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

●■■■■■●■■■十 ，1■■-'●●■■●■■●■■●-!

墼



安徽经，济植物志
安徽经济植物志增修编写办公室

安徽省人民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

。

1‘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0 ．⋯



封面设计。右谷风拿前啦

^ 舢，：’”
1’’ -‘嘶：1。

。i之，《!
≯0
鹩I一

茂?’
r●

．．ii孽

‘j一．；：．．一j’一

■_?
l鼋÷

曩：
‘。』

d≯

‘刍

．．“。■
：t、．．一

‘＼。”』I

I 安徽经济檀物意 。
。：’

上册，

安徽经济植物志增修编写办公宣

安徽省人民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

h ● 、

安■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合肥市跃进路1号) j

安徽省滁州报社印嗣厂印尉

开本1787x10．9，2 1／16印张：51．s插页：8字数：1．,155,．000

199D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单刷；二

定价：精装工2元．平装1，无

统一书号：ISBN 7—5337-0184—5／Z·32

：：
一

}j
．一

_

i．j●●■■



安徽经济植物I、志一j

上， 册
。

、，i’j：

增修编写人员：(以姓氏笔戈IJ为序)

。。

米泰岩李成岐厨翰儒 钱啸疣=。
．

．‘ ．

’
’

?

， ，

jj

审稿人员：臣丕习左大勋周太炎．
“

．
i，：． 一．

编 辑：李成岐-董培欣， ‘。o。}‘、_
l

，

增修编写工作负责人员： ，sO, cj ：?：

r 、。

1匡i亘李荫堂王一明李成岐．



前·． 言
’：，．⋯‘．’

7
j?’， ，7

．． ．．．-农安徽经济植物志》是一部资源植物综合利用书。它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安徽省副

存．省长杨纪珂和原副省长胡坦等领导同志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组织一批教授、专家和科技人

_员J在过去《安徽经济植物志》初稿基础上增修编写而成的。本志吸收了新近的科研精华，

．o、丰富了内容。新增进资源植物600多种，并对植物形态方面作了全面考证，各科及种的特征也

j重新进行了描述。插图除保留部分初稿原有的以外，大部分系重新绘制或借自‘中国植物志'，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书。同时，对植物的化学成分也作了严密考证和补充，尤其是对用
一

途部分增编较为详细。 一。
。

，

：；

．’， 安徽的植物种类繁多，资源植物丰富。本志收入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1931种(其中附图
． 1538幅)，包括藻类，菌类、苔藓、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按用途分，有用材树 i

：·种348种，药用植物1300种，绿化观赏植物650种，纤维植物280种，淀粉植物190种?栲胶植 ‘!

、

物180种，芳香油植物190种，脂肪油植物310种，果品植物110种，蔬菜植物(含食用菌)

t： 180种，。农药植物270种，饲料植物(含水生植物)350种，环保植物200种，树脂树胶植物

．， 32种，绿肥植物80种，特，稀、危植物43种，其他用途植物300种。本志分上，下两册，约
“

一 210万字，-内容丰富，用途较广，图文并茂，附有部分彩图。适用于农林牧副渔，医药卫生，

．．，轻工化工．-粮油食品(含饮料)，供销商贸、园林环保，工程建筑，科研和教育等部门。

一《安徽经济植物志》初稿，是在内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写成的。当时，按照周总

理的指示，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安徽省野生植物综合利用委员会，负责全省植物资源普查工

作，组织有关大专院校师生、省直机关和各地的科技人员及业务骨干，在中国科学院南京中

山植物园的技术指导下，对全省植物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先后有几千人参加这项工作，采集了

：植物标本70000多份，搜集了丰富的植物综合利用资料。在此基础上，由钱啸虎，米泰岩，周

’： 翰儒，蒙仁宪、王绍林，陈清奎、朱玉简，吴诗华。李真、李成姨等同志负责编写《安徽经

济植物志'，南京中山植物园鹾幽、左大勋，柳鎏等同志审核了初稿。但因条件的限制， 。
'

、未能正式出版。，
”

