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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自交子代群体主要栽培和商品性状进行综合分析，并选育综合性状优良的秀

珍菇新菌株。【方法】以秀珍菇商业菌株“3108”为亲本进行自交，综合分析其自交子代群体的菌

丝生长速度、产量、菇型、抗杂、抗逆性和栽培周期等性状以选育新菌株，利用 ISSR (Inter-sample 

sequence repeat)鉴定新菌株和亲本菌株之间遗传差异性。【结果】自交子代中，菌丝生长速度和

产量分别有 19.5%和 8.9%的菌株优于亲本；子代群体中菌丝生长速度和子实体产量之间无相关

性(R=0.102，P>0.05)；37%的菌株栽培周期比亲本短；菇盖平展、厚且不易碎分别占 53%、11%，

菌柄直径和长度变化幅度分别为 5−13 mm 和 21−75 mm；发生黄枯病，出现萎缩、死菇现象以及

畸形分别占 23%、19%、5%。【结论】通过对子代群体各性状综合分析，从中选育出生长快、产

量高、菇盖厚且不易碎、柄粗长、抗杂和抗逆性强、栽培周期短等优良性状的秀珍菇新菌株“申

秀 1 号”，前三潮菇平均单袋产量 334 g，生物学效率高达 74%，比亲本菌株增产 7.1%，且种性

稳定。经 ISSR 鉴定表明，该菌株具有自身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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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everal main cultivated and commer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bred progenies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o inbred desirable new strain of Pleurotus pulmonariu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used a commercial strain 3108 of P. pulmonarius as inbreeding parent. The mycelia 
growth rate, yield, fruit body appearance, anti-hybrid bacteria and stress resistance and cultivation cycle 
were aggregately analyzed to select new cultivated strains.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 (ISSR)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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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identify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new strain and parent strain. [Results] In the inbred 
progenies, as for mycelia growth rate and fruit body yield, respectively 19.5% and 8.9% of progenies 
were apparently better than their parent. However,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mycelia growth 
rate and yield (R=0.102, P>0.05). The cultivation cycle of 37% progenies strains was shorter than their 
parent. Pileus of 53% progenies strains were the same flat as their parent, and 11% generations strains 
were thicker than the parent. Range ability of stipe diameter was 5−13 mm and that of stipe length was 
21−75 mm. Yellows incidence, withered or dead fruits and malformation accounted for 23%, 19%, and 
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e selected one new strain of P. pulmonarius named as Shenxiu-1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rogenies strains’ characteristics. Shenxiu-1 had fast growth rate, 
high yield, thick pileus, thick and length stipe, strong anti-hybrid bacteria and stress resistance, and 
were not easy to be cracked. The average yield per bag of Shenxiu-1 was 334 g in the first three 
flushes, which increased 7.1% than the parent strain, and the biological efficiency was up to 74%. 
Moreover, the new strain was stably cultivated. ISSR identification showed that Shenxiu-1 had its own 
specificity. 

Keywords: Inbreeding, Cul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Mycelia growth rate, Yield, ISSR 

秀珍菇[Pleurotus pulmonarius (Fr.) Quél]隶属

于担子菌纲、伞菌目、侧耳科、侧耳属[1]，属于平

菇大类中的肺形侧耳[2-3]。秀珍菇是一种适合在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栽培的食用菌，出菇时机可人工控

