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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富强与新西兰、西班牙、法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同行合作，因地制宜，

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北、山东、

甘肃等地建设了块菌种植园20多个，

通过多区域、多树种、多生境试验，

进行人工栽培技术攻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近 20 年

的驯化试验，取得了系列进展和成

效：在菌根合成上，本土块菌与来

自国内外的 20 余个树种 50 余个组

合进行了菌根合成筛选，优化了菌

根化苗木规模化生产技术，探索了

多种种植园建设与管理模式，取得

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进展；实现了

菌根苗移栽 3 年后出菇、多个树种

连续多年出菇以及局部产量达商业

化种植标准等系列目标。

规模化推广尚需时日

“块菌经济效益非常好，但目

前市场上还是以野生块菌为主。人

工栽培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进展，

但目前发展还不成熟。”于富强说，

目前国内人工栽培块菌的模式，主

要是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有时也

有企业和农户）合作，一方提供土

地和管理，一方提供种苗和技术，

开展中小规模的试验示范，这其中

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

据介绍，块菌“终其一生”生

长在地下，无法进行长期有效的科

学观测，相关技术研究难度大、周

期长，加之近自然的栽培模式，规

模化栽培过程中管护、成本、产量

等关键数据还十分缺乏。同时，共

生树苗种下后，一般 3 年以上才能

看到效果，5 年以上才开始有收益，

产量也未可知，因此目前我国块菌

人工栽培大规模推广的时机还不够

成熟。

然而，从欧洲的实践来看，目

前八成以上的块菌都是人工栽培的。

于富强表示，人工栽培也是我国块

菌产业的必由之路，就云南而言，

保护和持续利用现有的野生块菌资

源是更为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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