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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匕京地区木本植物锈菌区系的研究
弓}争

戴玉成 沈瑞样 周仲铭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 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 )

摘要 本 文报道 了北京地区的木本植物铸菌33 种
,

对其中在北京地区第一次报

道的 9 种进行 了描 述
,

对过去报道 的一些错误进行 了钊正
。

关健词 诱菌
; 木本植物 . 真 菌分类

前人对北京地区木本植物上的锈菌还没有作过系 统 的 报 道
。

M iya k e (1 9 1 4)
、

章祖纯

(1 9 1 6 )
、

钱拯孙 (2 9 1 8 )
、

邓叔群 (1 9 3 3 )
、

贺峻峰 (1 9 34 )
、

刘滇愕等(1 9 3 5 )
、

周家炽 (1 9 3 6 )
、

戴芳澜

(19 3 6一 1 9 3了)
、

魏景超 (2 9 4 2 )
、

沈恩才 (1 9 4 2 ) [ ‘
一
“

, ‘“1 等对北京地区的锈菌有过零星的报道
。

19 5 1年王云章将我国已经发表的锈菌编成索引 l‘2 1 ,

共收集60 属s n 种
,

其中北京地区木本植

物锈菌有 18 种
,

以后的报道又增加了一些种
。

戴芳澜 [ ’”l在《中国真菌总汇》中共 记 载了北京

地区木本植物锈菌 34 种
。

作者经研究证明
,

34 个名称中合法名 称 为 22 个
, 4 个为同物异名

(Ph
: a g 爪fd iu m 5 1” ic ‘,陀 T a i e t Che o ,

P o c c io ia c u lm ieo la D ie t
. ,

U r o m yc es lesPed ez a 亡
·

二 a e , o c a : p a e L io u e t W a n g ,
U , o二夕e o s le sp ed e z a e一西ieo lo , 15 T a i e t Cheo ) , s 个为鉴定

错误 (A e c id i。。 a lte , n ii M a ire
,

A
.

lig o s t, ic o la C u m m
. ,

A
. e la ea g 凡1 D ie t

. ,
‘

G 习爪刀o sp o r ,

a , 9 11‘爪 c la v a r iifo : m e (Ja e e
.

) D C
. ,

M e la 爪 p so r a ; ibe sii
一

p u , p左r ea e K leb
. ,

Ph a ko p so r a

fic i
一e r e c ta 。 Ito e t o ta n i

,

P无; a g m id io m 7 o sa e 一阴 u lti! lo l a e D ie t
. ,

P
。 , o sa e一 , u g o sa e K a s a i

.

)

作者于 1 9 8 6一1 9 8 7年对北京地区的木本植物锈菌进行了采集
,

连同北京林业大学真菌标

本室 (H M B FU )和 “
!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室 (H M A S) 所藏标本

,

共鉴定了30 。多

号
,

得 1 5属 3 3种
。

1
.

女贞锈抱锈菌 A e e id io m 介lu g kistia n u 二 D ie t
. ,

H ed w ig ia 3 7 : 2 12
, 1 8 9 8

.

寄主及产忆
‘〕J 女贞属一种 (L ig :‘s t, u 二 s p

.

)
,

北京 (H M A S 5 6 8 2 )
。

2
.

桑锈抱锈菌 A e e id i:‘二 In o : 1 B a rc l
. ,

Jo u rn a l o f th e A s ia t ie So e
,

o f B e n g a l

5 5 (2 )
: 2 2 6

, 1 8 9 1
。

寄主及产地 。 丁 互豪桑 (Mo : u s 0 0 , g o lic a

Sc h n e id )
,

北京 (HM B FU 10 7 5
.

10 7 6 )
,

香山

(H M BFU 10 7 7 , 10 7 8 )
,

卧佛寺 (HM B FU 1 0 7 9 , 10 8 1一 19 8 5 )
二

3
.

杜鹃金锈苗 C几竹 s o m g x a 了左。己o d e n d r i (D C
.

) d e B a ry
,

B o t
.

Z ts e hr
. ,

3 7
:

3 0 9
,

18 7 9
0

寄主及产地 11 1江 照山白(R入。瑟o d e ll d r o : 二 ic ; a , : r人。; }: T u r e z
.

)
,

北京 (H M A S 3 4 9 2 7
,

本文于 1 9 8 8年 9 月 1 口 l次到
。

.