制，经过低温冷刺激可在夏季高温季节成批整齐出

菇生产，填补了因季节原因造成的菇类产品断档、

供应不足的问题，并且具有实现规模化、工厂化生

产特性。  

目前常用的食用菌育种方法有：系统选育、原

生质体融合、杂交、诱变[4]以及分子辅助育种[5]等，

自交的应用较少。自交的遗传学意义为，使杂合基

因分离、纯化，淘汰潜在的隐性有害基因，使遗传

组成得以改良，遗传性状更加稳定。对育种而言，

自交可建立新品系或为杂交育种提供亲本材料。在

植物育种中，自交的运用较为普遍，自交可直接形

成 F2 代新菌株[6]或通过不同自交系间的性状差异

为杂交育种提供亲本材料及优异的种质资源[7-9]，在

食用菌的自交研究中，Chai 等 [10]以杨柳田头菇

(Agrocybe salicacola) YAASM0711 菌株为材料，利

用自交寻找不产生或产生较少孢子的发育缺陷型

菌株，这对育种材料以及育种方法来说都具有实际

的指示作用。李红梅等[11]通过多孢自交获得杏鲍菇

(Pleurotus eryngii)的自交 S1 群体，通过研究其质量

性状和数量性状的遗传分化来指示育种的定向选

择利用。苏蓉等 [12]研究 6 个金针菇(Flammulina 

velutipes)菌种的自交后代生物学特性，发现可根据

育种目标的不同选择自交子代群体中的优势菌株。

徐珍等[13]以金针菇菌株 F3-6 和 F3-31 为亲本通过多

孢自交选育出 6-299、6-318 和 31-70 三个性状优良

的自交子代，丰富了金针菇的种质资源。 

在秀珍菇育种中，自交方法尚未有文献报道，

应用较多的是系统选育[14]、杂交、菌丝融合[15]和原

生质体融合[16]等方法。本研究以秀珍菇“3108”为出

发菌株进行多孢自交，对其自交子代群体的菌丝生

长速度、产量、菇型、抗杂、抗逆性以及栽培周期

等栽培和商品性状进行综合分析，并从中筛选性状

优 良 的 秀 珍 菇 新 菌 株 ， 利 用 ISSR (Inter-sample 

sequence repeat)标记对新菌株进行分析鉴定，获得新

菌株与亲本间的遗传差异性，为丰富秀珍菇种质资

源、培育优质新品种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菌株“3108”为上海超大食用菌有限公司商业栽

培的秀珍菇品种。该菌株在栽培中的突出性状有：

子实体密度适中、菇型好、抗杂、抗逆性强；但菌

株也存在生物学转化率较低、菇盖厚度薄，质地脆、

易碎，菇柄略短等不良的栽培及商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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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栽培方法 

母种采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Potato dextrose 

agar，PDA)培养基(BD 公司，美国)按说明书配置后，

1×105 Pa 灭菌 30 min；原种、栽培种和栽培料的培

养料配方(干重比)：30%玉米芯、25%木屑、13%麸

皮、13%米糠、7%棉籽壳、7%豆粕、3%玉米粉、

1%石灰、1%轻钙，加水至含水量 67%。 

采用 17 cm×35 cm×0.005 cm 的聚乙烯塑料袋

装料，每袋装湿料量 1.1−1.2 kg，干料 0.45 kg 左右，

料高 18−20 cm，1.5×105 Pa 灭菌 2 h。栽培方法采用

常温季节出菇[17]方法，转潮采用菌包倒置反浸水和

低温冷刺激的方法[18]。 

1.3  自交子代群体构建 

自交子代群体采用多孢自交的方法构建，用徐

珍等[13]的方法收集“3108”子实体的担孢子，涂平板

自交，经过单根菌丝纯化、显微镜鉴定等步骤，构

建了“3108”的自交子代群体。 

1.4  自交子代群体菌丝生长速度测定 

将自交子代群体和亲本“3108”菌株接种到 1.2

所述的栽培袋中，从菌丝在培养料中开始萌发时开

始测量每隔 7 d 的菌丝生长距离，计算菌丝在培养

料中的日平均生长速度，3 个重复[19]。 

1.5  自交子代群体栽培及商品性状测定 

用 1.2 所述栽培方法，对自交子代群体及亲本

菌株进行栽培试验，当子实体菇盖展开至直径

2.8−3.2 cm 时采收，并测量和记录不同子代菌株子

实体的前三潮产量，菇盖颜色、直径和厚度，菌柄

直径、长度，子实体密度，成菇率，栽培周期等性

状的数据，抗杂、抗逆性检测参考黄良水等[20]的方

法，每个菌株 30 个重复。运用 IBM SPSS 生物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21-22]。 

