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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0日，作为浙江省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的十个试点学会之一，浙江食用菌协会龙泉（后改为丽
水）协同创新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省科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姜长才在第二届中国灵芝大会上为服务站授
牌，300多名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了大会。

丽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气候条件，
非常适宜发展食用菌产业。食用菌产业是丽水地区的
龙泉市、庆元县等多个市县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农
业总产值、从业人员和农民收入上均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因此，作为丽水引领脱贫的重要产业，“小蘑菇”为
农民的脱贫致富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但是，食用菌产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近几年市
场竞争加剧，单产效益下滑，普遍出现滑坡现象。菌种
新品种研发相对滞后、精深加工能力低、产业链短、专
业人才缺乏、科研力量不足……针对这些制约产业发
展的薄弱环节，根据当地产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省科
协与省食用菌协会最后决定，把服务站的服务范围放
大至整个丽水地区，以扩大延伸服务站创新助力的覆
盖面。

成立两年多来，浙江食用菌协同创新服务站以协
助企业科技创新和共性技术的突破与攻关为重点，带
领着丽水的食用菌企业和菇农，走上了一条凤凰涅磐
的新生之路。

一批新技术
引领食用菌产业“蝶变”

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南宋时期吴
三公就发明了剁（砍）花法栽培香菇。800 多年来，菇
民还在种菇售菇中衍生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香菇文化，
沉淀近千年历史的香菇文化其外延和内涵还在不断丰
富，并散发着浓浓的菇香。

但目前应用的香菇菌种为传统的固体菌种，发菌
培养时间长、工作量大、生产效率低，而且固体菌种需
依靠人工接种，劳动生产率低，人工成本高，这已成为
影响香菇产业升级发展关键因素之一，迫切需要研发
优质高效的新型菌种。

协会在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后，请浙江省农科院研
究员、食用菌专家蔡为明及其团队，协同当地企业——
浙江百兴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兴食品公司”）的
技术人员，成功研发出了一套优质高效香菇液体菌种
培育工艺，“以前香菇的菌种生长需要一个多月，而液
体菌种只需要7～8天，如果应用到生产上会让企业效
益大大提高。”蔡为明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蔡为明专家团队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
合作，通过液体基质配方的改善及菌种隐性污染检测
技术的提升，使百兴食品公司杏鲍菇液体菌种接种的
成活率从96%提高到98%以上。该技术可大大减少栽
培过程中的污染，节约生产成本。据悉，杏鲍菇液体菌
种接种成活率每提高2个百分点，以日产3万瓶计，每
年可为企业节约20多万元成本。

据悉，在服务站的帮助下，2016年、2017年百兴食
品公司的销售额分别达到1.1亿元和1.3亿元，与2015
年相比，以20%～30%的速度递增，2年间研发新产品、
新技术20多个（项）。

食用菌是一个传统产业，又是一个新兴产业。产
业集聚为食用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产品深加
工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挖掘了大潜力。但在丽水地区，
食用菌产业的精深加工和产品的开发技术创新水平仍
然较低。

“食用菌作为健康食品的典型代表，提高产品加工
率，可以减少市场价格波动、效益起伏对生产的影响，
同时可实现食用菌产品的健康化、增值化、市场化和品
牌化。”省食用菌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助力工程和学会服务站真是帮了我们企业大

忙。”丽水百山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食用菌精
深加工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在协会专家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孙培龙的指导，及助力工程项目的帮助下，企业以
菌菇为原料进行了发酵生产天然维生素 K2 产品的研
发，生产出了低成本、高质量的维生素K2成品，并陆续
开发出富含维生素K2的相关系列保健食品，目前已获
得备案文号，不久即可上市销售。

此外，还通过挖掘食药用菌功能成分，研发了一系
列功能食品、保健食品。如通过研发灵芝、灰树花、香
菇等食药用菌中的多糖、三萜等功能因子的高效提取
技术，在对肿瘤、糖尿病患者的膳食营养干预需求分析
和功能因子功效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肿瘤、糖尿病人
群，开发出了具有膳食营养干预作用的特殊医学用途
食品的配方。在服务站助力的 2 年多时间里，该公司
共研发出16项新技术、新产品。

