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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菌丝体材料的产品化设计实践，探索其设计原则与设计思路。方法 介绍菌丝体材料的特

性并根据特性分析材料的可应用范围，阐述菌丝体材料的产品化现状及价值，并以材料驱动设计和可持续

设计中的产品生命周期原则为理论依据，提出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原则及设计思路。结论 总结出菌丝

体材料产品化设计三原则，分别是材料的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产品的功能性与美观性兼具原则、创新产品

的多样性原则，设计思路包括：认知菌丝体材料的特性；提出菌丝体材料的愿景；进行菌丝体材料的加

工；测试菌丝体产品的功能；设计菌丝体产品的应用；探索菌丝体产品的可持续性。根据此原则与思路完

成菌丝体板材设计，为今后的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提供指导。菌丝体材料的产品化设计既可以拓展菌

丝体材料的应用范围，规范菌丝体材料的设计流程，又能实现菌丝体材料的可持续性创新发展，为社会

带来深远的环境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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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of Mycelium Materials 

LIU Lan-yu, ZHENG Gang-qiang, ZHOU Qi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design ideas of mycelium materials through practical 

product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ycelium materials were introduced. The applicable range of the materials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productization status and value of mycelium materials were expound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duct life cycle in material driving design and sustainable desig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princi-

ples and ideas for the product design of mycelium materials were proposed.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for product design of 

mycelium materials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ity and aesthetics of products, and the principle of diversity of innovative products. The design ideas include: 

recognizing properties of mycelium materials; proposing the vision of mycelium materials; processing mycelium materials; 

testing the function of mycelium products; designing the application of mycelium products; and exploring the sustainabil-

ity of mycelium products. The bacterial plate design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se principles and ideas,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of bacteria material products in the future. The product design of mycelium material can both ex-

pa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mycelium materials, standardize the design of mycelium material,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ycelium materials, and bring a deeper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value for the society. 

KEY WORDS: mycelium material; product desig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novative design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地球上

日益匮乏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过度开采和使用

的需求，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便是新材料的开发

和利用。其中菌丝体材料因其具备纯天然、可再生、

可降解、易塑形等特性，在资源日益匮乏的当今，对

其的研究具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再利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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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领域，基于菌丝体材料所进行的尝试性设计在

不断实施，菌丝体材料作为一种生物可降解材料，已

经初步运用在少量的日常用品中。然而，这种产品的

应用往往是试验性的且没有被大规模开发，相关产品

的设计范围较窄。本研究将探究如何使设计在菌丝体

材料产品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为菌丝体材料的

产品化设计提供系统的指导，以促进菌丝体产品多元

化、规模化、可持续性的生产与应用。 

1  菌丝体材料概述 

1.1  菌丝体材料的特性 

菌丝是由孢子经过不断生长 终形成的丝状或

管状的菌体。多个单核菌丝持续生长后互相接触和沟

通融合后形成双核菌丝体[1]。菌丝体和其自身的生长

基质组合在一起的繁殖材料叫菌种，菌种和谷物或者

木屑等附着物在模具中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形成菌丝

体材料。近年来，对于菌丝体材料特性的研究在不断

增加，菌丝体材料的可再生、抗压性、强度大、可降

解、易塑形等优势越来越受到学术和商业的关注。菌 

 

丝体材料的特性及行业应用瞻望分析，见表 1。 

1.2  菌丝体材料的应用现状 

菌丝体材料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可再生、塑形性

好的绿色材料，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通过在

特定环境下的塑形以及烘干等生产制备步骤，菌丝体

材料 终能够形成具有特定形状和功能的菌丝体产

品。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不同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

推 出 了 少 量 基 于 菌 丝 体 材 料 的 概 念 性 产 品 ， 如

MycoWorks 公司将菌丝体材料加工为皮革的替代品，

并制成时装在纽约时装周上展出；Ecovative Design

公司创造的菌丝砖被当作建筑材料用于纽约现代艺

术博物馆；产品设计师 Danielle Trofe 以菌丝体材料

制成了台灯和花盆等。由此可见，菌丝体材料与设计

相结合形成的菌丝体产品可以应用于不同领域，并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经调研发现，虽然菌丝体材料在

产品包装、建筑、家具等行业中的应用有着无限的潜

能，但这种潜能始终未能得到深度开发和规模化生产。

在中国，虽然近年来生物基材料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但菌丝体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5]。 

