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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菌志》是在生物系统学原理与方法指导下，对中国菌物进行系

统分类研究的成果。本卷介绍了球壳孢目的茎点霉属和叶点霉属的基本特

征和分类地位，包括茎点霉属17种，叶点霉属143种，计160种。每种有形

态描述、寄主植物、分布，并附有显微绘图160幅。

本书可供菌物学、植物学和植物保护研究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的有关人员在科研、教学和指导生产的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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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非维管束孢子植物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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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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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孢子植物志序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持下编辑出版的关于

中国孢子植物资源的大型系列著作，是中国孢子植物资源的综合信息库。

孢子植物在系统演化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自然类群，但是，这并不妨碍在全国统一

组织协调下进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写和出版。中国孢子植物志之所以被限制在非维管

束孢子植物范围，是因为属于维管束孢子植物的蕨类植物早先已被纳入《中国植物志》

计划之内，而非维管束植物——苔藓以及藻类、真菌和地衣则处于《中国植物志》计划

之外。为了将上述生物类群作为孢子植物纳入中国生物志计划之内，出席1972年中国

科学院计划工作会议的孢子植物学工作者提出“筹建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

员会”的倡议。该倡议经中国科学院领导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

会的筹建工作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随之启动，并于197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植物

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简称“三志”)工作会议上正式成立。

由于孢子植物包括的生物类群较多，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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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

员会统一主持下编辑出版。

尽管在演化系统上，粘菌与卵菌已从真菌界分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它们一直

是由真菌学家进行研究的，而且，包括粘菌与卵菌在内的《中国真菌志》作为中国孢子

植物志的组成部分业已陆续出版，因此，沿用上述含义的《中国真菌志》名称是必要

的。

自编委会于1973年成立以后，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资助，自

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参与部分资助，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

员会主持下，组织协调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前研究和编写

工作。

自1993年以来，“三志”的编写及编前研究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

目，在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主，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部参与的联合资助

下，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前研究和编写工作继续进行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在系统与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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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孢子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物种保护

的重要依据，与人类活动及环境变化甚至全球变化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孢子植物志是记述我国孢子植物物种的形态、解剖、生理、生化、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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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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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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孢子植物学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主编曾呈奎

2000年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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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of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is a series of monographs on Chinese non-vasculal

eryptogamic plants，edited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ryptogamic Flora of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It also selVes as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bank of Chinese cryptogamic resource8．
‘

、

Cryptogams are riot a single natural group from a phylogenetic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which，however，does not present an obstacle to the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by a coordinated，nationwide organization．Flora Cryptoga—

mal"um Sinicarum is restricted to non-vsselJlar cryptogamic“plants”including the

bryophytes。algae，fungi and lichens．The ferns，a group of vflseular cryptogamic plants，

were earlier included in the plan of Flora Sinica，and al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here．

In order to bring the above gmups into the plan of Fauna and Flora Sinica of China， some

leading scientists on cryptogamic plants，who were attending fl working meeting of CAS in

Beijing in July 1972，wopo暇l to establish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ryptogamic Flora

of China．The proposal WSS approved later by the CAS．The committee writs formally estab—

lished in the working confel"ence of Fauna and Flora Sinica，including Cryptogamic Flora of

China。held by CAs in Guangzhou in March 1973．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is composed of Flora Algarum Marinarum Sini-

翻tgum，Flora Algarum Sinicarum Aquae Dulcis，Flora Fungorum Sinicorum，Flora

Lichenum Sinicorum，and Flora Bryophytorum Sinicorum．They ale edited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ryptogamic Flora of China，CAS．

Although myxomycetes and oomycetes do not belong tO the kingdom of fungi in modem

treatments，they have long been studied by mycologists． Flora Fungorum Sinicorum vol—

IlITIes including myxomycetes and oomycetes have been published，retaining for Flora Fun—

gorum Sinicorum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of the term fungi．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in 1973，compilation of Flora Cryp．

togamarum Sinicarum and related studies have been supported financially by the CAs．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as tak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since 1982．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ommittee，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om—

pilation and study of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by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Since 1993，study and compilation of the“fauna and floras”，especially Flora Cryp—

togamarum Sinicarum，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state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with the combined support of the CAS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derives its results from the investigations．eollee—

tions，and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ryptogams by us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as its guide．It is the sun'lnlRry of study on species diversity of cryp．．

togam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data for species protection．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u—

man activities，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even global changes．

Fl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is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bank concerning

morphology，anatomy，physiology，biochemistry，ecology，and phytogeographical distri—

bution．It includes a series of special monographs for using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China，

for scientific research，and for teaching．

China has complicated weather conditions，with a crisscross network of mountains and

rivers，lakes of all sizes，and an extensive sea arelt．China is rich in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cryptogamic resources．The development of taxonomic studies of cryptogams and the publi—

cation of F／ora Cryptogamarum Sinicarum in concert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ryptogamic resources of China and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yptogamic studies in China．

C．K．Tseng

Editor-in-Chie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ryptogamic Flora of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rch，2000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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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书是对我国球壳孢目中的茎点霉属和叶点霉属的分类研究总结。全书包括绪论、

专论、附录、参考文献、索引五部分。

2．绪论部分简要地叙述了上述二个属真菌的经济意义、形态、个体发育、生物化学和

分子生物学在分类系统中应用、研究史、属级特征、与邻近属的区别及分类。

3．专论部分描述了我国寄生在12科植物上的茎点霉属17种真菌和66科植物上的叶点

霉属143种真菌。按寄主科进行描述，科名及科内二个属真菌学名按字母顺序排列。

科内有2种以上时设有检索表。每个种包括汉名、正名、异名、引用文献、形态描

述、寄主名称、世界分布，讨论中包括种的原始描述、历史渊源及相邻种的比较区

别，并附有显微绘图。

4．附录包括：(1)收录国内已报道但我们尚未研究标本的种。(2)我们已研究的中国

各科、属、种寄主植物上的二个属真菌分布目录。

5．参考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我国作者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文献按发

表时间和语种引用。

6．索引包括：(1)寄主汉名索引，(2)真菌汉名索引，(3)寄主学名索引，(4)真菌

学名索引。汉名索引均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7．各属菌汉名主要根据1990年科学出版社的《孢子植物名词及名称》，无汉名的按种

加词词义译成汉名。寄主汉名根据1979年科学出版社的《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

表》，1972--1976年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1989年的《拉汉英种子植物名称》及

地方植物志。无汉名的仅写拉丁学名。

8．文献引证的外国人名一律用英文，我国作者用汉语拼音。

9．专论中每个种的形态描述及数据是根据对我国标本的研究和测量所得，所有的形态

插图是我们根据标本所做的显微绘图。寄主标本，凡其后附有标本号的全是我们直

接研究观察的标本，凡无标本号附有地名、人名和年份的是文献上记载的标本。

10．世界分布是根据文献资料整理而成的，国名按《最新世界地图集》(1992)汉语拼

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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