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蕈菌(mushrooms)是指具有大型子实体的菌物，也称大型真菌，其中可以被人类食用、药用的

种类被称为食药用菌。菌物学家估计全球约有150万种菌物，在地球生物圈中仅次于昆虫，属第二

大生物类群。截至2008年，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已经记载全世界的菌物标本40余万份，

约代表3．2万种，活体菌种1．9万种以上，约代表4500种。根据张树庭(2002)的蕈菌种的评估法，

地球上共有蕈菌2．8万种，真正被人所认识的不过1万种。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芬兰、瑞士)的菌

物与维管植物种数之比已达4：1至6：1(即有一种维管植物就有4～6种菌物)，按照此比例，我国的

菌物总数应该在12万一24万种之间。我国蕈菌中了解较多的伞菌类仅约1600多种，多孔菌类1300余

种，腹菌类近300种，胶质菌类近100种，子囊菌400多种，共计约4000种(图力古尔，2010)。其中包

括食用菌1200多种，药用菌500多种。

四川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位于北纬28。53。28．76”一32。23’46．43”，东经103。1l’43．85”一

107。42’58．72”。可明显分为边缘山地和盆地底部两大部分，其面积分别为10万km2和16万km2。盆周

山地海拔多在1000—3000m、边缘山地多中山和低山，从下而上一般具有2—5个垂直自然分带，景观

各要素过渡性明显，如动植物组成上分别渗透了华中区、西南区、青藏高原区和华北区的成分。

盆底地势低矮，海拔200—750m、多丘陵、低山和平原，气候上属中亚热带，热量远比边缘山地为

高，但降水量不及边缘山地，植被为人工的次生林木。

四川省森林覆盖率2010年为35％左右。施维德(1999)报道，四川有高等植物l万余种，维管

植物242科、1633属、9300余种，其中蕨类植物52科、128属、730多种，裸子植物9科、28属、78

种、22变种。现有木本植物约3 100余种，其中，乔木为1000余种，均约占全国总数的50％。树种资

源既有较大的科属类群分布，又有不少单种科属种类，特有森林植物约有300余种。四川盆地的地

带性植被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代表树种有栲树、蛾眉栲、刺果米槠、青冈、曼青冈、包石栎、

华木荷、大包木荷、四川大头茶、桢楠、润楠等，海拔一般在1600—1800m以下。其次有马尾松、

杉木、柏木组成的亚热带针叶林及竹林。边缘山地从下而上是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寒温带山地针叶林，局部有亚高山灌丛草甸。

四川盆地是中国动物种类最多、最齐全的地区之一。仅脊椎动物就有1247种，盆地底部共有动

物417种。

四川省是世界蕈菌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国内外许多著名簟菌研究者都在四川采集

过标本，采集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省西部的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部分，在盆地底部采集到标本不

多。如清朝晚期的M．J．Berkely(1843)，P．J．M．Delavay(1834～1895)，J．P．A．David(1868—1874)，

J．A．Soulie(1886—1896)，R．P．Farges(189l—1892)，H．H．Mazzetti(1915—1916)I解放前有裘维



蕃、凌立、阎玟玉、邓叔群、周宗璜、姜广正等；解放后有邓叔群(1964)，魏景超(1979)，戴

芳澜(1979，1987)，刘波(1974，1992，1998，2005)，卯晓岚(1987，1993，1998，2000)，臧穆(1990，1996，

2006)，应建浙(1994)，应建浙、臧穆(1994)，赵继鼎(1998)，赵继鼎、张小青(2000)，庄文颖

(2004)，张小青、戴玉成(2005)，杨祝良(2005)，袁明生、孙佩琼(2007)，梁宗琦(2007)，周彤粲

(2007)，等等。陈守常(1960，1981，1991)，臧穆(1990)，王波(1995)，戴贤才等(1996)，刘松青等

(2000)，葛绍荣等(2003)，DAI Yu—cheng，Kari Korhonen(2004)，崔仕权等(2005)，王长宝等(2005)，

吴庆贵等(2009)等对川西高原、攀西地区的部分大型菌物资源进行了报道。

文献对四川盆地蕈菌多样性的专门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一些研究者对四川盆地的部分地

