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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笔者对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华阳、茅坪中心保护站周边社区种植户进行为期两年的人工

栽培半野生猪苓的访谈、监测、查阅资料进行分析,从栽培场地的选择、栽培时间的选择、栽培方法、

栽后管理、虫害病害防治、采收加工、猪苓半野生扩大种植等方面内容提出了适宜长青保护区周边社

区资源条件和气候特点,并整理出了猪苓人工栽培技术规范和方法探讨。 

[关键词] 猪苓人工栽培技术探讨；猪苓培载时间选择；长青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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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苓(Polyporusumbellatus)别名

粉猪苓、猪茯苓、野猪粪,属于真菌门、

担子菌纲、多孔菌目、多孔菌科、猪苓

属。猪苓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分布

的,寄生于枫、桦、柞、槭、杨、乔、灌

树木为主的根系上。菌核是多年生,生于

地下。从猪苓菌核表皮的颜色可以了解

其菌龄：一般3年以上呈现黑褐色；2—3

年为灰黄色；新生苓是清白色。猪苓作

为中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是

猪苓多糖的发现更是明确了猪苓的药用

地位,它具有利水、消肿、降肝脂的功效。

猪苓是很好的药用真菌,为多孔菌科植

物,菌核入药。猪苓有利水渗湿、祛痰、

解毒的功效,历年来常用的药材,近来又

研究出它有抗癌作用。 

近几年以来,长青保护区周边社区

群众非法入区盗挖中药材现象时有发生,

对保护区资源安全构成威胁,中药和相

关产业对野生药用植物供求缺口逐年扩

大。猪苓必将成为中药材亮点品种。因

此,长青保护区在周边社区根据实地情

况开展林下半野生猪苓扩大种植,发展

社区经济,帮助社区群众致富,能够降低

保护区资源压力,更加有效的保护长青

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野生猪苓药材资源

的安全提供保证。 

现就猪苓的栽培技术进行简单的

介绍： 

1 栽培场地的选择调查表明 

选择海拔在800――1300米左右林

地栽培,以次生阔叶林、杂灌林、混交

琳、坐南朝北、疏松、阴坡为宜。坡度

在20°—50°坡分布较多,对温度变化

较为敏感,当气温8℃以下、25℃以上时

即停止生长,进入休眠状态,生长期

适宜温度为15℃—24℃。选用PH值5—

6.7的微酸性或近中性砂壤土或黄土来

栽培猪苓,尤以腐殖质壤土为宜。猪苓

不能自养,也不能直接寄生于树木上,

必须依靠环菌提供料。青杠木、橡籽树、

槲叶树、桦木、等都属于上等营养材料。

猪苓对氮、磷、钾肥需求不高,种后基

本不用施肥。 

2 栽培时间的选择 

一年四季均可栽培,但3、4、7、8

这4个月栽培生长的 好,这时猪苓正度

过休眠期进入生长期,蜜环菌也在生长

期,两者共同建立良好共生关系,1000米

以下应避开高温期。 

3 栽培方法 

3.1菌材培育：蜜环菌是猪苓生长的

营养来源,要想培育猪苓首先要培育出

蜜环菌的菌枝、菌棒和菌床。 

3.2菌枝培育：3—8月可选直径在1

—2cm的伴生树枝条,截成6em－10em的

小段,在0.25%硝酸铵溶液中浸泡约

10min,备用。挖一长、宽、深为60cm×

60em×30cm的坑,坑底铺一层叶子,将浸

泡好的树枝段靠紧平铺在坑内两层,上

面再靠紧摆放带有蜜环菌菌素的根或菌

材,上面再覆一层薄土,后再摆上两层树

枝段,这样反复摆放6—7层, 后覆5—

6cm厚的土壤,并用树叶覆盖40天即可。 

3.3菌棒培养：将选好的直径6－

12cm阔叶枝干( 好是壳斗科植物)每

段锯成40－80cm长,每隔10—15cm砍一

深至木质部的小口,将蜜环菌菌种接种

在小口处。把接种后的木段搭成井形架,

置于15℃左右的温度下培养50天左右

即可。 

3.4菌床培养：一般于6—8月或10

月至次年3月进行。先挖30cm深、60cm

见方的坑,坑底铺一层树叶,摆放新鲜伴

生树木段3—5根,其间距2cm－3cm,放菌

枝2根—3根,其次盖少许砂土, 后盖10

厘米的土就行。 

3.5菌核的培植。 

3.5.1制备菌种：在5-7月采收到猪

苓后,将猪苓子实体立马晾干(切忌熏

烤、曝晒或雨淋),揉成粉末状,将猪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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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随即晾即成繁殖孢子菌种。个子小、

