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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芮氏孔菌属一新记录种 

周绪 申 一，袁海生1，戴玉成3 
(1．中国科学院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16；2．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3．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0083) 

摘 要：介绍了芮氏孔菌属的特征，其中日本芮氏孔菌是中国木腐菌新记录种，该种采集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根据中国的材料对该种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和显微结构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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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oporia j aponica(Basidiomycota， 
Bondarzewiaceae)new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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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lis paper summarized the knowledge of Wrlghtoporia Pouzar．and reported a new Chinese record of 

wood-rotting fungus，Wrightoporia japonica Nfifiez& Ryvarden．The species was collected on rotten angiosperm 

wood from Guang 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and its illustrated description wa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ateri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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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氏孔菌属 Wrightoporia由 Pouzar在 1966 

年建立，模式种是柔软芮氏孔菌 Wrightoporia len— 

ta(Overh 8L Lowe)Pouzar。此属的主要特征为：子 

实体单年生，平伏到反卷，软到稍硬，常具菌索；口表 

面奶油色、赭色到黄褐色；孔口圆形到多角形或不规 

则状；管口薄到厚壁。菌丝系统二体系；生殖菌丝具 

锁状联合；骨架菌丝占多数，有拟糊精反应；无囊状 

体；孢子宽椭圆形，薄壁到厚壁，具小刺，具淀粉质反 

应(Nffiez& Ryvarden，2001)。最初的描述基于一 

些具备上述特征的热带真菌，随着种类的不断增加， 

更广的特征被纳入到该属中，如子实体盖状，生殖菌 

丝具简单分隔，骨架菌丝无拟糊精反应，子实层具囊 

状体，担孢子光滑，担孢子无淀粉质反应等(Ryvard— 

en，1989)。与该属近似的类群为变孔菌属 Ano- 

moporia Pouzar，共同特征是孢子有淀粉质反应，区 

别在于变孔菌属 的担孢子光滑和菌丝系统为一 

体系。 

芮氏孔菌属目前有 35种，中国有 10种，其中 4 

种为中国发现的新种(Cui 8L Dai，2006；Dai，1995；Dai 

&Cui，2006；Ryvarden，1989)。2007年在对广西地区 

木腐菌的调查过程中，采到两号标本，经研究鉴定为 

日本芮氏孔菌 Wrightoporia japonica Nflfiez＆ Ry— 

varden，此种在国内未记载，为中国新记录种。 

1 研究材料和方法 

研究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生物标本馆(IFP)。显微研究方法参见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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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mel~(1997)。 

2 研究结果 

2．1形态描述 

日本芮氏孔菌见图 1。 

Wrightoporia japonica Nflfiez 

Fungal Diversity 3：119，1999． 

子实体 ：担子果一年生，无柄盖状，与基部广阔连 

接，新鲜时软木栓质，无 嗅无味，干后木栓质，质量变 

轻；菌盖长达 2．3 cm，宽达 0．7 cm，基部厚达 0．4 cm； 

菌盖表面近基部赭色到灰色，边缘浅灰色，具同心环 

纹和沟槽，被绒毛；边缘钝，米黄色；孔面表面奶油色 

到浅褐色，无折光效应；孔口圆形，每毫米 6～9个；孔 

& Ryvarder~， 口边缘薄，全缘；菌管与孔面颜色一致，长度达 3 mm； 

菌肉新鲜时桃红色，干后褐色，软木栓质，厚达 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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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芮氏孔菌的显微结构图 (根据标本周绪申41绘制) 

Fig．1 Microscopic structures of Wrightoporia japonica(Drawn from Zhou 41) 

a．担孢子I b．担子及拟担子；c．拟囊状体；d．菌髓菌丝；e．菌肉菌丝。 
a．Basidiospores b．Basidia and basidioles I c．Cystidioles；d．Hyphae from trama；e．Hyphae from context． 

菌丝结构：菌丝系统二体系；生殖菌丝具锁状联 

合；菌管中的骨架菌丝在梅氏试剂中具较强的拟糊 

精反应，在棉蓝试剂中有嗜蓝反应；而菌肉菌丝在上 

述试剂中反应较弱；在氢氧化钾试剂中菌丝组织无 

变化。 

菌肉：生殖菌丝少见，无色，薄壁到厚壁，常分 

枝，直径为 2．1～3．3 m；骨架菌丝占多数，厚壁，偶 

尔分枝，常 附有 一些块状结 晶，直径为 2．2～2．9 

m；所有菌丝交织排列。 

菌管：生殖菌丝占少数，无色，薄壁，常分枝，直 

径为 2～3 gm；骨架菌丝占多数，厚壁，具狭窄内腔， 

不分枝，直径为 2．7～4．6 gm，所有菌丝交织排列； 

子实层中无囊状体，但具锥形拟囊状体，大小为 8．5 
～ 12．1／zm×1．8～3．7 m。担子桶状，基部具一锁 

状联合，顶端具四个担子梗，大小为 7．2～9．6 m× 

4．9～5．7／zm；拟担子形状与担子类似，但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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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孢子：椭圆形，无色，薄壁，具明显小刺，在梅 

氏试剂中具强烈的淀粉质反应，在棉蓝试剂中无嗜 

蓝反应，大小为(2．8～)2．9～3．9(～4．2)ffmx 2～ 

2．6(～3．2) m，平均长为 3．23／．tm，平均宽为 2．18 

m，平均长宽比为 1．46(测量于一个标本的 30个孢 

子)。 

腐朽类型：白色腐朽。 

2．2研究标本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弄岗国家 

， 自然保护区，阔叶树腐木上，3Ⅶ2007周绪申 28，41。 

3 讨论 

日本芮氏孔菌区别于其它种类的特征是，子实 

体盖状，盖面具环纹，孔口较小(每 1 mm 为 6～8 

个)，孢子较小(2．9～3．9 m×2～2．6 m)。日本 

芮氏孔菌与姬 氏芮氏孔菌 Wrightoporia gillesii 

A．David&Rajchenb比较相似，共同特征是子实体 

为盖状，具较小的孔口，但后者菌管中的生殖菌丝既 

有简单分隔又有锁状联合，骨架菌丝只在管口处有 

弱的淀粉质反应 (Dai，1995；Nfifiez& Ryvarden， 

1999)。卷盖芮氏孔菌 Wrightoporia perplexa Ry— 

varden也具盖状子实体，但其生殖菌丝具简单分 

隔，菌管中骨架菌丝具弱拟糊精反应，而在菌肉中骨 

架菌丝具弱的淀粉质反应，孢子在梅氏试剂中无反 

应(Ryvarden，1989)。具盖状子实体的种类还有蹄 

形芮氏孔菌 Wrightoporia unguliformis Y．C．Dai 

＆ B．K．Cui，但是后者 的子实体较大，蹄状 ，长可达 

12 cm，宽 9 cm，厚 16 cm，孢子 明显 大(4．3～5．1 

／zm×3．8～ 4．3 Fm，Dai& Cu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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