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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生真菌两新记录种 

赵长林 ，崔宝凯 
(北京林业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 要：报道了木生真菌两个中国新记录种，分别为黄蓝波斯特孔菌Postia luteocaesia和休母干酪菌 Tyro— 

myces humeana。其中黄蓝波斯特孑L菌 Postia luteocaesia采于西藏波密县，生长在松树倒木上，引起木材褐色 

腐朽；休母干酪菌 Tyromyceshumeana采于广东省始兴县车八岭自然保护区，生长在阔叶树倒木上，引起木材 

白色腐朽。该文根据采集的标本材料，提供了它们的详细描述和显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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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species of polypores Postia luteocaesia and Tyromyces humeana were newly recorded from China． 

Postia luteocaesia，found from Xizang，Southwest of China，grew on fallen trunk of Pinus，and caused a brown rot． 

Tyromyces humeana ，found from Chebaling Nature Conserve of Shixing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grew on fall— 

an angiosperm trunk and caused a white rot． Illustr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two new records we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materials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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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生真菌是指生长在木材上如各种活立木、枯 

立木、倒木、伐桩、贮木场的原木、矿木、枕木、桥梁和 

各种木制品上的一类真菌，能够降解木材中组成植 

物细胞壁的木质素、纤维素或半纤维素，并作为其营 

养的一类真菌。木生真菌是高等真菌的一个重要类 

群，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他们通过分泌各 

种生物酶，将木材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分 

解成为可被其它生物利用的营养物质，是分解纤维 

素和木材原始成分木质素的主要动力，在森林生态 

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流动中起着关键的降解还 

原作用(魏玉莲等，2004)。同时，木生真菌还是重要 

的生物资源，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重 

要的经济价值(戴玉成等，2010a)，绝大部分药用真 

菌是木生真菌(戴玉成等，2008)，很多食用菌特别是 

能够栽培的食用菌基本都是木生真菌(戴玉成等， 

2010b)。 

我国森林类型多样，树木种类繁多，为木生真菌 

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基质。在我国已陆续发现了许多 

木生真菌新记录种 (戴玉成等，2000；袁海生等， 

2006；袁 海 生 等 ，2008；崔 宝 凯 ，2008；崔 宝 凯 等 ， 

2009a)，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木生真菌被 

发现。作者在研究我国的木生真菌多样性时，2009 

年在广东省采到一多孔菌标本，经鉴定为休母干酪 

菌 Tyromyces humeana(Murril1)J．Lowe。2010年 

在西藏采到一木生真菌标本，经鉴定为黄蓝波斯特 

孔菌Postia luteocaesia(A．David)Jtilich，这两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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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以前在国内未见报道(戴玉成，2009)，为中国新记 

