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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食用菌种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

赵春艳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221）

摘要：食用菌良种是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基础，强化食用菌种业竞争力是促进食用菌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系统梳理

云南省食用菌种业发展现状及成效，分析云南省食用菌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育种创新研究体系建设、培育食用菌创

新育种主体、规范食用菌种业市场管理、营造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以及加强食用菌育种人才培育等发展对策，力争聚焦重点、

固强补弱，促进食用菌种业攻坚突破，为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搭建优质种源工程，推动云南省食用菌种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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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构

建现代化种业体系，种子是基础 [1]。食用菌产业是

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的重要农业抓手 [2]。食用菌种

业发展质量关乎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高食用

菌“种源”良种覆盖率，增加拥有自主选育品种是提

高食用菌优质生产、扩大规模的基础。近年来，云南

省积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乡村振兴”“种业工

程”“大食物观”“三物循环”等战略部署和指示上，

把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到了新

高度，食用菌种业技术创新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结合云南资源大省优势，梳理食用菌种业发展现状

及成效，分析发展存在的问题，立足种业实际，聚焦

食用菌种业重点，固强补弱，提出食用菌种业发展对

策，助力破解食用菌种业“卡脖子”的关键问题，让

“小蘑菇”在云南高原大地“长”出新质生产力。

1　云南省食用菌种业发展现状及成效
1.1　食用菌产量及产值不断增长　近年来，云南省

食用菌产量和产值不断增加。2015-2023 年云南省

食用菌生产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图 1）。到 2023

年全省食用菌总产量 110.34 万 t，同比增长 12.21%，

总产值 441.25 亿元，同比增长 15.33%。其中，野生

食用菌和栽培食用菌产量分别为 39.67 万 t 和 70.67
万 t，产值分别为 295.57亿元和 145.68亿元 [3]。当前，

云南省食用菌仍是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特别是野

生食用菌，是山区农户重要的经济来源。

1.2　种质资源丰富及育种团队初见规模　云南省

食用菌资源丰富，特别是野生食用菌资源。据杨祝

良等 [4] 所著《云南野生菌》显示，云南省已知野生菌

有 2753 种，占全国已知大型真菌总数的 57.4%，其

中，云南野生食用菌有 900 种，占全世界食用菌物种

数的 36%，占中国食用菌物种数的 90%。云南属地

拥有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食

用菌研究所以及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陆良爨乡绿圆菇业有限公司、云南菌视界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云南强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文山市滇珍

菌业有限公司、云南有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育种

科研院所（校）及企业单位，主要收集、保藏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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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或进行新品种选育，省内食用菌种业团队初见

规模，一些珍稀食用菌也不断被研究及驯化栽培成

功。部分企业在原料采购、菌种生产、制包配方、菌

包规格、技术服务上实施统一管理的“科技 + 企业

（合作社）+ 农户”联农带农模式，有效带动了产业

规模化发展。

1.3　种质创新认（鉴）定成果持续增强　近些年，云

南省加大食用菌品种鉴定工作力度，选育鉴定的品

种不断增加。云南省通过省级以上认定、鉴定食用

菌品种，涵盖灵芝、黑木耳、皱木耳、黑皮鸡枞、双孢

蘑菇、羊肚菌、金针菇、大球盖菇、姬松茸、茶树菇、

金耳、竹荪等种类。截至 2024 年 8 月，通过云南省

种业信息网（http：//www.ynzyxx.net/）查询，2017-

2024 年通过云南省种子管理站鉴定的食用菌品种

有 38 个。主要包括：灵芝系列 9 个（云白灵芝 1 号、

云白灵芝 2 号、云白灵芝 3 号、云白灵芝 4 号、云灵

1 号、云灵 2 号、云灵 3 号、云灵 4 号、云灵 5 号）；木

耳系列 6 个（高原云耳 1 号、高原云耳 2 号、高原云

耳 3 号、中菌皱木耳 1、云耳 1 号、云耳 2 号）；黑皮

鸡枞系列 5 个（云鸡枞 1 号、云鸡枞 3 号、云鸡枞 4
号、云鸡枞 5 号、黑皮鸡枞 6 号）；双孢蘑菇系列 4 个

（滇蘑菇1号、滇蘑菇2号、滇蘑菇3号、滇蘑菇4号）；

羊肚菌系列 4 个（滇妹 7 号、滇羊 2 号、中华羊肚菌

1 号、中科菌 1 号）；金针菇系列 3 个（中菌白金针 1
号、中菌黄金针 1 号、中菌黄金针 2 号）；白参系列 2
个（滇参白 1 号、滇白参 8 号）；大球盖菇 1 个（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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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3 年云南省食用菌生产情况

