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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广东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雷百战1，蔡德超1，林伟君1，万忠，，洪建军，，何焕清z
(1．广东省农科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40；2．广‘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40)

摘要：2010年．我国食用菌产罩和产值再创新高．国内需求不断卜．升．同际需求逐步向好．分析了2010年国内外及广东省食

用荫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普遍存在的M题，并提出在新的围内外形势卜．食用菌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食』}j菌；产业经济：发展现状；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74X(2011)04—0013一03

食用菌产业是朝阳产业。其产业链扩张性强，是有效

解决“三农”问题的创造性新产业．是发展循环经济、节约

能源、生物制药、保健食品等高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食物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2010年．我国食用菌产量和产值依

然居世界首位，国内市场需求不断上升．国外市场需求逐

步向好。2010年广东省食用菌消费需求旺盛，但食用菌出

口下降较大，出口仍不稳定。

l国内外食用菌产业发展概况

1．1世界食用菌产业发展概况

2009年。全球食用菌产量约为2 700万t，比2008年

增长约28％，呈持续增长趋势。其中，中国的食．}}j菌产量

占全球的75％以上，居世界首位。亚洲食用菌产量旱持续

发展趋势．欧洲产区由经济危机打击中复苏，呈现微弱增

长，美洲产量与2008年持平。2010年，除了欧盟等国家和

地区香菇消费需求下降外，东盟、美国等对香菇的需求都

在稳步增加。

1．2国内食用茵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恢复，食用菌价格普遍提高和生

产效益的显著增加，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2010年全国

食用菌产量继续增加．达到2 200万t，产值达到l 500亿

元。我国食用菌丁厂化生产也发展迅速。据中国食用菌协

会统计．目前全国在建和已建成投产的工厂化企业已达到

442家，年总产量南2009年的40万t上升到65万t，增幅

达62．5％。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的品种也由初期的金针菇、

双孢菇，扩展到杏鲍菇、蟹味菇、海鲜菇、滑子菇等十几个

品种。我国的食崩菌工厂化生产技术和管理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国内食用菌消费基本是以鲜销为主，消费量最大的是

平菇、香菇和草菇等；其次，鸡腿菇、杏鲍菇、茶树菇、真姬

菇、柳松菇、木耳等都供不应求，前景看好。2010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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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的迅速复苏，食用菌国内消费需求逐步旺盛．消