¹ 本文是第一作 者硕 士研究生 毕业论文 的一部 分
。

º 在标本鉴定过程中
,

得到 中国科学院徽生物研究所庄剑 云和魏

淑该先生的热情 布助
,

进 此致谢
。

Á 文 中所 引用标本分 8l] 保藏 在北京林业大学直菌标本室和 中国科学院徽 生物所真

留标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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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9 3 3
,

3 4 9 3 8
,

3 4 9 3 9 )
。

魂
.

花椒箱锈菌 C o le osp o , fu 二 xa
n thox 万11 D ie t

。

& S yd
. ,

H e d w
. ,

3 7 : 2 1 7
,

1 8 9 8
0

寄主及产地 五 皿 花 椒 (X a n tho利lu 二 西u n g e a : u m M a x im )
,

北 京 (H MA S 8 6 5 3
,

H MBFU 1 1 6
,

3 6 5 )
。

s
。

粟胶锈菌 甸 m , o印or a 犯g 蓄u二 a s ia tic : 二 M iyabe e x Yam a d a ,

Sh o k u bu ts u Byo .

r i卯k u (P la n t Pa th o lo g y ) T o k y o H a k u b u n k w a n ,
3 7 (9 ) : 3 0 4

, 1 9 0 4
。

寄主及产地 0 1 梨(P , t o s
‘

p , , 订0 1泣a v a r
. eo lta (Mak

.

) N a k a i)
,

西山 (H M BFU 2 5 5
,

2 9 0
,

2 9 7 )
,

北京林业大学校园 (H MBFU 2 9 1
, 2 92

,
2 9 4 )

,

卧佛寺 (H MB FU 2 9 8 )
,

香山

(HM B FU 1 16 8一 1 1 7 1 )
。

111 桧柏 (Sab fn a e hin en sfs (L
.

) A n to in e )
,

北京 (H MB FU 1 9 1
,

3 6 9
,

1 17 1 ,

HM A S 2 2 1 7 6
,

8 6 7 0 )
。

6
。

山田胶锈菌 伪m n o印or a 九g ium g a执a da
e
M iya be e x Y am a d a ,

o mo
r i

.

G
。

Sh
o u -

b u tz u B y o r i沙k u (Pla n t
Pa

th o lo g y ) T o kyo H a k u
bu

n k w an
,

3 7 : 3 0 6
, 1 9 0 4

。

寄主及产地 0 1 苹果 (万口l: 5 p u二ila M ill
.

)
,

北京 (H MA S 3 8 6 5 0
,

H M B FU 3 7 0
,

2 8 5
, 2 7 4

,
1 16 3)

,

香山 (HMB FU 1 16 4 )
,

卧佛寺 (H MBFU 1 1 6 5
,

1 1 6 6 )
,

西山 (H MBFU

1 1 6 7 )
。

海棠(万4 1忍5 sp e c ra bilis B o r k h )
,

北京 (H MA S 3 5 6 5 1 )
。

西府海棠 (M a lu s 二ic r om
a lu s

M a k in o )
,

北京 (H MA S 4 4 5 8 5 )
。

111 桧柏 (夕a bi, a e入fn e , sfs (L ) A n to ine
,

北京 (H MA S

3 6 3 2
,

6 9 6 6
, 1 1 9 3 5

,
2 2 1 7 5 )

。

7
。

黄花柳姗锈菌
* M e la o p sor a c a少a ea r : 二 (D C) T h u m en

. ,

M itth
,

Fo rs tl
.

V e r :

su ehsw
.

o es te r r
。 ,

2 : 3 4一3 6
, 18 7 9

。

夏抱子堆叶两面生
,

叶背较多
,

单生
,

粉状
,

圆形
,

直径0
。

2一0
.

s r Qr。, 夏抱子圆球形
、

广椭圆形
,

15 一2 8 x 1 3一20 卜m
,

壁厚 2 一 3 pm
,

表 面 具刺 , 侧 丝头状
,

无色
,

长 35 一70
拜m

,

头部宽14 一21 卜m
,

顶部壁加厚达7
.

5 卜m
。

冬抱子堆叶两面生
,

角质层下
,

单生或集生
,

壳状
,

褐色
,

圆形
,

直径。
.

2一。
.

