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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汁乳菇菌种分离培养及其

对马尾松苗木生长效应研究

刘君昂
(中南林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6)

摘要 :红汁乳菇菌种分离实验表明 ,红汁乳菇可通过组织分离获得纯菌 ,不同地域的红汁乳菇子实体

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分离时 ,菌丝生长的快慢不同。红汁乳菇一级菌种培养时 ,菌丝在 PDA、MMN、酵母

葡萄糖酸钙培养基上生长较快和旺盛 ,菌丝在 MS、查氏、蛋白胨培养基上生长缓慢 ,且生长很弱。用

液体培养的红汁乳菇接种马尾松幼苗可形成菌根化苗 ,苗木菌根形成率为 7313 % ,且菌根明显促进

马尾松苗木生长。马尾松菌根化苗可以提高马尾松苗出圃率及造林成活率 ,促进马尾松生长 ,为实现

红汁乳菇的半人工栽培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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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汁乳菇 (Lactarius hatsudake Tanaka) 是一种菌根食用菌 ,隶属红菇科 ( Russulaceae) 、乳菇

属 ( Lactarius DC1ex Gray) ,常于春末夏初和秋末冬初散生于马尾松林地上。红汁乳菇肉质细

嫩 ,味道鲜美独特 ,营养丰富 ,可制作菌油 ;其提取物对肉瘤 180 和艾氏腹水癌有抑制作

用[1～4 ] ,该菌产生的乳菇紫素可起抗菌作用[5 ]等。由于菌根是菌根植物的根专性或非专性的

与菌根菌所形成的共生体[6～8 ] ,因此 ,分离、培养其中一些真菌十分困难 ,特别是使其形成子实

体就更为困难[9 ] 。红汁乳菇与马尾松共生形成的菌根 ,有特殊的生态条件、营养方式和子实体

分化发育条件 ,人工栽培有很大的难度。市场供应全依赖于野生采集 ,由于市场紧缺 ,过度采

伐 ,导致产地自然资源破坏严重 ,产量逐渐减少。为保护野生菌根资源并合理开发应用 ,人工

驯化栽培是当务之急[10 ] 。分离制作母种 ,是野生菇人工栽培的首要环节。

红汁乳菇的菌丝能与马尾松 ( Pinus massoniana Lamb1) 、云杉 ( Picea asperata Mast . ) 等针叶

树形成菌根 ,增强植物防病、抗污染、抗严寒、抗干旱能力[11 ] ,促进林木生长 ,同时可生产红汁

乳菇。

1 　材料与方法

111 　红汁乳菇子实体

6个不同地域的新鲜子实体 ,有两种颜色(灰绿色红汁乳菇子实体、橘红色红汁乳菇子实体) 。



112 　马尾松的种子

来源于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13 　供试培养基

11311 　子实体组织分离培养基　PDA 培养基。

11312 　一级斜面培养基　PDA 综合培养基、松针 PDA 综合培养基、松针 MS 培养基、松针查氏

培养基、松针蛋白胨培养基、改良的 MMN 培养基、松针 MMN 培养基。

11313 　液体种子培养基　改良的 PDA 液体培养基 ,将 50 mL 液体培养基装入 150 mL 的三角

瓶。

114 　菌种的分离

采用食用菌菌种组织分离法。

115 　菌种培养基筛选

将不同培养基配制成一级培养基平板 ,在预先培养好的母菌落边缘 ,用孔径为 6 mm 的灭

菌打孔器打成 28 mm2 大小的圆形菌块 ,接种在不同培养基平板中央。25～28 ℃恒温培养 15

d ,在两个固定的垂直方向测量菌落的直径 ,比较红汁乳菇菌丝在各种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