 

表 1  菌丝体材料的特性及行业应用瞻望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mycelium materials and prospect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材料特性 性能描述 行业瞻望 

力学性能 菌丝体材料抗压强度与聚苯乙烯材料近似，说

明其具有良好的抗压性、回弹性[2-3] 

建筑行业、家装、办公装饰、家具、交通工具（汽车

内饰材料）、海洋工程、包装、面料（服装，鞋，包）

隔音性 菌丝体板吸收率高达 75%，非常有希望取代传

统的泡沫隔音板[4] 

建筑行业、家装（地板、隔音板）、办公装饰、交通

工具（汽车内饰材料） 

阻燃性 真菌菌丝体本身不可燃，甚至可以直接承受火

焰烧灼，是一种良好的天然阻燃材料 

建筑行业、家装，办公装饰、交通工具（汽车内饰材

料）、海洋工程 

可塑性 菌种和谷物或者木屑等附着物在模具中生长到

一定阶段后形成菌丝体材料。 

娱教行业（DIY 科普）文创产品（手机壳、饰品、

识别性文化用品）面料（服装，包）个性化定制行业

天然可降解性 得到的产品经使用废弃后可以直接作为家庭堆

肥，30 天就能完全降解。 

包装、建筑行业、儿童玩具行业 

 

1.3  菌丝体材料产品化的价值 

菌丝体作为一种可生物降解且坚固的材料，满足

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绿色生活的需求。在制造方面，菌

丝体可以生长为任何形状，这种精准的塑形能力有利

于消除制造过程中的浪费并提高生产效率，且菌丝体

材料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使其有着广泛的应用可能性。

除此之外，用于生产菌丝体材料的原料丰富、可持续

且价格低廉，如农场废弃物和家用食品废弃物等。因

此，基于菌丝体材料的产品化设计与实践，可以将菌

丝体材料的设计属性与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通过

多种形式的创新传达绿色低碳、纯真质朴的生活理

念，这一理念是拓展菌丝体材料运用、提升产品多样

性的有效手段。 

2  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原则 

1）材料的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可持续设计要求从

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以满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6]。菌丝体材料本身属于可再生资源、可循环材料，

因此在材料的生产、使用、废弃、再生循环过程中应与

生态环境相协调，减少环境污染或不污染环境。美国的

克利夫兰工作室预计开发的菌丝体建筑，见图 1。与传

统的建筑不同，该建筑旨在解决贫困灾区的住房危机，

通过将建筑垃圾分解成纸浆并将其与菌丝体混合，然后

塑形压缩形成一种新的菌丝体建筑材料，这种菌丝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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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菌丝体建筑结构 
Fig.1 Building structure of mycelium 

 
料可以切成砖块在灾区建造临时房屋，从而将废物转化

为一种可持续的建筑材料。因此，在以菌丝体材料为基

础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应注重可持续和环保意识，设

计师需考虑菌丝体产品的环境属性（废料转化性、可拆

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重点

利用材料的废料转化性和可回收再利用性进行设计。 

2）产品的功能性与美观性兼具原则。菌丝体产品

的设计过程中应以功能为核心，同时考虑产品的美观

性。现代产品设计需以人为本，符合人体工学，鲜明

地体现出产品的功能及特性，如舒适、便捷、耐用等

特点[7]，如今 常见的菌丝体产品商用形式为包装设

计，见图 2。由于菌丝体材料具有重量轻、易于成型

和生产等优势，加工制造出的菌丝体包装可代替塑料

包装，也可表达出回归自然的淳朴之美。菌丝体产品

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菌丝体材料的特性，如抗压强、

强度大、易塑形、耐磨等特点。在美观性上，菌丝体

材料表面自然原始，且通过染色等工艺可以有利于设

计师根据其设计理念，赋予菌丝体产品不同的肌理与

视觉体验。 
 

  
 

图 2  菌丝体产品包装设计 
Fig.2 Packaging design of mycelium product 

 

