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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云南省野生
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探讨

李才慧ꎬ 徐　 爽∗

(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

摘　 要: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维持机制的原则ꎬ探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的实现路径ꎮ 云南拥有全国乃至全球都极为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ꎬ形成了

独特的“食用菌文化”ꎮ 然而ꎬ随着天然菌类产品越来越受欢迎ꎬ野生食用菌的采集销售量大增、产值高涨ꎬ
背后潜藏野生食用菌数量锐减ꎬ部分野生食用菌类群处于濒危、易危的境地ꎮ 该研究在调查云南野生食用

菌资源保护利用现状的基础上ꎬ梳理了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ꎮ 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薄

弱、无序采集、乱采、滥采等因素都危及野生食用菌资源的生存和发展ꎻ与此同时ꎬ相关产业标准的缺失也极

大阻碍了云南野生食用菌产业的发展ꎮ 鉴于此ꎬ该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１)加快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与发

展的专门立法ꎬ不能停留在目前碎片化或者混同化的立法状态ꎬ也不能只满足于本地的政策性保护ꎮ (２)构
建野生食用菌采集、销售(包括国际贸易)、加工、运输等标准体系ꎬ对野生食用菌进行分类分级精准保护ꎬ
尤其对采集国家保护类群应当逐步建立起采集许可证体系ꎮ (３)强化全产业链技术支撑ꎬ推进野生食用菌

种质保藏、人工培育、精深加工等科技体系建设ꎮ 期望该研究有助于野生食用菌的采集、加工和流通有标准

可依ꎬ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政策可查ꎬ并为野生食用菌的保护、利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ꎮ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保护ꎬ 野生食用菌ꎬ 产业化ꎬ 可持续发展ꎬ 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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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ＣＯＰ１５)第一阶段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通过了«昆明

宣言»ꎬ第二阶段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就«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ꎬ在人类面临多

种环境问题的背景下ꎬ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ꎬ要培育壮

大食用菌产业ꎬ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共中央 国

务院ꎬ２０２３)ꎮ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

之一ꎬ云南拥有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陈勋儒ꎬ
２０１９)ꎬ为了加强野生食用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

挥云南得天独厚的食用菌资源环境优势促进农业

经济发展ꎬ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出台了

«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ꎬ对云

南野生食用菌的产业化发展做出规划ꎬ明确要求

加快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ꎬ提升产品品质、扩大栽

培规模ꎬ到 ２０２２ 年全省食用菌农业产值达 ４００ 亿

元、综合产值达 １ ０００ 亿元(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ꎬ２０２０)ꎮ
与此同时ꎬ学界在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和产

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ꎮ 野生

食用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是产业发展的基

础ꎬ臧穆等(２００５)通过属种、菌类分布等对云南食

用菌生物多样性进行考察并提出保林育菌、合理

采集的资源保护建议ꎮ 于富强和刘培贵(２００５)通
过对云南林下野生食用菌资源的调查研究ꎬ提出

消费需求的增加、生存环境的破坏导致交易的野

生食用菌种类和数量逐年下降ꎬ应通过加大投入、
菌林共生等途径予以保护ꎮ 杨祝良(２００２)提出在

开发过程中应防止野生食用菌资源过度采集ꎬ要
采取有效统一管理ꎬ合理适度采集ꎬ有计划地限制

性开发ꎮ 在产业发展方面ꎬ张琳等(２０２１)认为需

要有关部门结合食用菌产业发展特点ꎬ在资金需

要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制定促进产业发展的金融服

务体系ꎻ主张云南应建立区域公用食用菌品牌ꎬ并
形成多方利益共担共享机制(张琳等ꎬ２０２２)ꎮ 刘

韵然等(２０２２)通过对美国拒绝进口和进口预警的

食用菌产品情况进行分析ꎬ指出出口食用菌存在

杂质、微生物超标、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ꎮ 普秋榕

和王红漫(２０１８)则从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分析云南

食用菌产业的出口ꎬ指出野生菌安全标准体系不

完善、生产加工企业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低、供应链

风险大、溯源难等问题ꎮ 邰丽梅等(２０２２)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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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松口蘑产业标准与技术创新的现状ꎬ指出保育、
保鲜、产品、污染物等标准仍有提升空间ꎮ 李伯婧

(２０２０)针对野生食用菌法律保护存在的资源开

发、品牌专利保护、品种权益保护等不足ꎬ提出落

实资源开发保护利用法、强化品牌专利权、完善品

种权益保护法等建议ꎮ
要实现野生食用菌产业高水平的可持续发

展ꎬ需要通过科学管理和有效规范来保护物种ꎬ尤
其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ꎬ推动野生食用

菌资源保护和产业的协同发展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

以野生食用菌可持续利用为目的ꎬ从云南野生食

用菌开发利用入手ꎬ探讨以下问题:(１)云南野生

食用菌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ꎻ(２)野生食

用菌资源保护政策法律文件的内容与实施状况ꎻ
(３)在现有基础上构建野生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机制ꎮ

１　 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及产业现状

１.１ 食用菌资源丰富

食用菌ꎬ也称蕈菌、蘑菇ꎬ是指能形成大型的

肉质 ( 或 胶 质 ) 子 实 体 (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ｂｏｄｙ ) 或 菌 核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类组织并能供人们食用或药用的一类

