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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真菌志，记述了产于我国的属于担子菌的层腹菌目、黑腹菌目及高

腹菌目共80种和变种，分隶于8科16属。有担孢子线条图76幅和它们的

部分种电镜扫描照片图版2幅，是我国这三个目真菌系统研究的成果。科、

属，种均有检索表，以利查找。书末列有参考文献和中文名称、拉丁文学名索

引．

本书内所记载的许多种是有经济价值的名贵食用菌，即所谓有别于子

囊菌块菌的“假块菌”．

本书适用于真菌科研人员、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真菌爱好者以及地

下真菌开发经营人员参考。

，匏
嗣

。j
=



层腹菌目 黑腹菌目 高腹菌目

著者

陶 恺 刘 波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系)

j

常明昌

(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系)

AUCTORES

Tao Kai Liu Bo

(Universitas Shanxiensis)

Chang Mingchang

(Universitas Agriculturae Shanxi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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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第四届编委名单

(1986年11月)

(右上角有*者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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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非维管束孢子植物志，分《中国海藻志》、《中国淡水藻志》、{：中

国真菌志》、《中国地衣志》及《中国苔藓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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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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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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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科学院中国袍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 1995年4月．北京

I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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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书在标本采集、调查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同行专家、学者热情无私地赠与、代

为搜集文献资料或实物标本。他们是；范黎博士、杜复先生、上官铁梁先生、臧穆研究

员、李泰辉先生、应建浙研究员、卯晓岚研究员，徐阿生先生、顾宗京先生、余永年教

授、张斌诚博士、黄年来研究员；澳大利亚张树庭教授、G．]]eaton先生、加拿大S．A．

Redhead教授、英国G．C．Ainsworth教授、法国R．Courtecuisse先生、V．Demoulin

教授、日本平塬直秀教授、墨西哥G．Guzrnan教授、阿根廷J．E．Wright教授、挪威

H．B．Gjaerum博士、新西兰王云先生、D．F．Overend女士、西班牙M．Lange教授、

F．D．Calonge教授、美国R．Fogel博士、w．R．Burk博士、J．M．Trappe教授。本

书的顺利完成，与他们的支援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特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中国科学

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委会田金秀女士给以物质上的援助、精神上的鼓励，更向她致以崇

高的敬意。

臧穆、应建浙、庄剑云三位研究员为本书审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为其大大增

色。

山西省食用菌开发领导组办公室主任王新安先生，在本书的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

给以多方面的支持，向他致谢J



说 明

1．本书是对我国层腹菌目、黑腹菌目及高腹菌目的研究总结。全部属于地下担子菌。全

书包括五大部分：绪论、专论、参考文献、附录、索引。

2．绪论部分概括地叙述了这三目真菌的经济价值，形态分类、研究进展以及我国对它们

的研究简史、生态环境与采集方法等内容。向读者系统介绍这群真菌的基本特征、特

性和研究现状，同时阐明我们的分类观点以及本书所采用的系统。

3．专论部分包括产于我国的3目8科16属80种和变种，每个分类单位均有形态描述和

科、属、种检索表。属下的分类单位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内容包括正名、异名及其

文献引证、形态描述、模式种原产地和标本存放处所、分布、标本研究、生态习性、比

较、讨论等等。世界分布由可信的文献资料整理而来。每个种和变种均有担孢子或担

子的光学显微镜下所绘的线条图，其中一部分附有它们的电镜扫描照片。

4．参考文献均按著者姓氏拉丁字母顺序排列。

5．中文名称索引按汉字笔画多少排列，拉丁文学名索引则按学名字母顺序排列。

6．所引证的标本均经我们直接研究过，并注明标本保存处所及其标本室的英文缩写。

7．国外收藏的有关我国这3个目的标本虽产地不详，但经著者研究过的也均放在正文内

描述和讨论。

8．颜色名称的依据，是Michael和Hennig(1958)所著。Handbuch fiir Pilzfreunde”一

书中的简明色谱。

9．名词术语是依据郑儒永等(1990)的《孢子植物名词及名称》，Snell和Dick(1957)的

A Glossary of Mycology以及Cash(1 965)的A Mycological English—Latin Glossary

许多中文名称是我们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或拉丁学名的意义拟定的。

10．担子果孢体内的小腔宽度是以干标本为依据测量的。

11．作为属的模式种的种加词不译为中名形容词，以与科、属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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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论

