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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地方特产红椎菌的生态效益及保护对策探讨 
易杰芬  卢秋萍  谭淑君  杨家华  覃璐 

（北部湾大学） 

摘要：本项目对广西钦州浦北出产的地方特色食用菌——红椎菌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其形态特征，考察其生长环境，剖析它的

生态价值效益，探讨使其生态效益价值实现 大化的途径与方法，并探讨完善对它的保护对策。红椎菌是野生红椎等栎树下的食用

菌，这种菌被当地人成为“红菇”，属于菌根性食用菌，历来被民间采用。广西红椎林分布很广，仅浦北县就有达 1.3万多平方公顷

的红椎林，其中有 0.6万多平方公顷林下出产红菇，年产约 3-5万千克。可能由于人们日益发现红菇的珍贵效益价值或是没意识到

其重要性，因而，人们因为过度采摘、没有意识到要保护它等方面原因，导致红椎菌生长环境被破坏，产量日益减少。所以，为了

保证红椎菌的生态效益得以继续发挥作用，本项目将主要对其生态效益价值的创新利用及其保护对策进行探讨，完善和制定相关的

方案，提出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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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项目就其生态效益价值、生长环境、生长习性、所受影响因

素、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剖析研究，进而制定科学的保护方案。

项目采用了调查研究报告与数据分析法、论文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

究。 

（1）目的： 

直接目的：了解其生态效益价值、生长习性、环境要求、对其

生长有影响的植被、人类行为方面的影响因素……从而 大化的利

用其生态效益价值及制定完善保护方案；根本目的：保护红椎菌的

生长环境，使其生态效益达到 大值，让其正常繁殖、稳定生长，

保证产量，从而推动以红椎菌为主要发展对象的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使得红椎菌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地方特色产品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

展，因此此研究对当地特色文化推广与当地经济振兴发展也可起到

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日后的科研研究保留一定的基础。 

（2）意义： 

本项目对红椎菌的生态效益和保护对策进行系统研究，弥补了

这个领域的空缺，对其空缺部分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红椎菌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红姑资源全方位系统

深入调研是红菇属真菌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前提。红椎菌，又名红菇，

属真菌界担子菌门担子菌纲红姑目红姑科红菇属。它是广西钦州浦

北县的一种特产，具有食用、药用价值，其营养丰富，肉质肥嫩、

清甜、鲜美可口，同时拥有“菇中之王”“南方灵芝”等美誉。但由

于红椎菌目前无法进行人工培育，只能生长在红椎林中，使其成为

了十分珍贵的天然野生菌，再加之当地居民因为其带来的巨大经济

效益而进行大量的采摘，导致红姑数量的骤减同时也对其生长环境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其再生长十分困难。因此研究其保护对策及

其带来的生态效益十分的必要。研究红菇，为以后的科研研究保本

项目结合红椎菌生长环境特点、发展状态、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为科研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更使红姑这种具有特色

文化的产品得以推广与传承同时也为地方打造特色品牌，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生态环境对食用菌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调控作用，生态环境的建设促进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已是大势所趋，