费价格止跌回升。

2010年食用菌出口出现强劲增长，1～11月。食用菌进

出口额已经达到17亿美元，数量比2009年同期增长了

26％，金额增长了60％。香菇产品出口量价齐升。鲜香菇对

越南、日本、香港出口同比也有大幅增长，干香菇对美国、

韩国、东盟等主销市场出口均呈大幅增长态势。2010年l。

11月，中国出口香菇数量为54 637．5 t。同比增长79．1％。

金额为62 649．7万美元、同比增长135．6％．平均单价为

11 466．4美元／t、同比增长31．5％。中国食用菌罐头出口逐

步回暖。美国是我国小向蘑菇罐头第一出口市场。其他主

销市场是中国香港、俄罗斯、日本、德国、荷兰、马来西亚、

加拿大、韩同和泰同等围家和地区。2010年1—11月。中国

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313 248．3 t、同比增长15．6％。金

额为43 928．1万美元、同比增长27．9％。平均单价为

1 402．3美元／t、同比增长10．7％。

2广东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

2．1食用茵生产发展较慢．但产值较高

广东是食用菌产业的传统大省．食用菌消费量处于全

国前列，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内最大的食用菌消费市场和

集散地。据专家估计，2009年．广东食用菌产量已超过50

多万t．产值超过55亿元。

2．2食用茵产品出口总体形势不乐观

2009年，广东食用菌罐头出口总量为4 231．4 t．居全

国第9位、同比大幅下降70．7％。出口额506．3万美元、居

全国第7位、同比大幅下降73．1％(表1)；香菇出口总量为

l 053．7 t，居全国第7位、同比下降44．7％，出口额792．8

万美元、居全国第6位、同比下降37．7％(表1)。

2010年。食用菌罐头出El回暖。2010年l。11月．广东

省食用菌罐头出1：3量5 146．3 t、同比增加26．3％．出VI额

744．6万美元、同比增加53．2％，超过了2009年全年的食

用菌罐头出口量和出口额：但香菇出口持续下降。2010年

1～11月，广东省香菇出Ll量为493．8 t、同比下降48．4％：

出口额为531．6万美元、同比下降24．3％。

2．3广东食用菌科技研发国内领先．示范推广显著

由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李泰辉、吴兴亮、宋斌

及沈亚恒等完成的“中国华南及邻区森林大型真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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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广东食用菌罐头和香菇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围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研究及其应用”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李森柱等的发

明专利“一种全灵芝的生产方法”获2009年度广东省专利

优秀奖【11。该专利在广东粤微食用菌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产

业化推广，累计新增销售额近l亿元，新增利润超l 000

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食用菌活性物质的

原态提取方法”技术成果获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发明

银奖。

广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食用菌研究室“优稀食用、

药用真菌周年高效栽培与加T技术示范推广”成果入选

广东省2010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食用菌类主推

技术121。该项目针对食用、药用菌生产中存在的品种退

化、周年栽培技术不完善、灵芝孢子粉收集技术停滞不

前、深加工产品少等问题，结合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广东

省农科院白云基地为中心．在广东清远、东莞、梅州、潮

州、河源、湛江及四川成都等地建立试验示范基地，进行

秀珍菇、姬菇、金福菇、茶树菇、灵芝等品种的品比，筛选

出产量高、商品性状优良的菌株，秀珍菇、姬菇、金福菇等

生物转化率都达到100％以上。该项目成果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和稳定性。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推广效果，到目前为

止．在省内外建立了7个示范推广基地，累计带动农户

5 000多户。生产菌包7 000万包，新增经济效益6 000

多万元，为广东省食用、药用菌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发

挥了重要作用。

3广东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存在问题

3．1政策引导不足．规划有待加强

日本食用菌发展模式是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设以

金融合作为中心的食用菌协会，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

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

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农

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

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13】。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经

营，广东食用菌产业雏形已经形成，但尚未形成产业优

势，许多细节需要统一规划、调整和政策引导，整体效益

有待提高。

3．2生产技术滞后。产业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蘑菇生产栽培技术与荷兰、美国等欧美国家