：： ．。

4本志初稿的编写工作，得到当时省委财贸部、省科委、商业厅、林业厅、轻工厅、粮食厅、化

工厅、省人民出版社、安徽农学院，安徽大学0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单位人力物力

上的支持，在这次增修编写、出版过程中，又得到省财贸办公室、省供销社科研所、省林业

勘察设计院、省土产公司以及省林业厅、供销社，卫生厅、农牧渔业厅，教育厅，稂油食品

厅、·轻工业厅：医药管理局、环保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还得到北京植物研究所喻德浚I，

吉占和．华南植物园程式君．南京林业大学赵奇僧，安徽农学院李书春，等同志的热情指导，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协助绘制了部分植物图。借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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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Algae

藻类是一群比较原始的低等植物。植物体为单细胞的、群体的或多细胞的个体，无真正

的根，茎，叶的分化，，一般具有光合作用的色素，能进行光合作用，属于自养类型。低等藻

类中，。也有极少数种类是异养的或暂时性异养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低等藻类中的贮存养

分种类和其他性状与后述另一大类群异养的菌类植物相区别。生殖器官一般为单细胞构造。

藻类植物可分蓝藻门，红藻门、隐藻门、甲藻门、褐藻门，金藻门、黄藻门、硅藻门，裸藻门，’

绿藻门和轮藻门等11门。分门的主要依据是它们所含的色素和植物体的形态、构造等。藻类

植物包括蓝藻门，红藻门、褐藻门和绿藻门，已记载的约有10075种(据Grant，1963)，

广布于世界各地。本志收载经济藻类植物7科，8种。其中属于蓝藻门的有念珠藻科2种，隐

藻门的有隐鞭藻科1种，甲藻门的有角藻科1种，金藻门的有黄群藻科1种，黄藻门的有黄丝

藻科1种，硅藻门的有圆筛藻科1种，绿藻门的有小球藻科1种。藻类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具

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藻类具有色素，能够利用太阳光能制造有机物质；藻类光合作

用产生的氧是大气中氧的极其重要来源；有些蓝藻还可以固定大气中的氮，作为农作物的氮

肥，生长在江河湖海、塘堰水库中的浮游藻类，如甲藻、硅藻等，是一些鱼、虾、贝等的天然饲

料。即使那些不直接以藻类为饵料的经济水生动物，但它们所食的浮游动物或其他小型水

生动物，也是直接或间接以藻类为饵料。浮游藻类是水生物食物链的最基础的一环，人们称

为“原初生产"。因此，水体中浮游藻类的丰富程度可以决定鱼或其他经济水生动物的产

量；此外，藻类还可以监测和处理工业废水，化石藻类可帮助分析地层，某些单细胞藻类，

还可以进行人工培养，增加新的食物来源。安徽境内有长江与淮河两大水域横贯其间，沿江

沿淮一带湖泊众多，其中巢湖属于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全省水域面积广大，浮游性淡水藻

类资源丰富，为发展渔业生产，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念珠藻科Nostocaceae

植物体不分枝，藻丝单生，顶端细胞不尖细或有时尖细，具胶鞘，直或有规则地螺旋

形弯曲，或不规则地相互缠绕。鞘明显，粘质，透明或有色，清楚或互相融合，少数种类的

鞘坚固而狭窄。细胞球形或圆柱形，细胞壁收缢或不收缢，内含物均匀或具颗粒I蓝绿色或

其他颜色。异形胞间生或顶生。孢子单生或成串，少数种类具段殖体。

常见有6属。本科常在各种水体及潮湿土表上生长。有的种类有固氮能力，有的可供食

用、饲料用，也有的为家鱼饵料。不少种类在湖泊或池塘中容易造成水花，将水中氧气耗

尽，致使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窒息而死；水花死后，分解放出的物质极毒，是水生动物致死

的另一个原因。1963年起，英国利用杀害藻类的病毒，名叫噬藻体来防治水花，据说有效。

1．螺旋鱼腥藻Anabaena spiroides Kleb． -7

形态特征：植物体漂浮，丝体有规则地螺旋转曲，螺旋宽45—54微米，两旋间距离40一

50微米．细胞球形，直径6．5—8微米．长通常小于宽，具伪空泡。异形胞近球形，直径约7微

。 ’

l



’1． 曩旋鱼腥藻

不易消化。

2．地木耳(普通念珠藻)．

Nostoc commune Vauch．

地方名。地蛋皮，地皮菜(全省

通称)。 ‘

，。形态特征s幼植物球形，成熟后

扩展成皱褶片状，有时不规则裂开’