1.6  新菌株“申秀 1 号”栽培试验 

通过生长速度，产量，菇型，抗杂、抗逆性以

及栽培周期等性状的综合比较，将从自交子代群体

中筛选出的优异菌株“申秀 1 号”与亲本进行栽培比

较，观察新菌株各方面性状是否稳定遗传，成为新

的栽培菌株。 

1.7  ISSR 分子鉴定 

参照《食用菌菌种真实性鉴定农业行业标   

准—ISSR 法》，选取其中的 12 个 ISSR 引物对“3108”

自交子代群体中筛出的新菌株和亲本进行特异性

鉴定，引物信息见表 1。 

2  结果与分析 

2.1  菌丝生长速度和产量比较 

“3108”菌株经多孢自交子代群体的构建，共

得到 318 株自交后代，命名为 pg-s1–pg-s318。经

过菌丝在栽培料中的生长速度及长势比较，剔除

了菌丝生长极缓慢，菌丝稀薄和易污染的衰弱、

退化菌株，对剩余的 292 个菌株及亲本进行菌丝

生长速度测量和子实体产量记录，其频数分布图

见图 1 和图 2。 

如图 1 所示，亲本“3108”的菌丝生长速度为

5.08±0.3 mm/d，自交子代群体的平均生长速度为  

 

表 1  PCR 反应中筛选的 ISSR 引物 
Table 1  ISSR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引物 

Primers 

序列 

Sequences (5′→3′) 
Tm (°C) 

引物 

Primers 

序列 

Sequences (5′→3′) 
Tm (°C) 

P1 TGC(AC)6 46 P11 (GA)8AC 54 

P2 GTG(AC)6 46 P12 (AG)8GC 56 

P4 GGATGCA(AC)6 58 P23 (GA)8CT 54 

P7 CCA(GTG)4 50 P24 CAC(GA)7 52 

P8 GGA(GTG)4 50 P25 (GA)8CC 56 

P10 (GA)8C 52 P26 CAC(CA)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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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108”自交子代群体菌丝生长速度频次分布 
Figur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mycelia growth rate 
of 3108’s inbred progenies 
注：P：亲本“3108”的菌丝生长速度. 

Note: P: Mycelia growth rate of parental strain 3108. 

 

4.45 mm/d，菌 丝 生 长 速 度 变 化 幅 度 为 

1.23−7.31 mm/d，变异系数为 23%；子代群体生长

速度的分化呈正态分布，有 57 株菌株长速比亲本

快，占群体总数 19.5%，最快菌丝生长速度为   

7.31 mm/d，具有生长快的特性。 

子代群体子实体前三潮产量的分布情况显示

(图 2)：亲本平均单袋产量为 310.0±24.3 g，自交子

代群体的平均产量为 225 g，变化幅度为 56−375 g，

变异系数为 30%；子代群体产量分化也呈正态分

布，产量比亲本高的子代菌株有 26 株，占群体总

数的 8.9%，最高平均产量为 375 g，具有高产特性。 

 

 
 

图 2  自交子代群体子实体产量频次分布图 
Figure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fruit body yield of 
3108’s inbred progenies 
注：P：亲本“3108”的平均产量. 

Note: P: Average fruit body yield of parental strain 3108. 

将自交子代群体与亲本菌株生长速度和产量

这两个性状进行相关性分析，由图 3 可知：子代群

体菌丝生长速度主要集中在 3.0−6.0 mm/d，产量集

中在 150−300 g，大部分子代菌株菌丝生长速度、

产量均低于亲本，但仍有 16 个菌株在这两个性状

上同时表现出超亲优势，占 5.5%。子代群体菌丝生

长 速 度 和 子 实 体 产 量 之 间 的 线 性 相 关 系 数

R=0.102，P(Sig)=0.083>0.05，说明自交子代菌株的

菌丝生长速度与子实体产量之间无相关性。因此选

育生长速度快、产量高的新菌株，需对这两个性状

分开筛选。 

菌丝生长速度和产量是栽培生产中最重要的

两个性状，根据菌丝生长速度、产量及菌丝生长速

度和产量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自交群体中筛选

出了 16 株生长快、产量高的子代菌株(表 2)，进一

步观察菇型、抗性及栽培周期等其他性状。 

2.2  主要栽培及商品性状比较 

将自交子代群体及亲本进行栽培试验，对子实

体外观、密度，成菇率等主要栽培及商品性状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亲本菇盖颜色为灰褐色，自交子

