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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报道 了 19 8 1一 19 8 3年在海南岛 尖峰岭地 区开展 大型真菌考察的初 步结 果
。

分析和研 究了该地区大型真菌的组成与特征
; 主要真菌种群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

尖峰岭地区主要资源真菌种类等
。

关健饲 海 南岛 . 尖峰岭
; 大型真菌

;
考察

尖峰岭林区位于海南岛西南端
,

在乐东和东方两县境内
,

地处东经 10 8
0

46
’

一 109
0

02
‘ ,

北 纬 18
0

2 3 ‘一 18
0

5 2 ‘ ,

面积约 4 7 2 27 h a ,

其中丘陵台地 占10 %
,

山地 占9 0 %
,

山地海拔多在

6 o o m 以上
,

尖峰岭最高峰海拔 14 1 2 m
。

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区位于林区中部
,

海拔 7 00 一

90 Om
,

面积 16 35 h a
。

尖峰岭林区是我国现有热带原始森林中较典型的热带雨林 之一
。

由于

林区受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的影响
,

区内热量丰富
,

雨量充沛
,

适合多种生物繁衍生长
,

因

此
,

各种生物种类繁多
,

资源十分丰富
,

是我国热带地区生物基 因资源的宝库
。

尖峰岭林区的大型真菌
,

过去开展工作较少
。

据了解
,

金开漩( 19 6 3) 曾报道并描述了尖

峰岭林区木腐菌38 种
; 此外

,

彭寅斌 [’‘
, ‘么, 、

赵继鼎〔‘
一 。,
等也分别记载过尖峰岭地区的银耳属

及灵芝科的一些种类
,

其它资料则较为少见
。

本项考察时间之长
、

范围之广和收集的标本数

目之多
,

在该地区均属首次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填补了该地 区大型真菌研究的空白
,

为今后

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

作为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研究中的本底调查内容之一
,

笔者于 1 9 81 一 19 8 3年连续在林

区内开展对各类大型真菌的考察
,

分别在每年的 5 一 10 月 (12 月)进行野外标本采集
,

采集地

点 以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区为主
,

并扩大到林区内其它各植被类型中
,

采集方法以线路调

查为主
,

乡个深入到林内
,

收集的标本分另lJ编
一

号记录并干燥或浸泡保存
。

儿年来共收集各种标木

1 5 4 3号
,

目前已初步鉴定7 2 3号
,

共 2 6 5种 (包括 变种 )
,

分别隶属8 0属3 0科 1 1目 4 纲
,

此外
,

有 80 0余号标本尚待今后继续整理研究
。

本文拟就现有资料
,

对尖峰岭地区大型真菌的组成及

其主要种群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
,

作一初步分析与研究
。

本文 于1 9 8 7年 3 月 6 日收到
。

·

本研究为 中国科学院科学墓金资助项 口
—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研 究》中的部分内容
.

工作 中得到山西大

学 刘波教授的热情指导 , 尖峰岭保护站给子大力支持 , 陈焕强
、

叶华英
、

邹一桥同志先后参加 部 分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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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尖峰岭林区大型真菌的组成与特征

(一) 大型真菌的种类组成

根据考察资料初步统计
,

尖峰 岭 林 区 的 大 型 真 菌 主 要 由 担子 菌亚 门 的层 菌 纲

(H , 二e o
om 夕c e te s )

、

腹菌纲 (Ga
st。,

哪 , e e te s) 及子囊菌亚门的核菌纲 (均
r e n
帅夕

c et o s)组成
,

其中尤以层菌纲真菌 占绝对优势
。

目前已知担子菌有 252 种
,

隶属 9 目 28 科共 77 属
,

占区

内已知大型真菌种类数的9 5
.

1 % , 而大型子囊菌仅 2 目 2 科 3 属共13 种
,

占区内已知真菌种

类数的 4
.

9 % (表 1 )
。

表 1 尖峰峥林区大型宾菌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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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数众多的担子菌类中
,

又 以 1卜褶菌目(A p入y llo p ho r a lo s ) 及伞菌 目 (月g a r ic a l。: ) 两类

真菌为主
,

共有66 属23 。种
,

占已知总属数的82
.

