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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灵芝又名金芝，性味甘、平。一年生，无柄，近

圆形，表面有褐色和土黄褐色相间的宽环棱和环带，稍

有似漆样光泽，老后变硬而脆；无柄但在菌盖与基物连

接处有极短的柄基。对五脏不调，脾胃虚弱有特效，如

常见的消瘦、盗汗、气血不旺、厌食多嗝、心虚气短、

烦闷不安、抵抗力弱等，能滋补肺、胃，活血润燥，强

心补脑，防癌抗癌，降血压血脂，预防冠心病。

一、灵芝生长习行特征

作为一种高温性菌类，灵芝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25 ～ 30℃，其子实体生长温度范围较广，10 ～ 32℃

环境下均可以，最适温度为 25 ～ 28℃。若环境温度低

于 25℃，其生长变得缓慢，长此下去，皮壳色泽不再光

亮；若温度高于 35℃，子实体将直接死亡；若昼夜温差

变大，菌丝长满袋的时间也会发生变化，温差越大，时

间越长。

作为一种好气性真菌，灵芝在整个生长发育期间都

需要新鲜空气作为支持，其中，子实体发育对二氧化碳

比较敏感，若种植和生长地区空气纯度不够（二氧化碳

含量过高），将严重影响子实体发育。测试结果显示，

当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0.1%后，子实体就无法正

常开伞，一段时间后，分枝形状变为鹿角状；当二氧化

碳含量增加 1%后，子实体发育出现明显异常，组织分

化停止，最后畸形。

二、林下仿野生灵芝高产栽培技术推广的目的

和意义

项目建设地主要位于高峰林场界牌分场，林区内各

道路纵横交错，主要集材运材支线已形成网络体系，交

通十分便利。项目建设区属南宁盆地西北缘，平均海拔

在 200 ～ 220m之间，坡度为 20°左右，属丘陵和浅切

割的低山、山丘地形。土壤主要为赤红土壤，土壤厚度

为 102 ～ 110cm，成土母岩为砂岩，立地指数为 16。年

平均气温 21℃左右，大于或等于 10℃活动积温 7500℃

左右，年均降雨量介于 1200 ～ 1500mm之间，但多集中

在每年 6—9月，年蒸发量约为 1250 ～ 1620mm，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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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稍大于降雨量。年日照累计时长在 1450 ～ 1650h，相

对湿度达到 80%以上，适合多种用材林生长。

灵芝是一种集食用、药用、观赏为一体的珍贵真

菌，最适出芝温度为 25 ～ 30℃。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灵芝具有增强肌体免疫力，抗肿瘤，保肝解毒，改善心

血管系统，抗病毒等功效。灵芝药效成分主要有灵芝多

糖类、三萜类、核苷类、氨基酸等物质，另含有钼、

锌、锰、铁、硒、钡等多种微量元素。近些年，灵芝市

场异常火爆，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灵芝品质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人工种植中，灵芝受棚室影响会不可避免地出

现生长周期短、体表有农药残留等问题，因此消费者更

愿意购买野生灵芝，认为质量有保证。可野生灵芝数量

毕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林下近野生栽培灵芝便应势

而生。从品质、价格等方面进行对比后发现，林下灵芝

近野生栽培模式可能将完全取代棚室栽种模式以得到灵

芝孢子粉为目的，棚室栽种模式比较合适，因而市场前

景较好。

林下仿野生栽培灵芝栽培过程中不适合使用化肥、

农药，同时出菇后废弃的菌棒可制作优质有机肥，直

接还林，培肥地力，从而减少化肥施用量，减轻施肥对

环境造成的污染，实现农林业废弃物“高效、生态、绿

色、安全”循环利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村农

业可持续发展。在林下种植灵芝不仅能为森林提供充

足的有机肥，还能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了林地的高效利

用，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林地生产力和综合效益。

三、林下仿野生灵芝高产栽培技术

（一）选种育种

1.树种。林下仿野生灵芝栽培一般选择硬杂木，如

柞木或落叶松。

2.菌种。野生灵芝生长对菌种有一定要求，选择优

良菌种对提高灵芝质量和产量有直接帮助。通常而言，

野生灵芝菌种选择要看遗传性状和繁育性能，东北松杉

灵芝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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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菌接种