7 m m , 冬抱子三棱形或圆筒形
,

20 一48 X 7
.

5一15 协m
,

壁

光滑
,

厚 1 卜m
,

顶部加厚达 5一8 “m
,

顶端有一萌发孔
。

寄主及产地 1 1 黄花柳 (S a l行 c
即

r e a L
.

)
,

松山 (HM BFU 2 2 9 0
, 1 1, i )

。

8
.

箱锈状姗锈菌 M
ela即sora

e o le o印。: io id e s D ie t
. ,

B o t
.

Ja h r b
. ,

3 2 : 5 0
,

1 9 0 2
。

寄主及产地 兀 班 旱柳(S a lix m a 才su d a , a K o idz )
,

北京(H MA S 8 6 1 5 )
,

黄村(H MB FU

5 0 2
, 3 0 3 , 17 8 )

,

百花山 (HM BFU 1 1 7 3
, 1 1 7 4 )

,

北京 (H MB FU 5 8 0 )
。

垂柳 (S
。

ba b, l曲ic a

L
.

)
,

北京林业大学校园 (H MB FU 1 27 5
,

2 17 6 )
,

圆明园 (H MBFU 1 1 7 7 )
。

,
.

皂柳姗锈菌
*

叮
ela m psor

a ep iPh岁lle D ie t
. ,

B o t
.

Ja h r b
。 ,

5 2 : 5 0
,

1 0 0 2
。

夏抱子堆叶背生
,

散生
,

粉状
,

圆形
,

直径 0
.

2一O
。

5 m m ; 夏抱子球形
、

广椭圆形
、

卵

形
,

表面具刺
,

12
.

5一20
.

0 x 12
.

5一17
。

5 林m
,

壁厚 2 “m
,

抱子 内 壁有时呈角形(另有一种

圆球形
,

壁非常薄的夏抱子
,

直径为15
.

0一22
。

5 pm)
, 侧丝头状

,

长 30 一50 协m
,

头部宽12
.

5

一2 2
.

5 卜m
,

壁厚 5 一 7 卜m
,

顶部稍加厚
。

冬抱子堆叶 正 面 生
,

散 生或集生
,

黑褐色
,

圆

形
,

直径O
。

2一 0
.

8 m m
,

角质层或表皮下多 冬抱子圆筒形或三棱形
,

两端圆
,

3 0
。

O一42
。

s x

5
.

。一 12
.

5 协m
,

壁厚 1 p m
,

顶部加厚达3
.

75 一5
。

00 卜m
,

顶端有一萌发孔
。

寄主及产地 亚 111 皂柳 (Sa li万 即a llic hfa 旅a A n ds rs )
,

百花山 (H MBFU 1 17 8
,

1 17 9)
。

注 : 有 “ . ,

者为北京地区首次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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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草野姗锈菌 M ela , p s o : a ku sa n o i D ie t
. ,

E n g le r
’
5 B o t

.

Jah r b
. , 5 3 : 16 4

, 19 0 5
。

寄主 及产地 兀 l 小连翘 (H 夕p o ic um 。: 。e t u , T h u n b
.

)
,

百花山 (HM A S 2 2 1 9 0 )
。

1 1
.

落叶松杨姗锈菌 M e la 二p so r a la : ie i
一

p o p u lin a K le b
. ,

Z e it
。

P fl一k r
. , 1 2 : 4 3

,

1 9 0 2
0

寄主 及产地 卫 班 北京杨 (P o p u lu : p ekfn e n si: W
.

Y
.

H su )
,

百花 山 (H MB FU 10 2 9

一 10 4 5 )
。

下牙杨 (P
. c a tha夕a n a R e h d )

,

百花山 (H M BF U 1 0 4 6 , 10 4 7 )
。

辽杨 (P
.
二 a x i沉。留i

-

c z ii A H e n r y )
,

百花山 (H M B FU 1 0 4 3一 10 5一)
。

1 2
.

落叶松姗锈菌 M e la 二p s o l a la , ic i: H a r t
. ,

A llg
.

Fo r s t
.

Ja g dZ e it
. ,

6 1 : 3 2 6
,

18 8 5
。

寄主 及产地 兀 皿 山杨 (Po p ulu s d a v idia , a D o d e )
,

百花山 (H M BFU 20 2 3一 1 0 2 8 )
。

一3
.