5 %
,

已知真菌种类数的86
.

75 %
。

其中非褶

菌 目又占较大优势
,

计有 4 0个属共 16 3种
,

占已知
J

沪
、

属的 5 0 %
,

已知种类数的 6 1
.

5 9) ;
伞菌目

居次
,

计有26 属共 67 种
,

占已知总属的32
.

5 %
,

已知种类数的25
。

2 ;石
。

在非褶菌目中又以多孔菌科 (尸ol g poT ac ea
。)及灵芝菌科 (G二 od el m at ac 。

。 )数量最大
,

单

这两科就拥有 21 属共 In 种真菌
,

占已知总属的 26
。

25 %
,

占真菌总数的 4 1
.

51 %
。

其中
,

有

几个大的属在该区真菌组成中占 有 较 大 的 比 重
,

如 灵 芝 属 (G阴od 。二a) 26 种
,

乌 芝 属

(A二 a u r o d e , 二。 ) 1 2 种
,

多孔菌属 (P o ly p o , u s ) 1 1 种
,

木层孔菌属 (P人。111: 。: ) g 种
,

革徊菌属

(L o n z ite s) 6 种
,

刺 革菌属 (万夕二e : o c人a e t。) 6 种等
。

这几个属 共 有 真 菌 7 0 种
,

为 总 数 的

2 6
.

4 1 %
。

伞菌目中以 口蘑科 (T : icho lo二a ra c ea 。)
、

毒伞菌科 (A 二 a , fta c o a 。)
、

牛肝菌科 (刀o lo ra c o a 。 )
、

红菇科(R u ss : la 。。a 。)等科真菌较多
,

其中
,

常见的有毒伞菌属 (月二a , ita )
、

红菇属 (R u ssu la )
、

乳菇属(L a e亡a , fu s )
、

香菇属 (L e : : f: 。 : )
、

侧耳属 (p l。。r o ro s) 等属真菌
,

种类不少
,

分布也较

广
。

除上述主要科属的真菌外
,

其余科属的真菌种类一般不太多
,

分布也较少
。

属于一属一

种或一属两种的真菌有 45 个属
,

为巳知总属的56
.

25 %
。

因此
,

尖峰岭热带林区大型真菌种群

是以担子菌中的非褶菌 目真菌为主
,

伞菌 目真菌为次
,

并加之 以其它的多种担子菌及少数大

型子囊菌共同组合而成
,

并成为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物种组成之一
。

(二 ) 大型宾菌的区系特征

尖峰岭属热带季风气候区
,

表现为热量较高
,

雨量 多
,

雨季时间长
,

湿度大 , 旱季由于

受北方冷空气的影响
,

有低温出现
; 区内干湿季节明显

,

其植被反应上也有一定的季节性
。

从区内植被组成
、

生态外貌及群落结构等方面来看
,

此区均富有热带植被的特点
。

尖峰岭林区 的大型真菌
,

有不少种属都表现出具有热带及南亚热带的区系成分
。

如竹荪

菌 (D ic t万o p人。 : a s p p
.

)
、

鸡纵菌 (C o llg 乙ia a lb 。二 1’n o sa ) 等主要分布 在 热 带 地 区 石‘’卫,

灵 芝

(G a 。。d e T o a s p p
.

)
、

蜂 窝 菌 (H e x a g o : ia s p p
.

)
、

微 皮 伞 (M a : a s二fe ll、 : s p p
.

)
、

金 钱 菌

(c oll 必 l’a sP p
.

)的一些种类以及子囊菌中的炭角菌 (X 梦I。: ia s p p
.

)等
,

都常见于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灵芝类真菌
。

灵芝科真 菌广泛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

温带仅有极

少数种类
。

尖峰岭地区的灵芝不仅种类繁多
,

而且分布普遍
,

产量可观
,

有的还属热带类型
。

据 载卜
。, ’ , 3 , ’l ,

我 国 目前已发现灵芝科真菌73 种 (19 86 年资料 )
,

已知海南分布有5 3种
,

占全

国分布总数的72
.