区和部分类群进行了研究。

在盆地底部采集标本进行蕈菌资源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谭伟等(1987)报道了蜀南竹海

有长裙竹荪、短裙竹荪、黄裙竹荪Dfc砂叩I}lD朋胁lmc口ZD，．。王波(1989)报道了成都市蒲江县羊肚

菌有：羊肚菌^幻陀^已ff口已5cH拓，l细(L．)PerS．、尖顶羊肚菌M．cD，lic口Pers．、粗腿羊肚菌M．c阳55fpPj

(vent)Pers．和小羊肚菌M．如zfcfDs口Fr．四种。主要分布在海拔505一1022m的丘陵地区和低山区。

秦松云等(1991)对四川药用菌资源进行了研究，鉴定有药用菌物174种，占全国当时已知

种类(约300种)的50％以上，分属于30科66属。李文虎等(1991)对甘孜、凉山、阿坝、达县、涪

陵、万县及重庆等地区的大型菌物进行了调查，报道了四川大型菌物资源348种，包括药用菌物

163种、食用菌物123种、有毒菌物41种、菌根菌物101种等，分属于36科92属。其中担子菌323

种，隶属于29科82属l子囊菌25种，隶属于7科11属。发现青紫肉齿菌s口阳D如，l y面胁sc已，ls、纤

细牛肝菌7y幼，池s g阳cf胁、短柄红菇尺“jj“肠6僧v印PJ、壮观乳头蘑勖胁咖P肠册口f啤，P，．砌如、酸乳

牛肝菌sⅣf，f淞口cf幽J等26种为我国新记录种l亚褐红菇尺“跚l肠j“拥fgrfc彻j、皱褶罗鳞伞尺Dzf陀s

c印P阳f淞、条纹口蘑刚如D如砌v垤口mm等四川新记录83种。
贺新生等(1992，1994，1995)对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大型菌物进行了调查，采集地点包括绵阳、成

都、德阳、广汉、广元等市的部分地区，鉴定出205种蕈菌，其中包括省内新记录种60种，国内新

记录种4种。秦松云等(1992)报道了四川食用菌183种，其中属于食、药兼用菌的有84种，我国新记

录lO种，四川新记录43种。袁明生等(1995)在((四川蕈菌》一书中列出了四川地区的野生菌类1290

种，其中部分种类采自四川盆地地区。
。

龙章富等(1998)对四川广元地区野生大型菌物进行了分类研究，报道了该地区野生大型菌

物320种，其中天牛虫草∞曲f印s n口J|【=口z口w口f Kawamura、大红星头菌加PrD亭∞cc胁P口Imazeki&

Yoshimi为全国新记录种，小小牛肝菌BDk胞朋淞妫触肠删J(Teng e￡Ling)Teng，丽柄牛肝菌BD如fl岱

c口，Dp“s Fr．，橡皮菌G口，抬，肠cPk6fc口(P．Henn．)Nannf．，毛长根菇Dn如m鲫s妇，肠p“如刀s(Pers．)

Pegler．，全红小皮伞材^缸m，mi船c，I加西一P口Hf F．Mull．Ex Kalehbr．和深红密孔菌JP)，饥印Dr淞叩cc胁P淞

(Jaeq．：Fr．)KarSt l杯盘菌劢r翟仃口c口砌淞(Holmsk)KollF&Rogcers为四川新记录种。

谭方河等(2000)对四川省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桉树等人工幼林及少数天然林的外生菌

根菌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的区域包括四川盆地丘陵及低山的速生丰产林区，包括川南(宜宾、泸

州)，川西(成都、乐山)，重庆(涪陵、丰都)，川北(绵阳、广元)及攀西地区，松树林下外生菌根菌

资源丰富，鉴定出9科18属50种。桉树林下仅发现大孢硬皮马勃。优势外生菌根菌为多根硬皮马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Sc膪，D如厂，M pD炒砌fz“m Pers．和彩色豆马勃PfsDff咖“s订nc幻rf“J(Pers)Coker et Couch，所占的频度分