代群体分化为灰褐色(81%)、浅灰色(15%)和灰白色

(4%)；子代群体的菇盖形状与亲本一致，呈扇形，

仅有 53%的菌株菇盖平展；亲本菇盖厚度薄、质地

脆，子代群体中有 11%的菌株出现菇盖平展、厚且

不易碎的优良性状；亲本菌株菌柄为实心，直径为 
 

 
 

图 3  自交后代菌丝生长速度与子实体产量相关性 
Figur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ycelia growth 
rate and fruit body yields of 3108’s inbred proge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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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长速度及产量表现优异的自交子代菌株 
Table 2  Mycelia growth rate and fruit body yields of selected inbred progenies 

菌株 

Strain 

菌丝生长速度 

Mycelia growth rate (mm/d) 

产量 

Fruit body yield (g) 

生物转化率 

Biological efficiency (%) 

3108 5.08±0.3 310±24.3 68.9 

pg-s1 5.3±0.2* 330±21.2* 73.3 

pg-s4 5.77±0.1* 320±30.2 71.1 

pg-s6 6.00±0.4** 340±26.3* 75.6 

pg-s10 5.15±0.2 314±15.7 69.8 

pg-s11 6.23±0.3* 315±35.3** 70.1 

pg-s15 5.15±0.1 321±27.8 71.3 

pg-s25 6.08±0.7** 319±20.3 70.9 

pg-s32 6.15±0.5** 343±28.9* 76.2 

pg-s52 5.31±0.3* 313±23.4 69.6 

pg-s57 5.23±0.1 321±26.7 71.3 

pg-s69 5.62±0.3* 351±31.6** 78.0 

pg-s80 5.23±0.2 356±30.4** 79.1 

pg-s98 5.38±0.6* 316±19.8 70.2 

pg-s125 5.31±0.4* 317±25.5 70.4 

pg-s219 6.08±0.2** 331±23.4* 73.5 

pg-s221 5.92±0.1* 360±31.6** 80.0 

注：数据为 30 个栽培袋的统计结果. *：P<0.05 的差异显著性；**：P<0.01 的差异显著性. 

Note: Statistical data calculated from 30 cultivation bags.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9.00±0.10 mm，菌柄长度 49.00±0.50 mm，而自交

