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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羊肚菌行业首家持有“双有

机认证”的企业，青海卓辰农业科技发展

有 限 公 司 种 植 的 高 原 羊 肚 菌 ，以 个 体 较

大、壁厚、色黑、营养成分更丰富的优良特

性，深受一线城市消费者喜爱，被称之为

“高原海参”。

“我们应该是全省最早种植羊肚菌的

企业。从最初菌种研发，到现在的绿色规

模化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

展，种植技术上的不断推进是企业能够发

展至今的主要原因。”青海卓辰农业技术

负责人张国平介绍，2014 年，公司就已经

开始着手青海野生羊肚菌的分离、驯化及

栽培试验。

“ 想 要 发 展 ，就 要 解 决 菌 种 难 题 。”

2016 年，研发团队组织成立公司，同步建

立羊肚菌科研基地，并于 2018 年设立青藏

高原食用菌研发中心，通过青海本土野生

羊肚菌品种的驯化，取得了羊肚菌在青藏

高原高海拔、高严寒地域大面积人工仿生

种 植 的 成 功 经

验。

有了

技术创新推动及多年技术改进，卓辰农业的羊肚菌规

模化种植变得愈发顺利起来。“从最初试种获得成功

之后，公司逐步将种植规模扩大到 13.3 公顷，并建设

高标准的现代化薄膜连栋温室，利用科技手段完善种

植条件，提高羊肚菌产量及品质。”张国平说。

如今，随着种植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公司积极参

与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先后在海南州

贵德县和西宁市湟中区、大通县等地流转土地面积

133.3 公顷（2000 亩），创建食用菌产业基地，专门从事

高原羊肚菌绿色规模化种植、产品精深加工销售等，

实现高原食用菌三产融合。

同时，以“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标准化”模

式，大量吸纳当地农民就近就业，每年为周边农户提

供 100 多个固定用工和 500 余个临时用工岗位，支付

用功劳动报酬达 300 余万元，使农户通过食用菌产业

增收。

从产品及其生产加工过程的绿色有机，到攻克羊

肚菌菌种繁育、培养环境创设以及绿色种植管理等方

面的技术难关，卓辰所拥有的技术有力推动了青海省

食用菌产业发展。“2019 年，公司取得羊肚菌出口备

案，已与西班牙、美国、法国等国家进行初步对接。从

2021 年起，公司开始尝试羊肚菌精深加工，目前已储

备精深加工产品近 10种。”张国平介绍到。

我们从卓辰高原羊肚菌种植的“质”“量”齐飞

中不难看出，菌种技术的掌握，是高原食用菌产

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

2023 年，为保护和发掘食用菌种质资源，选育适

合高原气候的食用菌品种，我省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授牌成立“青海省食用菌研究开发中心”，为全省食用

菌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科技支

撑。

“高寒冷凉气候孕育了青海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

源，仅三江源玛可河林区就有大型药用真菌四十种，

此外，海西州干旱盐碱地区的柴达木大肥菇、鸡腿菇

等食用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驯化价值，我们的

工作就是做好本土食用菌品种的选育和研究，为产业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省食用菌研究开发中心副研究

员徐鸿雁介绍，中心保藏有可栽培食用菌菌株 60 余

份，野生可栽培食用菌 10 余份，其中羊肚菌、侧耳、美

味蘑菇等野生菌的人工驯化工作正在进行中。

菌业富民。在迈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征程

中，不断探索、笃定前行、开拓进取，是青海食用菌产

业崛起的力量之源。

对于产业未来发展，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会长管

俊林表示：“菌种作为食用菌产业的‘芯片’，是产业发

展的‘牛鼻子’，对我省食用菌产业提高产品竞争力具

有重大意义。通过本土品种的驯化和技术创新，不断

为产品赋能、产业加力，并统一产业标准为品牌效应

加码，青海小菌菇定能跑得越来越远，上到越来越多

的餐桌，为乡村振兴贡献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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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罗 珺

“绿色、有机、生态”，为青海农

牧业发展主旋律的当下，青海菌菇

凭借着“冷凉洁净”之特色，乘产业

发展之势逐渐兴起，逐步成为乡村

振兴产业选择上的一大优势产业。

相较于多年来蓬勃发展的青

稞、油菜等产业，食用菌产业对于

青海来说只是刚刚起步。2021 年

至 2023 年，青海省相继发布《青海

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专项规划》和《青海省食用菌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青海的食用

