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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灵芝科研究的总结，它系统地描述

了灵芝科真菌98种，分隶4属。研究标本遍布全国。文中详细阐述了灵芝

的宏观和微观特征、生态分布、历史与发展以及分类系统。有分属和分种检

索表。每个种有形态描述、文献引证、解剖图、模式产地、生境、标本产地、世

界分布、研究标本及讨论。部分种有形态照片。

本书可供医药、林业、农业、生物学、真菌学工作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

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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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非维管束孢子植物志，分(oe国海藻志》、(ae国淡水藻志》、《中

国真菌志》、《中国地衣志》及(or国苔藓志》五部分。中国孢子植物志是在系统生物学

原理与方法的指导下对中国孢子植物进行考察、收集和分类的研究成果；是生物多样性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物种保护的重要依据；对人类活动与环境甚至全球变化都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我国孢子植物物种数量、形态特征、生理生化性状、地理分布及

其与人类关系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库；是我国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研究与教学的重要

参考文献。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山河纵横，湖泊星布，海域辽阔，陆生与水生孢子植物资源极

其丰富。中国孢子植物分类工作的发展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陆续出版，必将为我国开发

利用孢子植物资源和促进学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孢子植物分类工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将不断补充、修订

和提高。

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84年10月·北京

：o强气}氲酣瓣瓣；。群倒弼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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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芝科的研究及本书成文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过许多单位及中外专家、教授和同

行的多方帮助。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工作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首先应该感谢周培瑾研究员，是所长基金的资助使我们的工作没有半途而废。感谢

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他们为本卷册的编写提供了部分资助及诸多方

便。感谢徐连旺同志的多年协作。还要特别感谢(按姓氏笔画)庄剑云研究员、余永年

研究员、应建浙研究员、邵立平教授和郑儒永研究员，他们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

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或曾在本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他们赠送标本或代

为采集标本，为标本拍照或电子显微镜照像、绘图，教授电脑操作或协助借阅标本。他

们是：于积厚、马启明、孔华忠、文华安、王芸、王云章、王庆之、王维兴、邓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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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祯、邓祥坤、丛乃广、叶增勇、任玮、刘心祈、刘慎谔、刘鑫源、许瑞祥、吴兴

亮、吴匡时、张东柱、李玉、李永昌、李传孟、李振宇、杜宪平、杨仁根、杨永康、卢

文彪、邱艳、陆桂玲、陈守常、陈体强、陈陆根、陈居伯、周彤橥、周净慈、林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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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年来、黄钟麟、黄朝毫、蒋英、谢兴球、蒙永光、裘维蕃、褚明山、赖光儒、赖

建平、谭天、谭惠慈、魏秉刚。

感谢为我们采集或赠送标本的单位：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河北省

承德医药公司、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武汉大学生

物系、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农垦局生产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西南

林学院。

感谢美国农业部马里兰州Beltsville国家真菌标本馆(BPI)的P．L．Lentz博士、

A．Y．Rossman博士；美国哈佛大学隐花植物Farlow标本馆(FH)的D．H．Pfister博

士；英国皇家植物园(K)D．A．Reid博士；比利时国家植物园(BR)标本馆的A．Bi．

enfait博士、J．Rammeloo博士；荷兰莱顿RIJKSHERBARIUM标本馆(L)的W．

Jnlich博士、G．E．Brinkman博士；挪威奥斯陆大学植物系标本馆(O)的L．Ryvarden

博士；阿根廷的J．E．Wright博士；新西兰的B．Peter博士。他们曾热情的将已定名的

标本或模式标本借给作者参考，对许多种的正确鉴定有很大帮助，纠正了过去对某些种

定名上概念不清和相混淆的重要问题。

同时也衷心感谢L．Ryvarden博士、E．J．H．Comer博士、R．H．Peterse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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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Furtado博士、R．L．Gilbertson博士、A．R．Teixeita博士、D．A．Reid博士、D．

N．Pegler和T．W．K．Young二位博士、J．Rammeloo博士、I．Nuss博士、J．A．

Stalpers博士、J．E．Wright博士、R．伽ali博士。他们都曾热心的赠送给作者许多有
关灵芝科的论文、书籍和其他有关资料。必须提到的是R．L．Steyaert(1980)的遗著

是J．Rammeloo博士赠送的。E．J．H．Corner博士除了赠送他的重要著作外，还将他的

研究经验和工作方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作者。E．Parmasto(1983)博士对《中国灵芝》