6 % ; 尖峰岭地区巳收集到3 8种
,

占海南岛分布 总数的7 1
.

7 %
。

一个 小 范

围内分布有如此众多种类的灵芝
,

在全国来说实属罕见
,

可堪称为我国灵芝资源的宝库
。

尖

峰岭地区常见 的灵芝种类有热带灵芝 (G 。。。d。: 。。 tr oP i‘。二 )
、

拟热带灵芝 (G
.

动。ad il )
、

喜

热灵芝 (G
. 。a lfd o p入ilu 二 )

、

海 南 灵 芝 (G
.

ha i: a : 巴: s 。 Z h a o ,
X u e t Z h a n g

。

)
、

紫 芝 (G
.

sl’: 。。s。 Z h a 。 ,

X u ct Z h a n g
.

)以及乌芝属的一些种类
,

都属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种类
,

有

些种目前仅见产于海南岛
。

其中
,

热带 灵芝和拟热带灵芝是尖峰岭低海拔干热地 区 的 常 见

种
, 海南灵芝

、

喜热灵芝等是高海拔较千热地方的常见种
。

此外
,

蜂窝属真菌也是南方热带及南亚热带类型的菌类!” 〕,

在我国已知的 9 种蜂 窝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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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已知海南分布有 6 种 (尖峰岭已收集到 5 种)
,

其中以美丽薄边蜂窝菌 (H ex ag on l’a t。。。行

(H o o k
。

) Fr
.

v e r
。

p u lche lla (L ev
.

) L lo yd
.

)
、

多纹薄边蜂窝菌(H
.

t e , u i: (H o o k
。

) F r
。

v e r
·

p o
匆g r a , 二 a (M o n t

.

) Llo yd
.

)最常见
,

亚薄边蜂窝菌(H
. s u bto n u fs)仅见产于海南

。

伞菌类真菌中
,

鸡纵菌也属热带及亚热带类型的真菌
,

在尖峰岭主要分布在较干热的半

落叶季雨林中 , 在香菇属中
,

也有一些种类只分布在南方
,

如环柄香菇 (L。士玄: 娜 二了
。卜‘aj u)

、

毛缘香菇 (L
.

el 二。l’)
、

拉莫斯香菇 (L
.

、二 05 11) 等
,

其中
,

后两种仅见产于海南
。

属 于粉

褶覃科 (E川ol o m at ac
o a 。)的未定种粉褶覃(E 形ol o m a

sP p
.

) 以及口 蘑科的未定种微皮伞
,

这些

属于南亚热带
、

热带的真菌
,

在尖峰岭林区也有分布
。

子囊菌中的炭角菌属多数分布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有些种类仅见产于海南
。

因此
,

尖峰岭地区的大型真菌有不少地方具有热带类型的成分
,

是热带气候条件下的产

物
,

但是
,

区内仍有不少属于亚热带的一些真菌种类
。

与植被类型一致
,

该区大型真菌也是

一个从亚热带过渡到热带的区系类型
。

二
、

主要真菌种群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 ) 大型真菌出现时间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大型真菌出现的时间与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

海南岛干湿季节明显
,

一般 5

一 10 月为雨季
,

其气温较高
,

雨量十分充沛
,

相对湿度也较大; 1 1月至翌年 4 月为旱季
,

其

气温偏低
,

雨量 较少
。

尖峰岭林区年平均气温为19
.

7 ℃ (尖峰岭天池气象站资料
,

下同)
,

最

冷月平均气温 1 5
.