大型真菌ꎬ属于真菌界ꎮ 蕈菌是独特的高等真菌ꎬ
一生大部分时间以菌丝( ｈｙｐｈａｅ)状态存在于土壤

或树木中ꎬ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形成子实体ꎬ也就是

我们采摘的蘑菇ꎮ 自古以来ꎬ蕈菌是许多民族餐

桌上的佳肴ꎬ在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富集的云南ꎬ
一直有“吃菌”的传统ꎮ 目前ꎬ民众日常生活消费

的食用菌主要分为野生食用菌和栽培食用菌两大

类(温新荣ꎬ２０１９)ꎮ
目前ꎬ云南已发现野生菌 １２４ 科 ５９９ 属 ２ ７５３

种ꎬ占全国已知大型真菌总数的 ５７.４％ꎬ同时拥有一

定数量的本地特有物种ꎮ 全球已知的野生食用菌

有 ２ ５００ 余种ꎬ中国有 １ ００ 余种ꎮ 云南野生食用菌

有 ９００ 余种ꎬ约占世界食用菌种数的 ３６％ꎬ约占全国

的 ９０％ꎬ是重要的野生菌富集地ꎮ (杨祝良ꎬ２０２２)ꎮ
１.２ 产量大、产值高

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ꎬ是云南野生食用菌

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度全国食用

菌统计调查结果ꎬ云南全年食用菌产量 ８５. １５ 万

吨ꎬ同比增长 １４.０１％ꎻ产值 ３２４.９３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１５.５３％ꎮ 其中ꎬ野生食用菌自然产量 ５０ 万吨ꎮ 云

南野生食用菌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 １ 位ꎬ商品野

生食用菌占全国的 ７０％以上(中国食用菌协会ꎬ
２０２２)ꎮ

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带来可观的经济收

益ꎬ是云南人民增收的重要产业ꎬ其对人均增收贡

献要高于其他种植业ꎮ 现阶段ꎬ云南野生食用菌

年贸易量 １５ 万 ~２０ 万吨ꎬ占全国野生食用菌市场

份额的 ７０％ꎬ是云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ꎬ小小的

野生食用菌撑开了云南人民的致富伞ꎬ全省 １２９
个县(区、县级市)几乎都有可采的野生食用菌ꎬ受
益人数超千万ꎬ解决了十万多人的就业问题(杨祝

良ꎬ２０２２)ꎮ

２　 云南野生食用菌保护和产业发

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生物多样性受损、资源破坏严重

野生食用菌色味俱佳且富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和经济价值ꎬ随着采集、加工、贸易的活跃ꎬ对野生

食用菌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姚一

建ꎬ２０２０)ꎮ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大型真菌卷» (以下简称«红色名录»)显示ꎬ云南

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近 １３０ 年未重

新发现ꎬ疑似灭绝ꎬ云南分布的野生食用菌有 １ 种

濒危ꎬ１６ 种易危(表 １)(生态环境部 中国科学院ꎬ
２０１８)ꎮ

其中ꎬ巨孢奇块菌(Ｐａｒａｄｏｘａ ｇｉｇａｎｔｏｓｐｏｒａ)由

于遭受人类过度采挖ꎬ生存状况面临严重威胁ꎬ处
于濒危状态ꎮ 攀枝花块菌( Ｔｕｂｅｒ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ｎｅｎｓｅ)
和中华夏块菌(Ｔ. ｓｉｎｏａｅｓｔｉｖｕｍ)等块菌由于过度采

挖、采挖方式不良ꎬ种群数量和成熟个体数量受到

严重影响ꎮ 冬虫夏草(Ｏｐｈｉｏ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和老

君山线虫草(Ｏ. ｌａｏｊｕ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受环境气候变化、
过度采挖和子实体成熟散发孢子前不良采挖的影

响ꎬ数量减少且分布范围不断萎缩ꎮ 受人类采挖

的影响ꎬ部分近危野生食用菌种的生存受到一定

威胁ꎬ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保护ꎬ极有可能在短

时间内处于易危、濒危甚至极危等状态ꎮ 干巴菌

(Ｔｈｅｌｅｐｈｏｒａ ｇａｎｂａｊｕｎ)、松口蘑(Ｔ. ｍａｔｓｕｔａｋｅ)等部

分物种无法人工栽培ꎬ主要依赖野生资源ꎬ但野生

资源有限ꎬ种群资源的减少显著ꎬ达到易危等级ꎮ
根据评估显示ꎬ 受威胁的食药用菌占大型担子菌

８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１　 «红色名录»濒危、易危的云南野生食用菌种类及其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Ｙｕｎｎａｎ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ｓｔ”

等级
Ｇｒａｄ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价值
Ｖａｌｕｅ

云南分布区域
Ｙｕｎ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巨孢奇块菌
Ｐａｒａｄｏｘａ ｇｉｇａｎｔｏｓｐｏｒａ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永仁等地
Ｙｏｎｇｒｅ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西藏羊肚菌
Ｍｏｒｃｈｅｌｌ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滇西北等地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老君山线虫草
Ｏｐｈｉｏ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ｌａｏｊｕ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文山州等地
Ｗｅｎｓｈ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冬虫夏草
Ｏ.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丽江、中甸、德钦等高山地带
Ｈｉｇ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ｊｉａｎｇꎬ Ｚｈｏｎｇ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ｑｉｎ

