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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虫草的人工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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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 3 a调查研究 ,从秦巴山区的野生虫草中分离出新的虫草菌种 ,通过在家蚕蛹和 5龄蚕体上培

养 ,获得了与天然虫草形态相似的家蚕蛹虫草和 5龄蚕虫草 ,暂定名为秦巴虫草。 试验证明其生物转化率在

80%以上 ,定向培养子座发生率在 48%左右 ,家蚕蛹虫草干重为 0. 21～ 0. 28g /个 , 5龄蚕虫草单个体重为

0. 32～ 0. 40 g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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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3-years′study , some new isolates of aw eto w ere isolated f rom wild germpasm of aw eto in

Qinba Mountain Area. By means of cultiv ation of pupa and 5 instar larva of silkwo rm , the pupa aw eto and

larva aw eto w hich were similar to the natural aw eto , w ere abtained. This artificial aw eto w as named as "

Qinba Aw eto". The exeperiment show ed that the bio-transform rate w as more than 80% ,and the produc-

ing rate of ascost roma w as about 48% . The dry w eigh t of pupa aw eto of silkw orm w as 0. 21～ 0. 28 g , and

the dry weight of 5 instar larva aw eto w as 0. 32～ 0. 4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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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虫夏草简称虫草 ,是闻名国内外的稀有药

用真菌 ,名贵中药材。 我国天然虫草主要产在

3000m. a. s以上的青藏高原。受生长地域的限制 ,

虫草生长范围很小。长期采挖已经对当地生态环

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自然生

态环境 ,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在该地区采挖虫草药

材 ,虫草货源更加稀缺。因此 ,寻找研究新的虫草

菌种和新的人工培养技术 ,进行产业化生产 ,已经

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笔者在石泉蚕桑科学实验基地推广蚕桑新技

术的同时 ,在秦巴山区探查虫草新资源、新菌种 ,

并开展用家蚕蛹和 5龄蚕人工培养虫草的创新研

究。通过 3 a多对秦巴山区野生虫草资源的调查 ,

终于发现了能够在家蚕蛹和 5龄蚕体上生长的虫

草菌种。暂定名为秦巴虫草。

1　材料与方法

1. 1　菌种的获得

经过调查 ,在 1 800 m. a. s的陕南秦巴山区

石泉县的云雾山阴坡草丛中 ,发现了野生虫草。经

平面培养基分离 ,试管培养 ,分离出 3个菌株。 将

菌丝颜色呈黄色的菌株留作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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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母种的保存