别为68．6％和54．3％。眉山县的湿地松幼苗上还发现了不产生子实体、只产生微小菌核的著名外生

菌根菌土生空团菌＆nDcDcc“m gPDp|Il池m Fr．，并首次记录了疣革菌死PZ印^Dr口据r陀sfr如Ehrh．。朱天

辉等(2001)对四川桉树外生菌根菌进行了研究，报道了阿坝汶川、眉山、宜宾、泸州、凉山、攀枝

花、洪雅、乐山、沐川、达川、雅安等的桉树共生的外生菌根菌共17种，隶属9科11属，其中钟形

斑褶菇为国内外在桉树林中首次报道。

彭卫红等(2003)对四川省龙门山区主要大型野生经济菌物调查，采集野生菌标本98个，经

室内定种71种，其中四川新记录种6个，即龟裂秃马勃C口zvnf妇c口已肠胁，脐顶小皮伞讹，．口5mfHs
cJ}lD，‘d口zfs，光盖大孑L菌j甲口1，Dz“s，nofzfs，平盖锈耳C，℃pfdDf“s口ppZ口n口f“s，大白桩菇LP“cop口工f朋“s

g培口n胞“s和掣电褐喇lj』L菌GD，印|}l“s倒括口nP，lsfs。
朱斗锡等(2007)报道了绵阳地区的野生食用菌资源有120种。廖宇静等(2008)对重庆金佛山自然

保护区大型菌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采集到的菌物隶属于2个亚门，6l科185属584种。游玲等(2009)

对四川宜宾大雪山大型菌物资源初步调查，有大型菌物5纲，8目，23科，63种。林观盛等(20lO)对

重庆西南大学校园内的大型菌物进行了调查，发现西南大学共有大型菌物18科3l属39种。

由于研究者标本存放很分散或未永久保存，许多作者采用的是传统形态学方法鉴定，有的缺

乏详细的文字描述，大多数没有照片，仅是“图似”(图片相似)或“文似” (描述形态的文字相

似)，还存在10％以上的拉丁学名错误引用或错误拼写，其鉴定的准确性无法判断，有些文献没有

全部的物种清单，因此，无法对四川盆地的草菌物种多样性做出正确的判断。

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四川盆地底部、盆地周围山区的大型菌物进行详细研究，采

集区域主要集中在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广元市、巴中市及宜宾、资阳、南充、遂宁的部分地

区，以及重庆市的少量地点，海拔为200—2500m。共采集标本2000多号，鉴定出700多个种。由于

本书篇幅的限制，这里仅选择了其中140多个物种。

本书的部分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和

西南科技大学菌物标本室。作者采用经典形态学和现代分子系统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野外采集

的标本，进行宏观形态学描述；室内用显微镜进行微观形态学观察，对大多种类进行了分离和培养

试验，获得了纯菌种的培养特征。对少部分种类的菌丝体、子实体生长条件进行了系统试验，有60

多个物种在室内进行了子实体培养试验，成功获得了成熟的与野生标本一致的子实体，用培养的菌

丝体、子实体或野生的予实体为材料，提取总DNA，采用菌物的通用引物进行PcR扩增，对产物进

行测序，把获得的ITs序列与GenBarIl(数据库中的已知序列进行比对，对物种进行分子系统学鉴定。

对疑难、重要的物种鉴定还得到了国内许多国际知名专家的帮助，在此特别对臧穆、戴玉成、

杨祝良、图力古尔、李泰辉、梁宗琦、林志彬、朱玉敏等教授和庄文颖院士、李玉院士及其相关人

员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的长期支持表示充分的感谢!

