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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

法，通过建设培育棚和配套设施，改善原产区冬

虫夏草的生长环境，引进并培育蝙蝠蛾科昆虫，

幼虫孵化并发育至5龄期及以上后，引进携带冬

虫夏草菌的食料植物，辅以滴灌系统向草甸土壤

中输入冬虫夏草菌菌液，幼虫取食或接触感染后

形成僵虫，于次年生长出冬虫夏草子座，形成冬

虫夏草。同时通过物联网远程监测和监控冬虫夏

草的生长发育状态，采用轮作采收等方式实现可

持续性的冬虫夏草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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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海拔3500‑4500m高寒地区选择阴坡、风力小、降水充足且植被丰富的草甸区域，安

装冬虫夏草培育阳光棚及其配套设施，在秋、冬、春季节对棚内植物及寄主昆虫生长环境形

成保温保护，调控棚内草甸土层温度8‑16℃、相对湿度45‑60%，控制棚内环境相对湿度60‑

80%、环境温度3‑30℃；通过物联网对培育环境实施远程监测、监控和调控，当湿度不足时微

型水泵抽水滴灌和喷洒，保证草甸土层湿度和空气湿度，当温度过高则加强通风，温度低时

则减少通风；

2）第一年5月上旬在棚内补充种植第一批食料植物，包括珠芽蓼、圆穗蓼、黄芪、金露

梅、羊茅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3）第一年5‑7月引进寄主昆虫卵或蛹，采用一种适用于野外的蝙蝠蛾卵孵化装置投放

蝙蝠蛾卵，3个孵化装置/㎡，50‑70粒卵/装置；投放蛹需严加护理至羽化成虫后交配产卵，

每20㎡分别投放雌雄蛹各25‑30头；

4）第一年9月起，实验室内15℃恒温条件下培育第二批的饲料植物，包括珠芽蓼、胡萝

卜中的一种或两种，以添加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培育，使冬虫夏草菌寄生于饲料植物中；

5）第二年6月，将步骤4）的饲料植物采收，保鲜携带至冬虫夏草培育棚内打洞投放，此

时幼虫发育至5龄进入暴食期，大量取食补充的饲料植物，辅以滴灌装置的长式箭头向草甸

土壤层内输送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输送方法为：每分钟施放菌液0.67‑1.00L/m³，每次施

放时间1小时，每隔2‑3天施放一次，连续施放3次；

6）第三年春末夏初，僵虫头部裂开生长出子座，并突破地面形成子实体，实现冬虫夏草

的人工保护培育；

步骤4）和5）中所述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中冬虫夏草菌浓度3.2×106个/mL，还含有

0.1wt.%蜕皮激素、0.50‑1 .50  wt.%氮肥、2.0‑4 .0  wt.%钾肥、0.3‑2.0  wt.%磷肥、0.02‑

0.20  wt.%中量元素肥、0.01  wt.%微量元素肥、0.1‑0.3g/kg复合维生素；所述的冬虫夏草

培育阳光棚，由主体钢铁支架和透光板组合而成，中部设有通风口，通风口外部设有孔径

0.5‑1.0mm的防虫铁丝网，棚外配备风光互补发电装置、监控系统和四周防护围栏；所述的

阳光棚配套设施，包含蓄水装置、加湿装置、数据监测系统、物联网系统、植物生长灯、害虫

诱杀装置、定时装置；所述加湿装置，使用15‑25cm长的滴灌箭头，使用时箭头刺进草甸土

层，4支/㎡，夏季箭头位于10‑15cm深处，秋冬春三季使箭头刺进草甸土层15cm以下，主要进

行草甸土层的保湿，在幼虫发育至5龄期及以上时，通过加湿管道和箭头向土层内输送冬虫

夏草菌菌液和保湿，为侵染成草提供菌源和适宜环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光互补

发电装置，包含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产生的电力供基地照明、微型水泵、监

测监控和定时装置系统使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蓄水装

置，通过棚顶斜面收集雨水以及外部水源补充，保持水量充足，内设有微型抽水泵，通过管

道分别连接至各处加湿装置的滴灌箭头和喷头，每30‑40㎡设1个蓄水装置，进水口设有过

滤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适用

于野外的蝙蝠蛾卵孵化装置，上下相连的壳体，壳体的下部开设有卵孵化槽，卵孵化槽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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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网格板，网格板与卵孵化槽的顶部之间形成有卵投放室，通过外力压迫进入草甸土层，

无需打孔或挖开草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物联网系

统，包含携带物联网的无线网络路由器，为监测系统、监控系统和远程控制器提供网络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时装