宽可达数厘米，蓝绿色，褐绿色，黄

来。孢子球形，后为长形，略弯曲，宽14微来，
位于异形孢两端或远离。

产地及分布。产本省各地，多生于江河湖

泊，沟渠塘堰等水域中，尤喜生长于湖泊或池塘

分布子我国大部分省区。 ，

用途：能固氮，又为鱼的饵料，但家鱼一般

色或黄褐色。丝体弯曲，缠绕，群体 2． 地木耳

胶被仅在四周明显而厚，黄褐色，常分层．内部的分层不明显，无色透明。藻丝4．5—6微

米。细胞短桶形或近球形，长5微米。异形胞近球形，直径约7微米。孢子外壁光滑无色，

椭圆形，与营养细胞大小相同。 ．

一

产地及分布。产本省各地，多生长子潮湿土壤上，分布于我国大部分省分． ．

用途t食用，饲料。 ，
．

3．卵形隐藻

，

2．隐鞭藻科 Cryptomonadaceae

植物体为单细胞，细胞前端斜截形，具2条鞭毛。

多数种类具色素体，少数种类无。具纵沟和口沟。刺丝

胞位于口沟处或细胞周边。

常见有2属。

3．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 Ehr· ·

形态特征，细胞椭圆形或长卵形，通常略弯曲。前

端明显的斜截形，顶端角状或宽圆，大多数为斜凸

状，后端为宽圆形。细胞多数略扁平，纵沟和口沟均明

显。口沟达到细胞的中部，有时近于细胞腹侧，直或甚

明显地弯向腹侧。细胞前端近口沟处常具2个卵形的

反光体，通常位于口沟背侧，或者一个在背侧，另一个

在腹侧。具2个色素体，有时边缘具缺刻，‘橄慌绿色，

有时为黄褐色，罕见黄绿色。鞭毛2条．几乎等长，多．

数略短于细胞长度。细胞大小变化很大，通常长20—80
‘’

微米，宽6—20微米，厚5—18微米。

，产地及分布s淡水普生性藻类．， ， ＼
l



角途：为鲢及鱼苗的天然饵料。

．3．角藻科Ceratiaceae
!

j
‘

植物体为单细胞，有时连接成群体p细胞具1个顶角和2—3个底角。

角末端开口或封闭。横沟位子细胞中央，环状或略呈

螺旋状。细胞腹面中央为斜方形透明区，纵沟位子

腹区左侧，透明区右侧为一锥形沟，用以容纳另一个

体前角形成群体。细胞壁硬，由大小不等的多角形板

片组成，板片数目，形态和排列方式是该科与其相近

各科分科的主要依据。色素体多数，小颗粒状，金黄

色，黄绿色或褐色。具眼点或无。

仅有1属，主要海产，淡水种类极少。，．

4．角甲藻

Ceratium hirundinella r Mull)Schr．

形态特征：细胞背腹明显扁平。顶角狭长，平直

而尖，具顶孔。底角2—3个，放射状，末端多数尖

锐，平直，或呈各种形式的弯曲。角甲藻的有些类型

的角或多或少向腹侧弯曲。横沟几乎呈环状，极少

呈左旋或右旋的，纵沟不伸入上壳，较宽，几乎达到

下壳末端。壳面具粗大的窝孔纹，孔纹间具短的或长

的棘。色素体多数，圆盘状，周生，黄色至暗褐色。

细胞长90—450微米。

产地及分布：多生长于淡水水域，时常大量出现

于池塘及湖泊中。

用途：鲢能消化的饵料。。

5． 黄群藻

顶角末端具顶孔，底
；

。．

4． 角甲藻

4．黄群藻科

Synuraceae

一植物体为放射状排列的细胞组

成的群体，球形、长圆形或链状，

表质坚固，其上具有覆瓦状鳞片及

短刺。鞭毛2条，不等长，也有的

种类第二条鞭毛退化。

常见有1属。

5．黄群藻

Synura urella E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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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植物体为球形或长圆形的群体，直径100一400微来．细胞长卵形，前端广

