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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建设中延安市食用菌开发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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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食用菌生产现状与发展趋势、食用菌开发 3大效益的分析以及对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

中食用菌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提出了生态工业园和农户的食用菌开发模式 ,并对食用生态工业

园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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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 fungus development is an ef fectiv e way wi th ecolo gic,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 t. It

is also an inexo rable demand of improving the people 's food st ructure, economic smoothly developing , and

quit ting cul tiva ted land to return the forest. Yan 'an ci ty is loca ted in the north-w est edge region of China,

the na tural condi tion, geog raphy facto rs, and the w estern part development po licy have supported a good

chance and beneficial future for domestic fungus development. The domestic fungus developmen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demand of the beauty mountains and ecological agricul ture construction. By taking necessity and

fea sibility analy zing on domestic fungus development acco rding to the domestic fungus production and devel-

oping trend o f China and combine Yan 'an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const ruction wi th domestic fungus develop-

ment , the ecolo gical indust ry g arden and farmer 's domestic fungus development model a re put forw ard, and

the specific designing and analy zing on edible eco logic indust ry garden a r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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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食用菌生产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 1　我国食用菌生产的现状与特点

我国地域辽阔 ,生境复杂 ,食用菌资源相当丰富。

经过 30 a多的发展 ,食用菌栽培在资源调查、引种驯

化、栽培管理、技术创新等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食用菌生产已经成为许多地区的支柱产

业 [1 ]。 目前我国食用菌生产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

象 ,具有以下 4个特点: ( 1) 栽培技术不断创新和发

展 ,经历了人工接种栽培、袋料压块栽培、人造菇木栽

培和菌包栽培 4个阶段 ; ( 2) 劳动力资源丰富 ,劳务

费用和原材料价格低廉 ,生产成本较低 ,木屑花菇成

本仅为 35. 46元 /kg ,是我国台湾地区同类产品的 1 /

4,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是世界上食用菌出口量

最大的国家 [2 ] ,其中蘑菇、香菇、黑木耳、银耳、草菇、

平菇、茯苓等产量均居世界第 1位 ; ( 3) 深加工研究

和开发取得显著成效 ,仅 1998年首届中国食用菌博

览会上就有 40多种食用菌保健品参展并获奖 [3 ] ;

( 4)分布极不平衡 ,在生产规模、品质、花色品种、加

工诸方面均呈现南强北弱态势。

1. 2　我国食用菌生产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后 ,我国食用菌生产经历了 20 a的大

发展 ,基本上完成了数量增长发展阶段 ,正在向质量

增长方向发展 ,表现出以下 3大趋势: ( 1) 为走产业

化道路 ,向高投入、高产出、规模化、工厂化方向发展 ;

( 2)为开发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新财源 ,向保健品开发

的深度、广度和产品的多样性方面发展 ,如老年食品、

儿童食品、美容化妆品、功能食品、运动食品等的研制

和开发 ; ( 3)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国际竞争

力 ,表现出向西北发展趋势。 特别是向工商业相对落

后 ,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工工资

低、气候条件适宜的区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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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食用菌生产的意义