瘤状多,表面不平滑的猪苓可直接作种。 

3.5.2菌种的栽植：一般4—5月和11

月,先将湿润且不积水的肥土翻耕,加腐

殖土,耙平,挖穴30－50cm深。穴地一定

要有伴生树的根或者放入3根培养好的

菌材,将菌核接在菌材间蜜环菌索旺盛

的地方,并用树叶盖住空隙,再按照上面

的方法层层放置菌材和菌核。直接在底

层菌材上放一层猪苓菌种也可以, 后

覆盖腐殖土或者砂土。还可将培育好的

菌床挖开,取出上面几层菌棒,将猪苓菌

核直接铺于 下一层菌棒上,再用树叶

填充空隙,然后按上述方法摆放菌棒和

猪苓菌核, 后盖30厘米厚的土壤。 

4 猪苓的栽后管理 

4.1环境管理。为了防止猪苓遭到各

种破坏,应搭建防护网。经常观察猪苓的

土质层、覆盖物的情况,如有损坏应及时

修复,温度、湿度、光照、营养要定期查

看,及时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影响。 

4.2湿度管理。猪苓喜欢生长在潮湿

的环境中,土壤水分达到40％～50％时

菌核萌发迅速,生长新苓；如果土壤水分

低于30％或干旱,猪苓生长缓慢或停止

生长；土壤过分湿润也会导致猪苓腐烂。

在山坡林地要有合适的苫盖以保持水

土。杂草生长过密也会影响猪苓对水分

的正常吸收,此时须进行人工除草。遇干

旱要及时喷灌水。平地栽培猪苓不能大

浇大灌,以免土壤板结,影响其透气性。

雨季要注意及时排积水,确保土壤含水

量稳定在50％～60％。 

4.3温度管理。猪苓菌新苓在平均地

温达到9.5℃才可萌发生长,菌丝在10～

30℃都能生长,18～25℃生长 快,超过

28℃生长缓慢,低于9℃或超过30℃猪苓

停止生长。根据此特性,可以进行适时合

理的田间管理,调节猪苓生长适宜温度,

夏季遮阳网降温、适量浇水降温,冬季栽

培窝覆盖树叶、秸秆保温,栽培窝表层盖

土稍厚等。因此,选择栽培地点时必须有

一定的遮阳条件,在无天然屏障的山坡

上、平地上也可采取搭建遮阳网或覆盖

树枝、树叶、秸秆等方式遮阳。 

4.4营养管理。猪苓需要蜜环菌提供

营养,而蜜环菌的主要营养都来自周围

的土质层、杂草、落叶、树根,因此合理

的苫盖极为重要。苓窝上部土质肥沃、

有机质多则氮元素含量就高。如果检测

缺磷,应及时补充,以免造成猪苓不能正

常生长发育,每年春季在栽培穴上面加

盖一层树叶,以减少水分蒸发,保持土壤

墒情,促进生长提高产量。 

5 虫害病害防治 

5.1虫害：地老虎俗称土蚕爱吃健康

菌棒,还有白蚁也为害菌棒导致减产。 

5.1.1防治方法：在下种时,在坑里

撒放一些辛拌磷或在坑面撒些药,用水

浇透即可。 

5.2病害：主要是危害菌材的各种杂

菌,还有猪苓菌核腐烂病、线虫病及生理

性干枯病等。 

5.2.1防治：在种前所用的腐质土或

树叶枯枝尽量将带有白丝的杂菌清除,

以免大量繁殖扩散。 

5.2.2菌棒和树枝与土要实。 

5.2.3 重要的如营养不良或菌退

化导致猪苓空腔,三年不长细软空皮或

者长成鸡屎苓,严重者不够种子。 

6 采收与加工 

6.1采收：一般栽后2年采挖。采挖

季节为4—5月或9—10月,并选择灰褐

色、核体松软的菌核留作种苓。 

6.2加工：挖出的猪苓要用刷子刷净

沙土当杂质,不能用水洗。置于阳光下晒

干或晾干,再放在通风处保存。 

6.3等级标准：甲级：苓块大,表面

黑色,质地坚实,肉质白色；乙级：苓块

小,表皮呈灰色,苓体烂碎,皱缩不实,肉

质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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