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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红杂交天麻良种工厂化快繁工艺流程研究 木 

余昌俊，王绍柏 一 
(湖北宜昌教育学院， 宜昌 443100) 

摘要：研制并应用乌红杂交天麻 良种工厂化快速繁育工艺流程，选用独特配方，将优质蜜环菌种、萌发菌种、聚 3种 

杂交优势于一体的乌红杂交天麻种子和培养基，同时接种到栽培袋，在人工气候室经6个一7个月即可培养出达到移 

栽标准，无病虫害，形态饱满，整齐度一致的优质 白、米麻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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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红杂交天麻 良种工厂化快速繁育工艺流程 (图)主 

要包括 3大块：一是在菌种厂生产优质蜜环菌种和萌发菌种 

备用；二是在组培室、种子园培育乌红杂交天麻的杂交种子 

备用；三是将蜜环菌种、萌发菌种、杂交种子与培养基同时 

接种到栽培袋中，在人工气候室培育出白、米麻 良种即可上 

市、用于大田栽培。现分述如下。 

1 菌种生产 

1．1 蜜环菌种培养 

1．1．1 母种培养 培养基质为PDA，培养温度 (24±1)oC， 

培养时间 10d一15d。 

1．1．2 原种培育 培养基质为阔叶锯木屑78％、麦麸20％、 

石膏1％、白糖 1％，培养温度 (24±1)℃，时间35d一40d。 

1．1、3 栽培种培育：培养基质为原种培养基50％，细枝条 

50％，含水量70％，培养温度 (24±1)℃，时间40d一45d； 

蜜环菌母种、原种制作需在 1月 一2月，栽培种需在 3月 1 

日前接种。 

1．2 萌发菌种培养 

1．2．1 母种培育 培养基质为 PDA，温度 (24±1)oC，培 

养时间 15d一20d。 

1．2．2 原种培育 培养基质为阔叶锯木屑 40％、杂木树叶 

碎片40％、麦麸 18％、石膏 1％、白糖 1％，培养温度 (24 

±1)oC，时间50d一60d。 

1．2．3 栽培种培育 培养基质为阔叶树落叶78％、麦麸20％、 

石膏 1％、白糖 1％，培养温度 (24±1)oC，时间60d一70d。 

萌发菌原种接种培育时间 1O月 一12月，栽培种接种培 

育时间在 l一3月。 

2 杂交育种 

2．1 麻种选择、自交纯化与箭麻筛选 

选择质量好的种麻是培育种子的关键。选择云南乌天麻 

和宜昌红天麻中抗性强、产量高、麻形好，个体较大 (以 

200g一300g最佳)，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健壮箭麻 (这 

种箭麻贮藏的营养物质丰富，生活力强，开花多，座果率较 

高)做种，在种子园中分别将其自交纯化后，再以上述标准 

筛选健壮箭麻作为杂交育种材料。 

2．2 低温贮藏、消毒移植与杂交育种 

选择抗性强、产量高、麻形好，个体较大 (以200g一 

300g最佳)，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云南乌天麻和宜昌红 

天麻 自交纯化的健壮箭麻 ，通过冬季低温贮藏后，消毒移植 

到杂交区。由于云南乌天麻的开花期比宜昌红天麻开花期要 

晚2O多天，花期调控成 了乌、红天麻能否成功杂交授粉的 

关键技术。 

2．2．1 用温控技术分批次移栽箭麻，观察 、测量、确定天 

麻生长发育各阶段的生物学积温 ，建立调控天麻花期相遇的 

回归方程，调控乌、红天麻花期相遇杂交 ；于当年 11月 15 

日引进宜昌红天麻 (箭麻 )，云南乌天麻 (箭麻)，同时放 

人 5℃ 一8℃的空调室内，次年 3月 1日移栽云南乌天麻，红 

天麻于 4月 20日从空调室内取 出移栽，二者的花期于 5月 

2O日后相遇，即可授粉杂交，培育杂交种子。 

2．2．2 利用立体海拔气候差异，调控乌、红天麻花期相遇 

杂交；在等物候线上，海拔 100m，北纬 3O。45 24 ，东经 

111。8”，于当年 11月引进云南乌天麻 (箭麻)，在海拔 100m 

的地方越冬保藏，于次年 3月 1日移栽，而宜昌红天麻 (箭 

麻)贮藏于海拔 1 000m处越冬，于次年 4月 20日移至海拔 

100m处移栽，即可与云南 乌天麻花期相遇，授粉杂交，培 

育杂交种子。 

2．2．3 将3种杂交优势 (地理远缘杂交一云南乌天麻 ×宜 

昌红天麻；不同天麻变型杂交一乌天麻 ×红天麻；纯化自交 

系杂交一云南乌天麻 F’3代自交系 ×宜昌红天麻 F’3代自交 

系)聚合为一体杂交，进行人工定向育种，培养出品质好、 

性能优的杂交种子。 

2．3 亦可应用现代组织培养技术，将天麻离体培养为脱毒 

育种材料用于杂交育种或直接生产 出白、米麻种，上市、用 

于大田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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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袋栽种麻 