会东块菌
Ｔｕｂｅｒ ｈｕｉｄｏｎｇｅｎｓｅ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大理、丽江、会泽等地
Ｄａｌｉꎬ Ｌｉｊｉａｎｇꎬ Ｈｕｉｚ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印度块菌
Ｔ. ｉｎｄｉｃｕｍ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贡山、丽江、东川、楚雄等地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ꎬ Ｌｉｊｉａｎｇꎬ Ｄｏｎｇ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攀枝花块菌
Ｔ.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ｎｅｎｓｅ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曲靖、昭通、会泽、永胜等地
Ｑｕｊｉｎｇꎬ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ꎬ Ｈｕｉｚｅꎬ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中华夏块菌
Ｔ. ｓｉｎｏ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丽江、昭通、楚雄等地
Ｌｉｊｉａｎｇꎬ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ꎬ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橙香牛肝菌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ｃｉｔｒｉ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贡山、维西、永胜等地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ꎬ Ｖｉｘｉꎬ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云南鸡油菌
Ｃａｎｔｈａｒｅｌ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滇中、滇西南、滇西北等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猴头菇
Ｈｅｒｉｃｉｕｍ ｅｒｉｎａｃｅｕｓ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滇西北等地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金耳
Ｎａｅｍａｔｅｌｉａ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ｌｂａ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滇西北等地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朱细枝瑚菌
Ｒａｍａｒｉａ ｒｕｂｒｉａｔｔｅｎｕｉｐｅｓ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滇中等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端圆蚁巢伞
Ｔｅｒｍｉｔｏｍｙｃｅｓ ｔｙｌｅｒｉａｎｕｓ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滇中等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干巴菌
Ｔｈｅｌｅｐｈｏｒａ ｇａｎｂａｊｕｎ

食用
Ｅｄｉｂｌｅ

滇南、滇中等地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松口蘑(松茸)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 ｍａｔｓｕｔａｋｅ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滇中、滇西北等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庐山石耳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ｒｉ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食药用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注: 本表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评估报告ꎬ对所列疑似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的大型子囊菌、大型
担子菌、地衣型真菌三类大型真菌ꎬ根据地理分布和用途ꎬ筛选出云南分布的可食用(食药用)大型真菌ꎮ
　 Ｎｏ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ꎬ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ｄｉｂｌｅ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 ｌｉｓｔｅｄ ａ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ｘｔｉｎｃｔ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ꎬ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ꎬ ｎａｍｅｌｙꎬ ｌａｒｇｅ 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ꎬ ｌａｒｇｅ
ｔａｍｂéｍｏｍｙｃｅ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ｌｉｃｈｅｎ￣ｔｙｐｅ ｆｕｎｇ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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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的三分之一以上且大部分依靠野生资源ꎬ过
度、不合理的采挖严重威胁其生存ꎬ如松口蘑的采

挖大部分在子实体成熟之前ꎬ孢子还来不及散发ꎬ
导致土壤中的菌源不能得到补充ꎬ影响其再生能

力ꎮ «红色名录»显示过度、不合理的采挖以及不

良的采挖方式破坏了野生食用菌的再生能力ꎬ是
威胁野生食用菌资源存续的主要因子(生态环境

部和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８)ꎮ
同时ꎬ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以

下简称«保护名录»)ꎬ冬虫夏草、松口蘑、中华夏块

菌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

业农村部ꎬ２０２１)ꎮ «红色名录»从植物学等角度ꎬ
进行物种多样性及保护研究ꎬ划分出易危、濒危等

不同程度需加以保护的野生菌种类ꎻ而«保护名

录»则是从法规的角度ꎬ列出需保护的物种ꎬ并规

定特殊的保护措施ꎮ 两者都是野生食用菌保护的

重要依据ꎬ都指明一定种类的野生食用菌需要采

取措施加以保护ꎮ
２.２ 产业发展不规范

野生食用菌产业涉及采集、加工、销售(贸易)
等多个环节ꎮ 现阶段ꎬ云南野生食用菌产业在政

府的支持和领导下ꎬ产值产量有了进一步提升ꎬ保
育促繁与驯化技术、食用菌标准化建设等产业基

础都有了一定突破ꎬ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ꎮ
第一ꎬ缺乏系统完备的采集规范ꎮ 采集方式

不科学ꎬ无序采集、乱采和滥采ꎮ 受经济效益的驱

使ꎬ群众无视野生食用菌的资源可持续对野生食

用菌的采集简单粗放ꎬ采集童菌、破坏菌丝和野生

食用菌生长环境ꎬ严重影响野生食用菌产量及质

量的可持续ꎮ 据有关人士介绍ꎬ２００９ 年怒江贡山

的块菌(松露)产量为 １２ ~ １５ ｔꎬ而 ２０１７ 年已经骤

降为 １ ｔ 左右ꎬ可谓是断崖式下降(张良和张黎ꎬ
２０１９)ꎮ 同样ꎬ松口蘑主产区香格里拉 ２０１９ 年城

区松口蘑市场销售量为 ７００ ｔꎬ２０２０ 年为 ７５０ ｔꎬ
２０２１ 年降至 ４５０ ｔꎮ

第二ꎬ产业链短、附加值低ꎮ 目前ꎬ云南野生

食用菌产业主要以鲜货及干制品为主ꎬ如松口蘑

有鲜品、冷藏(冷冻)、盐水三种产业类型ꎬ产业链

短ꎮ 同 时 缺 乏 有 效 的 深 加 工ꎬ 如 背 柄 紫 灵 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灵芝(Ｇ. ｌｕｃｉｄｕｍ)具有养心