更何况对于红椎菌这种野生的食用菌来说，其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更

为苛刻。红菇主要生长于红椎林中，红椎林具有防止水土流失、调

节自然气候、防风抗灾等作用。保护红菇的生长环境也就是保护红

椎林，不仅为红菇创造了有利的生长环境，更带来了极佳的生态效

益。 

二、红椎菌生态效益的创新利用及社会发展需求 

1.生态效益创新利用： 

红椎菌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如具有很强的抗癌活性等医

药价值，在保健品开发利用上也极具重要性；同时，由于它现处于

特殊阶段，即：数量日益减少，人们需求越来越大，供不应求，导

致其价格越来越高，所以它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能保证一定

的产量，则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红椎

菌作为当地的特色产品，对于传承和发展当地文化也起着一定的作

用。但是，目前红椎菌的这些生态效益价值却没有充分的体现与被

开发利用。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因素：（1）推广宣传不到

位：导致人们对红椎菌的认识还不够到位，了解它的人数也不多，

没有让人们意识到红椎菌的重要性；（2）产品形式太单一，不利于

经营发展：目前红椎菌的成品大多只是晾干晒制而成的单品，并没

有其他更多新型的产品样式，无论是在食用方面或是药用方面，所

以，这极大的限制了红椎菌本身的发展；（3）没有跟上新时代网络

发展的步伐：红椎菌当前的销售及推广还没有完全跟上网络的步伐，

利用网络资源的空间很局限，没有利用好网络带来的便捷与效

益……因此，为了更好的、充分的利用它的生态效益价值，我们要

针对其现有的问题，制定创新改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 终使得

效益达到 大化。（1）首先，先解决产品自身问题：需要把单一的

产品形式转变为丰富新颖的符合现代人发展需求的新形式，进而吸

引更多的人群，使更多人享受到红椎菌带来的效益价值。如从食用

方面：可以从单一的晒制品改良成罐头制品、茶制品、酒制品等；

从药用方面：专研它的药用性，更多方面的使用到医学里，如保健

品多样性、药性配合治疗等。（2）其次，需要转变新型的经营模式，

充分利用及适应新时代网络的迅速发展。目前，红椎菌的销售模式

大多仍是线下销售，宣传方面也不够到位，因此，实行线上销售与

推广将会是一股新鲜活力的注入。线上经营的模式更符合当代人的

消费心理，如可以融入现在十分火热的网络直播带货模式，与一些

知名商家合作，做好广告宣传，更快更好的提高产品的知名度。（3）

然后，从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来看，可以尝试在当地修

建红椎菌保护纪念馆及生长环境参观基地等这类地点，让当地人及

外地前来旅行的游客能更加具体充分地了解它的发展历程、生态效

益价值、与当地文化联系以及保护它的方式等。这些使得游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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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了解与融入当地文化，且对它的宣传亦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解这种当地特色产品，进而了解当地的文化

与发展，对地方的旅游业等其他经济事业也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

用…… 

2.社会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身体

健康及饮食方面更加重视，而红椎菌就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效益，很

符合人们的发展需求。因此，红椎菌对于当代社会人们的发展是具

有一定的重要性的，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不错的选择。且随

着时代的变迁，红椎菌作为当地的特色产品，也肩负着传承与发展

当地文化的使命。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与名片，是一个地区的历

史文根源，是一个民族发展与传承的底气，因此，一切有意义的地

域文化都应该被传承与发展，即使是很细微的，如红椎菌这样一个

类型的小产品，也值得被发展传承。 

三、红椎菌生态效益价值探析 
红椎属于常绿乔木，不仅生长迅速，生命力顽强，抗腐蚀，抗

虫咬，对防风避沙也有一定作用，生态效益良好。红椎对地表土壤

具有良好的巩固作用，防止水土流失，加上红椎的根须虽然密实，

但是不会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还有就是红椎林的凋零物较多，在

改善土质的同时减少了水的蒸腾作用，有利于涵养水源。总而言之

红椎林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形成多元化，有层次的树林。然而相

对于这些，当地居民更注重的它的药用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它对传

承与发展当地特色文化所起的作用。 

（1）药用价值 

红椎菌堪称“菇中之王”是天然的生物药佳品，其菇内有多糖

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含量，成为高血压、高脂人群的理想保健品。

红椎菌具有超高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红椎菌属于红蘑菇品类，

为自然生长的纯天然食用菌，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例如：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可以为人体补充营养，增

