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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革菌属两个中国新记录种

何双辉＊，李海蛟
（北京林业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报道了锈革菌属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两个中国新记录种：长孢锈革菌Ｈ．ｌｏｎｇｉｓｐｏｒａ采自广东省，主要特

点是孢子长圆柱形且刚毛较大；微孢锈革菌Ｈ．ｎａｎｏｓｐｏｒａ采自海南省和广东省，主要特点是刚毛和孢子非常

小。文中提供了这两个种的野外标本照片、显微结构绘图以及详细的形态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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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锈 革 菌 属（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Ｌéｖ）在 分 类 地 位 上

属于担子菌门、伞菌纲、锈革菌目、锈革孔菌科（Ｋｉｒｋ
等，２００８）。该属真菌在自然界，特别是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分布非常广泛，主要生长在枯枝、倒木以及腐

木上，能降解 木 材 中 的 木 质 素，引 起 木 材 的 白 色 腐

朽，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木材腐朽菌。该属的主要特

征是：担子果革质，平伏、平伏反卷至有菌盖，绝大多

数褐色；子实 层 体 光 滑，子 实 层 中 存 在 着 大 量 的 刚

毛；菌 丝 组 织 存 在 变 黑 反 应（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ｒｏｉｃ　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菌 丝 系 统 一 系 型，无 锁 状 联 合；担 孢 子 无 色、
薄壁、光 滑，大 多 数 椭 圆 形 或 圆 柱 形（张 小 青 等，

２００５；Ｄａｉ等，２００６）。
目前全世界共报道该属１３０余种，我国 共 报 道

了４２个种（戴 芳 澜，１９７９；徐 士 忠 等，２００３；张 小 青

等，２００５；邓叔群，１９９６；戴玉成，２０００，２０１１；何双辉，

２０１０；何双辉等，２０１１）。我国的热带和亚热 带 地 区

是木腐菌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尽管目前该

地 区 多 孔 菌 的 研 究 已 较 为 深 入（崔 宝 凯 等，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戴玉成，２００９；秦问敏等，２０１０）；但过去对这些

地区的革菌研究还比较少。作者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
年对我国海南省和广东省的锈革菌属真菌进行了深

入的调查 并 采 集 了 大 量 的 标 本。在 鉴 定 研 究 过 程

中，发 现 了 该 属 两 个 中 国 新 记 录 种：长 孢 锈 革 菌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ｌｏｎｇｉｓｐｏｒａ）和 微 孢 锈 革 菌 （Ｈ．
ｎａｎｏｓｐｏｒａ）。本文对这两个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

显微结构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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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取自作者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所采集的

标本，研究标本现保存在北京林业大学微生物研究

所真 菌 标 本 室（ＢＪＦＣ）。显 微 结 构 研 究 方 法 依 据

（Ｈｅ，２０１０）。在种类描述中，所测孢子数５％的数量

极大值和极 小 值 数 据 放 在 括 号 中 表 示。文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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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表 示 所 测 量 的 孢

子数量／标本数。其它结构如菌丝直径、担子大小均

测量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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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孢锈革菌 （图１－２）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ｌｏｎｇｉｓｐｏｒａ　Ｐａｒｍａｓｔｏ，Ｍｉｋｏｌ．Ｆｉｔ－
ｏｐａｔｏｌ．２０：３７５，１９８６．

子实体：担子果一年生，平伏，紧密贴生，初期形

成小的菌落，后期汇合达８ｃｍ或更长，在切片中５０
～１２０μｍ 厚。子实层体表面光滑，无环纹，干后不

开裂，灰褐色至土黄色；边缘逐渐变薄，早期白色，毛
缘状，成熟后与子实层体表面同色，不明显。

图１　长孢锈革菌的子实体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ｓ　ｏｆ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ｌｏｎｇｉｓｐｏｒａ

　　菌丝结构：菌丝系统一体系；生殖菌丝无锁状联

合，在 Ｍｅｌｚｅｒ试剂和 棉 蓝 试 剂 中 无 变 色 反 应；菌 丝

组织在ＫＯＨ试剂中变黑。

菌肉：无皮层、绒毛层和菌丝层。

分层子实层：生殖菌丝黄褐色，黏结，交织排列，

厚壁，直径为２～４μｍ。刚毛大量 存 在，锥 形，通 常

覆盖一层薄 的 菌 丝 鞘，顶 端 尖，（６０～）８０～１１０（～
１３０）μｍ×７～１１μｍ，突出子实层达８０μｍ。子 实

层中存在侧丝，直径为１．５～２．５μｍ，无囊状体；担

子棍棒状，具四个担孢子梗并在基部有一简单隔膜，

大小为２２～２６μｍ×５～６μｍ；拟担子形状与担子相

似，但略小。

担孢子：担孢子长圆柱形，无 色，薄 壁，光 滑，在

Ｍｅｌｚｅｒ和 棉 蓝 试 剂 中 均 无 变 色 反 应，大 小 为（６．８

～）７～９．５（～１０）μｍ×２．８～３．５μｍ，平均长Ｌ＝
８．５１μｍ，平均宽 Ｗ＝３．１１μｍ，长宽比Ｑ＝２．７４（ｎ
＝３０／１）。

研究标本：中国，广东省，始兴县，车八岭自然保

护区，生 长 在 阔 叶 树 落 枝 上，２４．６．２０１０ 何 双 辉

１０１；肇庆市，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生长在阔叶树落枝

上，３０．６．２０１０何双辉１８４。

２．２微孢锈革菌（图３－４）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ｎａｎｏｓｐｏｒａ　Ｊ．Ｃ．Ｌéｇｅｒ，Ｃｒｙｐｔｏｇ．
Ｍｙｃｏｌ．４：２３５，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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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体：担子果一年生，平伏，紧密贴生，初期形