金球盖 1 号）；姬松茸 1 个（中菌姬松茸 1 号）；茶树

菇 1 个（中菌白茶 1 号）；金耳 1 个（中菌金耳 4 号）；

竹荪 1 个（中菌竹荪 1 号）。

1.4　种质创新平台机构不断增加　云南省主要有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食用菌

研究所等育种机构，侧重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藏、鉴

定评价、新品种选育、菌种标准制修订等科学研究。

同时，云南部分食用菌企业，如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陆良爨乡绿圆菇业有限公司、云南菌视

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强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文山市滇珍菌业有限公司、云南有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等也参与食用菌资源收集或新品种选育工作。

省内还建有各类食用菌创新平台，工程中心有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南

特色食用菌种质创新与高值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等；

重点实验室有云南省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

验室、云南省食用菌种质创新与功能成分重点实验

室等；创新团队有特色食用菌驯化栽培与高值化利

用创新团队、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高效利用创新团

队等，主要针对食用菌产业各个重点环节，强化食用

菌种质资源和食用菌产业链延伸存在的亟需解决的

问题。近几年还建立起食用菌科技小院，省内部分

院（校）开设了食用菌相关课程，如楚雄师范学院开

设食用菌科学与工程课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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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云南食用菌

资源优势，充分体现“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教育

发展理念，融合“产学研合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积蓄食用菌

产业发展的后备力量。

1.5　食用菌种业发展政策支持不断出台　省级层

面　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函〔2020〕97 号）[5]

的指导下，云南省食用菌主管部门及各州（市）积

极响应，按照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各州（市）依据食

用菌发展基础、产业优势及实际情况，纷纷出台实

施方案或意见。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云南省

财政厅联合出台《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指导

意见政策资金扶持申报指南》（云供发〔2021〕10 
号）[6]，组织全省在食用菌产业的投资建设、制修

订实施新标准、新品种审定及推广、“三品一标”产

品质量认证等申报扶持资金，助力打造世界一流

“云菌绿色食品牌”；还编制了《云南省食用菌产业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云供

发〔2022〕11 号）[7]；2023 年出台《云南省食用菌产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云

供发〔2023〕63 号）[8]，主要目标为力争到 2025 年

全省食用菌产量达到 110 万 t、产值达到 480 亿元，

在“云菌”提质增效、“云菌”技术创新体系、“云菌”

交易体系等方面制定具体目标。同时配套资金扶持

政策及申报指南，如云供发〔2022〕29 号 [9]、云供发

〔2024〕20 号）[10] 等文件。

州（市）和县级层面　从 2020 年起，各州（市）

和县级在云政办函〔2020〕97 号 [5]、云供发〔2021〕
10 号 [6] 以及云供发〔2022〕11 号 [7] 等指导、布局和

资金支持下，纷纷落实出台适合本地区的食用菌相

关规划、实施意见或方案。昆明市相关部门出台《昆

明市食用菌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11]、

《昆明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12]。

玉溪市相关部门出台《玉溪市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玉政办函〔2021〕27 号）[13]、《玉溪

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玉供销

发〔2021〕16 号）[14]、《易门县 2022 年“一县一业”

食用菌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易政办发〔2022〕1 
2 号）[15]、《易门县“十四五”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易政办发〔2022〕48 号）和《易

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 年）》[16]。楚

雄州相关部门出台《楚雄州食用菌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楚政办函〔2023〕66
号）[17]、《楚雄州食用菌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

2030 年）》（楚政通〔2023〕38 号）[18]、《南华县加快

食用菌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及《南华县食用菌产业

奖补办法》[19] 有关食用菌发展方案或政策。大理州

出台《大理州加快推进食用菌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大政办通〔2021〕73 号）[20]。丽江市永胜县聚焦

食用菌产业发展，出台《永胜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0 年）》《永胜县培育壮大食用菌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21] 发展规划和实施意见。迪庆

州出台《香格里拉松茸保护与利用白皮书》（迪政

办发〔2023〕75 号）[22] 和《迪庆州食用菌产业“3510”
发展规划》[23] 等。曲靖市出台《曲靖市推动食用

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曲政办发〔2024〕5
号）[24]、《曲靖市“十四五”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

《曲靖市市级食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25] 等。文山州出台《文山州食用菌产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文供发〔2024〕23 号）[26]。西