置，用于控制加湿装置、害虫诱杀装置和植物生长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631191 B

3



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冬虫夏草培育的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冬虫夏草是我国特产珍稀中药，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高寒

草甸地区。冬虫夏草的形成与海拔、植被、温湿度、光照、气压和雨水等关系都很密切，生长

条件非常苛刻，且由于高原生态环境的退化和人为过度采挖，造成冬虫夏草产量大幅下降，

因此开展冬虫夏草人工培育成为冬虫夏草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0003] 自然条件下，蝙蝠蛾幼虫生活在高寒草甸土壤中，对环境气候条件要求苛刻，长时

间的冻土层下生存导致幼虫发育缓慢，一般要经历3‑5年才能生长成为5‑6龄的幼虫，同时

产地区域草场植被容易受到牛、马的踩踏及其他生物的入侵，不利于区域内寄主昆虫的食

料植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寄主幼虫食料不足。人工规模化饲养过程中为模拟冬虫夏草野生

环境，需要采用大量的制冷设备、建设保温性能良好的饲养室、模拟产地的温湿度等条件，

饲养基质和幼虫饲料大量采集耗费人力、财力，局限性较大；同时人工饲养过程中幼虫化蛹

化蛹率和蛹羽化率低，因此，利用原产区适宜的气候条件，实施人工保温保湿，开展冬虫夏

草寄主昆虫繁殖和冬虫夏草培育，提高寄主昆虫存活率及侵染成草率，不仅有利于实现冬

虫夏草资源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节约成本、提高牧民收入。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原产区培育冬虫夏草的方

法，通过建设培育棚和配套设施，改善原产区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引进并培育蝙蝠蛾科昆

虫，幼虫孵化并发育至5龄期后，引进携带冬虫夏草菌的食料植物，辅以滴灌系统向草甸土

壤中输入冬虫夏草菌菌液，幼虫接触感染后形成僵虫，于次年生长出冬虫夏草子座，形成冬

虫夏草。同时通过物联网监测和监控冬虫夏草的生长发育状态，采用轮作采收等方式实现

可持续性的冬虫夏草培育。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在高寒原产区海拔3500‑4500m，曾经或现在有冬虫夏草生长的高寒草甸区

域，利用原产地适宜的气候条件，建立包含温室阳光棚、蓄水装置、加湿装置、风光互补发电

装置、监控监测系统、物联网系统以及四周围栏的冬虫夏草培育基地，棚内通风口设防护设

施以减少寄主昆虫的天敌生物入侵并防止羽化成虫逃逸。通过物联网系统可以监测监控食

料植物生长状态以及冬虫夏草生长状态，根据实际需求控制通风、补光和加湿等设备装置，

实现远程实时监测或远程控制棚内环境条件。采用定时装置控制植物生长、微型水泵、通风

口大小和害虫诱杀装置。

[0007] 具体采用以下方法：

[0008] 1）在海拔3500‑4500m高寒地区选择阴坡、风力小、降水充足且植被丰富的草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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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安装冬虫夏草培育阳光棚及其配套设施，在秋、冬、春季节对棚内植物及寄主昆虫生长

环境形成保温保护，控制棚内草甸土层温度8‑16℃、相对湿度45‑60%，空气相对湿度60‑

80%、空气温度3‑30℃；通过物联网对培育环境实施远程监测、监控和调控，当湿度不足时微

型水泵抽水滴灌和喷洒，保证草甸土层湿度和空气湿度，当温度过高则加强通风，温度低时

则减少通风；

[0009] 2）第一年5月上旬在棚内补充种植第一批食料植物，包括珠芽蓼、圆穗蓼、黄芪、金

露梅、羊茅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0010] 3）第一年5‑7月引进寄主昆虫卵或蛹，采用一种适用于野外的蝙蝠蛾卵孵化装置

投放卵，3个孵化装置/㎡，50‑70粒卵/装置，棚内投放蛹时需要严加护理至羽化成虫后交配

产卵，每20㎡分别投放雌雄蛹各25‑30头；

[0011] 4）第一年9月起，实验室内15℃恒温条件下培育第二批的饲料植物，包括珠芽蓼、

胡萝卜中的一种或两种，以添加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培育，使冬虫夏草菌寄生于饲料植物

中；

[0012] 5）第二年6月，将步骤4）的饲料植物采收，保鲜携带至冬虫夏草培育棚内打洞投

放，此时幼虫发育至5龄进入暴食期，大量取食补充的饲料植物，辅以滴灌装置的长式箭头

向草甸土壤层内输送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输送方法为：每分钟施放菌液0.67‑1.00L/m³，