安神、滋肝健脾等药用价值ꎬ松口蘑具有防癌抗癌

的作用ꎬ但目前各类食药用菌的药用价值未得到

有效开发ꎮ

第三ꎬ缺乏系统完备的产业标准ꎮ 目前ꎬ云南

野生食用菌市场一般根据野生食用菌的大小归类

划分ꎬ不同大小的野生食用菌对应不同价位ꎬ缺少

野生食用菌依赖极强的产地标识ꎮ 并且ꎬ销售的

野生食用菌以鲜品为主ꎬ产品种类单一ꎬ而国际市

场对野生食用菌的需求主要以罐装、盐渍、干品为

主ꎬ这些产品需执行国际标准ꎬ云南乃至国内市场

缺少相应的标准对接ꎮ 此外ꎬ在野生食用菌的运

输环节ꎬ冷链等运输技术及标准缺失ꎬ极可能导致

运输途中对野生食用菌的污染ꎬ破坏其品质ꎻ并且

部分商家可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ꎬ损害消费者权

益ꎮ 这些问题都不利于云南野生食用菌交易市场

规范的确立ꎮ

３　 现有法律政策分析

通过对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及其产业现状与

问题的分析可知ꎬ资源破坏、生物受损、产业发展

不规范等问题严重阻碍了野生食用菌资源生物多

样性保护ꎬ阻碍了野生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完备的规范系统ꎬ需要相关

的规范进行规制监督ꎮ 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
背景下ꎬ云南野生食用菌的采集、销售(包括国际

贸易)、加工运输、培育等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并影

响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ꎬ下文将梳理国家法律、地
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中的相关规定ꎬ并在现

有规范依据基础上探讨野生食用菌资源开发利用

机制的构建ꎮ
３.１ 采集

对野生食用菌的采集ꎬ主要涉及采集证、采集

行为以及与采集相关的资源保护问题ꎮ 我国«野

生植物保护条例»及附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云南省森林条例»以及省内野生食用菌供

应基地出台的法律政策文件对此都有规定ꎮ
３.１.１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野生植物保护条

例»及其附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显示ꎬ
部分野生食用菌ꎬ如冬虫夏草、松口蘑、中华夏块

菌等ꎬ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ꎮ «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规定ꎬ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要有采

集证ꎮ 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放采集证并

抄送有关部门备案ꎮ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采集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时ꎬ应严格遵循采集证确

定的采集数量、种类、地点、方法等内容ꎬ规范开展

０５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采集活动ꎮ 各地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开

展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监督、检查工作ꎬ并将有

关情况及时报告上级部门或机构ꎮ
３.１.２ «云南省森林条例» 　 «云南省森林条例»针

对本省境内丰富的食用菌资源ꎬ作出了专门性规

定:对于林下的食用菌资源ꎬ各级政府应当制定规

划ꎬ采取措施ꎬ加强保护和管理ꎬ合理开发利用食

用菌资源ꎮ 该条例规定采伐林木要有采伐许可

证ꎬ采集高价值野生植物需要采集证ꎬ但野生食用

菌是否属于“高价值”野生植物、可否直接适用该

条款不可知ꎮ 该条例第七章规定了损害林木资源

导致生态损坏后的各类处罚措施ꎬ但对于林下资

源野生食用菌的破坏ꎬ未规定相应责任ꎮ 对此ꎬ我
们建议:云南省可根据境内野生食用菌资源富集

的省情ꎬ比照具有特殊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ꎬ采用

单列的方式明确规定林下野生食用菌的采集等准

入方式ꎬ将野生食用菌的保护和利用从源头上纳

入科学立法轨道ꎬ而不是将其与其他物种资源混

同在一起ꎬ处于法律规制的“灰色地带”ꎮ
３.１.３ 云南省地州野生食用菌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及做法　 云南省内根据野生食用菌资源分布、产
业发展基础等确立了 ７７ 个野生食用菌保育及供

应基地县ꎬ县、州也出台了一些保护野生食用菌资

源的政策性文件ꎮ
２００８ 年ꎬ盛产松口蘑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就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松茸资源保护的通知»ꎮ 该

通知通过规定采集前进行科学采集培训、传授采

集方法ꎬ采集时明确ꎬ禁采童菌ꎬ规范采集工具ꎬ禁
喷药物掺异物ꎬ采集后经营管理ꎬ对不成熟、喷洒

农药的松口蘑予以没收并罚款ꎬ引导和规范农民

采集松口蘑的行为(杨璐敏等ꎬ２０２０)ꎬ构建松口蘑

采集规范体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迪庆藏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采集、出售、收购、运输松茸