圆，后端短，柄细丝状。顶端具2条粗看似乎等长鞭毛，实际上是一条比另一条长，一般

长20一40微米，宽8一17微米。细胞表质上覆盖许多圆形鳞片。细胞前部或中部的鳞片上具

l条粗壮的空心的刺，后部分的鳞片上无刺。色素体2个，片状，周生。

⋯ 产地及分布：多生于透明度较大的水域，喜生于水的中层或中下层。

一用途t为鱼的饵料，在早春和晚秋水温较低时，是一些以浮游藻类为食的鱼类的主要饵

料之一．

5．黄丝藻科Tribonemataceae

植物体为单列不分枝的丝状体。幼植物基细胞具盘状固着器。细胞圆柱形或腰鼓形。细

胞壁往往从开头起就已经由2个相等的半段套合而成，这样它们的2个相邻的细胞，就联成

所谓“H"形段。这种“H"形段在细胞壁较坚实的种类，容易看到，

而在细胞壁较柔软的种类，则不易看出。色索体2至多个，周生，盘

状，片状或带状。

常见有1属。有些种类可作鱼的饵科。

6．小型黄丝藻T ribonema minue(Will．)HaZ．

形态特征：植物体纤细丝状，常成絮状漂浮水中。细胞圆柱形，中

部常微膨大，长lo一40微米，宽4—6微米，长约为宽的2—4倍。色素体

2—4个，周生，片状，常两两成对排列。

产地及分布：本省一般淡水水域中均有生长，尤喜生于半流动性较

清洁的淡水中，适应性较强。 r

用途t为鲢的饵料。

6．圆筛藻科Coscinodiscaceae

。单细胞，或壳面与壳面相接成链状，或共同套在一胶质管中，或由

细的胶质丝联系。细咆通常是圆盘形、鼓形或圆柱形，极少数为球形或

7． 具星小环藻

透镜形。壳面平、凸起或凹入，横断面
6．小型黄丝藻

圆形，很少呈椭圆形。壳面具放射状不规则的线纹或网纹。

没有角状凸起和结节。带面观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壳缘平

滑，凸出，凹入或呈波形弯曲。有些种类壳缘具有小棘。壳

套很发达，带面多数有条纹或其他花纹。色素体通常为多数

小盘状，也有少数片状的。

在淡水中较为常见的有4属。本科有的种类可作鱼的饵

料。

7．具星小环藻。

Cyclotella stelligera C1．et Grttn．

·有的学者主张将小环藻属(Cyclotdla Kiitziag)置入新建立的诲链藻科(Tb!a5si∞妇c啪)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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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细胞圆盘形，直径5—25微米。壳面边缘带窄，具放射状的粗线纹，