3．1 培养基配方及其消毒预处理 

杂木树种落叶 +日本金星蕨根。用 1％CaCO 或 0．1％ 

KMnO 溶液浸泡落叶，时间 2h～3h；将新鲜 日本金星蕨根 

切成碎段 4cm～6cm，用 0．5‰ ～1％o的敌百虫液喷洒料中， 

闷2h～3h，然后按比例将二者混合均匀备用。 

3．2 采摘杂交天麻蒴果 6个 ～8个，抖出种子，拌在萌发 

菌栽培种中；将直径20cm、长 33cm的塑料袋周身扎小孑L； 

将枝条蜜环菌种、拌有天麻种子的萌发菌种栽培种、培养 

基，采用层播或混播的方式装入塑料袋中。 

3．3 将栽培袋送人人工气候室进行层架培养。摆放方式， 

每袋之间间隔1cm～2cm，间隙用消毒的湿润河沙填充，塑 

料袋上面覆盖3cm～4cm的细沙，培养温度2O℃～25℃，湿 

度80％ ～9o％，通风良好，自然光照。培养期间的管理，注 

意保持沙层处于湿润状态。经 6个 ～7个月培养的种麻标准 

是，颜色白嫩、形态饱满、生长旺盛、无病虫害，种麻长度 

3cm～6cm。将达到移栽标准的种麻移人 5℃ ～1O℃左右的环 

境中处理 15d～20d，上市、用于大田栽培。 

4 结果与分析 

4．1 应用本工艺流程生产白、米麻种 ，具有生产周期短、 

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无病虫害、生产工艺完善的特 

点。笔者综合运用现有天麻科技成果，将乌、红天麻，纯化 

乌、红天麻自交系、地理远缘杂交聚合为一体，利用温控技 

术或立体海拔气候，培养出乌红杂交天麻种子；试验制定出 

无土工厂化袋栽生产工艺，选用独特配方，即将枝条蜜环菌 

种，萌发菌种，培养基，杂交天麻种子同时播种到栽培袋： 

送人人工气候室，经6个 ～7个月培养出达到移栽标准，无 

病虫害，形态饱满，整齐度一致的白麻和米麻种供给市场。 

4．2 应用本工艺流程培育出的乌 X红 、红 X乌杂交天麻被 

湖北省品种评审委员会审定为两个优良杂交新品种 ：鄂天麻 

1号、鄂天麻 2号。 

4．2．1 现在栽培的品种主要是红天麻和乌天麻。红天麻主 

要产于长江及黄河流域海拔 500m～1 500m的山区，遍及西 

南至东北大部地区。最大单重达 1 kq，最高产量可达 10kg· 

mI2花茎肉红色，花橙红色，果实呈椭圆形，肉红色。球茎 

肥大，粗壮，长圆柱形或哑铃形。含水量约 78％ ～86％。具 

有生长快，适应广 ，分生力强，耐旱的特性，是驯化后的优 

良高产栽培品种。乌天麻主要产于海拔 1 500m以上的高山 

区，在云南东北及西北部 ，四川与贵州西部 ，东北长白山等 

地都有分布和栽培。最大单重达800g，产量常在4 kg·m～。 

它的花茎灰褐红色，花篮绿色，果实有棱呈上粗下细的倒圆 

锥形。球茎短粗 ，椭圆形，含水量约70％左右，乌天麻形态 

好 ，药用质量好，但分生力差 ，不耐旱，是驯化后的优质栽 

培品种。其次，还有极少量人工种植的黄天麻和绿天麻。 

4．2．2 我国对天麻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和杂交育种的研究， 