一书作了书评。对此，作者均表示诚挚的感谢。



说 明

1．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灵芝科拉丁学名，全部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最新版的

规定进行订正。汉名主要参考《真菌名词与名称》(1986，第二版)和1986年第二届全

国真菌、地衣学大会通过的《汉语学名命名法规》(真菌学报6：61—64，1987)。对于

那些人们常用并熟知种类的汉名仍保留原有的名称，如：紫芝、松杉灵芝等。

2．书中使用的“灵芝”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上“灵芝”可以指灵芝

科任意一个种，狭义上只针对Gan幽ma luc／dum．一个种。

3．本书中引证的标本都经过详细研究。其中少数种类是其他研究者的新种，在这

些新种中有的研究了模式标本，有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借到标本。对于那些作者没有把

握或未能借到模式标本的种，将其列入后面的附录中。
’

4．凡本书中未注明标本来源的标本，都是保藏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

本馆(HMAS)的标本，地名后面的号码即HMAS的标本编号。引证标本都指明产地，

即是国内分布。必须指出的是，书中未收录的省区、市不一定没有所描述种的分布，有

可能是作者未能到达该地区。我国地大物博，未发现的种类和待考察的地区还很多，有

待未来的科学工作者进一步考察研究。

5．世界分布仅明确国家，如：巴西、美国等，由于文献收集等诸多原因，未被收

录的国家不一定没有分布。

6．凡中国的新种只记载“中国”。因为除模式产地外还有未发现的产地。

7．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共参考并引用了八家国内、外标本馆的模式标本和

已定名标本：

广微所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
BPI 美国农业部马里兰州Beltsville国家真菌标本馆

BR 比利时国家植物园标本馆

FH 美国哈佛大学隐花植物Farlow标本馆

K 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

L 荷兰莱顿RUKS}玎三船|ARIUM标本馆
MHSU山西大学真菌标本馆

O 挪威奥斯陆大学植物系标本馆

8．书末的参考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我国作者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9．书末的真菌汉名索引和真菌学名索引中，只列出与本卷册有关的“科”级以下

的真菌中名和学名。

10．本书的完成是对赵继鼎先生的纪念。尽管1995年初开始写作时，赵继鼎先生

已经病危。但，当时的研究工作已基本结束，本书的写作思路及全书的整体框架结构仍

然遵照赵先生的原有风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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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灵芝科是Donk(1948)建立的。

灵芝科是一类大型高等担子菌，它是一个自然分类群，在分类系统上它隶属真菌界
(Kingdom Fungi)，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担子菌纲(Basidiomycetes)，非褶螽目
(Aphyllophorales)。过去曾以属的等级包括在多孔菌科(Polyporaceae)中，由于其担孢
子的特殊形态而被许多科学家承认现在的等级。这一科真菌外部形态构造特异，有——定
的经济价值，在真菌系统演化上有其理论意义，中国古籍中记载丰富，国外也有很兰至多专
家研究这一类群真菌。

根据英国IMI出版的《真菌字典》第八版，承认灵芝目(Ganodermatales)内等
级，并在灵芝目下设灵芝科(Ganodermataeeae)和鸡冠孢芝科(Haddowiaceae)两个’～科
(Hawksworth et a1．，1995)o

经济重要性

灵芝俗称灵芝草，古称瑞草，早在东汉《神农本草经》(1955年版本)中就有赫、
青、黄、白、黑、紫六芝记载并列为上品。灵芝在我国劳动人民中间流传甚广，影Ⅱ角很
深，灵芝科真菌中确有不少种类有一定的医药价值。灵芝和紫芝就是在我国分布广， 医

药价值大的种类，也是古代民间用之已久的中草药。东晋陶弘景日：“今俗所用紫芝，
乃是朽木株上所生，状如木襦，名为紫芝，治疗痔，不宜合诸补丸药也。”

中医药名著，如《神农本草经》(1955年版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耸》
(1955年版本)等均指出，灵芝有“益心气”，“人心生血”，“助心充脉”，“安神”，一益
肺气”，“益脾气”，“补肝气”，“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治耳聋”等功效。 由

此可见灵芝的用途极广，历代医药学家均认为灵芝是滋补强壮、扶正培本的珍贵药‘15晶，

有久服轻身延年之功效。
‘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把灵芝类归于菌类药物，记载有青芝、赤芝、黄芝、 白