此外，服务站专家还协助庆元一家企业研发出
一套速发银耳粒制备工艺，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据悉，该工艺的成功研发，不仅使产品成品率提
高了 10%～15%，大大降低了成本，而且由于产品的
品质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销售价格从 53 元/公斤提高
到84.8元/公斤，两项叠加经济效益接近翻番。

一个新模式
林下经济成发展新亮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庆元县自然资源十分
丰富，拥有林地面积251.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6%，是
浙江省 8 个林业重点县之一。2015 年，丽水亿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公司
流转了500多亩锥栗林，开始全力发展林下经济。

起初，基地只是以林药模式为主线，即在锥栗林下
种植多花黄精。而食用菌生性喜荫，林地通风、凉爽，
环境条件也非常适宜食用菌生长。在协会专家——丽
水市林科院教授级高工应国华的建议下，基地在发展
林药模式的同时，建设林下食用菌新模式试验示范基
地。应国华告诉记者，从 2010 年开始，他们就开始研
究林下食用菌新模式，经过几年的探索研究，2015 年
技术基本已经成熟了。

因此，在学会服务站的助力下，应国华和企业合作
将该项目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以锥栗林为上层林木，
开展套种羊肚菌试验，建设大球盖菇栽培试验示范基
地和锥栗林下竹荪生产示范基地，通过试验、示范，探
索出锥栗林下食用菌套种的林下经济新模式。

据悉，多花黄精的生长期一般要四年，而竹荪当年

种下当年就可以有产出。锥栗林下套种竹荪，不仅产
量高、品质好，还省下了搭盖遮阳棚的成本，更重要的
是能提高林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此外，食用菌采摘
后的菌糠废料自然分解后，还能提高林地的有机质含
量，改良土壤，促进锥栗生长，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而林下阴凉湿润、绿色纯净的生态环境和小气候特点，
则进一步提升了食用菌的品质，达到菌林互补、相得益
彰的效果，可谓一举多得。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锥栗林下实验种植羊肚菌 5
亩，锥栗林下试验示范大球盖菇 5 亩和竹荪生产示范
基地10亩，成功研究出一套锥栗林下套种竹荪的高效
复合栽培技术，申请专利1项，制定市级地方标准1项，
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科技论文1篇。

据介绍，这一模式，还简化了锥栗林抚育和食用菌
栽培的程序，节约了人工成本，不但实现了农林资源共
享，企业的效益也非常显著。2015年丽水亿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额为230万元，2016年、2017年企业的
销售额分别为430万元和650万元，效益接近翻番。

一个服务站
食用菌产业有了“智库”

一个服务站，就是一个“智库”。丽水地处山区，科
研人才缺乏，而协会凝聚了全省最强大的专家和科研
人员。服务站的设立，为丽水地区食用菌产业健康、持
续快速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食用菌与农业废弃物资源有强烈的亲和能力，与
其他产业之间具有紧密的衔接特性，可以衍生出食用菌
与光伏的有机结合，与林下经济的互补式发展，与农作
物轮作模式的相互结合，与医药、主粮、饲料以及燃料能
源、建筑化工和新原料等领域的科学结合，这些都要依
靠科技的力量，通过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技创新来实现。
而协会正好集聚了行业领域内强大的科研、技术与智力
资源，可大有作为。”省食用菌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龙泉市食用菌产业正处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
型发展阶段，为促进食用菌生产组织方式由传统的分
散式小规模向专业化、规模化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型；产
品销售由批发零售向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转型；产业
链由一产向加工、品牌文化等二三产融合转型，提高产
业整体竞争力，龙泉市急需各方食用菌专家把脉问诊。

利用协会的智力资源优势，协会组织专家团队，通
过研究分析龙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优势和存在
的问题，以及国内外食用菌产业和市场发展趋势，在调
研分析的基础上，编制了龙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