强看病能力，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适合体虚者、老人、小孩及亚健

康人群使用。红椎菌挥发性物质中含酸类、酯类、烃类及杂环衍生

物，是木贼麻黄、连翘、鱼腥中草药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具有清热

解毒、抑菌的药理作用。因其含有微量元素，所以它可以促进血红

细胞再生，有补血的功效，还可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经常食用

红椎菌，可以补血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因红椎菌含丰富的

营养价值及高档的生物药理性功能，成为食品生产与药物加工的重

要资源。因此可以通过不同溶剂萃取红椎菌中的多糖、酸类、酯类

等化合物，生产具备保健功能的产品。总之，红椎菌的潜在市场价

值十分巨大，而高品质的红椎菌产品将为全世界的菌种市场注入新

活力。 

（2）经济效益 

由于红椎林里的土壤腐殖质层在高温和高湿的气候条件下会形

成红椎菌。红椎菌是天然的食用菌，营养丰富且有独特的风味，其

多生长在 5-8 月，年产的红椎菌干达到了 4 万多公斤，但是因为红

椎菌目前为止无法进行人工培育，只能生长在红椎林中，使得其成

为了十分珍贵的天然野生菌，价格昂贵，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

源，因此，红椎林具有促进经济创收的特点。如果想要这种经济效

益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就需要当地的居民共同参与到红椎林的保护

当中，然而培育红椎菌丝 直接的途径之一，但是无论哪种想要增

加经济价值的方法都离不开红椎木的优良性，优质的红椎木有利于

提升红椎林的经济效益，促进红椎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当地居民

的收入。 

由于红椎林具有较强的驱蚊和耐腐蚀性，使得红椎林成为人们

天然的避暑胜地，因此使得很多开发商选在红椎林建设避暑山庄等，

从而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游玩，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为红椎林带来了更高的经济附加值，实现了当地的经济收益。

适当加大对红椎林的育种研究，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红椎树的成活

率，提升其种植价值，并为当地的区域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3）对传承与发展当地特色文化所起的作用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的提

高，健康饮食文化也在快速的传播。人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而红椎菌的保健功能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龙门丰收节”

是浦北龙门本地传统特色节日，浦北县荣获“世界长寿之乡”、龙门

镇荣获“红椎菌特色小镇”美誉后，为把地方特色文化宣传出去，

将本地文化特色化，增加浦北文化名片的厚度深度，于 2019 年 10

月 13 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圩日）举办了首届龙门镇红椎菌特色小镇

文化节。10 月 13 日，首届龙门镇红椎菌特色小镇文化节开幕，现

场举办了“千人同品红椎菌长寿汤”活动。据悉，首届龙门镇红椎

菌特色小镇文化节借助地方特色的岭头节，在龙门镇商会和龙门街

委的支持下举办。当天上午 9 时起，在龙门老街中心举办了“千人

同品红椎菌长寿汤”活动，上千名群众免费品尝红椎菌长寿汤。同

时，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表演及当地企业文化展示、本地特色

小吃文化展示、文艺演出等，吸引了周边的上万名群众参与。在市

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盛产珍稀野生菌——红椎菌的广西浦北县龙

门镇农民终于意识到：好货要“贴金”，农副产品更需要“包装”。

广西浦北县龙升红菌购销部负责人陈启升先生的“龙升牌红菌”红

椎菌注册商标，是当地的著名品牌，远销日本、东南亚、港澳台等

国家和地区。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红椎菌的生态效益价值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具有重

要的作用与地位的，在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效益，如它具有极高的

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同时，还拥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有不错的发

展前景，而且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因此，对于它的保护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红椎菌拥有的丰富功效正

好满足了人们对于健康饮食文化的需求，同时红椎菌在医学方面也

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可以通过医学方面的详细研究分析出红椎菌

所含的成分，从而推出具有相应保健功能的红菇产品，开发出新型

药品及护肤品等或作为中药入药处理，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

研究。如果能推动红椎菌饮食和医用这两条产业链发展，就可以提

高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红椎菌产业链的发展也有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调查

显示，红椎菌是在红椎林下生长的，通过提高红椎菌产量及产品效

益，可以间接促进林农自发对红椎林进行保护和种植。国家红椎林

保护基地在钦州市东部，其中浦北县境内拥有全国 大连片 26 万亩

原始次生天然红椎林，红椎菌的价值是当地红椎林受到保护的重要

因素，也是 近 6 年来全区新造椎林 22.57 万亩的重要贡献之一，

红椎林的生命力顽强，抗腐蚀，抗虫咬，能调节地方气候，涵养地

方水土，对防避风沙也有一定的作用，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生态

效益良好。因此，无论是从经济、生态或者社会效益来看，红椎菌

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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