分别始于2O世纪5O年代末，60年代末和9O年代初。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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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生产3O多年来一直沿用无性繁殖，无性繁殖多代后， 

种性退化、产量、质量、抗逆性均下降。特别是对营养基质 

— — 菌材的利用率降低。7O年代，周铉、徐锦堂研究获突 

破，实现了天麻有性繁殖，而获国家科技成果发明奖。天麻 

有性繁殖能明显提高种麻活力 ，使种性复壮，因而能提高天 

麻栽培的产量。但有性繁殖因遗传基因所限而制约了新品种 

的创新。根据杂交育种优势理论 ，杂交麻种的活力 、质量将 

更强。9o年代初，我国在天麻杂交育种科研中处于起步阶 

段，一些基础研究尚属 “空白”，许多技术难题还需攻关。 

用杂交天麻种子栽培出的商品麻，产量高，品质好、抗性 

强。但在自然界里乌天麻开花在6月底至7月上旬，种子成 

熟在7月中、下旬，种子播种后，在自然土壤中只有2个 一 

3个月的适温生长期，到 11月份温度下降进入休眠期，当年 

只能形成米麻或原球茎。且这种繁殖方法避免不了病虫侵 

染，灾害性天气 (过干或过湿)的影响。 

4．2．3 在20世纪9O年代初开始 ，笔者用本工艺流程将云南 

乌天麻 自交系与宜昌红天麻自交系杂交，培育出2个杂交天 

麻新品种，于2001年被湖北省品种委员会审 (认)定、命 

名为 “鄂天麻一号”(即乌红天麻)、“鄂习 妹二号” (红乌 

天麻)。这是在我国首次审定的天麻新品剩 这两个品种聚 

合了乌天麻和红天麻的优良特性，表现H．·q显的杂交优势 

(表 1、表 2)。 

表 1 不 同 繁 殖 方 法 天 麻 的 主 要 指 标 比 较 

表 1、表 2的试验数据表 明，用本工艺流程工厂化生产 

的杂交天麻白、米麻种整齐，无病虫害，种子成麻率高 ，分 

生能力强，种麻生产周期由17个月缩短到7个月；杂交商 

品麻 (箭麻)的生产周期由36个月 (乌天麻)缩短到 17个 

月 ，且抗性强、种植范围广 、产量高、外观形态好、天麻素 

含量高。2004年3月，国家科技部与国家林业局组织有关知 

名专家教授在广州对笔者承担的 “乌红天麻杂交制种及白、 

米麻的快速集约繁殖”创新基金项目进行了验收，给了96．7 

的高分。专家验收组评审意见如下：“⋯⋯该项目技术成果 

熟化程度高 ，市场前景广阔：天麻种子成麻率提高了 3O多 

倍；有性种麻生产时间缩短了1O个月；商品麻增产 30％以 

上，且商品麻形态和质量显著优于宜昌红天麻而接近云南乌 

天麻；大田栽培节省木材 30％，室内工厂化栽培实现了无土 

无木材栽培；项目成果惠及周边 1O多个省市，仅在湖北宜 

昌市年新增农业产值2亿元。项目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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