童茸和开伞松茸的通告»ꎬ对采集和消费童茸和开

伞野生食用菌的行为予以禁止ꎬ划定采集区、实行

轮采轮休、采后回填ꎬ并要求各地将该通告内容纳

入村规民约ꎬ构建村规民约、行政处罚、刑罚相结

合的处罚体系ꎮ 此外ꎬ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等

地人民政府ꎬ根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ꎬ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颁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
(松茸采集证)ꎬ审批规定采集的数量、范围等事

项ꎬ监管企业在获得许可后的采集行为ꎮ 与此相

类似ꎬ楚雄市人民政府发布«松茸采集办法»地方

标准ꎬ对采集工具、采集大小、采集后科学留种等

进行规范ꎻ制定«楚雄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林下经

济发展的意见»ꎬ提出“大力发展资源保育”ꎬ积极

推广野生食用菌保育技术和措施(楚雄市人民政

府ꎬ２０１９)ꎮ
迪庆藏族自治州、楚雄市等地关于采集野生

食用菌的系列规范对引导民众科学有序采集、监
督管理企业采集具有重要作用ꎮ 在这一方面ꎬ对
兰花品种的保护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做法ꎮ 与野

食用菌过度采集导致濒危、易危类似ꎬ过度采收已

对西双版纳地区兰花品种的多样性造成严重威

胁ꎮ 有学者建议采取行动阻止:针对观赏性兰花ꎬ
制定保护政策ꎬ鼓励国家或私人进行人工育种ꎬ用
于商业用途ꎻ对于野生药用兰花ꎬ建议采取鼓励人

工栽培和自然栖息地栽培相结合的政策ꎬ减少对

野生品种的需求压力(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目前ꎬ
“中国野生兰花之乡”湖北黄冈罗田司法部门对用

短视频直播非法采挖上万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蕙

兰等野生兰草并出售的行为ꎬ以涉嫌危害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罪论处ꎮ 这应引起野生食用菌采集利

用的重视ꎮ 对野生食用菌可采取人工育种和持证

采集的分流分级保护措施ꎮ 一方面ꎬ鼓励人工育

种替补ꎻ另一方面ꎬ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录的名贵菌

种的采集需有采集证ꎬ受主管部门监督ꎬ并设置报

告制度ꎮ 为了更有效地对云南区域范围内各类野

生食用菌的采集行为进行规范ꎬ我们建议通过专

门立法ꎬ专章规定采集相关内容ꎮ 可按照个人与

企业两类主体ꎬ精准设置采集许可证、采集方式、
采集监管等内容ꎬ构建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村规

民约相结合的保护体系ꎮ
３.２ 销售(包括国际贸易)

现阶段ꎬ云南野生食用菌产业以鲜品、干制品

的售卖为主ꎬ相关规范主要有产品销售标准ꎮ 野

生食用菌的销售与其采集密切相关ꎬ仅仅依靠规

范野生食用菌的采集并不能有效禁止经济利益驱

使下的不良采集行为ꎬ尤其是个人采集行为ꎮ 以

销售标准为依据禁止或限制不合格野生食用菌的

流通ꎬ既能保证产品质量ꎬ打造品牌ꎬ又能“倒逼”
规制ꎬ引导采集行为ꎮ
３.２.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ＧＢ ２７６３—２０２１) 　 该标准中的 ＧＢ ２３２００.１５ꎬ
规定了食用菌中农药及相关化学制品残留量的测

定ꎬ将野生食用菌与人工种植食用菌适用同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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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ꎮ 与人工种植的栽培致污不同ꎬ野生食用菌致

污多由采集后加工、运输导致ꎬ并且野生食用菌种

类丰富ꎬ各菌株间的生物特性存在差异ꎬ在标准的

制定上应有所区分(普秋榕和王红漫ꎬ２０１８)ꎮ 同

时ꎬ野生食用菌受污染物限量指标影响较大ꎬ其对

品牌打造有不利影响ꎮ 食品标准影响相关市场发

展ꎬ针对野生食用菌的同一化标准缺乏针对性ꎬ对
于野生和人工培育的食用菌ꎬ应采用区分细致的

标准ꎬ便于其产品监管和市场化发展ꎮ
３.２.２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松茸及其制品»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松茸及其制品»对

松口蘑及其干制品的各类理化指标、农药残留限

量、生产加工卫生等内容作出了规定ꎬ要求松口蘑

及其干制品的产品加工、食用达到相应的标准(云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ꎬ２０２３)ꎮ 食品安全涉及端上

餐桌、送进口中的食物安全性与民众身体健康ꎬ从
来源上对松口蘑的可食用标准加以明确ꎬ可进一

步向上游溯及规范松口蘑的生长、采集及加工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块菌(松露)鲜品质量等级规格»
(ＧＢ / Ｔ ３８６９７—２０２０)对块菌(松露)鲜品的等级

规格等进行规定ꎬ按照直径、重量、成熟度等划分

不同等级的块菌(松露)鲜品ꎮ 不过目前ꎬ«云南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仅就松口蘑鲜品和制品的食