层腹菌目HYMENoGASTRALES、黑腹菌目MELANOGASTRALES、高腹菌目

GAUTIERIALES的担子果几乎全部地下生或至少在粗腐殖质层下发育和成熟的大型真

菌，俗称假块菌(false truffle)，大多发生在森林内，其中许多种类可与高等植物形成菌根

(mycorrhiza)，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

经济价值

此类真菌多生于森林内地表以下，大部分种类可与高等植物形成菌根，菌丝可在缺磷

土壤中使难溶性的磷转化后促进根系吸收，因而提高造林成活率。这一大群真菌迄今未见

有毒种类的报道，少量种类作为块菌的替代品被人们食用，Berkeley(1860)报道过他的时

代在菜市场上有Melanogaster variegatus(Vitt．)Tul．以“红块菌”之名出售。Smith

(1908)报道柠檬黄层腹菌Hymenogaster citrinus Vitt．在英国及欧洲的一些地区也有人

．． 食用，Ramsbotton(1923)报道须腹菌Rhizopogon luteolus Fr．et North和红根须腹菌尺．

rube$cen$(Tul．)Tul．var．rubescens被英国食用菌学者认为可以食用。另外高腹菌

"Gautieria morchelliformis Vitt．在欧洲也被食用。在日本红根须腹菌被称作“shoh—ro”在

市场上出售。地下担子菌的药用价值少见报道，但一些种如Rhizopogon spp．的孢子粉有

止血功能。此群真菌能与高等植物形成外生菌根的属非常多，如片腹菌属Elasmomyces，

乳腹菌属Zelleromyces，无索腹菌属Martellia，裸腹菌屑Crymnomyces，奥腹菌属

．Octaviania，硬皮腹菌属Sclerogaster，须腹菌属Rhizopogon，层腹菌属Hymenogaster，高

腹菌属Gautieria，轴腹菌属Hydnangium，黑腹菌属Melanogaster，光黑腹菌属Alpova，以

及辐片包属Hysterangium等等。它们当中的种作为有益的菌根被用在高等植物上来提高

根系的吸收。Cleland(1934)报道黄须腹菌Rhizopogon luteolus Fr．et North．在南澳大利

亚用菌丝体育苗。轴腹菌属Hydnangium常发现与桉树属Eucalyptus形成菌根。同样，层

腹菌中的某些种也会侵害植物，Totten(1923)报道寄生须腹菌Rhizopogon parasiticus

Coker et Totten在北美侵害和毁坏刺松Pinus echinata Mill．和北美刺果松P．taeda L．

小根，它会先形成外生菌根，但很快杀死根系并致使松树死亡。

材料与方法 ，

，

一、材料来源本志所研究的标本绝大多数为作者采自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新疆、匹l Jtl、云南、广西、广东、海南、湖北、湖南、江苏、福建、台湾、香港等省市

地区，其他省区的标本由同行朋友的赠送，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

标本室(HMAS)，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室(HMIGD)，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