2. 1　生态意义

在我国山区大面积开展退耕还林 ,封山绿化 ,加

快生态环境建设步伐的大背景下 ,耕地相对减少 ,这

与山区农民眼前利益相抵触 ,急需短频快致富项目及

时弥补因退耕还林造成的经济损失。 食用菌的开发 ,

正好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快速致富的好项目 ,

在退耕还林中可以起到以菌促退的作用。 同时 ,栽培

食用菌主要利用的是农林下脚料 ,能就地取材 ,物尽

其用 ,变废为宝 ,栽培后的废料又可肥田 ,形成生物资

源的良好循环 ,这正是防治结合 ,以防为主生态环境

建设思想的突出体现 ,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环

境的重要举措。二者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 ,共同推动山

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2　经济意义

食用菌生产是短频快的经济开发项目 ,经济效益

显著 ,推广应用方便。 ( 1)食用菌栽培技术简单 ,人人

可以学会 ,家家可以栽培 ,周期短 ,投资少 ,附加值高 ,

产投比为 1∶ 4～ 1∶ 6,这是其它农业项目难以比拟

的。 ( 2)开发食用菌生产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地方特色

的水保产业 ,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广泛实践证明 ,只

有把经济开发融入治理之中 ,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 ,

着力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 ,才能做到生态环

境建设与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兼顾。把开发食用菌融入

小流域治理中 ,充分挖掘小流域资源 ,搞好深层开发

和利用 ,创建龙头大户 ,大力发展和培育食用菌产业 ,

就会把水土流失区变为经济开发区和食用菌商品基

地 ,丰富和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水保产业 ,再由流域

向区域发展 ,逐步形成食用菌产业规模 ,从而为区域

特色经济增添新的内容和活力。 ( 3) 开发食用菌可

以开拓国内外市场 ,增加创汇 ,支持城乡现代化建设。

目前 ,国家经贸委已把大力发展食用菌列入 2000年

食品工业发展规划 ,国家科委也把食用菌列入“星火

计划” [ 4]。

2. 3　社会意义

食用菌开发不仅具有良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同时具有显著社会效益。 ( 1)食用菌开发有利于改善

膳食结构和提高人民体质。 众所周知 ,现代农业生产

由于过多地施用化肥和滥用各种农药 ,造成各种农产

品营养成份比例失调和有害物质的积累。人们长期食

用含有毒素的食物以及不合理的膳食结构—— 如经

常食用高脂肪的肉类食品和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米

面类等食物 ,就会因此体质下降 ,免疫功能降低 ,发病

率增高 ,象肥胖病、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 随着

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 ,必然渴望开

发出洁净的食物蛋白。食用菌质地柔嫩 ,香味袭人 ,味

道鲜美 ,风味独特 ,含有相当高的蛋白质和各种对人

体健康有益的糖类、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物质—— 特别

是富含人体所必需的 8种氨基酸 ,属保健食品 ,因此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

食用菌消费 ,德国政府甚至要求国民每天食用 150 g

菇类食物
[ 5 ]
。 ( 2) 开发食用菌 ,就是综合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新设备和现代管理手段进行工厂化生产 ,能

够在人工创造的环境中进行全过程连续作业 ,从而摆

脱了自然界的制约 ,具有较高的集约化程度。通过栽

培各种食用菌就可以把不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农作

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变成食用和药用蛋白 ,这就拉长

了农业产业链条 ,提高了农业商品产出率和综合生产

能力 ,最终为地方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

( 3)食用菌产业的兴起 ,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大发

展。 据福建省等地经验 ,食用菌的发展可以带动食用

菌生产者、原料供应者、机械设备供应商、菌种开发商

以及对应的销售业、运输业等行业的发展 ,甚至有人

统计表明食用菌开发能使 23种人富裕起来 [4 ]。 相关

产业的兴起与食用菌产业一起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

的大发展 ,创造了众多就业岗位 ,是区域剩余劳动力

安置的有效途径。 ( 4)食用菌生物技术是一门相对科

技含量高、知识密集的先进适用技术 ,它的推广普及

需要经过长时期的产科教一体化发展的实践 ,这就必

然为当地培养并形成一支强大的教学、科研和生产队

伍 ,能普遍提高农民群众科技致富的意识和能力 ,培

育和发展农业的智慧资源 ,提高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

的贡献率 ,最终为区域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3　延安市食用菌开发论证

3. 1　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中食用菌开发的必要性

　　食用菌开发是能把生态环境建设和区域经济发

展有机结合的重要技术途径 ,是生态农业建设不可缺

少的技术环节 ,是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农业生产废弃物

(如秸秆、木屑等 )资源化的有效措施 ,是延安市生态

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 1)延安市生产的农作物秸秆

约为 8. 0× 106 t /a,果树、用材林修剪枝条约 5. 0×

105 t /a,目前 ,农物作秸秆的 50% 、树木修剪枝条的

80%被用作燃料 ,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也是农

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成份。食用菌的开发是农业物质循

环链重要成分 ,是减少废弃物排放有效的甚至是不可

缺少的部分。 ( 2)食用菌工业的经济潜力将为区域生

态环境建设提供巨大财源和充分经济保证 ,是广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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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必然选择。 ( 3)食用菌