3）创新产品的多样性原则。菌丝体作为一种创

新生物材料，现阶段所涉及的产品种类较少。因此在

菌丝体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创

新或对单一产品进行多场景应用来实现产品的多样

性，如根据菌丝体材料的特性、形态、颜色、多场景

应用、加工工艺等要素结合用户需求进行设计，为用

户提供彻底的产品创新体验。德国著名的弗劳恩霍夫

研究所制作的菌丝体 3D 打印机，可以实现将菌丝体

作为粘合有机废物的活胶来构造多样的产品造型，一

旦菌丝体完全成熟并干燥，就可以形成结构稳定的产 
 

品，见图 3。通过这种创新的加工工艺方式为菌丝体

产品提供了更大的设计自由度和设计范围。因此需要

在明确功能形式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手段对菌丝体材

料进行多方位创新，尝试推出多样化的菌丝体产品，

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而实现生物材料

和设计的共创式发展。 
 

 
 

图 3  菌丝体 3D 打印机 
Fig.3 3D printer of mycelium 

 

3  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思路 

根据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Karana 等 [8]提出

的——材料驱动设计方法（Material Driven Design）的

四个主要行为：理解材料、创作材料体验愿景、展示材

料体验模式、设计材料/产品概念，同时根据可持续设

计中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原则[9]，即

关注产品从开发到废弃的全过程——设计、制造、使用、

维护、回收、废弃，并结合菌丝体材料的特性将上述理

论进行整合与发展，提出一套以充分挖掘菌丝体材料特

性、探索材料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

计思路。见图 4。 

3.1  认知菌丝体材料的特性 

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的第一步要求设计师了

解菌丝体材料的特性、发展现状、应用领域、加工处

理工艺和影响材料制造的因素等基础知识。在此过程

中需要判断是否基于过往研究进行材料设计，还是根

据产品需求寻求创新，进一步优化菌丝体材料的性能

再进行设计。 

 
 

图 4  菌丝体产品产业化设计思路 
Fig.4 Industrialization design thought of mycelium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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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出菌丝体材料的愿景 