本书介绍了其中的144个物种，包括21种子囊菌，123种担子菌，属于2门，5纲，18目，49科，

88属。对每个物种的通用拉丁学名、分类学地位、形态学特征、菌丝体特征、菌丝特征、生长环

境、采集地点、利用价值、同物异名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每个物种多附有彩色照片。由于篇幅的

限制。没有列出大多数物种的ITS分子系统学鉴定数据，如ITS序列和系统进化树等。按Kirk P．M．，

iii⋯⋯⋯⋯⋯⋯一一



C跚on P．F．，DaVid J．C．&Stalpers J．A．et a1．2008．Af淞wD砌G．C．＆B括缈’s DfcffDM砂谚咖P fh馏f

(10也edition)、h唧：，，www．indexfungomm．0吗、http：／／www．mycobank．o唱的菌物分类新系统对物种的

通用学名、同物异名、分类地位进行了介绍。

本研究工作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重点项目、生物质材料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重点项目等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科技大学博士点建设基金的支持。学校、学院历

届领导对本项目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本研究室历届的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部

分野外采集工作、菌丝体和子实体的培养、分子鉴定等工作，科学出版社夏梁、岳漫字编辑进行了

辛苦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iv

作者

201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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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炭团菌

学 名 A肋H如坳D捌肠，l，，l“饿向rm已Var．m“zf扣门竹P(Fr．)Y．M．Ju，J．D．Rogers&H．M．Hsieh
(2005)。

分类地位 菌物界Fungi，子囊菌门Ascomycota，盘菌亚门Pezizomycotina，粪壳菌纲

Sord撕omycetes，炭角菌亚纲xyl撕omycetidae，炭角菌目xyl撕ales，炭角菌科xyl撕aceae，环纹炭

团菌属A，lnl‘肠坳n砂幻，l Y．M．Ju，J．D．Rogers&H．M．Hsieh，in Hsieh，Ju＆Rogers，朋如D伽肠97(4)：855
(2005)。

子实体形态一年生，小型，单生、丛生，成片状分布于基物表面。子囊果平贴倒木表面，

先点状后连成不规则的一片，面积O．5—35×O．5—25cm，厚l—14mm。表面焦炭状，黑褐色、黑色，

幼时黄棕色，老后黑色，表面粗糙，均匀分布黑色的细小圆形斑点状的子囊壳孔口。菌肉黑色，脆

质，厚1—2mm。单个子囊果乳突状，乳突直径200—500um，外有一圈环纹，环纹直径1—3mm，单个

子囊果间的距离为3～5mm。子囊丛生，棒状，黑色，大小150一200×6．0—7．8um，每个子囊内有8个

孢子，孢子单行连续排列，有孢子部分长度为80—90¨m，子囊柄长70～llo“m；侧丝棒状，透明，

60—210×4．0～7．5um。孢子印黑色。孢子灰黑色、深黑色，长椭圆形、近梭形，表面近光滑有小

疣，内有l一2个球状物，大小7．8—11．O×4．0—5．5“m。

生长环境夏季生长在阔叶树倒木表面，导致大片树木死亡。

采集地点绵阳市平武县、涪城区。

价 值药用菌。园林树木病原菌。

同物异名 An删勿娜D砂fDn，，l“岫白册P(Fr．)Y．M．Ju，J．D．RogerS&H．M．Hsieh，肘弦D忉肠97(4)：
859(2005)1月功咧如刀c口盯拥D伊Jll“m(P．Karst．)P．M．D．Manin，以S．4肛肋f．33：325(1967)l髓垆咧如n
∞舢卵mm(Fr．)Fr-，鼬，，l砌'，昭．＆口蒯．，section Post．(S‰l(holm)：384(1849)； 聊D．砂加g朋nH胁比m
Bull．，威盯．Ck，印．胁疗c已(P撕s)1：176(1791)l聊D砂勋，l|『l口口妇一Berk．ex Cooke，G形’，iZZ叩11(no．

60)：l 29(1 883)l 聊D砂ZD以m“Zf耖扫门咒P(Fr．)Fr．，SH，竹，nn Veg．．％口，ld．，Section Post．(Stockholm)：384

(1849)l聊cⅨy胁n f，?dnsvP，百M小(Schwein．)i勋cc．，．跏Z，．卢甩g．(Abellini)l：39l(1882)l尺DsPzzfnf口

