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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稻草立体种平菇

杨 大 林

湖北省枝江县食用菌协会

为了获取稻草种平菇的最佳效益和探索

最佳栽培模式
,

笔者在栽培方式和管理技术

上根据稻 草 的理化特征 进行改革
,

效益显

著
,

稻 草 由原产 鲜菇 上 升到
。

现将具体方法介绍如下
。

培养料配方与处理

配方 稻草
,

复合肥
,

石膏

粉
。

稻草 以隔年 当年草次 之
、

无

雨淋
、

无霉变
、

金黄色或黄 白色为优质原

料
。

处理方法 配料前
,

将稻 草切成 一

巧 长
,

曝晒 天
,

然后 用 石灰水浸

泡 夏季 天
,

春
、

秋季 天
,

冬季

天
,

捞 起后 调 节含水量 至 一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司 一
。

值 一
,

再拌人辅料
,

建堆发酵 一

天
,

建堆后 待料温上 升 到 ℃以上保持

天后翻堆
,

再堆 天即可装袋
。

选用适宜菌株

用稻草栽培平菇
,

应选用生活力强
、

对

基质分解能力强
、

生长速度快
、

吃料快
、

延

伸快
、

抗杂
、

抗逆性强
、

出菇快
、

耐湿
、

耐

热
、

菇质好的优 良品种
。

如可供晚秋
、

冬
、

早春季节选 用 的广温 型 品种 三峡 号
、

号 可供春末
、

初夏
、

秋初季节选用的高温

型 品种 三 峡 号
、

高温侧 耳
、

凤尾

菇
、

红平菇等
。

以谷粒
、

小麦
、

玉米等粮食

类原料制作的菌种质量最好
,

产量最高
。

这

施足底 肥
,

加 强 田间管理
,

适时挠

水追肥并及时防治蚜虫
。

重病 区 发病初期可喷洒 病毒

可湿性粉剂 倍液
,

或 植病灵乳剂

倍液
,

每 天 次
,

连续 喷 一

次
。

小西葫芦白粉病

发病 条件 与 症状 白粉病 主要为害叶

片
,

也侵害叶柄和茎蔓
。

发病初期叶片出现

白色小粉斑
,

随病情发展病斑变大
,

最后布

满整叶
,

致病部组织褪色
,

最后 呈褐色坏

死
。

病害严重时
,

茎蔓和叶柄可 同时产生病

斑
,

终致植株早衰死亡
。

此病由子囊菌单丝

壳 白 粉 菌 真 菌 梦

侵染引起
。

病 菌 以闭囊壳

随病残体在保护地 内为害越冬
,

借气流和浇

— —

水传播
。

棚温 一 ℃均可发病
,

高温干

燥和潮湿交替有利病害发生发展
,

植株生长

衰弱病情严重
。

防治要点

收获后认真仔细清除病 残 落叶
,

重

病棚室避免连作
,

有条件者应实行与非瓜类

蔬菜轮作
。

品种间抗病 性存在差 异
,

但 目前 尚

无抗病品种
,

重病地区可因地制宜选用相对

较抗病良种
。

发病初 期用 福星 新星 乳油

倍 液
,

或 特 富 灵 可 湿 性 粉 剂

一 倍液
,

或 农抗 液剂

一 倍液
,

或 多硫悬浮剂 倍

液
,

或 巧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倍液喷雾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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