1℃
,

这种气候条件对大多数种类的真菌均适合生长
。

因此
,

大型真菌出现

的早晚及数量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雨日期的退早及降雨量的多少
。

在雨季
,

大型真菌出

现频率大
,

种类也较多
。

在旱季则相反
。

在多雨的季节里
,

菌类出现最多的时间是雨季初期
,

此期间气温较高
,

在连续降雨的情

况下
,

土壤中的水分迅速增加
,

甚至达饱和状态
,

加之土壤基质营养丰富
,

大型真菌爆发性

出现
,

以多种肉质伞菌
、

牛肝菌及木耳等菌类为主
。

在雨季的中后期
,

雨量充足
,

相对湿度

较大
,

肉质菌类出现较少
,

且易腐烂
;
而一些生长缓慢的菌类

,

如革质伞菌
、

多孔菌
、

灵芝

菌等则出现较多
,

时间也较长
。

旱季初期的n 一12 月
,

雨量明显减少
,

但林内仍保持一定湿

度
,

某些菌类如革质伞菌等仍继续出现
。

到旱季末期的 2 一 4 月
,

雨量稀少
,

土壤千旱
,

相对

湿度明显降低
,

菌类一般极少长出子实体
,

但若遇降雨
,

有时也产生少量子 实 体
。

因此
,

大型真菌出现时间的迟早和数量与降雨日期的迟早及降雨量的大小成正相关
。

(二) 不同真菌种群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不同的植被类型具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及基物组成等
,

而各种大型真菌的生长与繁衍
,

也

依赖于这些不同的生态条件变化而变化
,

从而形成在一定条件下生长着一定类型或种群的真

菌
,

并成为森林生态系统中特定生物种群的组成部分
,

并参与其各种物质的转化
。

在尖峰岭林区
,

不同的真菌种群与生态环境之间
,

’

也表现出许多相关的特性
,

有些种类

的真菌仅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
,

如鸡纵菌
、

热带灵芝
、

拟热带灵芝等
,

主要分布在气候

干热
、

旱期较长
、

雨季则湿热的低海拔地区
,

特别是海拔 1 00 一30 o m 的热带半落 叶 季雨 林

中, 鸡纵菌还必须有白蚁伴生才能生长
。

这几种菌为该植被类型中的特有种
,

在其它植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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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均未见出现
。

在海拔 30 0一 70 0 m 的常绿季雨林中
,

海南灵芝
、

鹿角灵芝 〔G
. a 二阮i: 。盯c

(L a m
.

e x F r
.

) Pa t
.

〕
、

乌芝 [ A二 a u : o d e : 二a : u g o s应二 (B l
。

改 N e鸽
.

) B re s
.

〕
、

朱 红密孔

菌 〔p 夕c n 。p o r u s c in n a石, io u s (Ja e q
.

e x F r
.

) K a r st
.

]
、

粗毛盖菌 [ F u n a li。 g a llic a (F r
.

)

Pa t
.

〕
、

长根 金 钱菌 [ C oll万右ia , a d fc a ta (R elh
.

e x F r
.

) Q u e l
.

〕以 及 木耳 〔A : , ic 。la : ia

au 汀邝la (L
.

e x H o o k
.

) U n d e rw
.

〕等
,

其中海南灵芝等为本 区 优 势 种
。

在 海 拔 7 00 一

12 0 0 m 的热带山地雨林中
,

气候温暖
,

水湿条件较好
,

植被复杂
,

喜阴湿类型的真菌常 出 现

在这里
,

如紫芝
、

松塔牛肝菌 〔S tr o乡110 , ye e s flo c e o p u s (V a h l
.

e x Fr
.

) K a r st
.

」以及多种

蜂窝菌
、

鹅膏菌(A二 a n fta s p p
.

)
、

香菇菌(L e : tfn : : s pp
.

)
、

红菇菌 (R 。: s : la s pp
.

)等
。

其中

紫芝
、

松塔牛肝菌等 为本类型植被中的特有种
。

此外
,

在低海拔的海滨沙滩及有刺灌丛植被

带中
,

由于各种条件不太适合菌类的生长
,

一般大型真菌分布较少 , 在高海拔的山顶苔醉矮

林植被带中
,

由于气温偏低
,

常风较大
,

大型真菌种类也较少
。

另外
,

还有一些真菌对环境

条件的要求不甚严格
,

适应范围较广
,

分布也无一定规律
,

在多种环境条件下均可生长
,

如

木耳
、

毛木 耳 (A
.

p o l万t , ic儿a (M o n t
.