马格姗锈菌 M e la 二p sor a o a g n o sia , a W a g n
. ,

o es te r r
。

B o t
。

Z e its
, 4 6 : 2 7 3

,

1 8 9 6
。

寄主 及产地 n l 毛白杨 (Po p u lu s t o , e : t o sa Ca r r
。

)
,

西山 (H M B FU 10 5 2一 10 5 8 )
。

i一 白柳姗锈菌 (衡定 )
*

万e la m p s o , a s a lieis
一a lba e K le b

. ,
Z tse h r

.

Pfla n z e n k r
.

12
: 19 , 1 9 0 2

。

夏抱子堆小枝和枝条上生
,

开始在皮层下
,

后开裂
,

长可达 Z c m , 夏袍子 椭 圆 形
、

长

椭圆形到指形
,

15 一30 x 10
.

0一17
.

5 “m
,

壁厚 2 协m
,

顶部光滑
,

其余部分密生小刺
,

侧丝

头状或棒状
,

长 40 一60 “m
,

头部宽10 一20 卜m
,

无色透明
,

顶不加厚
。

寄主及产地 n 旱柳 (Sa lix 二 a ts o d a : a K o id z
.

)
,

密云五座楼林场 (H M BFU 2 0 0 一)
。

作者只发现了该标本的夏抱子阶段
,

陆燕君〔‘名] (1 9 8 4) 在山东也发现柳干诱病
,

只有夏抱

子阶段
,

暂定为U ,
心

。 s p
. 。

作者查阅了国内外有关柳锈菌的文献
,

欧洲一些国家有柳干锈菌

M ela m p s o : a s a lic is
一 a l西a e K le b

.
[‘7 J

。

该种的夏抱子形态 与上述种的描述很相近
,

因此
,

作者

初步认为与欧洲的为同一种
,

只是没有找到其冬抱子阶段
,

故暂定为M
o la m p sol a sal ic is

一

al bae

K le b
。 。

l弓
.

红柳姗锈菌 (哲定 )
,

M o la m p s o , a s a lieis
一 c a v a le , fei T a i

,
Fa r lo w ia

, 3 : 10 2 , 19 4 7
。

夏抱子堆叶背生
,

散生或集生
,

圆形
,

直径O
。

4一 1
。

0 m m , 夏抱子卵形
,

椭圆形
,

长卵

形
,

或棍棒形
,

夏抱子有两种类型混生
,

一种为表面全部具刺
,

另一种为头部光滑
,

15
.

2一

3 7
.

5 x l2
.

5
一

7
.

5 卜m
,

壁厚 2一 2
.

s o m
,

浅黄色
, 侧丝头状或棍棒状

,

长 3 2
.

7一7 5
.

0 卜m
-

头部宽 1 2
.

5一2 5
.

o o m
,

壁厚 3 一 5 卜m
,

顶部不加厚
。

冬抱子堆叶两面生
,

主要叶背生
,

散

生或集生
,

褐色
,

圆形
,

直径O
。

2一0
.

4 m m
,

表皮下或角质层下 , 冬抱子圆筒形或三棱形
,

两端圆
, 2 0

.

0一 5 2
.

5 x 5
。

0一 1 2
.

5 卜m
,

壁厚 1
。

5 “m
,

光滑
。

寄主及产地 11 111 红柳 (S a lix sin o 一

Pu , p u , 。a C
.

W a n g e t C
.

Y
.

Ya n g = 5
.

Pu : Pu , 。a

a u e t n o n L
。

)
,

北京 (H M A S 8 6 3 0
,

8 6 2 9 )
。

此标本王云章曾鉴定为M
.

ri be
sii

一

pur pul ea 。〔. 〕,

作者查阅了其原始描述及许多国家的有

关报道
,

并对该标本进行重新检查
,

认 为不是M
. ; i阮爪

一

p u l p u r o a e 。

该标本的主要特点是夏

抱子有两种类型
,

一种为表面全有刺
,

另一种为头部无刺
,

有光滑区
,

在扫描 电镜下可 以清

楚地看到 (见图 1 )
,

在光学显微镜下也可以看到
。

这是其它所有柳锈菌所没有的
。

因此
,

作者

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新种
,

暂定为 M
. sa lie is

一 c a o a le , ie f
。

但 M
.

sa lie云s
一 c a v a le , fe i模 式标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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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类型的夏抱子 (全刺型 )
,

夏抱子堆叶正面生
,

冬抱子较大
,

36 一 6 9 x 7一 1 1 o m
,

其它

特征与该标本基本一致
。

图 1 M
e la tn p s o r a s a l‘c ￡s

一 e a u a le r i。‘ T a i(暂定 )的夏袍子扫描照片
,

示两种类型的夏抱子

1 6
.