每次施放时间1小时，每隔2‑3天施放一次，连续施放3次；通过促进幼虫蜕皮，提高冬虫夏草

菌侵染寄主昆虫幼虫的几率，幼虫感染后逐步形成僵虫；

[0013] 6）第三年春末夏初，僵虫头部裂开生长出子座，并突破地面形成子实体，实现冬虫

夏草的人工保护培育。

[0014] 步骤4）和5）中所述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中冬虫夏草菌浓度3.2×106个/mL，还含

有0.1wt.%蜕皮激素、、0.50‑1.50  wt.%氮肥、2.0‑4.0  wt.%钾肥、0.3‑2.0  wt.%磷肥、0.02‑

0.20  wt.%中量元素肥、0.01  wt.%微量元素肥、0.1‑0.3g/kg复合维生素。

[0015] 所述的冬虫夏草培育阳光棚，由主体钢铁支架和透光板组合而成，中部设有通风

口，通风口外部设有孔径0.5‑1.0mm的防虫铁丝网，棚外配备风光互补发电装置、监控系统

和四周防护围栏；所述的阳光棚配套设施，包含蓄水装置、加湿装置、数据监测系统、物联网

系统、植物生长灯、害虫诱杀装置、定时装置。

[0016] 所述风光互补发电装置，包含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产生的电力供

基地照明、微型水泵、监测监控和定时装置系统使用。

[0017] 所述的蓄水装置，通过棚顶斜面收集雨水以及外部水源补充，保持水量充足，内设

有微型抽水泵，通过管道分别连接至各处加湿装置的滴灌箭头和喷头，每30‑40㎡设1个蓄

水装置，进水口设有过滤装置。

[0018] 所述一种适用于野外的蝙蝠蛾卵孵化装置，上下相连的壳体，壳体的下部开设有

卵孵化槽，卵孵化槽内连接有网格板，网格板与卵孵化槽的顶部之间形成有卵投放室，通过

外力压迫进入草甸土层，无需打孔或挖开草皮。

[0019] 所述加湿装置，使用15‑25cm长的滴灌箭头，使用时箭头刺进草甸土层，4支/㎡，夏

季箭头位于10‑15cm深处，秋冬春三季使箭头刺进草甸土层15cm以下，主要进行草甸土层的

保湿，在幼虫发育至5龄期及以上时，通过加湿管道和箭头向土层内输送冬虫夏草菌的营养

液和保湿，为侵染成草提供菌源和适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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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所述物联网系统，包含携带物联网的无线网络路由器，为监测系统、监控系统和远

程控制器提供网络连接。

[0021] 所述定时装置，用于控制加湿装置、害虫诱杀装置和植物生长灯。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3] 阳光棚在低温季节可以为棚内提供增温条件，尤其在冬季，通过减少天敌生物、保

温、加湿和植物生长灯补光可以保持棚内的食料植物在各个季节甚至夜间正常生长，为土

层中的寄主幼虫提供充足的食料，同时改善冬虫夏草及其寄主昆虫的生长环境，引进投放

卵或棚内投放蛹，卵孵化成幼虫后进入草甸土层生长发育，通过保温、加湿等人工保护，提

高野生蝙蝠蛾幼虫数量和存活率，幼虫发育至5龄及以上后，投放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培养

获得的饲料植物作为幼虫食料，辅以加湿滴灌方式向草甸土土层内输送菌源（含0.1wt%蜕

皮激素），促进幼虫蜕皮，增加冬虫夏草菌侵染幼虫的几率，幼虫感染后逐步形成僵虫，最终

发育出子实体并突破土层形成冬虫夏草。实施区域轮作方式，分区、分时引进投放、栽培管

理和合理采收，实现野外条件下的冬虫夏草的可持续性人工保护培植和产量提高。

[0024] 采用双重保险施放菌源。即通过补充投放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培养的食料和输入

冬虫夏草菌液，同时添加了蜕皮激素，促进幼虫蜕皮，而幼虫蜕皮期间抵抗力相对较弱，有

利于冬虫夏草菌的侵染，增加僵虫获得率和出草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 为本申请技术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1.  选址和建设