) Sa e e )
、

裂褶菌 (S c h众 o ph夕llu二 e咖m u : 。) 及多种栓菌

(T la 爪。te : s p p
。

)等
,

在林区内多种植被类型 中均可常见
。

三
、

主要资源真菌

据初步统计
,

尖峰岭地区大型资源真菌的种类较多
,

资源也十分丰富
,

有的种类其产量

还相 当可观
。

区内计有食用真菌55 种〔”
,

可供药用的真菌32 种
,

此外
,

还有多种菌根真 菌
。

在这为数不少 的资源真菌中
,

除了极少数种类被当地群众采收利用外
,

绝大 父数都腐烂于山

野
。

因此
,

对这些有一定开发利 用价值的资源真菌
,

确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一 ) 食用宾菌

尖峰岭林区的食用菌可分为耳类 (包括银耳及木耳 )
、

牛肝菌类
、

金钱菇类
、

鹅膏类及其

它等六大类
,

隶属 1 3科 32 属
。

其中以耳类
、

红菇类
、

鹅育类
、

金钱菇类及牛肝菌类等较为常

见
,

有些种类具一 定产量
,

有开发利用价值
。

耳类真菌是我国著名的食用兼药用的菌类
,

其经济价值较高
。

尖峰岭林区的耳类资源主

要有毛木耳
、

木耳和皱木耳 (A
.

de ll’。。t。)
,

其中以毛木耳产量最高
,
银耳类真菌在这里也有

一定的分布
,

主要有银耳 (T r刃二己Ila fu c ijo r m is)
,

i丘年来还发现有大锁银耳 (T
.

jfba life , a )
、

巴西银耳 (T
.

西: a silie : : 15 )
、

澳洲银耳 (T
. a u s tr a f。: 5 15 ) 等种类分 布 [‘’

, ‘“l ,

但一般产 量不

高
。

耳类生 长推物主要有黄桐 (E : d o sp e r二 u 二 e入in e n se )
、

猴耳环 (p ft无e c e lo 吞iu 。 ‘
勿p ea r ia )

、

白榄 (C a : a v i:‘二 a l乙a 。: )
、

子京 (M a dh u ea ha f: a n e : 51: )
、

木棉 (G o s sa m 厉
: : s 二 a la ba lfc a )

、

苦棣

(M己11“ a : ed a r a c 无)
、

木波 罗 (A l t o c a r p u : 几e t。: o p无, Ilu s )等树种及一些藤本植物的倒木
、

伐桩

或枯枝木
_

L
。

属于红菇类真菌 主 要 有 六 种
,

即 蓝 黄 红 菇 (R o ss u la c刀a , o x a o tha )
、

变 绿 红 菇 (R
.

v fr e se 。, : )
、

鳞盖红菇 (R
.

le pl’d a )
、

粉红菇 (刀
. s u bd ep a lle n : )

、

黑红菇 (刀
。 , 19 , ic a n s )

、

乳白

绿 菇 (R
.

ga lo 动To a)
。

这类真菌要求湿润的环境条件
,

在高温多雨的季节里及土壤腐殖质较

丰富的地方常群生
。

金钱菌类在尖峰岭林区主要有三种
,

即鸡纵菌
、

长根金钱菌 (C
。

。dl’cat a)
、

毛全 钱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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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Io ng 印es )
,

都 是 味道 鲜美的食用菌
,

鸡纵菌素以菌肉细嫩
、

味道香浓
、

营养丰富而著

称
,

一直畅销国内外市场
。

在尖峰岭
,

鸡纵菌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地区
,

生长于较干热的次生

林地上
,

其地下假根常与白蚁巢穴长在一起 ; 后两种主要分布在高海拔地区
,

其假根常与埋

在地下的腐朽木长在一起
。

三种金钱菌多在每年 6 一 9 月 的雨季出现
,

有一定的资源
。

其它种类的食用菌
,

如牛肝菌(B o le t : :
sP p

.