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它的推广应用不仅提高了农民

群众经济收入 ,同时解决了广大农村劳动力就业问

题 ,使广大农民从广种薄收的土地经营中解脱出来 ,

这正是退耕还林的根本要求。

3. 2　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中食用菌开发的可行性

3. 2. 1　气候条件　延安市位于黄土高原陕西省北

部 ,北纬 35°20′— 37°30′,东经 107°41′— 110°32′之间 ,

年平均气温 7. 7℃～ 10. 6℃ ,极端最高温度 39℃ ,

极端最低温度 - 24. 5℃ ,多年平均降水 550～ 700

mm,其中 55%～ 63. 5%集中在 7— 9月份 ,无霜期

180～ 210 d,全年日照时数 2 300～ 2 700 h,日温差

15℃ ,最大可达 28℃ ,≥ 3℃积温为 3 785℃ ,≥ 10℃

积温为 3 207℃ ,其中适宜食用菌生长的 5℃～ 29℃

有效积温为 2 543℃ ,完全可以满足各类食用菌有效

积温 1 800℃～ 2 000℃的需要。特别是延安市干燥气

候条件和较大的昼夜温差 ,都有利于食用菌的出菇和

生长 ,气候条件更有利于食用菌—— 特别是经济价值

较高的花菇生长发育 ,是花菇和其它食用菌最佳生态

适生区 ,这是我国南方湿热地区无法比拟的 ,是生产

优质菌菇的最佳地区之一。

3. 2. 2　市场分析　由于人类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和

食用菌的自身特点 ,食用菌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正在

成为人们餐桌上必备的菜肴。在国内 ,鲜菇很受消费

者欢迎。 据调查 ,上海市在香菇销售旺季 ,销售量为

2. 0× 10
5
～ 3. 0× 10

5
kg /d,深圳市平均高达 6. 6× 10

4

kg /d。香菇的价格也不错 ,西安市为 6～ 10元 /kg。据

河南泌阳、西峡等市县考察 ,近 3 a来 ,这里有来自福

建、广东等地客商大量收购干制花菇 ,一级花菇收购

价为 140～ 160元 /kg ,二级为 100～ 120元 /kg ,三级

为 60～ 80元 /kg ,光面菇 (香菇 )为 30～ 60元 /kg。在

国际市场上 ,全世界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食用

香菇的习惯 , 1996年 6月 10日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

国际蕈菌产品会议上 ,我国参展的花菇倍受青睐 ,鲜

花菇每磅售价 7～ 8美元 ,优质干花菇 80美元。目前 ,

我国花菇出口量占据世界出口贸易的 80%。 随着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们的健康意识会进一步增强 ,

食用菌的销售量将会进一步增长 ,国内外销售市场广

阔 ,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3. 2. 3　社会背景分析　我国正处于西部大开发的启