菌产业开始踏上发展之路。

小小菌菇，致富一方。如今，

在 青 海 的 各 个 农 产 品 市 场 ，从 香

菇、平菇、双孢菇等常规品种，到羊

肚菌、姬松茸、黄金菇等稀缺种类，

“产自本省”是这些菌菇最大的特

点。曾几何时，谁也想象不到，高

寒缺氧的青海大地竟然能孕育出

品质较高、种类繁多的食用菌。

青海小菌菇贡献大力量 乡村振兴的
东风吹起了青海
农业产业发展的
巨大波澜，在青
稞、油菜、马铃薯
等产业强劲发展
的当下，食用菌
产业悄然崛起，
成为青海独特地
理环境和丰富自
然资源优势下的
又 一“ 绿 色 ”探
索。

虽处于起步
阶段，但记者采
访 中 深 刻 感 受
到，这个产业为
农民增收和企业
发展带来了强劲
信心和动力。究
其原因，还是产
业发展有优势、
有市场、有前景。

“ 不 仅 是 地
理气候的优势，
青海可用于食用
菌生产的原材料
丰富多样、随处
可取，各类农作
物秸秆可被利用
作为草腐型食用
菌生产的优质原
料，畜牧养殖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畜禽粪便，可被利用
添加到栽培代料中进行各类食用菌
生产，在实现资源化利用的同时，最
大限度发挥资源价值，有效降低生产
成本，其经济性、增值性，对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无疑是锦上添
花。”省食用菌研究开发中心副研究
员徐鸿雁告诉记者。

目前，随着知名度逐步扩大和食
用菌产量日益提高，青海省生产的绿
色、高蛋白食用菌产品受到不同地区
食用菌收购者的青睐。海西黄蘑、门
源香菇、共和羊肚等高原特色食用菌
产品，正随着青海省旅游爱好者的带
动及传播，不断走向全国。

面向未来，青海食用菌产业发展
依旧在不断破题中奋力前行。

无论是学习省外经验，还是引进
种植土专家；无论是不同品种的试种
筛选，还是本土品种的不断驯化，没
有平台，建平台，没有资源，找资源，
从政府到村社，从种植户到合作社，
从企业到研究中心，研究本土菌种、
研究高原种植技术，探索产业链拓
展、赋能品牌的影响力，都是青海需
要做的工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机遇，青海的食用菌产业必将
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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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派驻到村里的科技特派员提出种

植食用菌时，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唐乃

亥乡下鹿圈村党支部书记李培德第一反

应就是：这怎么可能？！

如此高海拔之土地还能种蘑菇？有

些品种连听都没听说过，种了能有人买？

不光是李培德，村里人对种植食用菌能否

成功表示怀疑。“我们村从 2013 年搬迁到

这儿，一直都是种蔬菜，哪听说过这里还能

种蘑菇？但村里合作社的 72 个棚一直没

有什么经济效益，所以还是打算试试。”李

培德告诉记者，尽管充满疑虑，但产业发展

和农户增收是下鹿圈村迫在眉睫的问题，

所以还是决定尝试。

从测土壤、分析气象数据，到第一茬平

菇试种，兴海县农牧和科技局、省农科院的

食用菌专家和地方土专家不断地奔忙在大

棚，做研究、教技术、给支持，当试种 2 个棚的平菇丰

收时，李培德和村民们开心地笑了！“小小蘑菇带来了

大效益，一个棚的收益能达到近 4 万元，比之前每棚

的经济效益高出了两倍。”

从平菇开始突破，在高原冷凉气候和食用菌种植

技术的加持下，羊肚菌、鸡腿菇、双孢菇等品种也陆续

试种成功。于是，村民在配合科技人员的同时，纷纷

开始建厂房、学技术，食用菌种植如火如荼地铺展开

来。目前，村里合作社已有 20 多个大棚种植食用菌

产 生 了 经 济 效 益 ，年 前 试 种 的 13 个 棚 羊 肚 菌 也 以

1130 斤的亩产获得高收益，预计今年收益可达 22 万

元。

从“零”到“一”，伴随着食用菌产业的火热推进，

下鹿圈村的产业振兴探索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

进方向。

如今，不仅仅只是下鹿圈村，纵观全省，已有不少

村子、合作社通过食用菌种植，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

产业发展之路。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巴音河西村从

产业扶持、技术服务多个方面入手，盘活用好农村土

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发展“食用菌”种植致富路，托起

了村民的致富梦；

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泉口镇在香菇

产业发展上凝心聚力，依托小小的香菇种植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振兴之路；

西宁市湟中区群加藏族乡来路村通过种植羊肚

菌实现了村民的致富增收……

青海食用菌生产逐步从个体散户发展为工厂化

生产，生产规模逐年扩大，食用菌产业发展呈现稳步

增长态势。据统计，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全省共有涉

及食用菌种植的独资公司 19 家，家庭农场（或合作

社）16 家，村集体合作社 10 家。食用菌产业真正托起

了当地发展的“绿色希望”和助农增收的“富民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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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属高原大陆性冷凉气候，昼夜温