1.接种时间和砍伐。野生灵芝接种时间一般在每年

的 2—3月，砍伐时间在当年 11月至次年 2月，具体时

间为栽培前的 30d。砍伐时，多余枝条要全部去除，集

中运抵灵芝生产场地；运输时，保证树皮完好无损。

2.切段装袋。熟化消毒前 1d进行切段，或者于熟

化消毒当天切段。操作要点包括：切段后保证切口截面

平整，每段长度相等 17cm，以 30cm直径为标准捆扎。

装袋前，仔细选择袋尺寸和材质，具体为：袋的厚度为

0.6mm，宽径 50cm，材质为聚乙烯，形状为筒状，具有

抗拉、耐热等特点。装袋时注意，袋的两端设成活口，

保持袋的完整性，避免出现破损。

3.灭菌。灭菌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灵芝质量满足市

场要求。具体操作为，将目标灵芝置于 100℃环境下

10h，在常压状态下进行灭菌。

4.消毒接种。接种时有必要进行二次灭菌，灭菌前

仔细检查接种室卫生，确保足够干净。木椴出灶前做好

消毒，建议采用烟雾消毒方式；木椴温度达到 30℃以下

时开始第二次消毒；接种完成后继续消毒。

5.菌袋培养。菌袋培养需要在一个干燥、昏暗的室

内环境下来完成，且保证室内卫生干净。接种后，菌袋

培养温度需控制在 18 ～ 25℃之间，连续 7d后，菌丝生

长情况良好。为保证菌袋培养环境中有足量氧气，需要

每隔 60d倒 1次菌垛，如果发现袋内有水珠，需要及时

通风降湿，通过“换气”来消除水珠。当木椴表面有大

量菌丝长出时（一般连续培养 40d后会出现），需要及

时放气，这样可以防治袋内存积过多水分，同时，增加

换气频率，确保袋内氧气充足。若环境温度能够始终稳

定在 18～25℃，连续 65d后，菌丝会变得粗壮、洁白、

紧凑，不容易掰开。

（三）排场埋土

排场埋土主要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是选择栽培场

地。二是排场埋土。

1.选择栽培场地。林下仿野生灵芝栽培种，栽培场

地选择很重要，结合示范基地情况与标准栽培要求，要

选择遮荫度为 80%左右的林下区域进行栽培，同时场

地排水性能良好，水资源供给不能发生阻断；场地种植

区域土壤肥沃，营养结构均衡，土质疏松，呈偏酸性，

向阳。栽培场地确定后，对种植区域进行清理，适度翻

耕，然后开始埋土工作。

2.排场埋土。林下仿野生灵芝栽培种，排场埋土工

作一般于 4月下旬进行，要求天气晴朗，避免在阴雨天

气下开工。同时，认真检查场地清洁度，如有杂物应立

即清理掉，注意白蚂蚁防治。按照生长习行进行分类，

鉴别不同种类灵芝优劣性。被埋入的菌木必须保持粗细

一致，灵芝原基朝上。栽种时，确保行距和株距适中，

不易过大，也不宜过小，一般行距设定为 60cm，株距

设定为 40cm，具体视场地情况和种植量需求而定。

作业道设置于中间，排水沟设置为 60cm。全部菌木排

列完成后做填充处理，填充物为腐殖土，填充厚度为

10cm。用水喷雾，确保菌木湿润度满足要求。覆盖完成

之后进行二次发酵，并在其上设置一个 50cm高的防雨

棚，避免降雨造成的不利影响；50d左右可以撤掉防雨

棚，并利用人工手段拔除杂草，不可采用除草剂除草。

（四）出芝管理

出芝管理中，床内温度需要控制在 15 ～ 30℃。当

环境温度较低时（一般指自然气温），可考虑利用杂草

进行覆盖，这样有助于保温；若环境温度过高，则需要

借助水降温，一般以喷雾操作方式进行，若水资源有

限，或受其他因素制约，也可采用通风方式降温，这样

可以更好促进灵芝生长。地表温度最佳测定时间为每日

上午 9时和下午 3时。经过 15～ 25d发育后，菌丝便成

长为原基。初始状态下，原基颜色为白色，外表光滑，

呈肉瘤状，仔细观察后会发现，有灵芝的菌柄向上延

伸。此时，若环境温度始终保持在 15℃，灵芝的菌柄便

可以正常生长，若要打开菌盖，需要将环境温度提高到

22℃。

（五）采收及加工

正常情况下，灵芝菌盖边缘会有白色和黄色的环

圈，如果这种白色和黄色环圈消失，边缘部位逐渐变红

或已经变红，说明菌盖开始木质化，不再生长成熟的子

实体，此时便是最佳采收时间。采收操作比较简单，利

用剪刀剪断灵芝柄基部便可，然后将表面杂物清理干