米内具10一16条，中心区具星状排列的短粗线纹l中央具1个单独的粗点。

产地及分布s普生性种类，是湖泊和池塘中生长最多的淳游种类之一．
用途。为鱼苗、鱼种和成鱼的饵科。

7．小球藻科 Chlorellaceae

植物体常为单细胞或成无一定细胞数目的群体，浮游。细胞球形、椭圆形，新月形或多角

形。细胞壁平滑，具毛状长刺或短棘刺。色素体l至多个，周生，杯状，片状或盘状，每个

色素体县一个蛋白核或无。以似亲孢子营无性生殖。

我国有8属。本科有的种类在人工培养下，能够大量繁殖，细胞含蛋白质丰富，以干重

8． 小球藻

计算可达50％左右，为生产蛋白质的良好原料，。是一种理想

的食品；有的种类也是重要的科研材料。

8．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Beij．

形态特征：单细胞，球形，壁很薄。色素体杯状，占整

个细胞的大部分。具一个蛋白核，有时不很明显。直径5—

10微米，生殖个体有时可达23微米。

产地及分布一多生于含有机物质丰富的小型水域中，水

洼、池塘及浅水湖泊中比较常见，有时亦发现子水边潮湿土

壤上。

用途：人工培养作为高蛋白质的食物，由于具有易培

养，繁殖快等特点，经常用来作植物生理学的科研材料，此

外，小球藻在宇宙航行科研工作中也有重要的作用。

小球藻属Chlorella Beij．在本省常见而具有经济价值的尚有2种： ：

(1)椭圆小球藻Chlorella ellipsoidea Gren．

形态特征：单细胞，椭圆形，两端钝圆，有时不对称，壁薄。色素体片状，占细胞的大

部分，具1个蛋白核。直径4．5—8微米，长7～10微米，生殖个体宽可达13微米。

产地及分布：分布于小型淡水水体及湖泊水港湾中。

用途：植物体含蛋白质丰富，为生产蛋白质的原料。

(2)蛋白核小球藻Chlorella．pyrenoidosa Chick．

形态特征：单细胞，球形，壁薄。色素体杯状，几乎充满整个细胞，具一个很明显的蛋

白核。直径3—5微米，生殖个体有时可达23微米。

产地及分布：生态同小球藻。

用途。植物体含蛋白质高50％左右，为生产蛋白质的原料。



=，菌 类 Fungi
／

菌类属于低等植物。植物体无真正的根，茎，叶的分化，一般无光合作用色素，不能行

光合作用，依靠现存的有机物质维持生活，属于异养类型。生殖器官一般为单细胞构造。

一般分为裂殖菌门(Sehizomycetes)、粘菌门(Myxomycetes)和真菌门

f Eumycetes)。巳记载的种数约为42030种(据Grant，1963年)。其中，真菌门根据营

养体的形态和生殖方法的不同，一般又分为4纲：藻状菌纲(菌丝一般不具横隔)、子囊菌

纲(菌丝具横隔，通过有性生殖形成子囊、子囊孢子)，担子菌纲(菌丝具横隔，通过有性

生殖，：形成担子、担孢子)及半知菌纲(菌丝具横隔，仅发现无性生殖，尚未发现有性生殖

与性器官)。菌类植物广布于世界各地。本志收载经济真菌4纲13科，26种，其中属于藻状

菌纲的有毛霉科2种，子囊菌纲的有酵母科1种，散囊菌科1种，麦角科1种，肉座菌科1种，

担子菌纲的有木耳科2种，银耳科1种，多孔菌科5种，伞菌科3种，鬼笔科2种，马勃科3种，。

地星科1种，半知菌纲的有丛梗孢科3种。菌类植物与人类的关系极其密切，它在自然界物质

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细菌可以分解转化地球上死去的动植物残体，促进自然界物质循环

作用。细菌在工业、农业、医药等方面应用很广。同时，人类及动植物的疾病多半为细菌所

引起，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粘菌中有一些种类常易引起农作物病害。真菌和细菌一样，

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真菌还是危害人类和动植物的病源，例

如侵害人体的毛癣菌，皮肤癣菌、烟曲霉等等；使农作物发生病害的则更多更为普遍，如水

稻恶苗菌，小麦锈病，棉花枯萎病、玉蜀黍黑粉病、甘薯黑斑病等等。许多有害的真菌，又是

腐蚀和霉烂工业原料，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的败坏者，给人类带来了直接危害或损失。真