册fff脚印．}l口P．Karst．，肌dwfg妇23：84(1884)l印蛔P—n如“s细Wahlenb．，用．Z卿．：no．995(1812)l
印|Il口Prf口删易扣册如Pers．，加甩．肋f．(洳肥rf)ll：20(1794)l印妇Pr蛔埘坛加伽Spreng．，跏f．D而．V馏．
(Lundae)4(1)：385(1827)l印Jll口P砌肋删P坶口Schwein．，开册s．Am．pJllff．勋c．，New Series 4(2)：19l

(1832)l S的·mⅡ幻印Jfl口已，I缸efffpffcn Grev．，用．点’d跏．：357(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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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生长在枯木上的了囊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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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色环纹炭团菌

学 名 An，l“，D|11)pDj哕zDn Jf)苫i“m Var．s1)，gfHm(L6V．)Y．M．Ju，J．D．Rogers&H．M．Hsieh，

(2005)。

分类地位 菌物界Fungi，子囊菌门Ascomycota，盘菌亚门Pezizomycotina，粪壳菌纲

sord撕omycetes，炭角菌亚纲xyl州omycetidae，炭角菌目xylanales，炭角菌科xylariaceae，环纹炭

团菌属A，l，l“肠坳∞’幻，l Y．M．Ju，J．D．Rogers&H．M．Hsieh，iIl Hsieh，Ju&Rogers，朋弦D如g肠97(4)：855

(2005)。

形态特征 子囊果平贴在银耳椴木的两端或表面，先点状后连成不规则的一片，面积

0．5—15×O．5～14cm，厚l～8mm。子座表面黑色，内部黑色。单个子囊果乳突状，乳突直径

400—500¨m，外有一圈环纹，中央为一个间突，单个子囊果间的距离为2—5mm。子囊壳球囊

状、椭球囊状，1—1．5×l—1．8mm。子囊丛生，棒状，深色，大小80一160×4．0—4．5“m，每个子囊

内有8个孢子，孢子连续排列，有孢子部分长度为60—90¨m，子囊柄长60—80¨ml侧丝棒状，透

明，80—150×4．0—4．5¨m。孢子印黑色。孢子灰黑色、深黑色，椭圆形，表面光滑，9．3一10．5×

3．54．5岬。
生长环境春夏季节在木耳、银耳椴木上发生。该菌最先侵染菌棒两端、树皮，从韧皮层开

始，由外而内地逐侵染木质部，初期为薄层白色菌丝，后产生墨绿色的子实层，手一摸即粘上一层

“黑灰”，颜色和青砖瓦相似，故当地俗称“瓦灰霉”。

采集地点 巴中市通江县，绵阳市平武县，广元市青川县。

价 值药用菌。椴木栽培食药用菌的病原菌。

同物异名 A肌比如^弦D矽如n j佻fⅡm(L6V．)Y．M．Ju，J．D．Rogers&H．M．Hsieh，肘弦Dz昭妇97(4)：

86l(2005)l聊c恻肠n 6DgD，fPnse H6hn．，肋已r．A忌口d．胁s．WZ已九，Matll．一natun】l，．K1．，Abt．1 118：34l

(1 909)I够炉叼’胁，l p肠秒j幻m“m Ellis&EVerh．，Ⅳ．A小Pr．，，旭n．(Newfield)：649(1 892)1月功叼7ZDn
p雎n嘲mm Petch，A朋．R．易Df．劬坫心础，l咖8：153(1924)l聊咧拥5如脚洫删Ces．，A肼Ac似Z．
＆f．向．砌f．脚D盯8：17(1879)l奶p叼帕n s船f姗(KV．)Sacc．，$盯．扣粥．(Abellini)l：379(1882)，

聊叼伽s驰f“m叫V．)Sacc．，印盯．^醒．(AbelliIli)l：379(1882)V札s船诅ml M脚l“肠砌丌扣Ellis

&Everh．。iIl SIIlitll，B“抛砌巧舭埘．&．肠幻r．№f．哦蛾2：406(1893)l M删“肠砌s驰妇(KV．)Lloyd，
岣脚f．狮订．7：1312(1924)l印施P砌D阳H‰扭Pe巧．，in Gaudichaud in Freycincet，肋f．脚．AⅣf．^fa柑．
(，r口m．P枷．：180(1826)l印概砌s佻妇MV．，砌厶＆f．Ⅳ口f．，Bot．，S6r．3 5：258(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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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生长在木耳椴术上的予囊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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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双座盘壳菌