净。调查显示，每年夏季是灵芝盛产时期（6、7月），

由于采集量大，所以每完成 1次采集，都需要清理床

面。采收后，将灵芝摊开晾晒，过程中吗，为防治发生

霉变、受潮，以及受害虫侵扰，需要利用聚丙烯袋进行

包装。

四、高峰林场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示范项目

介绍

广西国有高峰林场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示范基地依

托高峰森林公园建设，秉承“以林养菌，以菌养林，林

菌共生”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高峰特色的“食用菌”

品牌，展示高峰“食用菌”文化，努力打造“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样板。

基地位于高峰林场界牌分场 15林班内，种植了紫

灵芝、红灵芝、黄灵芝、花灵芝等 500 亩，灵芝菌棒均

以青冈木椴木为原料。2021 年 7月高峰林场采集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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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野生椴木法培育的灵芝子实体样品送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析测试中心检测，结果显示黄灵芝、红灵芝、紫灵芝

三菇及甾醇含量分别为 1.49%、1.18%、1.09%，按照中

国药典标准，灵芝三萜含量不得少于 0.50%，符合中国

药典要求，为康养保健佳品。灵芝三萜是灵芝特有的主

要化学和药效成分，其含量的多少经常被作为区分灵芝

质量优劣的依据。灵芝三萜类成分具有多种药理活性，

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加速血液微循环，提高血液供氧

能力。

五、项目预期效益

项目效益分别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进行评价。随

着此次项目深入实施，现已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林下仿

野生灵芝高产栽培技术，营建林下仿野生灵芝高产栽培

示范基地 5亩，至项目实施期满，鲜灵芝年均产量达

到 50千克/亩。整个过程中，培训技术人员和林农共 50

人次。

我国灵芝产品历来销售价格偏高，且种植数量和市

场供应极为有限，林下灵芝价格一直保持在 360 ～ 600

元/千克。灵芝 5a总投入约 3万元/亩，年均亩产干灵芝

超过 25kg，按均价进行计算（360 元/千克），年亩产值

可达 9000 元/亩，林下种植可连收 5a，5a总计每亩收入

为 4.5 万元以上，每亩利润约 1.5 万元。灵芝采收后的

废菌渣中的木质素、纤维素得到有效降解，还含有大量

蛋白质类等成分，改善土壤肥力，每亩林地可减少 65%

左右的化肥施用量，每亩节约化肥费用 150 元左右。

六、结束语

以林下经济种植为突破口，提升优质特色农产品供

给能力，延伸林下经济深加工产业链，能够促进当地农

业生产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

转型提供保障。同时，大力推广发展林下经济，提高林

地利用率，发挥林下资源生长潜力，提高林业收入的同

时，保护甚至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是破解当

前林业生产困境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讲，发展林下

经济可以直接推动广西农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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