菌种按三级繁育。母种用改良 PDAⅠ 培养基

试管斜面保存。原种和生产用种均用改良 PDAⅡ

培养基繁殖。 栽培以家蚕蛹和 5龄蚕为培养基。

改良 PDAⅠ 培养基配方:马铃薯 200 g,葡萄

糖 20 g , vB1 0. 005 g ,琼脂 20 g, MgSO4 1. 5g,

KH2 PO4 3g ,水 1 000 ml, pH自然。

改良 PDAⅡ培养基配方:马铃薯 200 g,葡萄

糖 20 g , vB1 0. 005 g ,琼脂 20 g, MgSO4 1. 5g,

KH2 PO4 3 g ,家蚕蛹煮出液 1 000 ml, pH自然。

1. 3　人工瓶栽培养

挑选健壮、肥大的新鲜家蚕蛹或 5龄蚕 ,经过

高温蒸气灭菌后 ,空干水分 ,加入一定量的营养成

分 (营养成分的种类及重量比例为本项目的专利

部分 ,不便公布 ) ,拌匀 ,装入 750ml广口瓶中 ,每

瓶装 30～ 50g,在无菌条件下用组织块法将秦巴

虫草菌种接于家蚕蛹或 5龄蚕的体表 ,密封瓶口 ,

置无菌室培养。培养室温度、湿度、光线要求控制

在特定的标准 (培养条件亦属本项目的专利部分 ,

不便公布 )。 当家蚕蛹或 5龄蚕体表面全部感染 ,

长满菌丝 ,并变成淡黄色时 ,即完成瓶栽培养。

1. 4　定向培养

待家蚕蛹或 5龄蚕完全被虫草菌感染 ,菌丝

长满并呈淡黄色时 ,及时将家蚕蛹或 5龄蚕从培

养瓶中取出 ,一个 (条 )一个 (条 )地直立放入定向

培养盘中 ,用灭菌且含水量为 50%的锯木屑轻轻

埋好 ,顶部微露 ,上用透明度较高的塑料薄膜覆

盖 ,薄膜与虫体外露部保持 5～ 10 cm的距离。温

度、湿度、光线控制在特定标准 (培养条件属本项

目的专利部分 ,不便公布 )。待桔黄色子座长至 1. 5

～ 2. 5 cm长时采收。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秦巴虫草的生长时间及形态

2. 1. 1　试管斜面培养的生长时间及形态　试验

表明 ,在 24℃下 ,秦巴虫草菌从接种到长满斜面

的时间为 7～ 10 d。 不论从何时开始 ,只要见光 2

～ 3 d后 ,菌色即转为淡黄色。

2. 1. 2　家蚕蛹和 5龄蚕培养的生长时间及形态

　试验表明 ,秦巴虫草接种在家蚕蛹和 5龄蚕上

后 ,在一定的温、湿度 ,光线等条件培养下 ,从接种

到发满瓶的时间为 35～ 55 d。见光 3～ 5 d后 ,菌

丝即开始变黄 , 20～ 30 d后 ,在瓶壁向光面出现

菌丝扭结成束、向四周斜向伸长的现象。 35～

55 d,在培养基表面出现许多桔黄色的小突起 ,为

子座原基。 75～ 90 d后 ,小突起长成长 1. 5～

2. 5 cm、粗约 3～ 4 mm的桔黄色子座 (图 1)。

图 1　瓶栽培养下形成的子座

Fig. 1　 The ascostroma formed under artif icial cultivation

2. 1. 3　秦巴虫草定向培养的生长时间及形态　

当蚕蛹培养基、 5龄蚕培养基上的菌丝表面长出

桔黄色的小突起时 ,将蚕蛹、 5龄蚕从瓶中取出 ,

放入定向培养盘中 ,按照定向培养的要求培养。20

～ 35 d后 ,即可在每个蚕蛹或幼虫上长出一至数

个长 1. 5～ 2. 5 cm、粗约 3～ 4 mm的桔黄色子座。

子座从原基到成熟时间最短 10～ 15 d,最长 35～

40 d。如果采收时间推迟 ,在子座的顶端可产生 3

～ 5个分枝 (图 2, 3)。

图 2　 5龄蚕虫草

Fig. 2　 The 5 instar larva of silkworm aweto

图 3　家蚕蛹虫草

Fig. 3　 The silkworm pupa aweto

2. 2　秦巴虫草的子座发生率

对定向培养的子座发生率调查表明 ,秦巴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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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在家蚕蛹培养基上的子座发生率为 50% ,在 5

龄蚕培养基上的子座发生率为 47. 8% ,平均为

48. 9% (表 1)。

表 1　秦巴虫草的子座发生率与生物转化率

Tabl e 1　 The ascostroma producing rate and the biotic transforming rate of Qinba aweto

培养基类型
Media

调查数 (个 )
Inves tigating

number

子座发生数 (个 )
Ascosrtoma
number
produced

子座发生率 (% )
Producing rate
of ascost roma

家蚕蛹
Pupb of silkw orm

38 19 50

5龄蚕
5 ins tar larva
of si lkw orm

23 11 47. 8

平 均
Av erage

48. 9

原料重 ( g)
Weight of
raw material

虫草产量 ( g )
Weigh t
of aw eto

生物转化率 (% )
Biotic

transforming
rate

2000 1650 82. 50

2000 1577 78. 85

80. 67

　　以家蚕蛹、 5龄蚕为培养基的平均生物转化

率为 80. 67% (表 1)。

2. 3　秦巴虫草的单位重量、 kg重量虫体数

调查表明 ,家蚕蛹虫草的单个重量为: 鲜蛹虫

草 0. 8～ 1. 2g /个 ,干蛹虫草 0. 21～ 0. 28 g /个 ,即

每 kg家蚕干蛹虫草个体数为 3 600～ 4 800条。

5龄蚕虫草单个体干重为 0. 32～ 0. 40 g /条 ,即每

kg 5龄蚕虫草个体数为 2 500～ 3 200条。同天然

冬虫夏草每 kg干重 2 400～ 3 000条 [1 ]的重量参

数基本接近。

3　小结与讨论

3. 1　虫草菌属真菌 ,据报道至少有 58个种
[2 ]
,笔

者培养的秦巴虫草是否属新种还有待进一步鉴

定。但目前冬虫夏草人工培养研究 ,在国内外仍局

限于菌丝体培养阶段 ,能够进行子实体培养的还

很少。而秦巴虫草由于感染寄主的专化性不强 ,容

易获得虫草子实体。特别在国家三令五申要加强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下 ,利用家蚕蛹和 5龄

蚕培养虫草 ,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广

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

3. 2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蛹虫草的药用价值与

冬虫夏草相近 , Gunningharn等 ( 1951)在蛹虫草

中发现了虫草素 ( C10H12N5 ) ,不但能干扰 RNA的

合成和 DNA的合成 ,抑制细胞的分裂 ,还能作为

区别细胞中不同 RNA聚合酶的工具 ,引起医药

界的高度重视
[2 ]
。 虫草菌发酵法获得的虫草菌粉

及其产品—— 金水宝胶囊
[3 ]
,正在以独到的药理

效果造福人类 ,成为目前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产

业。而据笔者分析研究 ,秦巴虫草的药用价值亦与

野生冬虫夏草相近似。

3. 3　笔者采用瓶栽技术和定向培养措施培养秦

巴虫草的方法是可行的。同目前常用的几种方法

比较具有以下优点:① 发菌阶段采用瓶栽方法 ,

简便易行 ,容易操作 ,比公认的方法 [1 ]更易掌握 ,

便于产业化生产。 ② 子座形成阶段 ,采用定向培

养 ,技术难度低 ,生物转化率高达 78. 85% ～

82. 50% ,比广东的巴西虫草
[4 ]
高 32. 9% ,比吉林

的柞蚕蛹虫草 [1 ]高 64% 。③ 经济效益好。在家蚕

蛹与 5龄蚕培养基上长出的秦巴虫草 ,其外形与

野生虫草有相似之处。按照 80%的生物转化率 ,

饲养 1张蚕种 ,可获得 18 kg的鲜秦巴虫草 ,得干

品 3. 6 kg ,以目前药材市场上野生虫草 10 000～

15 000元 /kg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售 ,可得到 10 800

～ 18 000元 ,是养蚕出售蚕茧收入的 18～ 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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