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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我国锈菌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这是作者在多年区系调查

的基础上，应用生物系统学原理与方法对我国锈菌进行系统分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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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孢子植物志是非维管束孢子植物志，分《中

国真菌志》、《中国地衣志》及《中国苔藓志》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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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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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84年10月·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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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集一些锈菌标本。山西大学刘波，内蒙古林学院尚衍重，北京林业大学戴玉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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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生物系先后向我们赠送了锈菌标本多份。谨此向所有采集者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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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鉴定了许多寄主植物标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周根生在韩树金调离后至今一直为

我们鉴定大量的寄主植物标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耿以礼、汤彦承、刘亮等在百忙中

多次为我们解决了在鉴定禾本科和莎草科寄主时遇到的疑难问题。我们在此一并对他们

表示深切谢意。

国外一些标本馆在本志编研过程中为我们借用、赠送和交换了许多标本，包括不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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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本使我们得以对有关种进行比较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于上述标本馆的热情支

持和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平塬直秀博士、平塬利子博士、膀屋敬三博士、佐藤昭二博

士、柿岛真博士、小野义隆博士、金子繁博士、原田幸雄博士、佐藤丰三博士，美国G．B．

Cimmins博士、J．F．Hennen博士、R．S．Peterson博士，加拿大D．B．O．Savile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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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一·

1．本书是我国锈菌目分类研究的总结，分卷出版，每卷载200一300种，总共记载我国已

知锈菌60余属(包括式样属form gerera)1000余种。由于各科、属研究编写进度不一，

各卷不按系统顺序连续编写，各卷号也不相连。

2．本卷记载寄生于单子叶植物的柄锈菌属的种计203个。每个种和变种均有名称、文献、

形态特征描述、寄主、产地、世界范围的分布及有关问题的讨论等；为便于识别比较，凡

某寄主科含3种以上锈菌则列出该寄主科锈菌种的检索表。

3．为了便于查阅，寄生于不同寄主科的种按植物系统分开排列，各寄主科的锈菌种按学

名字母顺序排列。本书所采用的植物系统和《中国植物志》或《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

表》(科学出版社)所采用的恩格勒(A．Engler)系统一致，只是个别科的处理根据锈菌

检索方便需要略有不同，如菝葜科(Smilacaceae)在恩格勒系统中置于百合科内。

4．所载学名，对科名不举命名人、发表年代及所载文献。属名及种和种下单位学名均列举

命名人、发表年代及所载文献。种、种以下单位及其异名除列出名称的原始出处外，仅

列出涉及我国的有关文献。种和种下单位的异名只列举在有关我国的文献中出现过

的。属于错误鉴定的名称作为异名列出，在名称后加“auct．”，接着列出文献出处。

5．锈菌的汉语名称根据1986年第二届全国真菌、地衣学大会通过的《真菌、地衣汉语学

名命名法规》(真菌学报6：61—64，1987)修订。其中大多数继续沿用《真菌名词及名

称》(科学出版社，1976)审定过的名称。对少数取用不当的老名称在本志中予以重订。

本志尚补充一些新拟汉名。

6．寄主学名和汉名主要根据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植物志：}、l：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

一至第五册，补编第一、二册)(1972—1983)、《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1983)和《拉

汉英种子植物名称}(1989)。

7．本书中使用的真菌学名词系根据《真菌名词及名称》(科学出版社，1976)。

8．文献引证中的人名一律采用英语或拉丁化后的拼音。讨论中出现的人名如系中国作者

一律使用汉字，其他国家的作者一律采用英语或拉丁化后的拼音。

9．种和种下分类单位的形态特征描述及数据，均系根据对我国标本的直接研究和测量所

得。对春孢子阶段简略描述性孢子器和春孢子器外观及春孢子形态，若在我国未发现

春孢子阶段则在讨论中说明。少数种在我国仅见夏孢子阶段，若鉴定无疑亦予收编，在

描述中依据我国标本仅描述其夏孢子堆及夏孢子，在讨论中根据有关文献简略介绍其

冬孢子特征供参考。

10．本书插图除绪论中少数图仿国外文献外，其余插图系根据我国标本绘制。凡模式采自

我国的种，其插图尽量根据模式标本描绘。个别种模式标本未见或模式已遗失、损坏

或未能检出孢子，则根据非模式标本绘制或仿照原图或照片重绘。凡冬孢子在我国未

发现的种一般不附插图。



11．所引证的标本除一些来自国外的特别用标本馆代号注明其保藏地点外，其余未注明

保藏地点的均保藏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室(HMAS)。括号内的号码

系为标本编号。

12．我们未能看到标本但有文献记载而我们认为在我国有可能分布的种归入。补遗”中，

按原记载列出文献、形态特征描述、寄主和产地，但无附图。

13．基于无性型材料(绝大多数是仅有春孢子阶段的标本)而使用有性型名称的可疑鉴

定、基于可疑寄主的鉴定以及我们未能直接研究标本的可疑鉴定都作为可疑记录处

理。各个可疑记录有简短说明． ，‘“

14．有文献记载而无标本依据的寄主和分布在讨论中予以说明。

15．国内分布以所引标本为依据。不同直辖市、省、自治区之间以分号区分，同一省、自治

区内的不同县、市、山或地区之间以逗号区分。直辖市、省、自治区按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中出现的顺序排列。‘

16．世界范围的分布是根据文献资料整理。参照各国锈菌志，分布区不全用国名表示，凡

属广布或较广布的种以“世界广布’’、。北温带广布玢、。热带广布”或以“洲”等大地理区

表示。洲、群岛、山脉、国并列时用分号区分，同类地域如洲与洲或国与国等用逗号区

分。每个种或种下单位的分布一般以模式产地及其所在的洲的国家或地区排列在前，

其他洲的国家或地区排列在后。

17．书末所附的参考文献仅列出绪论和讨论中出现的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我国作者按

拉丁拼音字母，其他非英语国家作者按拉丁化后的字母)顺序排列。作者姓名、题目、

’期刊名均按发表时所用的语种列出。为便于查阅，中文、日文和俄文文献在括号内附

’‘汉语拼音或拉丁化的作者姓名、英文题目和期刊名。

18．书末附有寄主汉名、锈菌汉名、寄主学名和锈菌学名4个索引。绪论中出现的所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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