菌虽然有其有害的一面，但也有其有益的一面，许多真菌现在巳被广泛地应用于医药，化

工、纺织、丝绸，皮革，酿酒、食品等工业方面，尤其近年来将真菌用于石油发酵而获得各

种化工产品，以及用于制造猪的发酵饲料等，使真菌的利用日益扩大。总之，人类天天都在

直接或间接地与菌类植物打交道，得到益处或受到危害。

，8．毛霉科 Mucoraceae

陆生，通常腐生。菌丝体茂盛，多核，一般不具横隔，在较老的气生菌丝上，有时具横

隔。孢囊梗分枝或不分枝。孢子囊球形至梨形，孢囊孢子多数，具囊轴，壁薄，不角质化。

有性生殖是由两个配子囊融和后形成厚壁的接合孢子。

约有13属。有不少种类用途很广，、如制曲酿酒，制豆豉，豆腐乳，或生产乳酸，脂肪

酶，果胶酶、草酸、琥珀酸及甘油等多种工业产品。但也有一些种类，常易引起瓜果蔬菜等

在运输和贮藏中的腐烂，给人类带来不少危害。

9．总状毛霉Mucor racemosus Fres．

形态特征：菌落质地疏松，一般高度在1厘米以内，灰色或浅灰褐色?孢囊梗最初不分

§



枝，其后以单轴式生出不规受Ⅱ的分枝，长短不一，直径8—20微米，孢子囊球形，直径20—

lOO微米，浅黄色至黄褐色，成熟时孢囊壁消解，囊轴球形或近似卵形，17—60×12—42微

米，孢囊孢子短卵形至近球形，4—7×5—10微米。接合孢子球形，有祖糙的突起，直径7 0

—90微米。配囊柄对生，无色，无附属物，异宗配合，显著的特点是能够形成大星的厚垣孢

子，在菌丝体上，孢囊梗甚至囊轴上都有。厚垣孢子形状大小不一，光滑，无色或黄色。

鲑
9．总扶毛霉

产地及分布：总状毛霉是毛霉属中分布最广的一种，几乎在全省各地土壤中和一些生霉

的材料上以及空气中和各类粪便上都有。

用途；制造豆豉的发酵菌之一。

10．米根霉Rhizopu$oryzae Went．

形态特征；菌落疏松或稠密，最初白色，

色。假根发达，指状分枝或根状，褐色。

孢囊梗直立或稍弯曲，通常2—4株成束，

有时膨大或分枝，褐色，长210--2500

(一般600—1000)微米，直径5--18

(一般l 2—15)微米，孢子囊球形或近球

形，壁有微刺，老后黑色，直径60一250

(一般90—150)微米，囊轴球形或近球

形或卵圆形，淡褐色，直径30—200(一般

50一90)微米，囊托楔形。孢囊孢子近椭

圆形、球形或其他形状，有条纹及棱角，

黄灰色，直径5--8微米，或5--8(--13) ，

x 4—7(一11)微米。具有厚垣孢子，其

形状，大小不一致。

et Prinsen-G eerlings
‘

后来变成褐灰色到黑褐色。匍匐菌丝爬行，无

10．米根霉

产地及分布。该菌在3T一40℃之间生长良好。我国各地的酒药和酒曲中常可见到，在土

壤、空气以及其它各种基物中亦常见到，分布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用途：米根霉的淀粉酶活力很强，在酿酒时具糖化作用，并能产生少量乙醇，米根酶还

能产生L一乳酸‘+)，可用来发酵豆类和谷类食品，在发酵中能产生大量的丁‘烯二酸，、我

国用米根霉制曲酿酒，县有垮久历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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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9．酵母科∥Saccharomycetaceae
●

细胞球形，卵球形、洋梨形或圆柱形。当猛烈生长时，特另q是在载片培养时，常常形成

延长的细胞长链，彼此松散的相接，形成假菌丝体，某些种并能形成短的真菌丝体。无性生

一 殖有芽生，裂殖，节孢子或假菌丝等形式。有性生殖的子囊，是由两个同形或异形的细胞结

合而成，不形成子实体。 ，

本科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某些种类为世界各国用来制作面包，及作为发酵酒精饮料的生

