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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束

科普

新探

求鲜的驯化之路

“最近的种植情况怎样？今天通风次数有没达
到？”11月3日，走进三明市农科院食用菌种植基
地，市农科院食用菌所副研究员王圣铕询问近期
巨大口蘑的种植情况。

2018年9月，一丛野生真菌在三明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生态餐厅附近被发现，经形态学判断可能
是巨大口蘑菌株（金福菇），进行ITS序列比对分析
后，确定该菌株为巨大口蘑。因市农科院地处沙县
区琅口社区，它被暂定名为“琅口口蘑”。

经成分检测后发现，“琅口口蘑”所含的谷氨
酸和鲜味氨基酸量远高于其他样品——海带、香
菇、荆西口菇，也就是说，“鲜”是它最突出的特点。

这一份“鲜”让研究人员敏锐地嗅到了该菌种
潜在的商业转化价值，于是抓紧对其进行菌种驯
化。2019年，琅口口蘑先后在市农科院和沙县夏茂
两个地点试种。

“刚开始种时，一个菌种才出几朵小菇，大家
都很着急。”王圣铕说。为了解决产量低的问题，种
出更优质的口蘑，研究员们进行多方学习，最终在
福建农林大学食用菌种植团队的指导下，通过一
系列实验确定了最适合其生长的温度、酸碱度、碳
源、氮源等关键指标。

在原料方面，由于巨大口蘑是一种高温腐生
菌，可以利用秸秆类材料、食用菌废料等作为栽培
原料，为此研究人员专门开发了菌渣栽培琅口口
蘑的技术，将废旧菌包里的木屑混上新木屑，以各
占50％的配比组成口蘑菌袋，实现了生物学转化

率110％。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巨大口蘑的大棚栽培技

术也逐渐成熟。项目实施期间，市农科院组织技
术现场观摩会和新型农民培训，并建立了巨大口
蘑专业技术交流群。新的栽培技术比如爬藤类瓜
果套种、温控设施化栽培，也在开发中。

巨大口蘑不在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目录
中，但可申请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目
前，琅口口蘑已提交申请，2023 年至 2024 年期
间，已在三明、南平、宁德、福州、龙岩地等进
行了多年多点区试。

产品升级创举

解决完菌菇培育和种植的问题，新的问题摆
在研究人员面前——怎么打开巨大口蘑的应用市
场？此时，当地一家企业主动找上门。

沙县潘厨记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百年老企
业，以生产传统豆腐乳为主。近年来随着市面上配
餐小食品类增多，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业绩增长面
临压力。“我们原来做的豆腐乳口味单一，味道比
较重，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吃。”公司负责人潘建
聪说。

了解到企业的需求，负责琅口口蘑种植工作
的市农科院助理研究员罗情情觉察到其中的合作
空间，原来的味道单一是因为常规的豆腐乳靠多
加调料来满足风味的呈现，如今有了以鲜为主打
的琅口口蘑，为什么不能将二者结合，用新鲜口
蘑作为配料，既提高豆腐乳的营养价值，又增添
豆腐乳产品的风味呢？

经过商讨后，双方一拍即合。2021年5月罗
情情和农科院的同事们联合沙县潘厨记食品有
限公司的研发人员投入工作，当年底第一款成
型的口蘑豆腐乳产品制成并进行内部测评。

新年过后，研发团队对口蘑豆腐乳进行了一
系列改良，最终在2022年8月份，由传统豆腐乳
添加巨大口蘑丁而成的一口香口蘑腐乳上市销
售，帮助企业解决了产品单一的生产瓶颈，为口
蘑腐乳这一产品开辟了国内市场销售渠道。

科技特派员同时协助企业制定了口蘑腐乳生
产标准，使得该产品作为一款全新产品上市，仅一
年多就销出了3.5万瓶，企业当年新增利税20万元。

联合研发团队

结合沙县区小吃产业突出的地方特色，联合
研发团队将口蘑融入到了小吃调味配料产品的开
发中，陆续开发出口蘑腐乳、口蘑调味汁、块状
及粉状口蘑酱油等新产品，在带动周边居民就
业、增收致富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针对口蘑腐乳单项产品，联合研发团队研究
用户喜好，在第一代块状口蘑丁添加的基础上新
增了口蘑粉末状添加的品类，以更好地为产品增
添口蘑鲜味。在好品质的加持下，2024 年 8 月 1
日，以口蘑豆腐乳名称申请的发明专利成功获批。

“作为科技特派员，我希望能发挥出科研能
力，更多帮助农户和企业进行道地新品的生产与
销售，这是职业价值的体现，也是成就感的来
源。”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科技特派员坦露
了他们的科技情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很少“下凡”
数量比大熊猫还少

在地球上有记录的1.7万余种蝶类中，最为稀
少珍贵的就是我国特有物种——金斑喙凤蝶。

金斑喙凤蝶为凤蝶科喙凤属，是一种大型凤
蝶，体长 30 毫米左右，翅展约 81 毫米—93 毫
米。其翅上鳞粉闪烁着幽幽绿光，常飞行在有林
山顶的高空，速度很快，姿态优美，也被称为

“梦幻中的蝴蝶”。
金斑喙凤蝶属于亚热带、热带高山物种，栖

息于海拔 1000 米至 2000 米的常绿阔叶林山地，
鲜少到地面进行饮水等活动，因此不易被发现和
捕获。发生在一次邮票设计中的故事，也证明了
它的稀缺。

1961年，我国准备发行一套20种中国蝴蝶的
邮票，根据蝶类专家的意见，其中必须有一枚金斑
喙凤蝶。可邮票图案设计者在国内找不到这种蝶
类的标本，不得不借助外国资料。当时，只有英国
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才有金斑喙凤蝶标本。

