--1881年)，而

拣河乡雾露溪畔的九湾十八包则是它的发祥地。’、

银耳作为一种真菌，在大自然中已存在千千万万年了。

．由于它的生长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对温度，湿度有严格的要

，求与选择，所以在人工栽培以前，它不能成片地集中生长，

只是伴随黑木耳偶然出现于林中古木枯枝上。又因为它的

生长发育要急遽、大量地耗费寄生主的养分，耳棒上凡是长

了银耳就很少再长成黑木耳，故耳农们长期把它视为黑木耳

生产中的一种祸害。民国《万源县志》谓为“艳阳蒸醒，元

气骤漉，业此者(按箱黑木耳生产者)深以为忌"。又以其

形状酷类蛇泡子，耳农们遂以“蛇泡子"呼之。黑木耳生产

叠g历史有多少年．，这种偶长“蛇泡子，，，被耳农们“深以为

忌，，的现象就持续了多少年，直到耳农有意识地生产银耳时

止。 ’

县东北小通江支流雾露溪畔的九湾十八包，山丘栉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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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盘曲，四周为土寨子，青龙寨，乌林垭、香炉山等高山

环抱，雨水调匀、温湿适度。耳林茂密，是得天独厚的银耳

繁衍之乡。其地有雾露台，雾露薄暮则起，其状非丝非线而

成片成团，起时穿林入舍，瞬息布满山谷，仰首而望，不见星

月。清晨入林中，但听坠露淅沥，宛如鸣琴，行不数步，衣

衫尽湿，登山俯瞰，满沟满壑，一片雪白。及至近午雾露散

去，万树水涤，苍翠欲滴。愈是天早，其雾愈浓。四季皆

然。此地耳农所受偶长靠蛇泡子’’的“祸害，，较其他地方更

为严重。在长期同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耳农们逐步积累

了经验，加深了对口蛇泡子”的认识，取食既久，觉得它非

‘但无毒无异味，而且甜润可口，又有祛疾健身之功，于是由·

“深以为忌"转而有意识地进行培养直至成批生产，逐渐出

现了专门生产银耳的耳农。

=、传播由于银耳营养丰富，一经培育成功，便迅速

推广、传播。至少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县北涪

阳，陈河一带即已普遍种植。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

月涪阳鄢家沟娃娃岩耳农组织耳山会所立会碑(今俗称“银

耳碑’’)载，此地木耳搿前色黑，丙申《1 896年)俱白，T

酉(1897年)尤甚"。又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

《韩曹二地重积聋山会碑序》载：涪阳韩公坪，曹村沟一带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就成立了耳山会，是年以“自

耳广出”而扩建耳山会。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涪阳火

石岭屈家祠所立石碑则记载了光绪三十三年(1 907年)“佃

大坟墟白耳树及排山得百余金”以更新屈氏宗祠。这些都说

明涪阳一带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普遍种植银耳。

不仅如此，银耳生产法还迅速传到县外。据文献记载，

清光绪末年传入万源县，至迟在民国十年已传入南江县。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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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二十·年《万源县志-食货门》记； “白耳始于清光绪末 ．

·由四区刘家坝开办，渐及关坝，今四，五、六、七、八、九’

各区皆产。’’民国十一年《南江县志·物产》记：“近年附城

一带复产银耳，产额蒸蒸日上，倘能逐渐推广，其利未可量

也。’’又《实业》· “银耳自近年始有出品，行销上海。弦

银耳种植面积的扩大，曾引起民国《四川经济季刊》的

注意。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四川经济季刊》第四卷第二，

三，四期合刊载赵斌《通江的银耳》一文，对通江的银耳产
‘

地进行了粗略的统计t “查通江产耳的地区，可分东北两

潞，即今第三、四两区。先是北路第三区所属之陈家坝、新

场坝沿小通江河，上至青峪口，下至黑窝子，现在逐渐达到

第一区之马家坪，大石桥、呜盛场等地，纵长约二百华里，

横约百余华里，产地飞花，不见得普遍，其中也许有不产的

她方。此乃北路产耳区之概况。其中东路第四区所属之洪口

乡与万源交界的地方，近年亦能产耳。但所出的产品，实不

糍与北路所产的质料并驾齐驱，产量亦是以北路为最多。"