[0027] 在川藏高原海拔4300m高寒地区选择阴坡、风力小、降水充足且植被丰富的草甸区

域，建设围栏培育棚（顶部铺设细铁丝网）CK1，冬虫夏草培育阳光棚3组T1‑T3，由主体钢铁

支架和透光板组合而成，中部设有通风口，通风口外部设有孔径0.5mm的防虫铁丝网，防止

外部天敌生物进入，也防止羽化后的成虫外逃。通过物联网对培育环境实施远程监测、监控

和调控，当湿度不足时微型水泵抽水滴灌和喷洒，保证草甸土层湿度和空气湿度，当温度过

高则加强通风，温度低时则减少通风；

[0028] 棚外配备风光互补发电装置、监控系统，四周设有防护围栏。棚内配套蓄水装置、

加湿装置、数据监测系统、物联网络系统、植物生长灯、害虫诱杀装置、定时装置等设施。所

述物联网系统，包含携带物联网的无线网络路由器，为监测系统、监控系统和远程控制器提

供网络连接。

[0029] 所述风光互补系统产生的电力供基地照明、微型水泵、监测监控和定时装置等系

统使用。

[0030] 所述定时装置，用于控制加湿装置、害虫诱杀装置（包括黑光灯和紫外杀虫灯）和

植物生长灯等，在非蝙蝠蛾羽化期的黄昏期间使用。

[0031] 所述的蓄水装置，通过棚顶斜面收集雨水以及外部水源补充，保持水量充足，内设

有微型抽水泵，通过管道分别连接至各处加湿装置的滴灌箭头和喷头，每35㎡设1个蓄水装

置，进水口设有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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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2.  食料植物补充和栽培

[0033] 第一年5月上旬在棚内补充种植食料植物，珠芽蓼、黄芪和羊茅草；每天下午7‑10

点定时开启植物生长灯补光，保持棚内的食料植物在夜间正常生长、促进根系发育。

[0034] 每3d开启滴灌加湿一次，保证草甸土层湿润，利于食料植物生长发育。

[0035] 3. 寄主昆虫引进

[0036] 7月中旬分别在棚1、棚2、棚3、棚4投放授精卵，分别设为CK1、T1、T2、T3，5400粒/

棚，150粒/㎡。采用一种适用于野外的蝙蝠蛾卵孵化装置投放蝙蝠蛾卵，50粒卵/装置，3装

置/㎡；棚2‑4（T1‑3）内草甸土层控制平均温度10℃、相对湿度50%，棚内控制空气相对湿度

70%、温度20℃。

[0037] 4. 冬虫夏草菌源引进

[0038] 第一年9月起，实验室内15℃恒温条件下培育第二批的饲料植物，包括珠芽蓼、胡

萝卜，以添加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进行培育，使冬虫夏草菌寄生于饲料植物中；

[0039] 第二年6月，将寄生有冬虫夏草菌的饲料植物采收，采集虫源地区生长的冬虫夏草

鲜草，鲜草带菌膜和草甸土层，要求虫体和子座完整无伤痕，通过分离培养、低温保藏，并携

带至冬虫夏草培育棚内均匀地打洞投放，此时幼虫发育至5龄进入暴食期，大量取食新补充

的饲料。在棚2、棚3、棚4，辅以滴灌装置的长式箭头向草甸15‑20cm土壤层内输送冬虫夏草

菌的营养液，输送方法为：每分钟施放菌液0.85L/m³，每次施放时间1小时，每隔3天施放一

次，连续施放3次；通过促进幼虫蜕皮，提高冬虫夏草菌侵染寄主昆虫幼虫的几率，幼虫感染

后逐步形成僵虫；

[0040] 所述冬虫夏草菌的营养液中冬虫夏草菌浓度3.2×106个/mL，还含有0.1wt.%蜕皮

激素、0.1  wt.%氮肥、3.0  wt.%钾肥、1wt.%磷肥、0.1  wt.%中量元素肥、0.01  wt.%微量元素

肥、0.2g/kg复合维生素。

[0041] 于11月调查僵化幼虫数量并作统计。

[0042] 5.  环境条件控制

[0043] 控制棚内草甸土层平均温度8‑10℃、相对湿度45‑60%，空气相对湿度60‑80%、温度

3‑20℃，第三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中上旬僵虫头部裂开形成子座后，突破地面形成冬虫夏草

子实体。

[0044] 6. 冬虫夏草采收

[0045] 第三年4月中下旬采集收获冬虫夏草平均数量详见表1，由表1可知，棚内处理幼虫

的存活率、僵虫获得率和出草率均要明显高于棚外处理，而棚2、棚3、棚4处理中，幼虫的存

活率、僵虫获得率和出草率均要明显高于棚1处理。

[0046] 冬虫夏草生长出地面后，采集子座2‑3cm的冬虫夏草，以采集2/3的冬虫夏草为采

收标准，其余留在原地作子囊孢子弹射，作为下一批次侵染幼虫的菌源。

[0047] 表1  原产区冬虫夏草培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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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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