)
、

粉抱牛肝菌 (巧loP l’lus s p p
。

)
、

松塔牛肝

菌
、

鸡油菌 (C a耐无,
e ll。: : f吞a l i: s )

、

小鸡油菌 (C
.

o in o : )等也有一定的野生资源
;
橙盖鹅

膏 (A二 a o ita 。a esa , e a )
、

灰鹅膏 (A
. o a g i, a ta )

、

赤褐鹅膏 (A
.

fu lv a )等亦有分布
,

但产量较

低
。

此外
,

木生真菌在林区不仅常见
,

而且种类繁多
,

分布普遍
,

产量也极可观
,

如野生革

耳(P a , u s ; ud:’s )
、

虎皮香菇 (L e : tfo u : tfg , in u s)
、

亚侧耳 (H ohe n西u 。helia se : o才fn a )
、

糙皮侧

耳(Pl
。: ro tu s os tl ea tu : )等

,

这类真菌可在多种阔叶树的倒木或枯立木上成丛生长
,

以 7一10

月最多
,

干旱季节也可见到残留在腐木上的干缩子实体
。

但是
,

这类真菌一般幼嫩时好吃
,

老

熟后其食用价值降低
。

(二) 药用真菌

利用真菌入药
,

在我国医学上已有悠久的历史
,

早在公元 1。。一20 。年的汉代
,

((神农草本

经》就记载了多种真菌的药效及功能
,

这些药用真菌在中药学里历来就 占有重要的地位
。

尖峰

岭林区的药用菌主要包括木耳类
、

灵芝类
、

马勃类及其它等共32 种
,

隶属 巧科23 个属
。

其中
,

有的为近年来国内发现的新种
,

有的为海南分布新记录
。

木耳类真菌具有益气强身
、

活血
、

止血等功效
,

可 治疗多种疾病
,

是常见的滋补药用菌

之一
,

有关生态环境及分布等在食用菌部分已谈及
,

不再赘述
。

据刘波(1 9 8 4) 的研究〔’0] ,

目前可供药用的灵芝有 4 种
,

即灵芝
、

紫芝
、

皱盖乌芝 及 平

盖灵芝(树舌 )(G
.

即p lan at : 二)
。 4种药用灵芝尖峰岭均有分布

,

其中前 3 种资源比较丰富
。

此外
,

近年来国内发现的新种海南灵芝
,

当地群众早就采供药用
,

收购部门每年可收购数百

公斤干品供应市场
。

灵芝与紫芝多生长在腐朽木及枯树桩旁
,

一般单生或散生
。

灵芝要求一定的光照
、

温度
,

在不太郁 闭的林中常可见到 ; 紫芝则要求较高的温度及荫蔽条件
,

在热带常绿季雨林及热带山

地雨林中
,

在潮湿的林荫地上
,

甚至在大的树洞里生长
。

海南灵芝
、

皱盖灵芝多在有腐烂木

的林地上群生或散生
。

海南灵芝对湿度的要求不甚严格
,

在林中稍千燥的空旷地上也可生长
。

平盖灵芝不同于其它几种
,

其形状较特殊
,

菌盖无柄
,

呈半圆形
、

星月形和肾形
,

多在树干

基部呈
“
舌

”

冲伸出
,

是树木腐朽菌
,

引起树木根基产生白腐病
。

作为药用
,

其功效性味不同

于其它灵芝
,

它具有抗肿瘤的作用
。

据报道
,

生长在皂角树 (G le di ts l’a m ac la can tha) 上的子

实体方可供药用
。

灵芝类真菌的子实体多在雨季的中后期成熟
,

海南岛一般为 7 一 9 月
,

在干旱季节则较

少发生
。

灵芝的采收一般以 9 一10 月为好
,

此时不仅品质较好
,

而且耐贮藏
,

不易虫蛀
。

马勃灰包类真菌在尖峰岭林区有 10 种
,

常用于入药的有 4 种
,

即 小 马 勃 (L 那oP o do
,

p忿 s云11。二 )
、

杯形秃马勃 (C a lv a 艺fa 叨 a 士hff。二fs)
、

多根梗皮马勃 (S c le了o d e , 执a p o l, : hi之u m )和

彩色豆马勃 (Pi sD lit 无us tf: “ol ius )
。

这类真菌一般具有解毒
、

消肿
、

止痛
、

清肺
、

利喉等功

效
,

可治疗喉炎
、

慢性扁桃休炎
、

食道及胃出血以及外伤出血
、

疮肿流脓等炎症
。

有的种类

的幼嫩子实体还可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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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真菌都为地生真菌
,