116 　马尾松苗木的菌根合成

11611 　马尾松无菌苗的培养　马尾松种子经去杂后用高锰酸钾进行表面消毒 ,然后用升汞灭

菌 ,再用无菌水仔细漂洗。用镊子将消毒后的种子排列到经灭菌并装有湿滤纸的培养皿中 ,放

在 20～25 ℃的培养箱中催芽。当根长达 1 cm 左右时即可播入灭菌培养基质 (红壤∶珍珠岩 =

1∶1)中 (培养马尾松的花盆先灭菌。培养马尾松的基质装入塑料袋中进行灭菌 ,灭菌后装入灭

菌的花盆内) 。播种在无菌条件下进行 ,每个花盆播 4 行 ,中间两行每行 5 株 ,另两行每行 3

株 ,行距和株距都是 5 cm ,不接菌种作为对照。

11612 　接种　将培养 7～10 d 的斜面菌种 ,接入种子培养基的三角瓶中 ,进行液体振荡培养

10～15 d 后 ,接种马尾松无菌苗 ,然后喷少量的 MMN 营养液。对照不接种红汁乳菇。

117 　苗期管理

待苗木出齐后 ,每隔 15 d 浇 1 次灭菌的 MMN 营养液 ,每盆 200 mL 左右。在气温高、气候

干燥时 ,每天浇 1 次无菌水 ;室温保持 15～25 ℃。苗木栽培 150 d 后起苗 ,每处理随机取苗 50

株 ,在显微镜下观测有无菌根形成以及菌根形态 ,统计其菌根感染率 ;分别测量苗高、地径、鲜

质量、干物质量 ,并计算各指标的单株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1 　红汁乳菇菌种的分离

从 6 个不同地域的红汁乳菇子实体中取组织 ,用 PDA 培养基进行组织分离培养。表 1 表

明 :来自不同地域的红汁乳菇子实体其生长出菌丝体所需的天数不同 ,橘红色的红汁乳菇子实

体的分离要比灰绿色的子实体容易 ,受污染的程度小且长出菌丝体所需时间要短。选取 A1

菌株进行斜面菌种培养。

212 　不同培养基对红汁乳菇菌丝生长的影响

从表 2 可看出 :红汁乳菇菌丝在 PDA 、松针 PDA、松针查氏、MMN、松针 MMN、松针酵母葡

萄糖钙培养基上 ,菌丝生长比较迅速 ,且生长旺盛 ,它们是培养红汁乳菇较好的培养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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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针酵母葡萄糖钙是菌丝生长最佳培养基 ,酵母葡萄糖钙次之。红汁乳菇菌丝在加了松针汁

的培养基上生长要比不加松针煮出汁的同一种培养基上旺盛 ,生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因此 ,松

针煮出汁在红汁乳菇培养中有促进菌丝生长的作用。

表 1 　不同地域红汁乳菇菌株分离情况

菌株 子实体来源 子实体颜色 菌丝始萌时间/ d 　　　　　菌丝生长特征

A1 湖南醴陵 灰绿色 6 菌丝浅黄色 ,放射状平铺 ,很密 ,部分呈绒毛状向上生长

A2 橘红色 4 菌丝淡黄色 ,放射状平铺 ,较密 ,菌丝很细 ,呈绒毛状

B1 湖南新化 灰绿色 5 菌丝浅黄色 ,放射状平铺 ,稠密 ,部分呈绒毛状向上生长

B2 橘红色 4 菌丝淡黄色 ,放射状平铺 ,较密 ,气生菌丝很细 ,呈绒毛状

C1 湖南怀化 灰绿色 7 菌丝浅黄色 ,放射状平铺 ,较密 ,部分呈绒毛状向上生长

D2 湖南株洲 橘红色 4 菌丝淡黄色 ,放射状平铺 ,菌丝束细 ,气生绒毛状菌丝多

E1 湖南永州 灰绿色 4 菌丝浅黄色 ,放射状平铺 ,较密 ,向上生长菌丝绒毛状

F1 江西萍乡 灰绿色 8 菌丝浅黄色 ,放射状平铺 ,菌丝束较粗 ,气生菌丝绒毛状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红汁乳菇菌丝生长的影响

培养基 始萌时间/ d 菌落直径/ cm 　　 气生菌丝形态　　　　

PDA 4 214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密 ,少许菌丝绒毛状向高生长

松针 PDA 3 310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密 ,有较多的菌丝绒毛状向高生长

MS 10 018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稀 ,长出少许绒毛状菌丝

松针 MS 5 110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稀 ,少许菌丝绒毛状向高生长

查氏 4 112 气生菌丝极稀

松针查氏 3 218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稀 ,菌块上有少许菌丝毛发状向高生长

蛋白胨 7 110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稀 ,菌块上有少许菌丝毛发状向高生长

松针蛋白胨 7 112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稀 ,菌块上有浓密的菌丝毛发状向高生长

MMN 2 212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稀 ,菌块少许菌丝毛发状向高生长

松针 MMN 2 219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密 ,菌块上有许多菌丝毛发状向高生长