动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延安市地处

西北东缘 ,具有承东启西的有利地理条件 ,这里工业

化程度较低 ,环境污染较轻 ,土地资源丰富 ,农村人均

占有土地面积 1. 6 hm
2
,并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这

些条件都为食用菌开发提供了广阔舞台 ,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 ,延安市及周

边地区本身正在形成巨大的食用菌消费市场 ,这将进

一步促进延安市食用菌生产的发展。

3. 3　创建延安食用菌生态工业园 ,探寻企业加农户

生态产业化道路

3. 3. 1　目的意义　延安市食用菌生态工业园建设是

该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它的建成将为环境建

设产业化发展开辟一个新的示范窗口和产业龙头 ,具

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 1)创建延安食用菌生态

工业园首先可以为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发展

开辟一条新的领域和新的财源 ,扩展延安产业链条 ,

完善生态经济同步发展的战略布局 ; ( 2)可以示范

和带动延安市及周边地区食用菌生产的快速发展 ,从

而促进地方特色经济的发展 ; ( 3)可以引进和培育

适宜在当地生长发育的优质高效菌种 ,提高食用菌单

产 ,带动整个区域行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

( 4)可以作为研究、开发和培训基地 ,为延安市及周

边地区培育产业劳动大军。

3. 3. 2　指导思想和效益目标　延安市食用菌生态工

业园建设必须依靠生物科技进步 ,实施综合开发 ,走

龙头牵基地 ,基地带农户的路子 ,产科教、贸工商多面

发展 ,为建设秀美山川、发展特色经济、推动产业化进

程而服务。

( 1)近期目标 ( 1～ 3 a)。引进和培育 5种新菌种 ,

培育培训 200多名学员 ,带动发展社会人员 2 200

人 ,生态工业园栽培菌袋 1. 60× 10
5
袋 ,实现总产值

达 1. 15× 106元 ,积累资金 9. 06× 105元 ,社会年栽

菌袋 4. 40× 106袋 ,年实现社会总产值 3. 17× 106

元。 这一阶段以自身探索发展为主 ,以培训引导社会

人员栽培为辅。

( 2)中期目标 ( 4～ 6 a)。 引进和培育 10个新菌

种 ,培育培训 300多名学员 ,带动发展社会人员 5 500

人 ,生态工业园栽培 3. 00× 10
5
菌袋 ,向社会提供 6. 0

× 105袋菌种 ,实现总产值 4. 56× 106元 ,积累资金

3. 09× 106元。 带动推广社会每年栽培 1. 10× 107菌

袋 ,年实现社会总产值 7. 92× 10
7
元。这一阶段以栽

培、生产、菌种供应和教育培训并重。

( 3)远期目标 ( 7～ 10 a)。引进和培育 16个新菌

种 ,教育培育 400名社会学员 ,带动发展社会人员数

9 900人。生态工业园栽培 4. 00× 10
5
袋 ,向社会提供

菌种 2. 20× 106袋 ,实现总产值 1. 17× 107元 ,积累

资金 7. 01× 106元。 社会每年栽培 1. 98× 107菌袋 ,

实现社会总产值 1. 43× 10
8
元。 这一阶段以生产菌

种、出售菌种、培育培训为主 ,以自身栽培为辅 ,并用

积累资金开发新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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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工业园 10 a效益目标设计