设计师需要通过加工制作来体验菌丝体材料，根据

材料给设计师的第一印象和材料本身的形态和功能特

征进行初步的参与式发散思考，如菌丝体的质朴表面象

征着纯洁与自然。除此之外设计师还需要分析菌丝体产

品的潜在使用者，如用户的年龄、职业背景、受教育程

度等。通过体验与分析，设计师可以选择发展现有的菌

丝体产品领域或拓展未来可应用的领域范围，进而得到

多样的菌丝体产品。 

3.3  进行菌丝体材料的加工 

根据所设计的概念产品分析材料加工及量产的可

能性，选择相应的加工方式，并对生产菌丝体产品的制

造工具及生产流程进行设计，在此过程中设计师需要根

据产品的制造需求，设计出可以得到稳定产品质量的生

长模具，并依据材料的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尽量减少整个

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和废料。 

3.4  测试菌丝体产品的功能 

设计师通过配合其他学科模拟上一阶段中的生产

和制造流程，并验证产品的技术性，从而比较概念产品

与产品模型的匹配程度，在这个阶段中，设计师可能会

根据相关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生产流程，使所测试的概

念产品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量产，还可以邀请目标用

户参与产品体验，并以此为重要依据进行评估，分析产

品的可行性， 终确认产品是否符合预期目标。 

3.5  设计菌丝体产品的应用 

设计师需要根据用户需求将菌丝体产品进行场景

应用，让菌丝体产品在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满

足人们对功能和美学的需求，设计出应用场景及相关

应用范围，在场景应用时应注意产品的多样性原则，尽

可能多地发散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如通过不同的

组装方式来实现更多的应用范围。 

3.6  探索菌丝体产品的可持续性 

为了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需要对菌丝体

产品进行回收设计，设计出适合菌丝体产品的回收方案

与策略，尽可能考虑到该材料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再利

用率，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形成完整的菌丝体

材料生命周期，为用户提供更环保、合理和美好的生活

方式。 

4  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实践 

4.1  菌丝体材料创新实验 

与传统菌丝体和农产品结合的加工方式相比，在菌

类植物生长过程中增加食物废料可以使菌类生长效率

提高 65%[10]。中国是产粮大国，也是人口大国，食物

浪费现象在国内较为普遍。有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每年

浪费的餐饮食物能够满足 3 000~5 000 万人一年的粮食

需求[11]。因此，本研究将浪费的食物（面包）和农作物

废料（秸秆）作为菌丝体材料的生长基底，通过实验观

察菌丝体的生长完整度，并验证这种基底配方对材料生

长是否有加速作用。 

基于过往研究，该实验的生长基底由面包废料、

农作物秸秆废料、水和菌种组成。在实验室需要准备

的材料包括：三级菌种、面包废料、秸秆废料、不同

类型的刀、搅拌机、塑料盒、塑料手套和浓度为 70%

的酒精。接下来用面包刀将面包废料切成 2~3 cm 的

碎片；面包废料碎片在 150 ℃热烘箱中灭菌 30 min；

使用搅拌机研磨灭菌后的面包废料，得到面包废料细

粉；将秸秆废料切成 2~3 cm 的碎段；秸秆废料碎段

在沸水中用大火煮 90 min 后，挤压排干水分。把研

磨好的面包废料、秸秆碎段和三级菌种放入生长器皿

中，并把器皿放置在温度为 25 ℃的保温箱中。此次

实验共设四个对照组，每组实验均以 10 g 三级菌种

为例。实验详细数据见表 2。生长效果图见图 5。 
 

表 2  四组实验数据对比表 
Tab.2 Comparison of four groups of experimental data 

名称 配料/g 
生长皿 

尺寸/cm 

生长环境

℃/天 

菌丝覆

盖率/%

实验 A
秸秆（20） 

菌种（10） 

直径（10） 

高（3） 
25/10 50 

实验 B

秸秆（20） 

菌种（10） 

面包废料（10 g）

直径（10） 

高（3） 
25/10 80 

实验 C

秸秆（20） 

菌种（10） 

面包废料（20）

直径（10） 

高（3） 
25/10 95 

实验 D

秸秆（20） 

菌种（10） 

面包废料（30）

直径（10） 

高（3） 
25/10 90 

 

 
 

图 5  菌丝体生长效果 
Fig.5 Growth effect of mycelium 

 
如实验 C 所示，当面包废料细粉和秸秆废料碎段

的重量比例为 1∶1 的时候，菌丝体生长的速度 快，

成型也相对完整。由于实验过程没有专业的生物材料

专家参与，因此对具体的比例没有更加精确的计算。

实验结果证明在菌丝体生长过程中加入农作物加工

物废料可以加快菌丝体的增长速度，从而提高菌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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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产量，然而农作物加工物比例和农作物废料比例

需要进行更多的精确实验进行验证。根据 Abhijith[12]的

实验研究，菌丝体在 60~125 ℃下烘烤 2 h 可以达到

干燥。因此将菌丝体在 70 ℃通风的烤箱中烘烤 2 h

后得到实验 C 所述的菌丝体材料。 

4.2  菌丝体板创新设计 

利用菌丝体材料可以很好地将低成本的有机废物
转化为美观且具有功能性的环境友好型材料[13]。通过
创新实验发现，加入食物废料可以加快菌丝体的生长，
根据菌丝体材料质朴、原始和紧密的表面形态，以及
其防水、耐用、保温、吸音、可百分之百降解的特征，
得出菌丝体材料符合现代装饰的简约化审美，从而决
定设计适合用于家庭和公共区域的隔音和装饰面板。
该设计创造性地以回收面包和农作物废料中的秸秆废
料为原料，形成一个从基底材料回收、制造培育、场景
应用到报废回收的完整菌丝体材料可持续性设计流程。
该流程按照菌丝材料产品化的设计思路与原则，为今后
的菌丝体产品设计提供了范例。 

随着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加，模块化产品设
计的理念得到不断推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
模块化的产品进行快速组合，以工业化的标准满足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将菌丝体材料设计成单个模
块化且表面带有纹理的正方体面板，规则的正方体外
形可以方便产品运输，减少生产模具的制造成本，简
洁美观，适用于各种空间。产品表面纹理能够通过不
同的组合方式获得更多的造型，见图 6。这种正方形
菌丝体模块产品的尺寸为：四个边长均为 600 mm，
厚度为 40 mm。方形菌丝体模块多模式的组合扩展，
见图 7。 

 

 
 

图 6  方形菌丝体模块产品 
Fig.6 Square mycelium module product 

 

 
 

图 7  菌丝体模块产品组合扩展模式 
Fig.7 Expansion mode of mycelium module product portfolio 

 