芝、黑芝、紫芝六种。对它们的性味，功能分别作了详细的叙述。书中记载：“青芝一
名龙芝 [气味]酸，平，无毒。[主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仁恕。”“赤芝——名

丹芝[气味]苦，平，无毒。[主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黉e芝
一名金芝[气味]甘、平、无毒。[主治]心腹五邪，益脾气，安神，忠信和乐。”一白
芝一名玉芝、素芝[气味]辛，平，无毒。[主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 强
志意，勇悍，安魂”“黑芝一名玄芝[气味]咸，平，无毒，[主治]癃，利水道，整肾
气，通九窍，聪察。”“紫芝一名木芝[气味]甘，温，无毒。[主治]耳聋，利关节，
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并指明“上述六芝久食后会轻身卜不
老，延年神仙。不忘强志。《本草纲目》中附有紫芝丸的配方，认为紫芝丸可以治虚呈劳
短气，胸胁苦伤，手足逆冷，或时烦躁121干，目视疏吭，腹内时痛，不思饮食，安丰杠保



精。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灵芝的特性和疗效早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和研究，这

些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很有价值。

灵芝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为吉祥物，幸福的象征。上至封建王朝的兴衰，下至

登科进第、山川楼阁命名、婚丧嫁娶、生儿育女都以灵芝为吉祥。

现代科学研究(陈若芸，于德泉，1998)的结果表明，从灵芝中分到了160种化合

物，可分为八大类：三萜类、核苷类、呋喃类、甾醇类、生物碱类、多肽和紫芝氨基酸

类、多糖和糖肽类、有机酸和长链烷烃类。药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灵芝类真菌的药理

活性主要表现在11个方面：免疫调节作用、提高机体耐缺氧作用、抗衰老作用、抗氧

化自由基作用、降血糖作用、降压作用、抗过敏作用、抗炎作用、调节核酸和蛋白质的

代谢平衡作用、促进DNA的合成作用和抗放射损伤作用。临床上灵芝对下列疾病有不

同程度的疗效：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肝炎、高血脂症、神经衰弱、肿瘤病的辅助治

疗、白细胞减少症、硬皮病、皮肌炎、红斑狼疮、肌营养不良、肌强直等。

应当提明的是，尽管灵芝确实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绝不是什么“仙草”，更不是

“万能药”。什么“起死回生，长生不老”，只是人们对灵芝的一种夸张的赞美和美好的

愿望。除了我国以外，在日本、韩国、美国各城市的唐人街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均有许多品种用灵芝生产的食品、饮品及保健药品出售。但是，

灵芝作为药用真菌起源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分布在我国的98种灵芝目前只有14种被人们利用。它们有些被用于人工栽培，作

为原材料出口国外或用于国内市场。有些用于发酵生产灵芝的保健药品，有些种用于实

验室开发研究材料，为灵芝造福人类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这些种是：拟鹿角灵芝

(Ganoderma amboinen靶)、树舌灵芝(G．applanatum)、狭长孢灵芝(G．boninense)、

薄盖灵芝(G．capen靶)、硬孔灵芝(G．duropora)、有柄灵芝(G．gibbosum)、层迭

灵芝(G．10b吐tum)、灵芝(G．1ucidum)、无柄灵芝(G．resinaceum)、紫芝(G．

sinense)、密纹薄灵芝(G．tenue)、热带灵芝(G．tropicum)、松杉灵芝(G．tsugae)

和皱盖假芝(Amauroderma rude)。

分类研究的理论基础

分类学是人类用以区分客观世界，从而掌握客观世界的基本学科。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千差万别的。高等担子菌灵芝科仅是其中极微小

的一部分。对于它的分类有两个目的：(1)根据分类结果，正确区分物种并据此发现资

源，充分利用资源；(2)研究它的自然分类系统，说明类群与类群之间，种与种之间的

进化关系，同时还可补充资源的利用。这两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

物种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但在林奈时期人们认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上帝创造

万物”解释了一切物种的来历。拉马克认为物种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人们为了

方便起见而设立的分类单元，至今还有人认为物种是不存在的。怎样使人们相信物种的

存在，就必须从认识具体的物种着手。例如灵芝Ganoderma lucidum和紫芝G．sinense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们就是两个具体物种。前者适居温

带，在中国向北不过吉林省(黑龙江省尚未发现)，向南逐渐演变，到海南省就渐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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