酵母葡萄糖钙 2 311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密 ,少许菌丝呈绒毛状向高生长

松针酵母葡萄糖钙 2 313
菌丝放射状平铺 ,较密 ,很多菌丝呈绒毛状向高生长 ,菌块上也有
很多菌丝绒毛状向高生长。

213 　红汁乳菇人工接种马尾松苗木

人工接种红汁乳菇菌丝液后 ,马尾松苗木在无菌的容器土壤中生长繁殖 ,菌丝体接触马尾

松幼根时 ,两者发生共生关系 ,形成珊瑚状分叉的外生菌根 (图 1) 。接种红汁乳菇的苗木菌根

感染率达 7313 % , 而对照容器土壤无菌根菌干扰 ,一直处于非菌根化状态 ,起苗时菌根感染率

为 0 ,见表 3。

214 　红汁乳菇对马尾松苗木生长的影响

红汁乳菇与马尾松具有较强的共生性 ,与苗木根系形成菌根后扩大根系面 ,增加根系的吸

收能力 ,加速苗木生长。从表 3 可以看出 ,培养 150 d 的菌根化苗木高生长可达 1211 cm ,比对

照苗木提高 1918 % ;地径增 0184 mm ,提高 2713 % ;鲜质量提高 7313 % ,干质量提高 200 %。红

汁乳菇与马尾松形成菌根能力强 ,在马尾松容器育苗实验中菌根形成率为 7313 % ,明显促进

了马尾松苗木的生长。从植株生长势来看 ,接种处理的苗木叶色浓绿 ,根系发达 ,苗木粗壮 ;而

对照苗木矮小 ,叶色青黄 ,根系不发达。

842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17 卷



图 1 　马尾松菌根化苗和非菌根化苗

表 3 　红汁乳菇对马尾松苗木生长的影响

苗木种类
苗高

平均值/ cm 提高率/ %

地径

平均值/ cm 提高率/ %

鲜质量

平均值/ cm 提高率/ %

干质量

平均值/ cm 提高率/ %

菌根

感染率/ %

菌根化苗木 1211 1918 0184 2713 01312 7313 01156 200 7313

(对照) 　　 1011 0 0166 0 01180 0 01052 0 0

3 　小结与讨论

(1)红汁乳菇菌种分离实验表明 ,PDA 是分离红汁乳菇较好的培养基 ,红汁乳菇可以通过

组织分离获得纯菌 ,但必须以新鲜的、无病虫害的子实体作为分离材料 ,分离成功率与消毒的

方式及培养基中抗生素的含量有关。不同地域的红汁乳菇子实体在相同条件下分离 ,菌丝生

长的快慢不同 ,并且两种颜色差异大的子实体分离的难易程度不同。

(2)红汁乳菇一级菌种培养显示 ,菌丝在 PDA、MMN、酵母葡萄糖钙培养基上生长较快 ,菌

丝生长旺盛 ,在这些培养基中加入松针煮出汁 ,菌丝生长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 ,说明松针

煮出汁中某种成分能促进红汁乳菇的生长。

(3)红汁乳菇与马尾松苗木根系合成菌根后 ,苗木生长明显增长。因菌根形成扩大了根系

面积 ,能将更多的水分、养分吸收到菌根中来 ,供马尾松苗木利用 ;而红汁乳菇在共生生活中 ,

分泌多种生长激素 ,刺激苗木生长 ;红汁乳菇还产生抗生素 ,增强苗木的抗逆性[2 ,6 ] ,这些作用

都促进了苗木的快速生长。

(4)用液体培养的红汁乳菇用于马尾松育苗 ,形成的菌根化苗木可使马尾松苗提高出圃

率。同时 ,粗壮的菌根化苗木对环境的适应性也相对强一些 ,能提高造林成功率。用马尾松菌

根化苗造林 ,既促进马尾松生长 ,又可进行红汁乳菇的半人工化栽培 ,达到红汁乳菇驯化栽培

目的 ,使林木和红汁乳菇生产并举 ,为林业生产的多种经营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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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solation Culture of Lactarius hatsutake and

Its Effects on Growth of Masson Pine Nursery Stock

LIU Jun2ang

(Central2South Forestry University , Zhuzhou 　412006 , Hunan , China)

Abstra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DA was a more suitable medium for isolation culture of Lactarius hatsutake.

Through tissue separation , the pure mycelium could be obtained. When fruit bodies of L. hatsutake from differ2
ent districts isolated at the same condition , the growth velocity of mycelium was different . Mycelia grew faster on

PDA , MMN ,Yeast2glucose 2gallium ,while slowly and weakly on the medium of MS , Cha , and peptone. Using

liquid ferment Mycelia of L . hatsutake as inoculum to nursery stock of Masson Pine , mycorrhigal seedling

could be formed. Formed mycorhiza could improve the growth of Masson Pine , and achieve the aim of taming

culture , which will provide a new way for multi2management of forest production.

Key words :Lactarius hatsutake ;pure mycelium; Pinus massoniana ;nursery stock ;growth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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