桦长栅锈菌 M e l召m p so : a betu l矛, u , (Fr
.

) K le b
.

2
.

Pfl
一
k r a n k h

. ,
9 : 17 ,

1 8 9 9
,

寄主及产地 l 皿 白桦 (B e tu la p la t对phylla Su k
. ,

百花山(H M BFU 1 1 2 7一 1 1 3 3 )
。

1 7
.

日本假伞锈菌 N o tho : a o en elfa i叩
o n艺c a D ie t

. ,

A nn
.

M ye
. ,

s : 3 1 0
, 1 9 1 0

.

寄主及产地 l[ 皿 叶底珠 (Se c u , fn e g a : u ff: u tfc o sa (Pa ll
.

) R ehd
. ,

松 山 (H M BFU

1 1 5 6一 1 15 8 )
。

1 8
.

案刺袍品字锈菌
* N , sso p so : a ko e l: e琳e : fa 。 (S yd

.

) T r a n z
. ,

J
.

S o e
.

B o t
.

B u ss
. ,

8 : 13 2 (1 9 2 3 ) 1 9 2 5
。

SY N
。

N
。

e hi”en sis (T a i e t C h e o ) T a i e o m b
.

n o v
。

冬抱子堆叶两面生
,

大多数叶背生
,

散生或集生
,

裸露
,

粉状
,

黑色
,

圆形
, 。

.

2一。
.

7

m m
。

冬抱子球形或三角一球形
,

3 个细胞连结在一起
,

呈 倒
“
品

”

字
,

连结处隘缩
,

25 一40

x 2 3一25 协m
,

暗褐色
,

整个抱子表面 有 刚 刺 14 一24 个
,

浅 褐 色
,

长 5一10 协m
,

基 部 粗

1
一

3一2
.

8 卜m
,

无色
,

粗糙
。

寄主及产地 班 架树 (兀o e lr eu : e : ￡。 p a n fc la t。 L a x m
.

)
,

北京林业大学校园 (H M B FU

2 7 2
,
10 3)

。

在 K
.

p a n葱c : la ta 上戴芳澜还报道过一种 N
. : hf, e n s is (T a i & Ch e o ) T a i

,

作者检查

了该种的模式标本 (HM A S 12 9 8 )
,

·

认为它与 N
.

论oe l, eu tel 坛无本质区别
,

根据国际植物命

名法规
,

名称应为N
.

ko e l: e u t e : ia
o

1 9
.

菊层锈菌 Ph
a ko p s o , a c o

帅
o sita , u m M iy a k e

. ,
B o t

.

M a g
.

T o k y o , 2 7 : 4 3
,

1 9 13
。

寄主及产地
’

亚 l 蚂蚌腿子 (万万: ip n o‘: d矛。‘c a B u n g e )
,

西山 (H M BFU 1 1 2 0一 1 1 2 6 )
,

香山(H M B FU 1 1 4 9一 1 15 0 )
,

松山 (HMB FU 1 15 1一1 1 5 4 )
,

百花山(H MB FU 1 15 5 )
。

2 0
.

枣层锈菌 Ph
a 无o p so : a : 众ip i

一。 u lg a : 15 (P
.

H e n n
.

) D ie t
. ,

A n n
.

M ye
. ,

8 : 4 6 9 ,

1 9 10
。

寄主及产地 兀 皿 酸枣 (Z扮fphu s
了
u
i
u西a M ill

.

)
,

卧佛寺(HM B FU 2 0 9 4
, 1 10 3一

10 5 ,

西山 (H M BFU 10 9 7
,

1 0 9 5 )
,

圆明园 (H MB FU 1 0 9 9
,

1 10 0 )
,

紫竹院 (HM BFU 1 1 0 1 )
,

松山(HMB FU 1 10 2 )
。

枣 (2
.

ju juba
M ill

、 v a r
.

f。e : 二15 (B u n g e ) R ehd
,

香山(H M B FU

1 0 9 5
, 10 9 6 )

。

2 1
.