双版纳州出台《西双版纳州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实

施意见》（西政办函〔2022〕65 号）[27]。总体上，

省内各州、市、县三级联动，积极响应食用菌产业发

展的相关指导、规划、实施意见、资金扶持政策等，

为地区食用菌发展定标定量和保驾护航，也为各地

区食用菌种业发展提供有据可依、有据可查的政策 
保障。

2　云南省食用菌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菌种基础研究及选育生产体系滞后　食用菌

菌种容易变异且难以发现。食用菌菌种生产因采用

无性繁殖方式、菌种老化变异快，且菌种变异在继代

扩繁时不易发现，会导致菌种发展缓慢，滞后于食用

菌生产需求。长期以来，菌种是制约食用菌产业发

展的主要瓶颈，菌种退化机理研究一直未突破，菌种

变异分子机理、菌丝体生长发育中内源和外源因素

对菌种影响等也未能明晰。目前，省内菌种种质资

源多为有保藏无评价，在对已保藏的食用菌种质资

源进行评价方面与省外科研院所差距大，省内还未

形成高水平完善的菌种选育生产体系，多数认定的

品种缺乏生产性能测试手段，特别是对一些环境敏

感性状测试，同时科研院所和企业在育种和菌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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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的联系有待加强，优质菌种种源、种源溯源等环

节还待完善。

2.2　菌种繁育创新主体错位　菌种繁育是一个长

期、耗时、耗力、耗财的过程。在国外，食用菌育种企

业是育种创新主体，而在国内育种创新主力多数为

科研单位，企业作为育种创新示范主体少或只参与

栽培出菇示范。从通过省内食用菌新品种鉴定的情

况看，主要是科研院所作为育种创新牵头主体，企业

作为参与者。云南省作为食用菌资源大省，驯化育

种及开展新品种鉴定起步晚，从查询数据可知，新品

种认（鉴）定登记从 2017 年才开始，省内育种单位

大多在有限的科研项目支持下开展野生资源调查、

收集、评价和驯化等，多数通过种子管理站鉴定的食

用菌品种，以获得认定证书作为项目成果支持，且成

果转化还比较少，育种目标没有完全市场化，菌种繁

育创新主体错位、种业创新产学研用脱节问题还比

较突出。

2.3　菌种市场缺乏规范监管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

不断发展，食用菌菌种市场问题不断凸显，影响产业

健康发展。一是相关部门对食用菌种业市场缺少有

效监管，对食用菌菌种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违法行为

打击力度有待加强，市场上还存在食用菌品种同质

化、无证经营现象，影响优质菇产出。二是食用菌种

业相关各部门职责不明晰，政策执行难，各地食用菌

种业管理脱节突出，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

和菌种销售市场。

2.4　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近年来，新品种选育

不断增加，多数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利用科研项目

资金开展新品种选育。云南省加大对食用菌新品种

选育、示范推广的支持，并采取“取证后补、一证一

补”的方式，对审定的国家级新品种奖励 20 万元、

省级新品种奖励 10 万元 [9-12]，但在食用菌种质资源

调查收集、鉴定评价、保护利用以及食用菌种质资源

保藏库建设、维护、运转等方面还需人力、物力、财力

上的大量投入。同时由于新品种驯化选育周期长以

及回报的不确定性，导致种业相关科研单位、生产经

营主体多数不具备种业创新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

性资金支持，仅通过后补助扶持不足以支持长期菌

种驯化繁育、菌种商业化等系列研究和应用推广。

2.5　育种主体专业人才缺乏　持续创新能力是以

人为核心的创新能力，种业发展需科技创新赋能。

育种能力是育种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拥有强有力的

育种队伍是解决食用菌种业“卡脖子”最关键的要

素。食用菌育种需逐步建立“育繁推一体化”高素

质人才队伍。云南食用菌产业要高质量发展，需对

育种人才科技创新提出更高要求。省内食用菌种业

人才主要由省内外农业类院校、科研院所培养，模式

相对固定，人才知识储备存在理论化、同质化问题，

对于一线菌种“繁育推”实践不够深入，难以满足种

业实际需求，很多菌业从业者因认识不到位，认为菌

种可无限扩繁，对菌种退化、变异等问题易忽略。部

分作坊式从业者更是靠多年经验、土法子等，菌种规

模扩大就易出问题。生产效率高、产品供给稳定和

质量优是菌种工厂化生产优势，但部分高度工厂化

生产所用菌种进口较多，其成本高，人才缺乏导致菌

种繁育技术参差不齐。

3　云南省食用菌种业发展对策建议 
食用菌优质种质资源作为食用菌产业关键源

头，需突破菌种选育遗传基础、菌种繁育技术、创新

主体、菌种选育生产体系、政策资金支持等系列问

题，力争聚焦重点、固强补弱，力促食用菌种业攻坚

突破，为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搭建优质种源工程。 
3.1　加强育种创新研究体系建设　整合云南省产