‘通江银耳的种植法又翻越大巴山，播向陕、鄂、黔，

闽，泽被益见广远。时至今日，国内湘，豫，浙，赣、台， ．

吉，辽、黑等省，国外日本、西印度群岛、美国，古巴，巴

西诸国和地区皆有出产了。

第二节外部特征，营养成分及药用价值

一，外部特征银耳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真菌门，担子

蔼纲，异隔担子菌亚纲，银耳目，银耳科，银耳属。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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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银耳与其他种银耳相比，具有以下外部特征。
- 一日朵张大。鲜耳直径80一,lOOmm，大者可达180ram．

_． "-'Ei肉头厚。鲜耳耳片一般厚度为1～2mm，厚者可达 ．

3ram。 ‘．

．、，

’

4

三日胶质重。炖化后耳羹成糊状流质．’

四日色泽纯。白中略呈米黄，无黑斑麻点。 j

r

五日膨胀率高。吸足水分后，重量可增至16倍。

六日耳基小。耳基小故重量轻，且纯营养成分比例大。

七日易炖化。便于人体吸收营养成分，老幼咸宜。．1

1968年7月新民公社四大队(今凉风垭乡迪坪村)知识

青年茼文级拾得一朵自然生银耳，直径220ram，耳片厚
3ram多，重4009。1980年涪阳乡龙头村二组张射和卖给供销

社一朵银耳大如毡盔，千重2009。1983年涪阳乡下江口村爵

家沟组张万尧拾鲜耳一朵重5259，千后重1509．．。(据采访>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编《银耳栽堵技术》

(1975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通江银耳与福建种银耳特虑

比较表》，曾将通江银耳的特点作了概括，兹录于后·‘ ，

，。。 ．． ：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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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江银耳与福建种银耳特点比较表

优

-“ ’ ‘ 一j 帆 ’ 。 一4

}通江银耳{ 福建种银耳

朵 形 多鸡冠状，少菊花状 多菊花状，少鸡冠状

采收期 短 ，， 长

温度22—25。C，空气对环境要求 要求较低的温湿度
相对湿度90$以上

自溶情况 易自溶 不易自溶

鲜耳弹性 弹性大 弹性小 。

泡松度 20一40 ，10—30

易煮烂，不见 不易煮烂，仍看见蒸 煮 原来朵形．
一

原来朵形

对树种的适应性
适应在壳斗科树 适应性广

种上生长

从上表的归纳概括中，我们亦可窥见通江银耳确属银耳

中的珍品。 ·7

，

二、营养成分现代科学化验证明，通江银耳中含有多，，

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仅蛋白质中所含氨基酸即达十九

种。其中，人体需要而又不能在体内合成的八种#必需氨基

馥”，它就拥有七种，即亮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苯丙

氨酸，缬氨酸、赖氨酸、甲硫氨酸。而人体需要，可以在体

内合成的搿非必需氨基酸黟，它也拥有十二种，即s酪氨

彀、脯氨酸、精氨酸、丙氨酸、甘氨酸、丝氨酸、谷氨酸、

．天门冬氨酸、胱氨酸、组氨酸、色氨酸、蛋氨酸。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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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通江银耳的营养成分列襄于后。

通江银耳中部分氨基酸组成表

氨基酸名称 游离氨基酸含量(呖) 残基氨基酸含量(％)

一异亮氨酸 0．23 0．19 ．

亮氨酸 i

0．4l 0．35

赖氨盐 0．39 0．35

蛋氨酸
’

O．09 ’0．08

：苯丙氨酸
。 O．29 0．26

。i．苏氨酸．‘ 0．27 0．23

缬氯酸 ．

、 ’0．24 ，．
， ‘0．21，。

r’酪氮酸 O．26 。

、r色氨酸 1．16 l，．06’

6

(青海省畜牧科研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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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银耳各种主要成分表

