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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菌种产业状况和加快发展措施

刘新华 1　翟梅生 2　吕培军 3　李岩杰 1　郝宽亮 2

（1 山东省聊城市农科院，聊城 252000；2 山东省莘县农业局，莘县 252400；3 山东省冠县农业局，冠县 252500）

摘要：聊城市作为食用菌生产大市，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聊城市平菇、草菇、灵芝生产都走在了全国

的前列。与此不相符的，聊城市菌种产业却不足以支撑食用菌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本文分析了聊城市食用菌产业及菌种产业

现状，指出了菌种产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聊城市食用菌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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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辖 5 县 1 市 4 区，是

传统的农业大市，有悠久的食用菌栽培历史。食用

菌产业作为促使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历届市

委市政府领导都十分重视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再加

上适宜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原料资源，经过多年的发

展，逐步形成了以平菇、双孢菇、草菇、鸡腿菇、灵芝

为主导，黑木耳、姬菇、杏鲍菇、白灵菇、秀珍菇等多

品种共同发展的格局。莘县是“中国双孢菇之乡”，

已发展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双孢菇、鸡腿菇、草菇生产

基地，也是全国闻名的食用菌生产、销售集散地；东

昌府区是全国最大的平菇生产基地；冠县是全国最

大的灵芝生产基地，灵芝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1/3
以上，被授予“中国灵芝之乡”，在国内有较大的知

名度；茌平金针菇生产加工独具特色，是我国最大的

金针菇加工基地。近几年来，聊城市食用菌面积、产

量较往年稳中有升，经济效益逐年提高，面积、产量、

产值均居山东省各地市首位。

2014 年底，全市食用菌栽培面积达到 3100 万 m2，

总产 60 余万 t，产值 25.2 余亿元。其中平菇总产

35.5 余万 t、双孢菇 6 余万 t、金针菇 4.2 余万 t、鸡腿

菇 3.7 余万 t、草菇 6 万 t、灵芝 1 万 t。2015 年总产

63.7 万 t，产值 26.3 亿元。2016 年总产 68.5 万 t，产
值 28.1 亿元。与之相配套的，每年约需菌种 15 万 t，
产值达 2.3 亿元以上。

1　聊城市食用菌菌种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菌种对食用菌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健

康发展的食用菌菌种产业是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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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聊城市食用菌菌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1.1　缺乏对菌种进行质量评价的权威机构　由此

衍生出菌种质量不过关、假冒伪劣菌种、产量没保

证、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诸多问题。

1.2　无证生产严重，持证生产企业较少　根据农业部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15），申请生产食用菌母种

的企业需要注册资金 100 万元以上，至少具备菌种检

验人员 1 名、生产技术人员 2 名，另外需要有灭菌、培

养、接种、贮存设备以及生产母种的出菇试验设备和

场所；生产原种的企业需要注册资金 50 万元以上，至

少具备菌种检验人员 1 名、生产技术人员 2 名，有灭

菌、培养、接种、贮存设备和场所；生产栽培种的企业

需要注册资金 10 万元以上，至少具备菌种检验人员

及生产技术人员各 1 名，有灭菌、培养、接种、贮存设备

及场所，有必要的质量检验仪器及设备。

1.3　假冒菌种现象严重　菌种名称多而乱，一个品

种多种名字，以一般品种冒充其他品种，还有以此菇

类冒充其他菇类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平菇品

种不下60个，灵芝品种20余个，草菇菇农不问品种，

只认经营者是谁，品种多并且乱，一种多名现象严

重。2017 年冠县某食用菌企业生产的平菇产量过

低，经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产业创

新团队组织有关人员实地考察，发现居然是平菇、小

黑平和秀珍菇的 3 个菇类并存。

1.4　低劣菌种充斥市场　部分菌种场为了追求利

益最大化，在菌种还没有完全培养好的情况下就把

菌种卖给菇农，菇农将菌种拉回家后往往因运输过

程或者缺乏干净卫生的发菌场所而造成菌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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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生产；有的菌种场因为技术不过硬，分离的

菌种可能带有杂菌导致食用菌生产污染严重，产量

受损；还有的菌种场出售的菌种质量不合格，菌丝老

化、活力弱，严重影响产量；部分菇农直接用母种生

产栽培种，这种级别不分、不同级别菌种相互代替会

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

1.5　手续不全　根据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管理办

法》（2015），正规菌种应含有标签和菌种质量合格

证。标签要求标注菌种种类、品种、级别、接种日期、

保藏条件、保质期、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执行

标准及生产者名称、生产地点，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

与销售菌种相符。目前市面上存在大量菌种标签和

质量合格证不全的菌种，给食用菌安全生产带来巨

大隐患。

1.6　菇农将生产不规范导致的生产失败原因归结到

菌种上　部分菇农将生产过程不规范、自身技术不过

硬导致生产失败的原因归结到菌种上，认为是菌种质

量问题导致的，造成企业和菇农之间产生纠纷，如东

昌府区斗虎屯镇某菇农多次到区农业执法大队投诉

因其平菇种子质量问题而不出菇，经区执法大队邀请

山东省食用菌创新团队栽培与设施岗位高级农艺师

现场鉴定，栽培基质湿度过大是引起不出菇的原因；

又如淄博某企业购买了莘县某企业价值 10 万元的菌

种，因包装物发生纠纷，淄博方认为莘县方采用的聚

丙烯包装袋会引起菌种出现质量问题，经山东省食用

菌创新团队栽培与设施岗位专家现场鉴定，认为聚丙

烯和聚乙烯作为菌种包装袋不会引起质量问题，后来

菌种在生产上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结论。

2　加快菌种产业发展措施
2.1　建立权威机构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食用菌产业创新团队经山东省农业厅和财政厅批