子代菌柄直径和长度变化幅度分别为 5−13 mm、

21−75 mm；亲本子实体密度适中，子代菌株中子实

体密度大致分为高、中、低 3 种，密度过高则子实

体易丛生、菇体偏小、菌柄细、短，不利于后期采

收，密度过低则形成子实体数目少无法保证高产；

子实体成菇率为原基发育成子实体的概率，亲本成

菇率高，子代群体中 31%的菌株与亲本相当，其余

则不同程度的降低，并且成菇率与子实体密度的高

低无相关性。 

生长快、产量高的 16 个子代菌株的栽培和商

品性状数据为(表 3)：pg-s10、pg-s15、pg-s25、pg-s52、

pg-s69、pg-s80 和 pg-s125 菇盖平展度差，菇型不好，

外观质量欠佳；pg-s4、pg-s57 和 pg-s98 菇型好，但

菌柄短细，商品性差；pg-s1、pg-s6，pg-s11、pg-s32、

pg-s219 和 pg-s221 菇盖平展、菌柄粗长，外观商品

性状优良，尤其是 pg-s1、pg-s6 和 pg-s32 具有菇盖

厚、不易碎、子实体密度适中、成菇率高等优异的

栽培和商品性状，可作为栽培生产的备用菌种。 

2.3  抗杂、抗逆性及栽培周期比较 

在常规栽培试验后，对自交后代群体进行了不

良环境下抗杂菌和抗逆性检测以及栽培周期检测。

亲本菌株的抗杂菌及抗逆性较强，而在子代群体

中，发生黄枯病、出现萎缩死菇现象、畸形的菌株

分别占 23%、19%、5%，表明自交导致子代群体在

除了菌丝形成原基之前正常吐黄水外，部分子代菌

株在不良栽培环境抗杂菌及抗逆性方面出现衰退

和杂菌侵染时也出现了吐黄水现象。子代群体的栽

培周期变化幅度为 55−90 d，有 37%的菌株栽培周

期比亲本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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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优异自交子代菌株的主要栽培及商品性状 
Table 3  Main cultivation and appearance characters of selected inbred progenies 

菌株 

Strain 

菇盖 Pileus 菌柄 Stipe 子实体 Fruit body 

颜色 

Color 

平展度 

Flat rate 

厚度 

Thickness 

易碎性 

Fragility 

直径 

Diameter 

长度 

Length 

密度 

Density 

成菇率 

Development rate 

3108 灰褐色 高 薄 易碎 粗 中 中 高 

pg-s1 灰褐色 高 厚 不易碎 粗 长 中 高 

pg-s4 浅灰色 高 薄 易碎 细 短 低 低 

pg-s6 灰褐色 高 厚 不易碎 粗 长 中 高 

pg-s10 灰白色 低 薄 易碎 细 短 高 高 

pg-s11 灰褐色 高 薄 易碎 粗 长 中 中 

pg-s15 灰褐色 低 薄 易碎 细 短 低 高 

pg-s25 灰褐色 低 薄 易碎 细 短 高 中 

pg-s32 灰褐色 高 厚 不易碎 粗 长 中 高 

pg-s52 灰白色 低 薄 易碎 粗 中 低 高 

pg-s57 浅灰色 高 薄 易碎 细 短 高 高 

pg-s69 灰褐色 低 薄 易碎 粗 中 高 高 

pg-s80 灰白色 低 厚 不易碎 粗 短 低 高 

pg-s98 浅灰色 高 薄 易碎 细 短 低 低 

pg-s125 灰褐色 低 薄 易碎 细 短 高 高 

pg-s219 灰褐色 高 厚 不易碎 粗 长 高 低 

pg-s221 灰褐色 高 薄 易碎 粗 长 中 高 

注：数据为 30 个栽培袋的统计结果. 

Note: Statistical data calculated from 30 cultivation bags. 
 

由优良株系 pg-s1、pg-s6 和 pg-s32 与亲本

“3108”抗杂、抗逆能力数据可知，pg-s1、pg-s6 和

pg-s32 菌株与亲本相比，pg-s6 和 pg-s32 菌株黄枯

病发生率高，并且在出菇过程中出现吐黄水和萎

缩、死菇现象(表 4)。这 3 个子代菌株在生长速度、

产量，栽培及商品性状方面都优于亲本，菇柄也较

亲本粗、长，但其对杂菌和不良环境的抗性呈不同

的分化，仅 pg-s1 菌株与亲本相当，pg-s6 和 pg-s32

表现出抗性衰退趋势。 

在栽培周期的比较中，pg-s1 菌株栽培周期为

68 d，比亲本、pg-s6 和 pg-s32 菌株栽培周期分别缩

短 7、7 和 11 d (图 4)。pg-s1、pg-s6 和 pg-s32 因生 
 

表 4  亲本及自交优良株系抗杂、抗逆性比较 
Table 4  Disease and stress resistance of parental strain and superior inbred strains 

菌株 

Strain 

菌柄直径 

Stipe diameter 
(mm) 

菌柄长度 

Stipe length 
(mm) 

菌柄软硬 

Stipe 
consistence 

吐黄水 

Yellow water 
exudation 

黄枯病发生率 

Yellows incidence 
(%) 

萎缩、死菇现象 

Withered or dead 
fruits 

3108 9.00±0.10 49.00±0.50 硬 无 <1 无 

pg-s1 11.00±0.13* 56.00±0.49** 硬 无 <1 无 

pg-s6 11.00±0.11* 55.00±0.39* 硬 略有 9 略有 

pg-s32 10.00±0.17 53.00±0.26* 软 略有 8 略有 

注：数据为 30 个栽培袋的统计结果. 

