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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就已经将黑木耳列为佳肴，黑木耳的栽培历史
也比较源远流长。目前，我国各地的林业局都根据林区的实际条
件情况加以分析，将原有主要的以木材生产的方式转向为发展经
济作物的生产。当前各地区开展木耳栽培的面积不断地扩大，同
时木耳的产量也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随着如今不断进步的
科学技术水平，黑木耳的栽培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在很大程度
上推动了经济效益的增长。

一、生长环境
（一）养料要求
黑木耳与所有的作物一样，在实际生长过程中都是需要营

养的供给，而黑木耳所需的营养全部都是由菌丝内部而提供的，
然而菌丝平时可以从基质中进行营养的吸取，而菌丝体就可以持
续的在自身中产生酶，这些酶有会把培养料中复杂的物质加以分
解，而这些分解出的物质比较容易被木耳菌丝所吸收。木耳属于
比较常见的腐生真菌，所需的营养主要就是依靠有机物质而供
应，主要就是通过吸收并且利用死亡的树木中存在的多种现成碳
水化合物和无机盐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确保可以获得在正常生
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能量。培养料如果采用玉米芯或者玉米秸等
农作物，一般都是需要通过添加玉米粉的方式以提高氮元素和维
生素有机物，这样对于实际生产中菌丝体的生长繁殖情况更加地
有利。

（二）温度环境
温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黑木耳的生长速度产生影响。黑

木耳属于中温型的真菌，具有耐寒冷而怕高温的生理特性，所
以在实际栽培中对于温度是比较敏感的。菌丝体相对比较适宜的
温度条件在 6℃～ 35℃，一旦温度高于 38℃会对其生长产生一
定的抑制。而孢子比较适宜的发芽温度在 13℃～ 30℃，而其中
以 20℃～ 25℃属于子实体生长发育最适宜的温度条件。如果温
度条件比较高，则会导致出现生长过快的情况，而比较容易发生
衰老，子实体呈现出色彩暗淡其肉质丝薄的状态，如果栽培环境
处于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则非常容易造成流耳的现象。但是如果
环境温度稍低，则菌丝比较健壮，可见子实体呈现色彩深而且肉
质厚的状态，具有理想的质量水平，但是如果环境温度条件如太
低，则菌丝会出现生长缓慢的状态，同样容易出现流耳的情况。
黑木耳孢子进行萌发要求环境温度处于 22℃～ 23℃，此时孢子具
有最快的萌发速度，如果环境条件低于 4℃或者高于 30℃，则不
能够有孢子产生。

（三）湿度情况
湿度在黑木耳的实际栽培过程中会在很大程度上确保理想生

长发育的重要条件。一般棉籽壳和木屑作为培养料的情况应该长
时间维持含水量处于 60% ～ 90%，如果水分含量过高，则菌丝的
生长就会受到很大限度的影响。在籽实体形成的时期，应该保证
空气相对的湿度条件维持在 80% ～ 85%，一旦湿度低于 75%则很
难形成子实体，但是如果始终将相对湿度维持在 100%的高湿状
态下，则会造成氧气不足的情况，不利于实体的生长状态。所以
在开展黑木耳的人工栽培过程中，确保水分的合理性能够符合其
生长发育的实际需求。

（四）空气状态
黑木耳在实际栽培过程中对于空气质量的要求非常高，要求

栽培场所具有清新的空气状态。制作菌袋的时候要保证培养料中
不能够有过高的含水量，确保给菌丝体供应全部的氧气。出耳期
间应该保持栽培环境有良好的通风换气条件，这样能够有效地预
防杂菌蔓延的情况出现。如果通气状态不佳，会导致菌丝体新陈
代谢的气体不断地积累，一氧化碳的浓度会比较高而造成出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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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自然就非常适宜木耳的正常生长。而黑木耳具有非常细腻的肉质，同时质感相对比较爽滑。将其与其他的食用菌进行比较，可知黑木耳具有更加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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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缺陷，生产中常见的就是畸形或者是不出耳。
（五）光照条件
菌丝如果处于黑暗的条件下而缺乏光线同样是能够正常进行

生长的，而散射的光照条件可以促进菌丝的发育状态。但是如果
在菌丝生长发育的实际过程中，发现培养基表面存在菌丝聚合而
形成褐色稠状物的情况，并且出现色素，而子实体却只能处于光
照的条件下才可以正常生长，如果处于黑暗无光照的栽培条件就
不会实现子实体。所以在实际出耳的前期，应该对于全部的光照
条件加强，从而利于形成子实体原基并且分化。如果光照条件相
对比较适宜，则籽实体会呈现健康的生长，可见其呈现黑褐色；
如果光照条件不足，则可见耳片呈现出淡褐色且失去光泽，呈瘦
小且暗淡的状态；如果光照强烈，则会阻碍子实体正常的生长，
严重的会出现干枯死亡的不利情况。

（六）酸碱度影响
偏酸的环境条件更适合黑木耳菌丝体的生长，其中最适合的

酸碱度在 5.0 ～ 5.6，如果pH值低于 3 或者是高于 8 的条件下菌丝
体都不能生长。黑木耳的栽培生产中针对培养料常用的灭菌方法
是常压灭菌，因为升温比较慢，导致培养料的pH值在灭菌结束之
后会出现不断下降的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培养料的pH值提
高，可以有效避免培养料的pH值下降而变酸。

二、生长季节
因为黑木耳属于中高温木腐型的菌类，出耳比较适宜的温度

在 15℃～ 22℃。利用自然气温出耳的季节主要就是集中在每年的
夏秋季节。

三、耳场及其消毒
选择的出耳场地应该保证周围的视野开阔，同时要保持清洁

的环境条件，还应该具有良好的通风状态，尽量选择靠近水源丰
富的位置，而必须避免选择在污染的有害水源附近。如果耳场是
温室或者是大棚，应该在大棚的膜上间隔 1m加盖 2 条草。耳房在
将大棚盖上之前应该进行消毒和杀虫处理，通常选择的消毒剂主
要就是浓度为 2%的石灰水溶液、0.2%的高锰酸钾水溶液以及 500
倍的甲基托布津；而杀虫剂主要就是采用 40%的辛硫磷针对棚
膜、墙壁进行喷洒处理，发挥有效地杀菌杀虫作用。但是在实际
消毒过程中要避免将各种药剂加以混合施用，否则容易对于药效
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成熟与采收
木耳在成熟之后应该及时地进行采收，实际生产中要保证多

采摘，避免出现全部烂掉的情况。通过人工喷水方式的木耳通常
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自然生长的木耳一般是选择在下雨过后的
晴朗天气条件下进行采收。为了确保采耳的实际产量，生产中可
以通过采取采摘大的保留小的原则，避免出现混乱采摘的情况，
但是还是应该注意木耳的实际成熟期，确定好采摘的时期，避免
造成木耳被破坏的情况。

五、结束语
根据当前的实际发展形式分析，发展黑木耳的栽培具有相对

广阔的前景，我国东北的林区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优势发展黑
木耳栽培，大森林条件造就了天然无污染的黑木耳产地，所以大
力发展黑木耳栽培不仅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化政策，而且可以获
得理想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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