成小的菌落，后 期 汇 合 达２０ｃｍ或 更 长，在 切 片 中

５０～２５０μｍ厚。子实层体 表 面 光 滑，无 环 纹，干 后

不规则开裂，灰褐色至暗褐色；边缘逐渐变薄，不明

显，与子实层体表面同色。
菌丝结构：菌丝系统一体系；生殖菌丝无锁状联

合，在 Ｍｅｌｚｅｒ试剂和 棉 蓝 试 剂 中 无 变 色 反 应；菌 丝

组织在ＫＯＨ试剂中变黑。

图２　长孢锈革菌的显微结构图　ａ．担孢子；ｂ．担子和拟担子；ｃ．侧丝；ｄ．刚毛。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ｌｏｎｇｉｓｐｏｒａ　ａ．Ｂａｓｉｄｉｏｓｐｏｒｅｓ；ｂ．Ｂａｓｉ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ｄｉｏｌｅｓ；ｃ．Ｈｙｐｈｉｄｉａ；ｄ．Ｓｅｔａｅ．

　　菌肉：无绒毛层和菌丝层；皮层存在，由紧密黏

结的菌丝组成。
分层子实层：生 殖 菌 丝 黄 褐 色，黏 结，交 织，厚

壁，直径为２～３μｍ。刚毛大量存 在，锥 形 或 梭 形，
无结晶或菌丝鞘，顶端尖，（１６～）２０～４０（～４５）μｍ
×４～６（～８）μｍ，突出子实层达１５μｍ。子实层中

无囊状体和侧丝；担子棍棒状，具四个担孢子梗并在

基部有一简单隔膜，通常有非结晶的颗粒覆盖，大小

为１８～２１μｍ×２～４μｍ；拟担子形状与担 子 相 似，
但略小。

担孢子：担孢子圆柱形或尿囊形，无色，薄壁，光
滑，在 Ｍｅｌｚｅｒ和棉蓝试剂中均无变色反应，大小为２
～３μｍ×０．８～１．２μｍ，平均长Ｌ＝２．４７μｍ，平均宽

Ｗ＝１．０６μｍ，长宽比Ｑ＝２．３０～２．３６（ｎ＝５０／２）。
研究标本：中国，广东省，始兴县，车八岭自然保

护区，生 长 在 阔 叶 树 腐 木 上，２４．６．２０１０ 何 双 辉

１０７；肇庆市，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生长在阔叶树落枝

上，３０．６．２０１０何 双 辉１７０。海 南 省，昌 江 县，叉 河

镇，生长在储木上，９．１２．２００９何双辉２９；霸王岭自

然保护区，生长在阔叶树落枝上，２６．１１．２０１０何 双

辉５６６；乐东县，尖峰岭自然保护区，生长在阔叶树

腐木上，１２．１２．２００９何双辉６８。

３　结论与讨论

长孢锈革菌（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ｌｏｎｇｉｓｐｏｒａ）的主

１２１期　　　　　　　　　　　　何双辉等：锈革菌属两个中国新记录种



图３　微孢锈革菌的子实体

Ｆｉｇ．３　Ｂａｓ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ｓ　ｏｆ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ｎａｎｏｓｐｏｒａ

图４　微孢锈革菌的显微结构图　ａ．担孢子；ｂ．担子和拟担子；ｃ．侧丝；ｄ．刚毛。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ｎａｎｏｓｐｏｒａ　ａ．Ｂａｓｉｄｉｏｓｐｏｒｅｓ；ｂ．Ｂａｓｉ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ｄｉｏｌｅｓ；ｃ．Ｈｙｐｈｉｄｉａ；ｄ．Ｓｅｔａｅ．

要特点是：属于裸刚毛组，刚毛较大，孢子长圆柱形。
该种与Ｈ．ａｂｅｒｒａｎｓ　Ｇ．Ａ．Ｅｓｃｏｂａｒ　ｅｘ　Ｊ．Ｃ．Ｌéｇｅｒ较

为相似，但是，后 者 孢 子 椭 圆 形 且 较 小（５～６μｍ×
２．５～３．２μｍ，Ｌéｇｅｒ　１９９８）。长孢锈革 菌 以 前 只 在

俄罗斯 报 道 过（Ｌéｇｅｒ，１９９８）。中 国 标 本 的 刚 毛 较

Ｐａｒｍａｓｔｏ（１９８６）（８０～１５０μｍ×７～１３μｍ）和Ｌéｇｅｒ
（１９９８）（８０～１３０μｍ×８～１３μｍ）在欧洲的描述小。

微孢 锈 革 菌 Ｈｙｍｅｎｏｃｈａｅｔｅ　ｎａｎｏｓｐｏｒａ 的 主 要

特点是刚毛和孢子很小，该种是目前锈革菌属中孢

（下转第１００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００）

２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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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最小的，以前只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

报道过（Ｌéｇｅｒ，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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