相比至少落后30年141。近年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食用菌

工厂化栽培工厂相继建成，技术水平处于国内先进行列阁，

但广东省食用菌的栽培技术仍以自然气候下传统的作坊

式生产为主，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点分散、规模小，产品受

季节影响明显．无法适应销售超市化、连锁化以及国内外

消费市场对产品质量、数量和稳定性的要求。食用菌深加

工品种和工艺开发起步较晚．往往受制于加T原料的限

制，产品附加值高的品种不多[61。

33菌种选育混乱．品牌意识缺乏

由于严格按科学方法保藏菌种的成本较高．加上目前

食用菌菌种随意改名、任意销售的现象普遍。使得良种选

育T作得不到利益保障．导致菌种退化川。尤为令人担心的

是．食用菌生产技术、菌种、设备等也未采用国际通用标

准．也未建立自己的行业标准体系，科研力度不足．品牌意

识淡漠，欠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县级基层农业执法部门

也根本无法监管。虽然广东省种子管理总站要求在广东省

内从事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的企业办理食用菌菌种生产

经营许可证．但是广东食用菌菌种生产厂家80％以上是私

营企业，多以传统家庭作坊式生产．办理相关的菌种生产

许可证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条件和相关的配套设施。很多企

业不愿申请登记[sl。

3．4流通风险较大。规范有待建立

由于产销秩序相当混乱，销售渠道庞杂，内耗严重，

一哄而起的建厂热和外省产品的季节性冲击．令广东本

地tfi场食用菌价格的动荡使每年菇厂的新建率和淘汰率

f『¨叫5，由于食用菌产业体制不健全，产业链条不完整，

缺乏『fr场规范，大大降低了食用菌产业自身竞争力。除此

之外，内销市场尚未完全培育成熟。除传统的干(鲜)香

菇、木耳、草菇、平菇、金针菇等产品受消费者喜欢外，一

些食用菌制品特别是各类罐头的内销比例较低。内销量

不到年产量20％。因此，食用菌罐头也成为国际市场依存

度很高的食用菌产品．企业经营风险倍增。大部分企业主

要是为欧美国家大公司贴牌生产和代料加工。营销环节

主要还是被欧美国家公司控制，缺乏自主品牌。在国际市

场上没有应有的地位．在价格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定

价权。

3．5食品安全堪忧．消费信心不足

由于货品来源多样．生产条件差距大。因此产品质量

差异也较大。广东省的部分鲜菇种植户因栽培年限的增

长，食用菌栽培的病虫害也越来越严重，为片面降低成本

而频繁使用违禁农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危害；采用不合

格的栽培原料．加上菇类生长的富集作用．导致菇品的重

金属含量超标；生鲜香菇发现腐败、霉变；荧光蘑菇、水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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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子蘑、水煮灰树花和水煮蘑菇二氧化硫超标等f卅；近年

来食菇中毒事件频发，对周内外市场影响较大；我国深加

工食用菌检验和鉴定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善和法规体系

不完善，使得我同在处理食用菌国际贸易纠纷中，处于被

动局面|101。

4广东食用菌产业发展对策

4．1做好食用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针对目前广东食用菌产业起步晚、大部分生产企业、

菇农规模小、丁艺落后，管理体系滞后．产品安全管理及市

场建设不足等问题，全方位考虑，综合规划布局。重点扶

持粤北、粤西开展食用菌技术培训。推广先进栽培技术；积

极引导农民种植．加大扶持管理力度：建立科技研究与推

广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投、以补代投等方式，吸引社会资

金参与食用菌产业发展。

4．2加强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基础体系

广东食用菌业的基础体系还比较薄弱，加强对基础设

施建设扶持力度，实施优惠政策鼓励菌农采用先进技术，

建设现代生产设施：加强市场规范管理和健全市场体系，

强化菌种管理和推进食用菌业的标准化进程：开展公益

性食用菌基础研究，无偿提供给菌农使用；推广“企业+基

地+农户”模式．保障农民利益。

4．3完善食用菌产业产业化服务体系

完善菌种繁育及推广体系．为菇农提供优质可靠、价

格低廉的菌种：完善科研开发体系，为食用菌产业提供技

术支持：建立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为菌农提供最新市场信

息，引导生产；建立示范推广体系，采用“以点带面，以面带

区”的方式。带动农户种植食用菌：支持相关配套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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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4．4促进食用菌产业科技创新

广东食用菌产业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并重，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共用”的道路，加强与高

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的联系合作，实现产学研有机

结合，将食用菌技术与生产相联系．带动食用菌产业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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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存活状态。可见，抑霉菌素A，，对植物病原真菌主要

表现为抑菌作用，而不是杀菌作用。

茄褐纹病菌主要侵入过程为：分生孢子器在潮湿条

件下释放出孢子．孢子萌发后可直接穿透寄主表皮侵

入，也可通过伤口侵染，然后形成菌丝进行扩展141。抑霉

菌素A，，对茄褐纹病菌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抑制作用显

箸，其抑制中浓度EC50分别为0．1 ILLg／mL和0．0166

lxg／mL．其中对孢子萌发的抑制中浓度是菌丝生长的

1／6，因此，抑霉菌素A。，对病菌孢子萌发侵入和菌丝扩展

均可产生抑制作用。但对孢子侵入的抑制作用更加明

显。孢子传播是茄褐纹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抑霉菌素A．，

对孢子萌发有强烈的抑制作片j，将可有效地控制茄褐纹

病的发生和传播。因此，抑霉菌素A，，是一种非常有开发

潜力的生物杀菌剂。下一步将对其作用机理与田间应用

效果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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