时期 /

a

驯 化 新

菌种 /种

培训学

员 /名

发展社会

人员 /名

社会栽培数

量 /104袋

实现社会总

产值 /104元

工业园栽培

数量 /104袋

工业园总产值 /

104元

工业园积累

资金 /104元

1 1 1 7. 2 7. 20

2 2 100 1100 220 1584 5 36 43. 20

3 2 100 2200 440 3168 10 72 90. 56

4 3 100 3300 660 4752 20 112 152. 44

5 3 100 4400 880 6336 30 152 225. 92

6 4 100 5500 1100 7920 40 192 308. 73

7 4 100 6600 1320 9504 50 232 398. 98

8 4 100 7700 1540 11088 60 272 495. 18

9 4 100 8800 1760 12672 70 312 596. 14

10 4 100 9900 1980 14256 80 352 700. 91

3. 3. 3　园址选择与设计布局　

( 1)园址选择。应选择交通方便 ,通风条件良好 ,

地势平坦 ,环境清洁 ,远离畜禽 ,四周自然植被良好地

区设址建园。

( 2)规划布局。 生态工业园主要包括发菌场、原

料场、出菇场、办公场所、菌种培养场等 ,共占地 1. 33

hm2 ,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详见图 1, 2。

工

业

园

区

规

划

生

产

设

备

装料设备
ZPP— 3型装瓶装袋两用机

W J— 65原料搅拌机

灭菌设备
高压蒸气灭菌器

常压灭菌仓

接种设备
超净工作台

接种箱

培养设备— 电热恒温培养箱

菌种容器

试管

菌种瓶

塑料袋

菌种保存设备
电冰箱

冷藏库

图 1　工业园规划设备示意图

3. 3. 4　投资概算　生态工业园预计投资额为 7. 45

× 105元 ,其中生产投资为 2. 29× 105元 ,固定资产为

5. 16× 105元 ,生固比为 44. 38% (见表 2)。

表 2　生态工业园投资预算 元

项目 名　　　称 投资额 总 计

生产

投资

固定

资产

投资

10万花菇菌袋费用 203 000

1. 33h m2土地年租赁费 6 000

不可预见费 20 000

10个出菇大棚投资费用 198 900

5个发菌大棚投资费用 6 880

生产房、设备等投资费用 248 300

229 000

51 600

图 2　花菇速生高产栽培新技术生产线工艺流程

3. 3. 5　效益分析　该项目实施 10 a累计投资总额

为 8. 90× 106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5. 16× 105

元 ,生产投资累计为 8. 38× 10
6
元。 10 a累计产出为

1. 75× 10
7
元 ,实现直接净效益差为 8. 60× 10

6
元 ,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间接效益在 1. 00× 109元以上。

(下转第 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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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结果分析

在 ARCV IEW中把环境风险等级分为 4等:微

度、中度、较重、重度。从总的结果来看 ,江西省环境因

子对水土流失影响的风险不大 ,但仍需要治理。 总的

风险分布大致为环形 ,环由南向北强度逐渐减少 ,与

江西省的地势南高北低有一致性。具体的为无风险的

比例在江西省占 54% ,主要分布于赣抚平原与吉泰

盆地 ,以及赣、抚、饶、修、信 5河流经地区 ,表明环境

对水土流失的环境风险总体上不大 ,而这些地区是江

西省的主要农作区 ,因而农业生产受水土流失影响微

小 ,环境能保证农业生产。 重度占 2% ,比例较小 ,分

布比较零星。相对分布于山区 ,尤其是在赣江的上游 ,

水土流失的风险给赣江带来危险 ,携带泥沙顺流而

下 ,给鄱阳湖造成灾害。进而对长江构成危险。 对它

的监测尤为重要。 等级 2, 3级占了 44% ,中度 19% ,

较重级占 25% ,二者混合分布 ,主要分布于江西省的

山区及部分平原地区 ,江西省南部较北部的分布面积

要大 ,这是潜在的危险 ,江西省南部主要是低山丘陵 ,

这里生产力落后 ,农业生产是这里的支柱 ,若对低山

丘陵的开发不当 ,会引起水土流失。对低山丘陵的开

发要考虑环境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在这些区域开垦果

园 ,开发绿色农业是有效的措施。这里的环境对水土

流失的贡献大 ,势必影响到河湖的环境 ,最终造成自

然灾害。在江西省 ,所有的环境因子以地形对水土流

失的影响最大。这样对水土流失的环境风险分析 ,对

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与环境治理具有指导意义。

4　结　语

本文从水土流失角度选出几个环境因子 ,运用主

成分析方法就环境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作了评价 ,结果

与实际一致。 所选环境因子与水土流失有关 ,其中江

西省的环境因子中地形的作用最大 ,水土流失风险分

布与地形有密切关系。环境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总体上

来说不严重 ,但须在山区治理与预防。 应用主成分方

法克服了人为因素的作用 ,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因

而结果具有客观性 ,但信息有损失。在因子的选择与

因子的定级上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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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食用菌生产属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由于

其在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力就

地转移诸方面的优势 ,成为发展区域生态农业和生态

环境建设的新亮点和新技术。因此 ,延安市乃至我国

西部和北部广大山区应不失时机地利用当地土地、气

候、劳务、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充分利用国家

开发大西北、建设秀美山川的政策优势 ,把食用菌开

发列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中 ,给予

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以工业园区建设为龙头 ,以

食用菌生产为纽带 ,以教育培训的学员为桥梁 ,通过

龙头带大户 ,大户带小户的方式 ,点燃食用菌开发的

“星星之火” ,为实施“科教兴农”、建设秀美山川、发展

区域特色经济、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的产业化进程做出

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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