学 名 B妇伽字n谊础c记me硪纪肼口ne口(De Not．)Kuntze，RPv括．g已n．pf．(Leipzig)2：398(1891)Var．

medtterrnnen o

分类地位 菌物界Fungi，子囊菌门Ascomycota，盘菌亚门Pezizomycotina，肉座菌纲

sord撕omycetes，炭角菌亚纲xyl撕omycetidae，炭角菌目xyl撕ales，炭角菌科xylariaceae，双座盘

壳菌属B妇cDg，l妇溉胁Kuntze，尺P’，如．gPn．∥．(Leipzig)2：398(1891)。

子实体形态 子囊果一年生，紧贴在基物上，黑色，呈斑块状、片状分布在基物表面，

坚硬，大小1—80×1—20mm，厚度1一1．5mm。子座表面黑色、黑褐色，近光滑或有平行排列

的条纹。菌肉黑色，炭质，硬而脆，厚l—1．5mm左右。子囊壳孔口500～600¨m，单个子囊果

0．1加-4×0．2加．5mm。子囊丛生，120～180×25～35¨m，每个子囊内8个孢子，孢子单行排列，侧丝

100—170×5—6岬。孢子印黑色。孢子黑褐色，光滑，橄榄状，12一17．5×7．0—9．O¨m。
生长环境夏秋季生长在阔叶树活树的腐朽部位或枯树干上。

采集地点绵阳市涪城区。

价 值药用真菌。园林树木病原菌。常见于枇杷树、桑树的树干，子囊果大量发生，常常

占到树皮表面积的30％以上。

同物异名 Df口r，iyPP cbpPHs(Schwein．)Berk．，GrP’，fZZP口4(31)：95(1876)l Df口f，?)pP c如pP“s

(Schwein．)Berk．I砌g红Ds幻，，l口，’l已讲纪，Imn已Hm(De Not．)Kuntze，尺PV括．g朋．∥．(Leipzig)3：474(1 898)l

够炉D砂如n cb妒P“s(Schwein．)M．A．Cunis，GeDf．^kf．，拼盯．砌rv．Ⅳ．C口rD，．3：140(1 867)l够炉D叫如n

mPd打Prr口，lP“m(De Not．)Ces．&De Not．，CDmm．Sbc．cr打fDg．，加Z．1(4)：202(1 863)l聊Dj哕ZDn
，t矽口ndDfd台s Fuckel，．，易．疗口ss口“．论r．^7af“，★．23—24：236(1870)【1869·70】I 聊Dj吵，Dn 5ffgm口fP“m

C00ke，G陀’，fZ加7(41)：4(1878)l Mm删肠rf口c妇已淞(Schwein．)Cooke，G理vff蛔12(61)：6(1883)l

MlmmH蛔妇mP击招rr口n已口(De Not．)Sacc．，$纪扣甥．(Abellini)l：枷(1882)l^他mm“肠，妇愆g妇(De
Not．)Sacc．，$f，．A愕．(Abellini)l：400(1882)l Mmm“缸r妇心脏，渤豇妇(Fuckel)Sacc．，乃．麟阳H．垤r．
№m成．23-24：236(1 870)【l 869—70】lⅣ“m肌“砌r妇JP，．纪幻(Durieu＆Mont．)C00ke，G陀'，f，跆口1l(60)：

126(1883)；^m小H肠一D肠m蒯把，r口肥口(De Not．)P．MD．Martin，以S．舭肋f．35：312(1969)l印蛔已，I妇
m已dff已rr口n已口De Not．，^“cr．J，地Z．，Dec．6：96，fig．2(1851)l印^口已，妇mPdffPr，．口nP口Ettingsh．，^靠cr．

砌Z．，Dec．6：96(1877)l印JIl口已砌sPrf口细Durieu&Mont．，，协r口A坛捌c口已l：455(1849)l印蛔Prf姗

舰刎把rr口肥凇(Ettingsh．)Mesch．，(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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