研究所真菌标本室(FPI)，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HKAS)。‘

二、显微观察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时，有关结构的颜色和大小测量是基于浮载在乳

酚油、Melzer氏液(碘化钾1．59、碘0．59、水合三氯乙醛229、蒸馏水22m1)、5％的氢氧

化钾溶液、以及水中的材料所记载的，除非予以特别说明。

三、组织切片的制备为了准确描述担子果的包被和孢体的解剖结构，除了用一般

徒手切片观察外，对每个分类单位的代表标本均制备了薄切片i薄切片采用冷冻切片技

术、切片厚度为15／比m，均浮载于乳酚油中做成玻片标本用光学显微镜观察。

四、扫描电镜观察将干材料上的担孢子少量刮下，置于双面胶薄片上，冷冻干燥，

喷金后在Hitachi$57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形态特征

层腹菌和其他地下担子菌的菌丝体(mycelium)常见于森林内土壤中，也生长在粗

腐殖层中的叶片上、小枝条上，在可以形成菌根的种类中，菌丝体也生在共生植物的须

根上。菌丝(hypha)无色或淡色，通常薄壁，稀厚壁，一般通过锁状连合过程双核化，

但锁状连合并非发生在所有的菌丝上，双核化菌丝常具显著的锁状连合特征或不具锁状

连合，在双核化的菌丝体上形成被果式的担子果。

担子果(basidiocarp)多地下生，罕地上生，无柄或有柄，有时仅形成柄状基部；被

果式，即担子形成于闭合的担子果内，孢体在成熟时干燥，而且保持着封闭在担子果腔

中。担子果通常为白色、黄色、粉红色、红色、橄榄色、褐色、黑色等，由一二层甚至

三四层包被所包围，包被内有形成孢子的组织称产孢组织，子实层一般着生在产孢组织

的腔室内壁上。大多数种类具有多个产孢腔，产孢腔的形态也各不相同，如层腹菌属

Hymenogaster和高腹菌属Gautieria。

这三个目都属于腹菌纲Gasteromycetes，其担子果的发育可分为三大类型，1．腔穴

型(1acuna)，如黑腹菌属Melanogaster，其孢体(gleba)在担子果内是整片的，但内部

菌丝的交错有疏密的区别，它们相互交叉，疏松部分菌丝破坏成腔；2．珊瑚型(forate

coralloid)，如高腹菌属Gautieria，由基部的中柱生出不规则指状旁枝，向四周伸展，成

为珊瑚型；3．沟槽型(aulaeate)，如层腹菌属Hymenogaster，由边缘有生殖能力的组织

向内伸长形成沟槽状，无中柱。 ‘·

子实层(hymenium)是由成熟的担子和正在发育的幼小担子作栅状排列而组成的，有

些种类子实层中的担子在担孢子成熟后消融。地下担子菌的子实层通常是不暴露的，只

在有此种类如高腹菌中，包被在子实体成熟时消解后，才能暴露出来。亚子实层

(subhymenium)是菌髓菌丝较短的末端朝子实层方向排列的一层，其上是子实层。菌髓

(trama)是子实层之间纵行排列或组织特化的菌丝层，有些种类的菌髓是由几层所组成
的。

、

担子(basidium)棒状、圆柱状或梭状，产生于双核菌丝的顶端，幼小的担子双核，

在进行核配、减数分裂之后，其上多着生2或4个担孢子。 ·

担孢子(basidiospore)无色、淡黄色、黄褐色、褐色或黑色，形状有球形、近球形、

椭圆形、梭形、圆柱形、长方形、卵圆形、倒卵圆形、多角形等。担孢子着生在担孢子

·2·



在地下担子菌分类中在种的水平上是一个很好的分类特征。

分类进展及其评价

地下担子菌的分类；在各个时期各真菌学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学者如Coker和

Couch(1928)仅把它们放在腹菌纲中的辐片包科Hysterangiaceae和层腹菌科

Hymenogastraceae内；Cunningham(1944)将此群真菌放在层腹菌目中层腹菌科

Hymenogastraceae内，下分为2亚科：层腹菌亚科Hymenogastroideae和辐片包亚科

Hysterangioideae；A．M．Bottomley(1948)在其Gasteromycetes of South Africa中也

同意Cunningham的观点。随着此类群新分类单位的发现，Zeller(1949)则将地下担子

菌放在三个目内，它们是层腹菌目Hymenogastrales，下分四个科即黑腹菌科

MeIanogastraceae，须腹菌科Rhizopogonaceae，层腹菌科Hymenogastraceae，轴腹菌科