准成立，主要从事食用菌遗传育种、栽培与设施、病

虫害防控、产后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及技术推广工作，

是省级层面服务于食用菌产业的技术平台。体系在

聊城以全市唯一一家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聊城市农

科院为依托单位，设置栽培与设施岗位，主要从事优

势大宗菇类和珍稀高档菇种高效栽培模式及配套技

术、新型基质研发和高效利用技术、适合本市区域性

食用菌轻简化高效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生

产上突发事件的应急性处理工作。以聊城市农科院

为依托，以栽培与设施岗位为主体，建立全市食用菌

菌种检验鉴定权威机构，一定可以得到全市食用菌

产业的公认，能有效提高全市食用菌菌种质量，促进

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

2.2　加强食用菌菌种生产企业管理　重点检查企

业是否具备相应的菌种生产资质和经营许可等相关

手续，特别是引进的菌种，逐项检查菌种标签和质量

合格证是否齐全，并抽查部分菌种，检验是否和标签

描述一致，对于假冒伪劣菌种进行有效打击，保护广

大菇农的利益；同时，对各食用菌企业、合作社和执

法单位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促进食

用菌种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2.3　妥善处理食用菌菌种生产企业和栽培户之间

的纠纷　建议食用菌菌种生产企业搞好配套服务，

对于购买自己厂生产的菌种的菇农给予适当的技术

支持，尽量地减少纠纷。对于合作社供应社员的栽

培种，按规定可以不办证，但是要加强管理，保证种

子质量。

2.4　建立菌种收集保藏室

2.4.1　菌种收集保藏室的作用　由于菌种经连续多

年使用，有退化现象；而聊城市食用菌产业庞大，如

每年都从外地采购母种，会存在安全性问题。通过

菌种收集保藏室采领头菇，制作母种，向社会提供，

可以为全市食用菌产业提供安全的、足够的、适合本

市自然条件的母种，为全市食用菌产业服务。同时，

也便于了解本市的食用菌用种情况，更好地为生产

服务。

对于育种单位育出的新品种及名优稀特菇类，

建立菌种收集保藏室，可以通过收集保藏设施方便

引种、试种，摸索第一手资料，便于向社会示范推广，

还能为执法单位服务。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和壮

大，菌种纠纷和假冒伪劣菌种日益增多，而聊城市尚

没有一家单位能对菌种进行甄别，通过菌种收集保

藏试种，可为执法单位提供第一手资料。

2.4.2　菌种收集保藏方法　组织技术人员到生产第

一线采集领头菇，分离培养进行保藏，对长势好、品

相佳的领头菇进行培养。所谓的领头菇，是指第一

潮菌丝体发育快、健壮、出菇快、长势旺、表现好的蘑

菇，在其青年期采集，用组织分离方式制取母种，这

样获得的菌种种性强，下一代优势明显。对于变异

获得的种质资源，观察其稳定性，为育种提供新材

料。这项工作，由于有些菇类如平菇出菇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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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农民技术员的配合，需要大量的人力采集领头

菇和分离保藏菌种。食用菌菌种存放时间过长，活

性容易降低，还需要有固定人员定期专管，需要一部

车，2~4 位专职人员。

2.5　新菇类、新菌种的试种、引种和示范推广　食

用菌菌种不同于小麦、玉米、棉花、黄瓜、白菜……之

类的种子，能看得见、摸得着，食用菌菌种所能看到

的是菌丝体和子实体。食用菌菌种一般分 3 级，母

种、原种和栽培种，母种大多以试管种出现，原种和

栽培种以瓶装和袋装形式出现，级别明显，不能代

替，不能超越。通过试种、引种，摸索到种子的特性

以及在当地的适应性，为示范推广获取第一手资料，

可以快速为广大菇农所熟悉，减少弯路，促进产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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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 

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探讨
范宏军　梁建锋　纪让军

（陕西省岐山县种子管理工作站，岐山 722400）

摘要：新《种子法》要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开始实行网上备案登记，本文客观分析了岐山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的现状

对备案工作的制约，备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提出了加强培训、多渠道备案、升级软件等 3 项改进措施，对现行的备案

模式和办法进行探讨总结。

关键词：农业；种子备案；问题；改进措施

按照新《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及有关通知的要求，全面做好委托生产

种子、委托代销种子、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不分装种

子四种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主体的备案

工作，对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加大品种权保护，确保

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进一

步贯彻新修定《种子法》及配套规章，岐山县种子管

理工作站受县农业主管部门委托，从 2017 年开始依

法进行县域内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根据种子备案工

作实践，总结分析了备案基本模式、存在问题和改进

措施，以期更加规范地做好种子备案工作。

1　种子备案的制约因素
 岐山县可耕土地面积 3.52 万 hm2，常年种植主

要农作物 4.76 万 hm2，其中种植小麦 2.89 万 hm2、

玉米 1.74 万 hm2、油料作物 1206.67hm2，种植蔬菜

7533.33hm2，年需种量约 500 万 kg 左右，种子商品

率 54%，小麦种子商品率 60% 左右。

1.1　经营主体多、小、弱　县内种子生产经营门店 88
家，其中 B 证企业 1 家，注册资本 528 万元，分公司 1
家，其余全部为个体门店，以受委托代销或经营不分

装种子为主。种子经营者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

经济实力弱、为农民服务意识不强，经营项目品种小

而全，经营方式缺乏灵活性，适应市场的能力及参与

市场的竞争力不强。近几年不少农户大面积的土地

休闲，使本来就不景气的种子行业、种子经营者雪上 
加霜。

1.2　经营品种多、乱、杂　随着种业体制的不断改

革，农作物育种技术日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

断加强，每年主要农作物国审、省审品种少则几十多

则上百，同时用于生产的品种越来越多，种子市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