品标准作出规定ꎬ«块菌(松露)鲜品质量等级规

格»也局限于块菌(松露)鲜品的规定ꎬ其他种类的

野生食用菌尚未制定明确标准ꎬ这就亟须加快标

准出台的进程ꎬ细化各类野生食用菌的理化标准、
生产加工卫生要求等内容ꎮ
３.２.３ «云南省食用菌产业技术标准体系» (ＤＢ５３ /
Ｔ ６６０—２０１４)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云南省食用菌产业技术标准体系» ( ＤＢ５３ / Ｔ
６６０—２０１４)ꎬ以野生食用菌和栽培食用菌的技术

基础、产前技术、产中技术、产后技术分别构建标

准体系ꎮ 其中产前技术标准列出牛肝菌、干巴菌

鲜品质量等级规格的制定计划ꎬ但至今相关质量

标准仍未制定出台ꎮ 标准缺失必然导致国内市场

交易无序ꎬ影响大规模产业化发展ꎬ也不利于与国

际对接ꎮ
«出口鲜松茸检验规程» ( ＳＮ / Ｔ ３６９３—２０１３)

规定了出口松口蘑的抽检、检验、检验结果判定、
不合格处置等标准ꎬ并按照六个基础级别划分从

中国云南输往日本的松口蘑级别ꎮ 目前ꎬ羊肚菌、
冬虫夏草、块菌(松露)等主要出口单品的标准缺

失ꎬ影响“云菌”品牌建设ꎮ
３.３ 加工、运输

３.３. １ «食 用 菌 罐 头 质 量 通 则» ( ＧＢ / Ｔ １４１５１—
２０２２) 　 该通则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实施ꎮ 对清水罐

头、调味食用菌罐头、食用菌酱罐头合格品质量标

准进行了规定ꎬ是食用菌产业加工的重要标准ꎬ但
标准未区分人工与野生食用菌、不同菌种的质量

标准ꎬ仅清水罐头部分对蘑菇、香菇、金针菇、草
菇、滑菇、猴头菇制定专门标准ꎮ
３.３.２ «云南省食用菌产业技术标准体系» (ＤＢ５３ /
Ｔ ６６０—２０１４) 　 该标准体系列出了牛肝菌速冻

品、松口蘑保鲜品、出口牛肝菌、出口松口蘑、出口

羊肚菌加工环境技术标准的制定目标ꎬ但目前各

项标准仍处于待制定状态ꎮ 生产设备方面提出松

口蘑冻干品生产设备技术条件和从业人员健康技

术标准的制定目标ꎬ也处于待制定状态ꎮ 该标准

体系为相关野生食用菌加工标准提供了制定参

考ꎬ即可从加工工艺、加工环境、生产设备、从业人

员等多维度构建野生食用菌的加工标准体系ꎮ
运输直接关联野生食用菌的销售质量ꎬ完备、

科学的运输体系能减少运输对野生食用菌品质的

影响ꎬ稳定产业品质ꎬ是“云菌”品牌打造不可缺少

的条件ꎮ 该标准体系列出了野生食用菌储运技术

要求、牛肝菌速冻品流通规范等运输技术标准ꎬ但
目前相关标准有待制定ꎮ
３.３.３ «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该意见对云南野生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目标作出

了明确规定:着力打造“云菌”公用品牌ꎬ鼓励产业

标准化发展ꎬ构建食用菌质量可溯源、风险可管控

的安全体系ꎮ 该意见对于云南野生食用菌从加工

到市场化等整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ꎬ
但其中一些具体内容还需法律法规文件加以充

实ꎮ 例如ꎬ野生食用菌的加工以及生产、检验检

测、交易等相关的行业规范ꎬ现阶段还没有完备的

标准与之适配ꎮ
３.４ 培育

３.４.１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作为我国第

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性立法ꎬ该条例从物种

和基因保存的角度ꎬ将云南行政区域内所有“野生

生物物种及其遗传资源”纳入体系化、网络化保护

范畴ꎬ其中包括珍稀的、极小种群的以及云南特有

的某些野生食用菌物种ꎮ 这一条例是野生食用菌

保护法治化的“伞型”立法ꎬ为包括野生食用菌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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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野生生物资源提供了总体性保护ꎮ
３.４.２ «云南省省级作物种质资源圃(库) 管理办

法» 　 该管理办法是云南省为加强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ꎮ 按照该管理办法规

定ꎬ云南作物种质资源圃(库)重点收集保存的对

象包括优异、稀有或者具有地方特色的作物种质ꎬ
各种作物的野生种ꎬ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科学研

究价值的种质资源ꎬ引进的外来优良作物种质等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ꎬ２０２０)ꎮ 很明显ꎬ冬虫夏草、
松口蘑等野生食用菌都属于优异、稀有且具有重

要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种质ꎬ应纳入作物

种质资源圃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云南省发布的«第一批省级作物

种质资源圃»ꎬ其中包括茶树、桑树、热带果树、薯
类、甘蔗、野生稻及药用植物等 １７ 个种质资源圃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ꎬ２０２０)ꎬ却未涵盖野生食用菌

或者野生菌种质资源圃ꎮ

４　 加强完善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

利用的建议

对野生食用菌保护利用的现有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的梳理与分析发现:第一ꎬ就目前的野生食用