为龙泉食用菌的产业发展做好顶层设计，规划目前已
经编制完成。

此外，为了突破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协
会运用“互联网+”创新服务方式，建立了浙江省食用
菌网上医院，利用网络技术扩大服务面。这一模式，不
仅打破了种植户与技术专家在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也
提高了服务效率。

据悉，目前食用菌网上专科医院现已基本搭建完
毕，网上专科医院整合优势资源组建了专家团队，开设
了在线咨询、信息发布、技术推广、共性问题示范、菌需
物资供求等服务功能，可发布行业相关信息，推广新技
术新品种，为广大菇农和食用菌栽培、加工、流通等相关
企业，提供涵盖菌种、基质、栽培（包括病虫害防治）、采
收和产品加工（含精深加工）等一系列技术服务，菇农、
企业可免费使用中农在线“益农宝”手机App，并可直接
向平台上的专家提问，及时获取专家的回复与指导。

医院目前已开始试运营，今后将逐步完善运营计
划，充实医院各项服务模块，并探索建立长效运营机
制，着力打造符合浙江省食用菌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
性技术在线服务平台。

一个金点子
小蘑菇孕育出大产业

一颗小蘑菇，如何做成大产业？
浙江省食用菌协会专家们的一个金点子，使一家

企业实现了完美的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实现了蘑菇产
业不单只是一个农产品，还可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
合发展。

在百兴菇业的园区，记者就被一个个可爱的卡通
蘑菇形象吸引，这里俨然是个“蘑菇乐园”。沿着园区
一路向内，既有蘑菇文化和蘑菇知识的科普宣传，还能
现场参观全机械的蘑菇液体菌种接种以及灵芝、杏鲍
菇等种植参观，还有包装精美的伴手礼展区、美味的

“蘑菇火锅盛宴”，可谓一场“蘑菇的奇幻漂流”。
百兴菇业的总经理吴其进告诉记者，百兴食品公

司是目前国内食用菌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之一，百兴
菇业是该公司旗下的杏鲍菇工厂化生产公司，但前几
年效益不是很理想。服务站成立后，协会专家了解了
这一状况后，给他们出了一个点子，建议他们转变思
路，借鉴台湾的农旅融合模式，以此来延长产业链、增
加产品附加值。

专家的建议让吴其进眼睛一亮。不久，他便赴台
湾学习农业旅游融合开发经验，回来后在专家的指导
下，将原本的杏鲍菇工厂化生产基地进行改造，打造成
了一个集研发、生产加工、观光旅游于一体的菇文化主
题公园。2017 年 6 月，农旅融合的“魔幻菇林”项目开
始对外营业，并成为相关部门认定的学校综合实践教
育基地、科普馆和职工休疗养承办单位，以及华中农业
大学的社会实践基地。

现在的百兴菇业作为丽水市唯一一家浙江省五星
级旅游购物场所，已经成为丽水旅游的一张“金名
片”。记者去的当天虽然不是休息日，天气也很冷，但
是工厂门口停满了旅游大巴，不少从外地来的旅客正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解菌菇文化。对游客而言，产品都
能在工厂蘑菇餐厅吃到，吃得满意，顺便消费；对企业
而言，工业品转化为旅游商品，没出厂门，就卖出了产
品。

据了解，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多位省领导的肯定。
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高兴夫、陈伟俊等，都对企业的
食用菌农旅融合的运作模式点赞。

据悉，农旅融合观光工厂从2017年6月运营至今，
平均每天接待500多名游客，每月1.5万～2万人次，预
计今后每年可为企业增效3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姚俊英

2016年以来，浙江省百山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
发应用了膜分离、微囊化制剂、低温物理破壁等多项工
艺技术，其中膜分离专利技术可有效脱除食用菌提取
中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提高产品品质。

2016年9月10日，协会龙泉（后改为丽水）协同创新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在第二届中国
灵芝大会上为服务站授牌。协会服务站在龙泉召开助力产业提升座谈会。

在百兴菇业的工农旅融合观光项目“魔幻菇林”，
孩子们正在零距离观察灵芝的奇特迷幻世界，感知大
自然的神奇。

丽水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锥栗林下示范基地中，竹荪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