4.3  菌丝体材料加工 

4.3.1  制造工具设计 

为了制造出这种造型的菌丝体板，还需对生产工

具进行设计。菌丝体板的成型需要三个工具的共同合

作，首先是与产品的形状直接相关的手动压力机，见

图 8。手动压力机首先成型，然后在成型模具中保持

形状，见图 9。在成型之后，菌丝体板需要通过放置

菌丝体板的货架系统进行统一收纳、干燥，见图 10。

该货架采用抽拉式的设计方式方便操作工人放置、检

查、移动。货架的侧边还设计了便于查看的编号面

板，面板上方的温湿度传感器可以监控房间内的条件

是否符合生长标准，并在必要时发出警告，从而避免

菌丝体在错误环境下生长的风险。这套工具操作使用

简单，对于菌丝体隔音板的生产是必要的。 
 

 
 

图 8  手动压力机 
Fig.8 Manual press tool 

 

 
 

图 9  成型模具 
Fig.9 Forming die 

 
 

图 10  菌丝体板放置货架 
Fig.10 Shelf for mycelium 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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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产品制造流程 

基于过往的研究，菌丝体板由基础材料到 终成

型需要六个步骤。分别是：将面包屑和秸秆废料通过

两个单独的工业研磨机进行研磨；采用高压灭菌器对

研磨后的面包屑和秸秆废料进行灭菌，因为生长过程

中的细菌会导致霉菌扩散，影响菌丝体质量[14]；在混

合器中将第二步制备的材料、菌种与水混合以形成 终

的基底组合物；用手动压力机将基底组合物沉积到生长

模具中；菌丝体在模具中生长十天的时间，为了在 佳

条件下生长，需要控制环境温度范围在 18~25 ℃[15]；

干燥环境下放置两天，终止菌丝体的生长。菌丝体板

的制造过程根据功能的不同分为三个单元：处理单

元、生长单元和干燥单元，见图 11。其中第一步至

第四步发生在处理单元，其中必要的设备有：面包工

业研磨机、稻草工业研磨机、高压灭菌器和工业锥形

混合器，在这一单元进行的是废料加工和基底制备，

由面包废料、秸秆废料、水和菌种混合制成的基底将

转移至生长模具中等待生长成型。第五步发生在生长

单元，菌丝体在受控的模具内生长成需要的产品。

后一步发生在干燥单元，菌丝体板经过干燥以保证失

去活性得到 终产品。 

 

 
 

图 11  模块化生产环境 
Fig.11 Modular production environment 

 
在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过程中，上述根据功能区分

实施模块化生产的菌丝体产品加工模式可以被应用

于不同的菌丝体产品加工中，并成为一种规范性示

例。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操作时加工工具和生长模

具的设计需要根据产品造型的不同而改变。 

4.4  菌丝体板功能测试 

为了验证菌丝体板制作工具和制作流程的可靠

性，在实验室中将菌丝体材料创新设计得出的 佳

基底配比材料放入 3D 打印的制造工具中进行生长，

制造工具的比例进行了缩小（1∶3），缩小后的制造

工具长 200 mm，宽 200 mm，厚 13 mm。再根据制

造工艺步骤 终得到菌丝体功能性测试实验面板，

见图 12。 

 
 

图 12  菌丝体功能性测试实验面板 
Fig.12 Functional test panel of mycelium 

 

从图 12 可以看出，将菌丝体材料创新设计得出

的 佳基底配比材料按照上述制造工艺步骤的要求

进行制作，得到了表面具有半圆形纹理图案的菌丝体

板。这种菌丝体板满足模块化拼接使用的要求，并具

有相当的美观度。接下来对菌丝体功能性测试实验

面板的隔音功能进行测试，该测试设计了三组对比

实验，分别在没有任何挡板、有菌丝体挡板和普通

200 cm*200 cm*13 cm 尺寸隔音板下播放相同的音

频。测试环境，见图 13。经试验发现菌丝体板和普

通隔音板一样具有隔音功能且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

隔音效果更佳，见图 14。 
 

   
 

图 13  隔音功能测试环境 
Fig.13 Test environment of sound insulation function 

 

 
 

图 14  隔音功能测试 
Fig.14 Test of sound insulation function 

 

4.5  菌丝体板场景应用 

成型的菌丝体板既可以当成隔音板产品直接贴

在墙上进行使用，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应用于

家居领域和办公室领域。在只需要相同菌丝体板的情

况下，更大地发挥产品的价值，拓展菌丝体板的市场

应用。基于环保原则，组装材料也源于农产品，挡板

安装系统中使用的连接元件是麻绳，象征菌丝体根部

与其生长的基质之间的牢固结合，用麻绳捆绑菌丝体



202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3 月 

 