产之用。其他一些种类能使某些酒产生特殊的香味，提高酒的质量。另一些种类可作食用，

药用和饲料酵母用，并可提制多种工业产品，如核酸、麦角醇、谷胱甘肽、细胞色素C，凝

血质，辅酶A和三磷酸腺苷等。少数种类对人类产生危害。

11．酿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Hansen

形态特征：最重要的g表层酵母"之一。在琼脂培养基上形成软而湿润的菌落。细胞圆

形、卵圆形或洋梨形。在幼年菌落中，细胞为4—14×3—7微米，长和宽的比率是l：1—2 t 1。

在麦芽汁中沉淀，表面形成环状膜。子囊孢子圆形，平滑。

产地及分布，多生于各种水果的表皮、发酵的果

汁，土壤(尤其是果园土)和酒曲中。’ 厢 ^

用途。除了酿造啤酒(上面发酵)、酒精碌其他饮色夕n飞：A
料酒以外，又可发面制面包与制造药用酵母片，菌体 锡 u

的维生素、蛋白质含量均高，可作食用，又可作饲料’ ‘日pb
酵母用，药用冶消化不良，腹泻、肠胃充气、脚气 ^n． ．

病，多发性神经炎及糙皮病等，并能提取核酸、麦角2二f≥ 西
醇、谷胱甘肽、细胞色素C、凝血质、辅酶A和三磷

酸腺昔等多种产品。 ·

、

11．。酿酒酵母

，●

●

‘ ，

“， 10．散囊菌科·E舀rotiaceae

无性世代的分生孢子多串生，是本科菌类常见而重要的繁殖体。有性世代具有明显坚实

的壁和无孔口的小形闭囊壳(子囊果)。
’

约有12属。有的种类可作药用；有的还可以酿酒、制醋、制作腐乳及食品的红色染料，

并可产生多种工业产品，如麦芽糖酶、糊精化酶等。有的种类对人类产生危害。，’

12．紫红曲 Monascus purpureus Went．

形态特征：菌丝体在粳米米粒内部生长，大量菌丝体充满整个米粒，致使米粒变成紫红

色，药物上叫红曲。显微镜下观察，菌丝体大量分枝，呈紫红色，菌丝体分枝的顶端，产生

单个或一短串球形至倒卵形的分生孢子，分生孢子褐色，9—10．5×7—9微米。在另外一些

菌丝的顶端，产生单个的、近球形的闭囊壳(子囊果)I闭囊壳内含有多数子囊，子囊内含
^__—●_●。_。___。-。’_。。_’‘。。。。。‘‘。。。。。。‘’’。。‘。。。’’‘’‘。。。‘●‘。。。。。。‘1一r

·本志采用狭义概念的酵母科(真酵母科)

·有的学者主张将曲霉属(Aspergilltts(Mich．)Link)和青霉属(PetIicillium Link．ex Fr．)置入
散囊菌科。本志依习惯，仍将该两属置入后述的半知菌纲丛梗鸡科，

I

肇



●

有8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卵形

或近球形，光滑、无色或淡红色， ，‘

5—6．5×3．5—5微米。 1．厘米I
产地及分布：此菌分布很广，

‘

乳品或乳制品中经常出现，我国长

江以南各省区较多，在我国各地的

大曲中也经常出现。

’用途：1．药用：有消食和胃，’．

活血止痛与健脾燥湿功效，主治饮 8微米

食停滞、胸膈满闷、消化不良、痰多、

胃口不开，痢疾，跌打损伤等症。

2．其它：用以酿酒、制醋、制

作腐乳，食品的红色染料’并用以

产生麦芽糖酶、糊精化酶及糖化酶

等多种工业产品。 12． 紫红曲

米

1 1．麦角科’Clavicipitaceae ‘．

子座一般从菌核生出，呈平铺状或垫状，有柄或无柄，一般色彩明显。子囊壳不同程度

地理生于子座内，壁薄，子囊束生于子囊壳腔的底部，子囊细长，子囊之间无假侧丝，顶部

有厚壁，并具狭窄、线状的孔口。子囊孢子无色，线形。

我国约有6属。常寄生在昆虫，其他真菌或种子植物上。有的可作药用如麦角、．虫草

筇．麦艄

等。也有的寄生在农作物上，常易弓I起农作

物病害。

13．麦角菌 Claviceps purpurea．

(Fr·)Tulasne．

形态特征：麦角一般寄生在禾本科植物

的子房内，菌核形成时多露出子房以外，角

状，故叫麦角。麦角长1—2厘米，径约3毫

米，外表紫黑色，内部近白色。一个菌核上

可生出多至20一30个子座，柄很细，多弯曲，

暗褐色，头部近球形，直径约1—2毫米，

红褐色。子囊壳烧瓶状，全部埋生于子座

内，孔口稍伸出于子座的表面，子囊细长，

100一125×4微米，内含8个子囊孢子。子

囊孢子无色，50—76×O．6—1．0微米。

产地及分布。分布于我国大部分省区，

寄生子禾本科植物的子房内。 ．

用途：麦角主要作为药用，其药用部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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