菌立法ꎬ野生食用菌主要被置于“特殊价值的野生

植物资源”中ꎬ与其他野生植物资源混同保护ꎻ一
些名贵野生食用菌虽被列入保护名录或者濒危物

种红皮书中ꎬ但依然需要长期保护的具体立法规

定加以支撑ꎮ 野生食用菌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植物ꎬ采集要有采集证ꎬ但目前云南仅有部分地州

出台了采集相关政策法规且主要集中在“方案”
“通知”“倡议”等政策性规范文件的层面ꎻ由于地

域限制、文件层级的限制ꎬ仍会存在保护或规范不

足ꎮ 第二ꎬ销售、加工、运输、培育各阶段都缺乏系

统完备的法律规范和产业标准ꎬ野生食用菌采集

不良、零散销售ꎻ运输、存储不成熟ꎻ培育不足等严

重限制其产业化、可持续化发展ꎮ 第三ꎬ野生食用

菌开发利用具有特殊性、技术性等特征ꎬ产业化需

要一定科学技术的支撑ꎬ行业协会、研究院等相关

组织对其可持续发展利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４.１ 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发展

原则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意见»发布ꎬ强调“要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政策法规ꎬ鼓励各地出台适应本地之需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相关政策制度ꎮ” (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ꎬ２０２１)ꎮ 同时ꎬ«昆

明－蒙特利尔框架»也在建构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出

承诺ꎬ为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开展提供了

契机ꎮ 作为云南生物资源的重要部分ꎬ野生食用

菌开发利用的全面保护亟待开展ꎮ
目前ꎬ野生食用菌资源已经出现过度采集、不

良采集、监督不力的问题ꎬ部分菌种濒危、易危ꎮ
若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对野生食用菌予以保护、
规制野生食用菌资源的无序开发利用ꎬ将威胁野

生食用菌资源的存续ꎬ严重损害云南的生物多样

性ꎮ 因此ꎬ应尽快立法、建立相关标准体系ꎬ并在

此过程中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ꎬ从云南生物

多样性保护、野生食用菌资源可持续的角度出发ꎬ
规范人们对野生食用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采集、
销售行为ꎻ提高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ꎬ保护野生食

用菌生长环境ꎻ加强监督ꎬ对破坏生态和生物多样

性的行为进行打击ꎮ
４.２ 加快野生食用菌产业发展的专门立法

«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对
云南省野生食用菌产业发展作出了宏观规划ꎬ可
以此为契机ꎬ尽快将这一政策文件和发展纲要转

化为法律文件ꎬ制定出面向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

和利用的专门法律法规ꎬ为云南野生食用菌的发

展提供长效制度支持ꎬ使得野生食用菌的采集、销
售等有可依可控的操作规范ꎬ政府部门对野生食

用菌保护利用的监管有可执行的依据ꎬ野生食用

菌以及依托野生食用菌的食用菌培育产业在法治

化轨道上高质量运行ꎮ
迫切需要针对野生食用菌的专门性立法ꎬ而

不能仅仅停留在碎片化的或者混同化的立法状态

中ꎬ也不能只满足于本地的政策性保护ꎮ 应尽快

出台«云南省野生菌资源保护办法»或«食用菌产

业发展条例»ꎬ对野生食用菌保护利用作出全面规

定ꎬ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部分:县级人民政府应当

对野生食用菌资源进行相关调查ꎬ建立野生食用

菌资源档案ꎬ制定重点保护野生食用菌名录ꎻ采集

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食用菌ꎬ应当依法取得采集

许可证(按照个人、企业两套方式ꎬ企业须经许可

获得采集证后才可实施采集行为ꎬ对个人通过通

告和村规民约规范采集行为ꎬ明确采集时间、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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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采集方法等内容ꎬ构建采集证体系)ꎮ 建立