录种，本文根据野外调查和室内标本材料研究，对该 

种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显微结构绘图。 

1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取 自作者的实地采样，研究标本现保 

存在北京林业大学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BJFC)。 

显微结构研究方法(崔宝凯等，2009b)如下：用干标 

本制成切片，以棉蓝试剂 (Cotton Blue)、碘试剂 

(Melzer reagent)和 5 KOH溶液作为切片浮载 

剂，显微测量和绘图均在棉蓝试剂的切片中进行，显 

微绘图借助于管状绘图仪，所有显微研究均在 Ni— 

kon E 80i相差显微镜下进行。在种类描述中标本 

的孢子测量 3O个，其中5 数量极大值和极小值数 

据在括号中表示，L表示孢子的平均长度，W 表示 

孢子的平均宽度，Q表示孢子平均长与平均宽的比 

值，x／y表示所测量的孢子数量／标本数；其它结构 

如菌丝直径、担子、囊状体等大小均测量 1O个，取极 

大值与极小值，宽度测量于其结构的最宽部位，长度 

测量于其顶端至基部分隔处。 

2 结果与分析 

2．1分类地位 

根据现代分类学观点(Kirk等，2008)，黄蓝波 

斯特孔菌 Postia luteocaesia的分类地位属于担子 

菌门 Basidiomycota，伞菌纲 Agaricomycetes，多孔 

菌 目 Polyporales，拟层 孔菌科 Fomitopsidaceae，波 

斯特孔菌属 Postia Fr．。休母干酪菌 Tyromyces 

humeana的分类地位属于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 

伞菌 纲 Agaricomycetes，多孔 菌 目 Polyporales，多 

孔菌 科 Polyporaceae，干酪 菌 属 Tyromyces P． 

Karst．。 

2．2形态描述 

2．2．1黄蓝波斯特孔茵(图 1) Posti口luteocaesia 

(A．David)Jtilich，Persoonia l1：423，1982．一—— 

Spongiporus luteocaesius A．David，Bulletin men— 

suel de la Soci6t6 Linn6enne de Lyon 49：29，1980． 

子实体：担子果一年生，无柄盖形，单生或左右 

连生；新鲜时肉质，软，干后脆革质，易碎，且重量明 

显变轻；菌盖肾形或扇形，单个菌盖长可达 1·5 cm， 

宽可达 2．5 cm，中部厚可达5 mm；菌盖表面新鲜时 

浅黄色至奶油色，老后为土黄褐色，有短绒毛，有时 

还具疣状突起 ，无环带 ；边缘稍钝 ，干后不内卷 ；孑L口 

表面初期浅黄色、奶油色，手触后变为暗灰色，后期 

逐渐呈灰色、浅灰蓝色、灰蓝色；孔口不规则形状，每 

1 mm 2～4个；管口边缘薄，撕裂状；菌肉新鲜时白 

色至浅黄色，肉质，干后脆，厚可达 1 mill；菌管与菌 

肉同色，脆革质，长可达4 mm。 

菌丝结构：菌丝系统一体系；生殖菌丝具锁状联 

合；所有菌丝在 Melzer试剂和棉蓝试剂中无变色反 

应；菌丝组织在 KOH试剂中无变化。 

菌肉：生殖菌丝无色，薄壁，有分枝且具锁状联 

合，交织排列，直径为 2．8～4．5 ffm。 

菌管：菌髓中生殖菌丝无色，薄壁，有分枝并具 

锁状联合，交织排列，直径为 2．5～4．3 ffm；子实层 

中无囊状体和拟囊状体；担子棍棒状，具四个担孢子 

梗并在基部有一锁状联合，大小为 12．1～14．3 ffmX 

5～5．5 ffm；拟担子较多，形状与担子相似，但略小。 

担孢子：担孢子圆柱形至腊肠形，无色，薄壁，光 

滑，在 Melzer和棉蓝试剂 中均无变色反应 ，大小为 

(4．3～ )4．4～ 5．1(～ 5．2)ffm × (1．8～ )1．9～ 2．1 

(～2．2)ffm，平均长 L一4．82 ffm，平均宽 W一1．94 

ffm，长宽比 Q一2．48(n一30／1)。 

腐朽类型：褐色腐朽。 

研究标本：中国，西藏，波密县，生长在松树倒木 

上 ，20．9．2010崔宝凯 9585(BJFC 8523)。 

2．2．2休母 干酪 菌(图 2) Tyromyces humeana 

(M urril1) Lowe，M ycotaxon 2：25， 1975．— —  

Trametes humeana M urrill，Bul1．Torrey Bot．Club 

65：656，1939． 

子实体 ：担子果一年生，无柄盖形 ；新鲜时肉质 ， 

软，具有茴香味，干后硬而脆，皱缩；菌盖扇形或近匙 

形，单个菌盖长可达 4 em，宽可达 4．5 em，中部厚可 

达 4．5 mm；菌盖表面白色至灰色，逐渐由赭色变为 

浅黄褐色，光滑无毛，无环带；边缘稍锐；孔口表面初 

期乳白色，受伤或后期干后呈黄褐色；孔口不规则形 

状，每毫米 2～4个；管 口边缘薄，撕裂状；菌肉干后 

灰白色至浅黄色，脆革质，厚可达 1 mm；菌管与菌 

肉同色，脆革质，长可达 3．5 mm。 

菌丝结构：菌丝系统一体系；生殖菌丝具锁状联 

合；所有菌丝在 Melzer试剂和棉蓝试剂中无变色反 

应；菌丝组织在 KOH试剂中无变化。 

菌肉：生殖菌丝无色，薄壁至厚壁，少分枝且具 

锁状联合，交织排列，直径为 3．1～5．5 p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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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蓝波斯特孔菌的显微结构图 

Fig．1 Microscopic structures of Postia luteocaesia (Drawn{rom Cui 9585) 

a．担孢子；b．担子和拟担子；C．菌髓菌丝；d．菌肉菌丝。 

a．Basidiospores；b．Basidia and basidioles；c．Hyphae from trama；d．Hyphae from subiculum． 

菌管：菌髓中生殖菌丝无色，薄壁，有分枝并具 

锁状联合，交织排列，直径为 3．3～5．4 m；子实层中 

无囊状体和拟囊状体；担子长棍棒状，具四个担孢子 

梗并在基部有一锁状联合，大小为 16．1～2O．3 m× 

5．1～6．5／zm；拟担子较多，形状与担子相似，但略小。 

担孢子 ：担孢 子椭 圆形 ，无 色，薄壁 ，光 滑 ，在 

Melzer和棉蓝试剂中均无变色反应，大小为(3．3 

-- )3．5～4．3(～4．5)“m×(2．6-- )2．7～3(～3．1) 

m，平均长 L一3．89～3．99 m，平均宽w===2．96～ 

2．97 m，长宽比Q一1．31～1．34(n=60／2)。 

腐朽类型：白色腐朽。 

研究标本：中国，广东，始兴县，车八岭自然保护 

区，生长在阔叶树倒木上，14．9．2009崔宝凯 7498 

(BJFC 5986)和 7506(BJFC 5994)。 

3 讨论 

波斯特孑L菌属 Postia在中国共报道过 22个种 

(戴玉成，2009)。黄蓝波斯特孔菌与灰白波斯特孑L 

菌较为相似：担子果无柄盖形，孔口每毫米 2～4个， 

子实层无囊状体，担孢子大小相近；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孔面新鲜时浅黄色，孢子较宽，而后者孑L面新鲜 

时奶油色至浅灰色，孢子较窄(4．5～6 m×1～1．5 

tim)(Ryvarden等，1994)。 

干酪菌属 Tyromyces在中国共报道过 8个种 

(戴玉成，2009)。休母干酪菌 Tyromyces hume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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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休母干酪菌的显微结构图 
Fig．2 Microscopic structures of Tyromyces humeana(Drawn from Cui 7498) 

a．担孢子；b．担子和拟担子；c．菌髓菌丝；d．菌肉菌丝。 

a．Basidiospores；b．Basidia and basidioles{c．Hyphae from trama；d．Hyphae from subiculum． 

与黄白干酪菌 Tyromyces pseudolacteus Murrill具 

有相似的特征：担子果无柄盖形，表面颜色由白色逐 

渐变成赭色或黄褐色，担孢子较小；主要区别在于后 

者具有较小的孔 口(每毫米 4～6个)(Nflfiez等， 

2001)，而休母干酪菌孔口较大(每毫米 2～4个)，且 

其新鲜时具有茴香气味，孔I=I干后呈浅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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