直到1984年8月20日，我国科研人员历经艰
辛，才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捕捉到了

一只雄性金斑喙凤蝶标本，从而结束了“国蝶”外
藏的尴尬历史，填补了我国昆虫学研究的一项空
白，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发现金斑喙凤蝶的地方。次
年，又在这一地区捕获一只雌性金斑喙凤蝶标本。
据专家鉴定，那只雄性金斑喙凤蝶，是世界上捕捉
到12只此类蝶中最完美的。

金斑喙凤蝶为什么如此罕见？主要原因还是
分布地区狭窄，在我国，仅分布于海南、广东、福
建、广西等少数地区。因为金斑喙凤蝶珍贵稀少，
所以保护级别也高。1989年，金斑喙凤蝶被列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任何非科研目的
的捕猎交易。1996年，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一年繁殖两代
翩翩飞舞20天

通常，金斑喙凤蝶一年繁殖两代。
“梦幻中的蝴蝶”之美誉，缘于其成虫阶段的

翩飞。在这一阶段，金斑喙凤蝶的美丽姿态表现得
淋漓尽致。然而，如同“昙花一现”，金斑喙凤蝶这
灿烂时光非常短暂，总共20余天。

在一年一个轮回中，成虫的生命期也就20多

天。它既是一个轮回的终点又是起点，自羽化成蝶
后，它们就开始交配产卵，一般先是个别雄蝶出
现，接着雄蝶增多，非常活跃地在空中飞翔，待雌
蝶出现后，双方开始“谈情说爱”，主要方式是雌雄
相互追逐，快速飞向高空。产卵之后，金斑喙凤蝶
便归化大自然了。这仅仅20多天的时间，多发生在
每年的8月前后。产卵是轮回的开始，卵化为越冬
蛹，再孵化为幼虫，就进入翌年的7月，待到8月羽
化成蝶，就又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近年来，我国加强生态保护，有效改善金斑喙
凤蝶栖息环境，成效初显。一方面目击记录的次数
有所增加，尤其是在2022年，发现次数多达6起，
福建、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均有发现，其中，福建
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都是首次监测记录到金斑喙凤蝶。

另一方面，在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继2020年人工首次成功野外放飞2只金斑喙凤蝶
后，2021 年 8 月又成功羽化出 2 只，其中 1 只为雌
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5月，在福建戴云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国首次记录到金斑喙凤蝶
羽化成蝶和产卵的全过程，这对其生态环境的改
善和栖息地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10月28日，三明元溪高速公路项目数
字化梁场的现场，刚刚完成拆模的预制梁被
送至蒸汽养生流水作业区，工作人员通过蒸
养控制系统，连续控制蒸养温度及持续时
间。短短一天便可达到设计强度及弹性模量
相关要求。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三明元溪高速公路A合同段智慧梁
场技术管理人员迟翰超介绍，智慧梁场生产
线设置钢筋绑扎流水作业区、制梁流水作业
区、蒸汽养生流水作业区、智能张拉压浆作业
区、存梁区等4条流水作业区，摒弃了粗放型
的传统梁场管理方式，采用智慧梁场管理系
统，在临建占地面积、生产效率、成本控制、质
量控制等方面优势明显。

智慧梁场采用智能化的监控系统，实时
监测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参数，确保每一道工
序都符合质量标准，引入第三方质量检测机
构进行定期抽检，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

元溪高速项目是福建省高速公路网“六
纵十横”中泉南高速公路的支线，建成后将
缩短三明市区通往宁化县、清流县及江西等
地的距离。

（陈 渴 黄舒祥 郭香花 文/图）

智慧梁场 建设加速

11月5日，泰宁县智慧海事项目技术人
员顺利完成了下坊渡口、醴泉岩渡口、野
趣园码头及风洞大坝4个点位智慧云广播及
视频监控设备的安全调试。至此，金湖航
道沿线 11 个重点点位已全部完成相关布
设，实现了水上安全监管“音画同步”。

这一项目除了在大金湖11个重点码头、
节点布设外，还将金湖25艘营运客船、3艘应
急船舶同步安装上小型云广播音箱，充分利
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进行实时可靠的音
频信息发布、语音对讲寻呼和紧急事件广
播，将智慧云广播、智慧航道、水域交通安全
监控系统融合在一个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
业务协同，大金湖水域海事综合管理更加智
能化。

（李少兰 熊明欢 陈江晴 文/图）

智慧海事 安全水运

三明市农科院一支由7人组成的团队穿梭在种植基地和企业之间，为沙县区的口
蘑产业书写新的发展历史，从野生口蘑的驯化到口蘑豆腐乳的创新研发，他们的每一步
努力都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技术人员调试智慧设备。

科技特派员在种植基地查看土壤栽培和菌
菇

生
长

情
况

。

金斑喙凤蝶
雌蝶（资料图片）

施工现场

道地新道地新品品的科创之路的科创之路
●沙县记者站 薛辰怡

蝴蝶，翩翩起舞于花间，灵动而美丽。如若在蝴蝶内部比美斗艳，“C位”非金斑喙凤蝶
莫属。浓绿的底色上，点缀着亮黄色斑块，让金斑喙凤蝶在蝴蝶家族中独树一帜。

被誉为“国蝶”的金斑喙凤蝶，位列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是我国唯一的国家一级
保护蝶类，野外生存数量稀少，极为罕见，堪称“昆虫界的大熊猫”。

近日，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再次发现金斑喙凤蝶的身影。

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蝶类

金斑喙凤蝶为何罕见
●许焕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