Note: Statistical data calculated from 30 cultivation b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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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优异自交后代菌株的栽培周期 
Figure 4  Cultivation period of parental strain and 
superior inbred progenies 
 

长速度快发菌满袋时间均比亲本短，但 pg-s6 和

pg-s32 菌株在原基发育到可以采收的成菇时间长于

亲本，导致最终的栽培周期反而比亲本长，仅 pg-s1

菌株在发菌速度和转潮时间均优于亲本。成菇时间

长表明前期发菌阶段积累的养分不够，与生长的快

慢无关，转潮时也如此。因此，生长速度快的菌株

不代表整个栽培周期一定会短。 

2.4  “申秀 1 号”菌株栽培试验 

综合比较子代菌株在生长、出菇各环节重要性

状，pg-s1 菌株在生长速度、产量、子实体外观等

性状的表现均优于亲本，在不良环境中的抗杂、抗

逆性也不弱，并且其栽培周期短、转潮快，将其命

名为“申秀 1 号”。随后在室内设施栽培环境中与其

亲本“3108”进行了中试比较，其菇型(图 5)、产量

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优异的品质(表 5)，并且大大缩

短了工厂的生产周期，更适合作为工厂栽培生产的

菌种。 

2.5  ISSR 分子鉴定 

ISSR 广泛应用于菌株鉴定[23]、亲缘关系、遗

传多样性等研究工作中，利用该方法对选育的新菌

株及亲本进行鉴定，获得新菌株与亲本间的差异

性。ISSR 鉴定结果显示，12 个引物共扩增出 69

个条带，每个引物可扩增 4−10 个条带，大小分布

在 200−2 000 bp，共有多态性条带 5 个(引物 P1、

P10、P11、P24)，多态性比例为 7% (图 6)，这些条

带在亲本中存在，“申秀 1 号”中缺失，表明“申秀

1 号”既存在与亲本共有的条带，同时存在与亲本

不同的特异性条带，也说明自交过程在改善部分性

状的同时降低了生物遗传多样性，“申秀 1 号”菌株

与亲本具有遗传差异，具有特异性。 

 
 

 
 

图 5  亲本和新菌株“申秀 1 号”菇型比较 
Figure 5  Fruit body appearance of parental strain 3018 and Shenxiu-1 

注：A：亲本“3108”；B：申秀 1 号；C：亲本“3108”(a)和申秀 1 号(b). 

Note: A: 3108; B: Shenxiu-1; C: Parental strain 3108 (a) and Shenxiu-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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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108”和“申秀 1 号”菌株栽培性状比较 
Table 5  Cultivation characters comparison between parental strain 3108 and Shenxiu-1 

菌株 

Strain 

产量 

Yield (g) 

单菇重 

Single fruit body 
weight (g) 

柄长 

Stipe length 
(mm) 

柄直径 

Stipe diameter 
(mm) 

盖基部厚 

Pileus basal 
thickness (mm) 

盖边缘厚 

Pileus rim thickness 
(mm) 

3108 312.0±26.8 4.80±0.67 49.00±0.50 9.00±0.10 9.00±0.11 0.90±0.02 

Shenxiu-1 334.0±19.9* 5.00±0.51* 57.00±0.44** 10.00±0.14** 11.00±0.13** 1.10±0.02** 

注：数据为 1 000 个栽培袋随机抽样 100 个的统计结果. 

Note: Statistical data calculated from 100 cultivation bag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1 000. 
 