Hydnangiaceae；高腹菌目Gautieriales，1个科即高腹菌科Gautieriaceaef辐片包目

HYSTERANGIALES‘，下分三个科，辐片包科Hysterangiaceae，原鬼笔科

Protophallaceae，胶皮菌科Gelopellaceae。E．Werdermann(1954)则将此群真菌放在1

个目层腹菌目HYMENoGASTRALES内，下分四个科，即黑腹菌科Melanogastraceae，

层腹菌科Hymenogastraceae，辐片包科Hysterangiaceae，轴腹菌科Hydnangiaceae。随

着对真菌形态学研究的深入，Heim(1937，1957)和E．G／iumann(1963)将子实层从

半被果型到被果型形成的过渡和子实体从地上发育到地下发育的过渡类群放在伞腹菌目

AGARICOGASTRALES内，下分三个科即轴灰包科Podaxaceae，星腹包科

·非本卷论述内容



科Hymenogastraceae，5．须腹菌科Rhizopogonaceae，6．片腹菌科Elasmomycetaceae，7．

轴腹菌科Hydnangiaceae，8．腔腹菌科Gasterellaceae。我们接受Hawksworth等学者的

观点，并将中国现已发现的种安排在此系统中。此后，G．Beaton、D．N．Pegler和T．

W．K．‘Young(1984--1985)在其系统研究Gasteroid Basidiomyeota of Victoria State，

Australia中，将地下担子菌分别放在了白蘑目TRIcHOLOMATALES、红菇目

RUSSULALES、丝膜菌目CORTINARIALES、牛肝菌目BOLETALES、伞菌目

AGARICALEs、无褶菌目APHYLLOPHORALES以及几个不确定位置的科内。今后更

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改变Hawksworth等(1983)的系统安排。

中国层腹菌目、黑腹菌目、高腹

菌目研究简史
’

．

最早报道中国地下担子菌的是M．J．Berkeley(1803--1889)和M．A．Curtis(1808

—1872)，他们在1860年描述了采自香港的Rhizopogon piceus Berk．et Curt．，此种现 ．

名应是Alpova piceus(Berk．et Curt．)Trappe。Dodge和Zeller(1934)报道过R．P．

Fargas采自四川城口县的Gautieria pallida Harkn．ex Dodge et Zeller，此标本藏于FH。

Keissler和Lohwag(1937)在Handel—Mazzetti的Symbolae Sinicae内报道过

Melanogaster ambiguus(Vitt．)Berk．和Rhizopogon rubescens Tul．，邓叔群(1963)报

道过Melanogaster ambiguus(Vitt．)Berk．(此种为邓叔群错定学名，王云对原标本鉴定

后定成一新种，即Melanogaster spinisporus Wang，标本保存于HMAS)以及Rhizopogon

piceus Berk．et Curt．，戴芳澜(1979)在其遗著内，除了以上3种外又增加了Melanogaster

variegatus(vitt．)Tul．。杜复等(1983)报道了Melanogaster broomeianus(Berk．)Tul．，

但此为错定学名，刘波等(1989)已定成新种：M．obovatisporus Liu，K．Tao et Chang。 ．

刘波(1980，1985)先后发表了5个种，其中有3个新种：Hymenogaster kwangsiensis Liu，

H．cangyanshanensis Liu，H．fusisporus(Mass．et Rodw．)G．H．Cunn[此为错定

学名，进一步研究定成Hysterangium clathroides(Vitt．)]，Sclerogaster minor Coker et

Couch(现学名应是Sclerogaster compactus(Tul．)Sacc．)和Rhizopogon shanxiensis Liu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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