成 分 旧法银耳 新法银耳

水 分 14％ 13．9叻 ，

蛋白质 6．1％ 7．5叻

脂 肪 、0．63呖 1．2叻

总 糖 ’44．4叻
‘

45％

粗纤维 1．1％’ 1．3呖

灰 分 6．9叻 7．2％

钙(Ca)
’7

248mg／1009 ’132mg／1009

磷(P) 254mg／1009 288mg／1 009

铁(Fe) 20．2ling／1009 11．1mg／1009

一送样单位。
‘

化验项目t

化验人员，

’送样日期。

报告日期。

商业部食品局 样品名称：通江银耳

营养成分 化验单位。北京市食品研究所

李玉芝孙玉山

1974年6月 ，
．．

1974年9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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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袋栽银耳营养成分表

水 分 12．57呖

蛋白质 5．39 叻

脂 肪 1．78叻

， 总 糖 72．46 叻
’

粗。纤维 ．

r

0．91 叻
。

灰 分 6．89吻

。
钙 ， 457mg／l OOg

磷 585．5mg／1009
●

．铁 11．1mg／1009

(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教研室化验，1983年7月)r

三、药用价值通江银耳的子实体，富含蛋白质、多糖

体、维生素B和适量的铁、磷、钙，镁，硫等微量元素。性

味甘淡，平。入肺，脾、胃，肾、大肠经。有强精补肾滋

阴，润肺生津止咳，清热润肠益胃，补气和血强心，壮身补脑

提神，嫩肤、美容，抑癌之功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抗癌纵横谈——探索与希望》第202页，唐慎生著，1981年

lo月)主治肺热咳嗽，肺燥咳嗽，虚痨咳嗽，久咳喉痒，痰

中带血，久咳伤络，肋痛及肺痈，肺萎，月经不调，肺痨，胃炎，

大便秘结，大便下血，水泻、痢疾，面部黑斑，癌症，肿瘤

等病症。诸多医家通过临床验证，认为是防病疗疾、健身延

年的名贵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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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一

清末叶小峰著《本草再新》一书称银耳能搿润肺滋阴，，．

唐容川(185Iml918年)与弟子邓奇璋合著Ⅸ本草问答》一书，

说银耳能治“口干肺痿，痰郁咳逆。力清光绪辛丑曹炳章

‘增订伪药条辨》谓银耳能治“肺热肺燥，干咳痰嗽，衄血

咯血，痰中带血，便血，去面上黑斑。打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年出版、由南京中医学院和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编著的

‘中药学》载s银耳“性味甘平。入肺，胃，肾三经。功用

滋阴润肺，生津。主治虚痨咳喘、痰中带血、虚热口渴，肺

痿等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

典》载I银耳“性味t．甘淡，乎。功用主治。滋阴、润肺，

养胃，生津，治虚痨咳嗽，衄血，痰中带血，虚热日渴。彦

1978年4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草药汇编》载：银

耳“性味功能；甘，平。补肺益气，养阴润燥。主治用法。

病后体虚，肺虚久喘，肺虚久咳，痰中带血，崩漏，大便秘

结，高血压病，血管硬化。用量3～5钱。力1981年林志彬等

在《中药杂志》第三期发表《银耳药理研究》谓：，矗银耳发

酵液、多糖A和多糖B均能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增强机体

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有助予改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免疫

机能低下状态，能提高抗病能力。万唐慎生著《抗癌纵横谈

——探索与希望》谓t “从银耳提取A、B、C--种多糖体，

其中A、B--种是水提取物，C是以碱液提取物，结果三种多糖

体对小鼠肉瘤都有抑制作用。尤以多糖体C的效果最好。力

正因为通江银耳营养丰富，故其问世不久，即成为清廷

御膳席上的珍馐。德龄《御香缥缈录·御膳房》说。“中国

各地像胶菜那样著名的菜，真是多得不能计算，而就中尤以

四川一省所产的东西，最为名贵，亦最受人欢迎。譬如说银

耳那样的东西，它的市价是贵极了，往往一小匣的银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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