野生食用菌保护区及其保护标志ꎬ保护珍稀野生

食用菌ꎻ采摘野生食用菌不得损坏、携带地下菌

丝ꎬ不携带泥土ꎻ对不同类野生食用菌的采摘时间

和采摘大小要求作出明确规定ꎻ在野生食用菌生

长环境受损时ꎬ采取措施进行恢复ꎻ有关部门应制

定鼓励发展重点野生食用菌研究和推广的产品目

录ꎬ推进科技成果转化ꎻ培育创新型野生食用菌企

业、加大科研院所研究开发力度ꎬ促进野生食用菌

深加工、精加工ꎻ实施生态补偿ꎬ规定其来源和适

用范围ꎻ规定相关国家人员在野生食用菌资源保

护中的法律责任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相关责

任ꎬ包括具体违法情形和相应处罚内容ꎮ
４.３ 建立标准体系ꎬ打造“云菌”品牌

２０２３ 年全国 “两会” 期间ꎬ有人大代表建议

“严密构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食用菌标准体

系”ꎮ 该标准体系是行业制定标准的纲领和框架ꎬ
与国际科技和市场前沿相连接ꎬ是产业标准化工

作的基础ꎮ
在野生食用菌可持续利用机制构建的过程

中ꎬ应尽快推进野生食用菌产业标准体系的建立ꎬ
涵盖采集、销售、加工运输、培育等多方面ꎬ保证野

生食用菌的开发利用一直处于规范、标准、可持续

的状态ꎬ为其物种的生长繁育和最大限度地造福

人类发挥效益ꎮ 可制定不同野生食用菌的分级标

准ꎬ不同的级别对应不同大小和质量的野生食用

菌ꎻ规定统一的大小、质量红线ꎬ红线以下的野生

食用菌禁止或限制采集、销售ꎻ制定、完善野生食

用菌尤其是珍稀野生食用菌的运输标准ꎬ提升运

输技术ꎬ保证野生食用菌的质量ꎮ 构建野生食用

菌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的全

程追溯体系(国务院办公厅ꎬ２０１６)ꎬ监控野生食用

菌的来源ꎬ打击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行为ꎬ保障

野生食用菌的品质ꎮ 除此之外ꎬ也应进一步细化

野生食用菌食用、销售过程中相关的食品标准ꎬ如
野生和人工种植不同的农药物含量等标准ꎬ针对

性保障野生食用菌产业的标准化发展(云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ꎬ２０２０)ꎮ 总之ꎬ只有通过构建全方

位的标准体系ꎬ方能为“云菌”品牌的打造提供坚

实的品质基础ꎬ并依据标准规范采集等资源利用

行为ꎬ实现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最终目的ꎮ

４.４ 强化全产业链科技支撑

野生食用菌的保护与开发利用ꎬ需政府主导、
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ꎬ尤其是各科研院所、专业协

会等的科技支撑ꎮ 一方面ꎬ需要各科研院所加大

研究力度ꎬ加强资源评价、菌种保护ꎬ奠定野生食

用菌保护科技基础ꎻ保育促繁ꎬ促农增收ꎻ精深加

工ꎬ延长产业链ꎮ 另一方面ꎬ各专业协会发挥优

势ꎬ推动野生食用菌产业规范的建设与完善ꎮ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云南农业大学

食用菌研究院等科研团队在野生食用菌的人工驯

化、促繁以及产品技术的研发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张良和张黎ꎬ２０１９)ꎬ在各科研团队的努力下ꎬ羊
肚菌等野生食用菌实现了人工栽培ꎬ促进了资源保

护与产业发展相协调ꎮ «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强化全产业链科技支撑”ꎬ
建设食用菌种质保藏利用体系ꎬ打造包括遗传物质

库、菌种保藏库等在内的“一区一馆五库”ꎬ并不断

加强驯化研究、菌种选育研究(云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ꎬ２０２０)ꎮ 未来ꎬ云南应进一步加大对野生食用

菌的科技投入ꎬ加强资源评价、种质库建立ꎻ提升和

推广野生食用菌保育促繁技术ꎬ努力突破部分野生

食用菌无法人工培育的窘境ꎬ促进科技成果的转

换ꎮ 同时ꎬ针对野生食用菌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的

现实问题ꎬ需进一步开发新产品、深化加工ꎬ挖掘野

生食用菌药用、文化、旅游等附加价值ꎮ
此外ꎬ云南食用菌协会、云南省野生菌保护发

展协会等利用专业知识为云南野生食用菌法律规

范、标准制定作出了突出贡献ꎮ 云南食用菌协会

自成立以来ꎬ充分发挥专业协会优势ꎬ积极开展野

生菌行业调查ꎬ向政府制定行业规划、质量标准ꎮ
近年来ꎬ该协会曾经起草过«云南省野生菌资源保

护办法专家意见稿»ꎻ自 ２０２２ 年始ꎬ还在征集团体

标准工作ꎬ积极参与推进野生食用菌行业标准建

设ꎮ 云南省野生菌保护发展协会积极开展野生食

用菌的科学知识普及和技术传播ꎬ为农户提供技

术指导和咨询服务ꎬ同时积极参与«云南省野生菌

资源保护办法»的制定ꎬ为野生食用菌规制打下专

业、完备的立法基础ꎮ
野生食用菌资源不同于一般植物资源ꎬ其保

护和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特征ꎮ 无论其生

境保护还是人工培育技术抑或是其后相关标准的

制定ꎬ都难以依靠政府自身独立完成ꎬ专业协会及

研究机构的意见非常重要ꎬ值得考虑ꎮ 因此ꎬ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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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下ꎬ加大对协会、研究机构技术研究的资

金和政策支持ꎬ发挥协会、研究机构等对食用菌行

业的自律规范作用ꎬ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长效机制ꎮ

５　 结论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ꎬ
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ꎬ为人类提供了

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健康安全的生态环

境和独特别致的景观文化(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ꎬ２０２１)ꎮ 云南省从 ２００７ 年起正式确立

了“生态立省”的发展战略ꎬ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

的法治建设之路ꎮ 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不断提

升、主动性不断增强的新格局中ꎬ有必要按照«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指出的加

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ꎬ在已有的法规

政策文件基础上ꎬ协同野生菌行业协会、研究院等

专业组织ꎬ为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和产业化发展

专门立法ꎬ加强对野生食用菌采集、食品安全监管

的规范制定ꎻ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野生食用菌产

业发展标准体系ꎬ发挥法律、行业标准的引导规范

作用ꎻ发挥各类组织在野生食用菌产业可持续机

制建立中的技术支持和监督作用ꎬ以实现保护资

源与开发利用的共同推进ꎬ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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