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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食药用菌学》全书共95章532节，近400万字。
主要介绍了我国各种食用菌、药用茵最新科研成果、最新栽培技术与模式、珍稀新品种开发利用；食
药用菌分类、营养生理、生长发育、生态习性、遗传育种、菌种繁育、品种驯化、菌种保藏技术、食
药用茵病虫害防治、食药用茵产品保鲜与加工等方面内容。
旨在向全世界宣传、推广我国食用菌、药用菌最新研究成果，普及推广最新生产栽培技术，更深入地
了解食药用菌的营养成分和保健价值，展现作为传统中药组成部分之一的药用菌防治疾病的疗效，为
人类健康服务?　　《中国食药用菌学》所载文献，食药用茵界科研、教学、推广科技水平之高，涉及
品种领域之广，参与撰写作者队伍之多，承载文献数量之大，记录实质内容之丰富，传承文献之实用
，乃属空前。
　　《中国食药用菌学》內容丰富、观点明确、阐述清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既适宜广大食用茵、药用菌界科技工作者，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食品科学、农学及有关
专业的科技工作者、教学工作者研究参考，又可供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生产者参考应用，同时，
也是各大专院校、图书馆丰富馆藏不可或缺的典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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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七）茯苓1949年前，我国用肉引法（用菌核切成块作为菌种）栽培。
每50千克松段木可产茯苓1～1.5千克。
1970年后改用人T培植菌种接种栽培，每50千克松段木可产茯苓3～4千克。
福建等地大量用松树兜栽培，松树兜是锯去树干的松根，属森林废弃之物，栽培茯苓不需要材料费用
，产量也非常高。
目前，全国每年生产茯苓达15.9万吨左右。
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还育成许多食药用菌新种。
1982年，广东省微生物所人工栽培红托竹荪获得成功；1984年，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刘正南金耳驯化获
得成功；1998年，湛江驯化洛巴伊口蘑获得成功；2002年，福建三明真菌研究所开发巨大口蘑获得成
功。
近年来，我国驯化成功的食药用菌种已达60多种。
（八）食药用菌的药用研究与开发我国食药用菌的药用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1958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陈梅朋等分离得到了茯苓、猴头菇菌种，并通过栽培长出了
子实体，1960年分离得到了灵芝菌种，也栽培成功。
1970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陈国良、上海中药三厂朱振岳和上海医药T业研究院及30多家
医院协作，合作研究灵芝的毒性、药理、临床效果和培养、制剂方法。
试验结果表明，灵芝对人无毒、无不良反应，用灵芝子实体、灵芝菌丝体热水提取的浸膏粉制成的灵
芝片对神经衰弱、冠心病、哮喘有良好效果。
用热水提取、酒沉后的上清液制成的灵芝针剂对哮喘、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低下症、重症肌无力
症有较好疗效。
同年，灵芝片被正式批准作为临床药品应用。
1971年，北京市灵芝研究协作组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丛铮、林志彬主持下，对灵芝防
治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并组织了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试验组，
结果证明，灵芝制剂对慢性支气管炎有明显疗效。
197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杨云鹏研制的蜜环菌菌丝药品获得批准应用，治疗各种眩晕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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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食药用菌学(套装上下篇)》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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