在潮湿 的林下或草灌地
_

L散生至群生
。

在热带常绿季雨林
、

山

地雨林及半落叶季雨林中均有生长
,

以 6 一 g 月的多雨季节较多
。

其它的药用菌类还有朱红密孔菌 (p 夕: , o p o , u s c in n a乙r i: 。s )
、

血红 密孔菌 (p
. sa n g o i, e u s )

和裂褶菌木生真菌
,

也是尖峰地区常见的大宗药用菌类
。

此外
,

粪鬼伞(C oP , i: : : : to q o
l’ll’

: : : )
、

墨汁鬼伞 (C
. a r: a 二。: t a , i。s)

、

杂色竹荪(D ic tyo pho : a o u ltic o lo r )以及黄粉未牛肝 (P o lv e r o 乙
-

ol et 。: :
二

。: 。ll’l’ ) 等均有较多的分布
。

另外
,

鸡纵菌
、

鸡油菌
、

小鸡油菌
、

变绿红 菇
、

侧 耳

等食用菌
,

还兼有药用的功效
。

(三) 菌根菌

菌权菌在 世界上分布极广
,

从寒带到热带均有分布
,

种 类繁多
,

寄主广泛
。

据统计
,

能

与木本植物形成外生菌根的真菌
,

包括多种伞菌
、

多孔菌
、

腹菌
、

块菌
、

盘菌以 及无抱菌类

等
,

共11 目30 科 99 个属
。

在木本植物中
,

有人统计了 1 34 科植物
,

其中植物根系有菌 根的 占

8 2多百
。

尖峰岭热带林区的菌根资源
,

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
,

从初 步 调 查 来 看
,

枝 瑚 菌 属

(R a 二 a : ia )
、

鸡油 菌 属 (C a n r入a ; e llu s)
、

牛肝 菌 属 (B o le tu s )
、

红 菇 属 (R u s s u la )
、

乳 菇 属

(L a c ta : i“: )
、

鹅膏属 (A 二a 。it a )
、

豆马勃属 (P i: o lit无u s )
、

硬皮马勃属 (S c le , o d e ; 二 a )
、

桩菇属

(p a x t’ll : : ) 以 及尚未定名的乳牛肝菌属 (S “l’l Z。 : ) 等
,

都是产生外生菌根较多 的 真 菌 属
,

这

些属的真菌在尖峰岭林区均有分布
,

有的属种类还不少
。

因此
,

估 计尖峰岭地区的菌根菌资

源十乡厂卜富
,

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

综上所述
,

海南岛尖峰岭地 区的大型真菌不仅种类繁多
、

组成复杂
、

资源丰富
,

而且具

有某些热带区系的特征
,

是我国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真菌资源的宝库之一
。

该地区高等担子

菌
,

特别是非褶菌 目真菌占绝对优势
,

这在该区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多种物质转化
,

无疑是起

着极其重要的桥梁作 用
,

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生物类群
。

此外
,

由于该地区地

形
、

气候及生态环境等条件的差异
,

从低海拔的滨海沙滩
,

直至高海拔的山顶
,

形成一系列

植被生态类型
,

研究各植被类型中的大型真菌组成等
,

又为该地区对大型真菌生态学的研究

提 供了有利条件
。

为此
,

开展对尖峰岭林区大型真菌的研究
,

无论对森林生态系统研究抑或

对林区立菌资源 的开发不帕J
,

都具有积极意义
。

今后加强对该区大型真菌的深入研究
,

不仅

应该
,

而月
.

也是完全必要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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