差 10℃以上，种植环境洁净无污染，病虫

害少，食用菌理化性能好、营养元素多，是

全国食用菌最佳生产区。

在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西沟乡的麻地沟村，有着全省目前惟一一

个林下食用菌种植基地。如今，14.28 亩

（0.95 公顷）郁郁葱葱的树林下，整齐排列

着约 7 万个菌棒，黑色的遮阳网绑在树干

上让菌棒晒不到太阳，上面大朵大朵的蘑

菇正茁壮成长。

相较大棚种植的蘑菇，林下种植有着

自己的优势。“林地里清凉的温度和充足

的氧气使蘑菇品质更高。”基地技术员陈

福华介绍。

今年，麻地沟村种植的食用菌主要以

姬菇为主，有 16 万个菌棒，兼种 1 万个玉皇菇菌棒。

从 5 月份进入采收季，目前已采收 4 万公斤，预计今年

全年可采收约 20万公斤，能带来近 120万元的收益。

“一开始都是种平菇，后来调查市场增加了经济

价值更高的姬菇和玉皇菇。”麻地沟村党支部书记宁

智勇告诉记者，去外省考察后，丰富的蘑菇品种不仅

让他们涨了见识，也从中选择了更适合青海的其他品

种，拓宽了食用菌销售市场。

目前，麻地沟村的食用菌主要销往省城西宁，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

菌菇飘香，带富一方。走进西宁市湟中区李家山

镇食用菌种植示范园，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食用菌大棚

格外显眼，这里是西宁最大的食用菌种植示范园。来

到示范园菌袋生产车间，今年 5 月份新上线的全自动

平菇装袋机正在运转作业，一袋袋菌包经过全自动化

操作，滑落到传送带。

“项目配套的全自动平菇装袋生产线，对于提高

节本增效水平、现代化装备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湟

中区李家山农稷协作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平介

绍。

2021 年，李家山镇注册成立西宁市湟中区李家山

农稷协作建设有限公司，实施李家山食用菌产业发展

项目，并与菌菇领域专家周召荣合作，打造具有高原

特色优势的食用菌产业样板。目前，园区产出的产品

主要以香菇为主，产品除了每天通过集散中心发到省

内各地之外，还销往全国其他地方。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刘得国介绍，“当前，

青海食用菌产业初步形成了以西宁、海东等地城郊为

主，拓展至海南、海北、海西、果洛等地区的生产布局，

生产经营模式由传统栽培方式向工厂化、由全人工操

作向机械化作业、由自然生长向可控性生产转变，规

模化生产步伐加快，面积和产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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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为什么要
发展食用菌产业

一是布局广。青海省属高原大陆

性 气 候 ，气 候 冷 凉 ，昼 夜 温 差 10℃以

上，种植环境洁净、病虫害少、污染少，

食用菌理化性能好、营养元素多，是全

国食用菌最佳生产加工区。近年来，

青海食用菌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初步

形成了以西宁、海东等城郊为主，拓展

至海南、海北、海西、果洛等地区的生

产布局。

二是模式新。生产经营模式由传

统栽培方式向工厂化、由全人工操作

向机械化作业、由自然生长向可控性

生产转变，规模化生产步伐加快，面积

和产量显著提升。

三 是 工 艺 优 。 各 地 积 极 引 进 技

术，推广探索菌床堆料、菌棒脱袋、散

料条垄式、林下仿生等多种栽培技术

路径，有效提高了食用菌栽培水平、产

量、品质。

四是品质好。与南方食用菌栽培

相比，青海省菌类栽培周期长，菌盖肥

厚、菌柄紧实、品相较好，食用菌干物

质积累多，产量高、品质优。

五是市场通。青海生产的香菇、

杏鲍菇、羊肚菌等食用菌已经远销北

上广深等东部一线城市。平菇、香菇、

羊肚菌产能充足，大球盖菇和姬菇，秀

珍菇、榆黄蘑、灵芝、黑皮鸡枞菌等也

在逐年上升，发展势头良好。

六是效益高。食用菌生产投入产

出比为 1:3 至 1:5 之间，最高可达 1:10，

高于蔬菜等经济作物。

七 是 潜 力 大 。 食 用 菌 产 业 投 资

少、见效快、收益高，栽培技术简单易

学，采收基本是农闲季节，而且是室、

内劳动，劳动强度较小，可实现农牧民

就业增收。

村支书宁智勇和村民展示新采收的黄金菇。 石延寿 摄 土专家丁勇正在检测羊肚菌土地温度。本报记者 王臻 摄

卓辰公司的羊肚菌。 卓辰供图

长势喜人的黄金菇。石延寿 摄

青海省食用菌研究开发中心的科
研人员正在查看菌丝的生长情况。
省食用菌研究开发中心供图

林下种植的姬菇。
本报记者 罗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