板的优点是无需利用机械件或电动工具进行安装，用

户可以根据所提供的安装配件自行安装商品。在实际

应用中考虑采用四种安装方式来搭配菌丝体板在墙

面、天花板、桌面及地面的使用。 

4.5.1  天花板挡板 

天花板挡板的应用适用于嘈杂的公共区域，以吸

收声音并为公共区域提供朴素美观且环保的悬挂装

饰元素。天花板挡板系统由三个并排安装的面板组

成。绳索将面板与直径 30 mm、长度 2 m 的标准榉木

杆相连接，见图 15。 
 

 
 

图 15  天花板挡板 
Fig.15 Ceiling baffle 

 

4.5.2  墙壁面板 

墙壁面板可作为家庭、办公室或工作室的吸音瓷

砖，由天花板挡板系统的相同标准元素组成，这种面

板的悬浮组合结构可以方便用户拆卸和移动。见图 16。 
 

 
 

图 16  墙壁面板 
Fig.16 Wall panel 

 

4.5.3  桌面挡板 

桌面面板的应用可以分割桌面空间，为客户提供

办公隐私环境。在该系统中，面板组装结构由四块边

长 30 mm、长度 65 mm 的方形木板构成，并由直径

8 mm 的木塞连接在一起。为了提升稳固效果，设计

了两个绳索进行支撑，且在支撑脚的底部安装了四个

SBS 夹子，以避免在使用过程中的移动。见图 17。 

4.5.4  地面挡板 

地面面板的应用概念与桌面应用相似，但尺寸更

大，有分割空间和装饰房间的作用。安装使用了方形

截面、边长为 50 mm 的木板，在底部该结构呈现出

与桌子挡板系统相同的支撑脚结构，见图 18。利用

相同的菌丝体面板进行不同的安装和应用过程体现

了整个生产链的可持续性、适用性等概念。 
 

 
 

图 17  桌面挡板 
Fig.17 Desktop baffle 

 

 
 

图 18  地面挡板 
Fig.18 Floor baffle 

 

菌丝体产品的场景应用是连接菌丝体材料和用

户的关键步骤，如上文所设计的菌丝体板应用，其根

据菌丝体产品化原则与思路，将菌丝体的材料特性和

模块化制造相结合，仅改变产品的装配模式来适应更

多的应用场景，从而创新设计出具有多应用范围的实

用性产品。 

4.6  菌丝体板可持续性探索 

当客户决定更换和移除产品时，提供相应的回收

服务：由同一安装公司或本人拆除并将使用过的产品

退回菌丝体工厂，在下一个订单中给予相应的折扣或

直接获得金钱奖励。被拆除的菌丝体板会根据破损程

度的不同被工厂重新加工或转化为肥料进行使用。 

在以菌丝体板为示例的菌丝体材料产品化设计

中，整个材料生命周期从废物的回收处理开始，在此

过程中创新性地加入了食物废物促进菌丝体的生长，

以减少产品制造时间、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在产品

制造过程中利用了模块化的菌丝体产品设计，使产品

开发在设计之初就能大致确定生产成本和制作进度，

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同时有助于产品的规模化生

产[16]。在场景应用过程中，在保证 低模型制造量的

前提下创造了更多的设计方案和使用方法，设计出的

菌丝体装饰功能板，拓展了菌丝体材料的设计领域。

在产品制备过程中，对制造区域进行功能性划分，这

种加工区域划分方案和流程规范可以促进菌丝体产

品低成本规模化生产与应用，为其他类别的菌丝体产

品制造提供了参考。 终形成集材料创新生产、规模

化工厂制造、模块化产品设计与产品回收再利用于一

体的可持续创新菌丝体产品设计，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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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菌丝体板可持续性流程 
Fig.19 Sustainability process of mycelium plates 

 

5  结语 

在注重环保和资源高效节约利用的未来，设计

赋能的地位将不断提高。通过设计协作、设计增值

以及设计驱动的模式，将设计赋能菌丝体材料的产

品化设计，不但能够实现菌丝体产品商业价值增值

的目标，而且能够实现菌丝体材料的可持续性发展。

本研究建立在材料驱动设计和可持续性设计思维的

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菌丝体材料更广泛的应用

办法，为菌丝体材料的产品化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思

路与指导性意见。后续研究可以综合材料学科、工

程学科、生物学科等多学科协同推动菌丝体材料的

研发和应用，为菌丝体材料产品化提供更全面的发

展指导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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