学研用资源，建立“科研院所 + 菌种生产经营主体 + 
农技推部门”产业模式，统筹全省资源调查收集，

摸清全省资源量（野生资源 + 栽培资源）和菌种生

产经营情况，对有潜在驯化前景的食用菌种类，应

加大鉴定研究及评价，建立食用菌种源身份信息数

据库，加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避免信息阻隔

而重复研究。同时，加强建立食用菌优良菌种生产

体系构建，加大种质改良、种质资源保藏、新品种生

理特性和抗病性测试、鉴定，提供菌种保藏专业服 
务等。

3.2　加强培育食用菌创新育种主体　完善食用菌

商业化育种体系，鼓励企业作为育种创新主体，逐步

建立以企业为主的“育繁推一体化”育种模式，引导

菌种企业建立食用菌品种选育机构，或与相关科研

机构合作开展品种选育创新。加强科企结合，加大

“产学研用”全产业链贯通的种业创新联合体，把企

业（合作社）、科研院所及农技推广部门有机联合，

充分发挥优势特长，围绕食用菌种业关键核心问题，

开展联合攻关，突破种业瓶颈，选育一批种源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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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菌类新品种。坚持种业

“育有人，用有市，推有方”的“育用推”贯通，提高精

准育种和产业可持续性。同时，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合理分配利益，提高育种产业链上各方获得感、成 
就感。

3.3　规范食用菌种业市场管理　加强育种、用种及

引种法制化管理。依据现有的《种子法》《食用菌

菌种管理方法》等，出台或细化适合云南省食用菌

菌种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或条例，明确种业相关各方

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食用菌菌种选育、生产经

营、栽培主体、关键风险防控溯源监管体系，实施种

业质量全程监管。建立新品种独特、唯一、差异的身

份特征信息库。融合省内外资源，组建菌种质评检

测机构，加强菌种质评可靠性识别，为维护食用菌种

业原始创新，科学判别执法等提供支撑，营造良好的

种业市场氛围。

3.4　营造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　加强政策层面的

支持，对食用菌种业平台建设、菌种资源收集评价

及选育研究加强政策性项目支持，单列食用菌种业

专项板块，并给予持续增进支持。将食用菌菌种

产业纳入现代种业的发展布局中，加强对食用菌

种业的战略谋划，科学规划和引导食用菌种业创新

主体企业、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部门分工协作，科

学分配任务，合理配套考核指标，协同发挥优势长

项。鼓励食用菌种业主体加强育种技术创新、机制

创新，以创新引领共赢，实现食用菌育种创新可持续 
发展。

3.5　加强食用菌育种人才培育　随着加大对现代

食用菌育种人才培养投入，需要建设一批重点实验

室或种业创新中心，培育和引进一批高水平食用菌

育种专家来云南开展育种工作，在云南农业类院校

开展食用菌育种课程，加强育种人才储备培养。一

是利用科研院所平台及专家资源对食用菌育种单位

的员工提供技能培训，确保育种单位技术与市场需

求同步，提高育种单位人员专业素养。二是增加食

用菌相关专业学生到食用菌企业的实践机会，提高

实践能力，为其进入工作岗位储备技能。通过企业

和科研单位的优势互补，食用菌育种单位对育种人

才提供奖励晋升机会，激发其工作热情，培养好、用

好、留好育种人才，从而形成强有力的育种攻关研发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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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才，提升自主研发能力，让甘肃成为“西部种业

之都”“中国种业硅谷”。三是有利于规范基地配置，

通过集团统筹布局全市资源，科学划分制种区域，倒

逼种业生产关系改革，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基地

标准化建设水平。同时，对于保护基地生态环境，提

高作物轮作倒茬，提升产业、企业、农户三方效益将

产生积极作用。四是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集团将

牵头成立国家级蔬菜花卉种子检验检测机构，建立

“甘肃种子”质量标准，逐步制定行业标准，帮助企

业做好品种审定、认证、保护、维权等工作，解决企业

“想为”但“难为”或“不能为”的事。五是有利于规

范企业和行业管理，通过培育上市，督促企业建立规

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现代化治理水平。同

时可有效加强全链条、全流程监管，遏制合同违约、

无证生产、私繁滥制、抢购套购等违法违规行为，减

少同质化恶性无序竞争。六是有利于拓展市场、打

响品牌，通过集团发展，可以争取更多的国家政策支

持，提升自身发展段位，提高甘肃种子基地整体水

平，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和集约经营，研发拳头产

品，打造高端精品种业基地，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

占有率，把“甘肃种业”品牌擦得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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