 
 

图 6  12 个 ISSR 引物对亲本和“申秀 1 号”菌株的扩增图谱 
Figure 6  Amplification profile of parental strain 3108 and Shenxiu-1 by 12 ISSR primers 

注：M：Marker D2000；1−12：ISSR 引物，对应引物编号为 P1、P2、P4、P7、P8、P10、P11、P12、P23、P24、P25、P26；每个

引物第一个泳道为亲本“3108”，第二个泳道为“申秀 1 号”. 

Note: M: Marker D2000; 1−12: ISSR primers, the corresponding primers numbers were P1, P2, P4, P7, P8, P10, P11, P12, P23, P24, P25 
and P26 ; First lane of each primer was parental strain 3108, and the second was Shenxiu-1. 
 

3  讨论 

自交属于一种极端的近亲交配方式，基因纯合

是自交最根本的遗传效应[24]。对于育种来说，携带

较多有害或者不利基因的菌株自交后往往衰退比

较严重，因此便可通过自交测试取舍亲本材料以及

优良品种纯化[12]。此外，可以进一步选育自交群体

中表现较优的菌株，优良性状稳定后将其进一步升

级为品系或品种。同时，杂交育种的亲本材料也可

从这些表现较优的菌株中筛选[11]。 

本文研究秀珍菇“3108”菌株自交子代群体的菌

丝生长速度、产量、子实体外观、抗杂菌和抗逆性

等若干性状的遗传分化，为自交体系的建立和优良

菌株的选育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在菌丝生长速度

和产量这两个重要的栽培性状上，较大的变异系数

表明其在后代的遗传能力较强。子代群体中大部分

菌株生长速度慢于亲本、产量低于亲本，也存在少

数在两个性状上优于亲本的菌株，自交导致的自交

衰退和超亲优势均得以体现，这与李红梅等[11]对杏

鲍菇自交 S1 群体研究的结果一致，也证实了自交

子代群体中可筛选出生长速度快、产量高的超亲菌

株。自交子代菌株的菌丝生长速度与子实体产量之

间均无相关性，这与徐珍等[13]在金针菇上的结论一

致，因此，在菌株选育过程中，需分开筛选这两个

重要的栽培性状。在子实体菇盖、菌柄等外观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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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杂、抗逆性，栽培周期等性状上，均出现了异于

亲本的分化和衰退现象，且所有性状之间的分化都

不存在相关关系。综合前人的研究，自交后代中在

生长速度、产量、单菇重以及栽培周期等性状上出

现表现优异菌株的概率较大[11-12]，本文也证实了这

一现象。 

“3108”自交子代群体出现自交超亲和自交衰

退现象。自交超亲可能由于亲本自交过程中产生新

的有利基因，不同基因重新组合以及对外界栽培环

境的适应能力强，可以解释自交子代菌株中出现生

长快、产量高、菇盖厚、不易碎、菌柄粗长等超亲

现象的原因。自交衰退则可能是有害基因发生纯

合 ， 多 基 因 平 衡 遭 到 破 坏 或 遗 传 物 质 缺 失 导     

致[25-26]：无论是自交超亲还是自交衰退都是一个生

长发育问题，而生长发育不仅受到自身遗传物质的

控制，而且会受到培养料、湿度、栽培技术等外界

环境的影响，故自交超亲和衰退现象是在自身遗传

物质和外界栽培环境共同作用下导致表型特征差

异，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栽培环境条件是否

产生相似的结果。 

优质、高产、抗杂菌和抗逆性强等一直是育种

工作者的主要目标[27]。通过研究“3108”菌株自交子

代群体若干性状的特征，初步建立秀珍菇自交育种

体系，根据子代菌株的整体表现，以菌丝生长快、

产量高、菇盖厚、菌柄粗长、栽培周期短以及抗杂

菌和抗逆性强等性状为育种目标，从中筛选出基因

优良和环境适应性强的秀珍菇新菌株，为自交研究

或自交育种提供实际依据，对育种材料本身，育种

的方法以及新品系的建立均具有实际的指示作用；

为丰富和创新秀珍菇种质资源，进一步获得具有商

业价值的优势菌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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