灰色多胞锈菌 Ph
, a g m fd:’um 岁 15心u m D ie t

. ,

B o t
。

Jah r
. ,

3 2 : 4 9
, 19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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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
。

P
。 5 1刀ic赵m T a i e t Ch e o

.

寄主及产地 狂 l 牛迭肚(R u bu s c : a ta eg ilo lius B u n g 日
,

百花山 (H M B FU 21 0 7一 1 1 1 3
,

H M A S 5 3 2 1 8 , 5 3 2 2 2
, 1 15 1 (模式)

, 12 7 2 (模式) )
。

讨论
:

在 R
. c r a ra e g ifo lius 上戴芳澜报道一新种 p

. s in ic u m T a i e t C h e o ,

认 为 P
.

: in ic u 二 的主要特点是冬抱子一般具 4 隔膜
。

作者重新检查了尸
.

5 1滋c如的模式标本
,

实际上

在不同的冬抱子堆中
,

冬抱子隔膜数不一样
,

有的确为 4 个隔膜者多
,

但有的 3 个隔膜者多
。

作者也比较了其它性状
,

认为尸
. : i: “: 爪 与 p

.

gr 公s
。: 成无本质区别

,

应合并为一种
,

根据命

名优先的原则
,

应为尸
。

gr iseu m D iet
. 。

2 2
。

短尖多胞扮菌 Ph
: a g m id iu杭 二u c r o o a t : m (F r

.

) Sc h lee h t
. ,

F l
.

B e r o l
. , 2 : x 5 6

,

19 2 4
。

寄主及产地 兀皿 玫瑰 (So sa r ug o s a T h u m b
.

)
,

北京林业大学校 园 (H M B FU 2 5 3一

2 5 5 )
,

卧佛寺 (HM B FU 1 0 6 5 )
,

圆明园 (HM B FU 1 0 6 6
, 10 67 )

,

北 京 (H M A S 17 7 5 0
,

3 3 0 0
, 1 3 0 5 3

,
3 4 4 7 7

,
3 4 4 7 8

,
8 5 2 0

,

8 3 0 6 )
。

2 3
.

小抽多胞锐菌
*
P人r a g o fd :u 二 t动。r e o la t。。 M u ll

. ,
B e r

.

De
u tsh B o t

.

G e s
. ,

3 :
2 9 1 , 1 8 8 5

。

夏抱子堆叶背生
,

黄色
,

圆形
,

直径。
.

2一。
.

s m m , 夏抱子球形
,

密疵
,

直径17
.

5一22
.

5

。m
,

壁厚 2
.

5 ; m
,

萌发孔散生
,

较 大
,

直径为 5 om , 侧丝棍棒状
,

长 5 0一7 5 o m
,

顶部宽

7
.

5一 12
.

5 om
,

并加厚达7
.

5 ; m
。

冬抱子堆叶背生
,

位于夏抱子堆的周围
,

黑揭色 , 冬抱子

长椭圆形至圆柱形
,

55 一10 0 x 2
.

5一30 卜m
, 搜一 7 分隔

,

分隔处不隘缩
,

壁栗褐色
,

密优
,

5 一 7 卜m 厚
,

顶端乳头状突起
,

长 15 一21 , m
,

与冬抱子顶部非逐 渐 连 结
,

柄 存 留
。

长

1 1 0一 1 4 0 协m
,

无色
。

寄主及产地 亚皿 玫瑰属一种(R o sa s p
.

)
,

北京 (HM A S 3 7 2 6 0 )
。

z‘
.

白蔽宪锈菌
*
Ph, so p o lla a 二p e lo p sidis (D ie t e t S yd

.

) Cu m m
.

e t R h m a eha r ,

M ye o lo g ia
,

5 0 : 7 4 2
, 19 5 8

.

夏抱子堆叶背生
,

散生或集生
,

粉状 , 夏抱子椭圆形
,

圆球形
,

表面密生小刺
,

16 一25

义 1 5一2 0 卜m
,

壁厚 1一 1
.

5 卜m
,

无色 , 侧丝弯曲棍棒状
,

长 2 7
。

5一7 5
.

5 协m
,

头部宽 7
。

5一

12
.

5 p m
,

顶端加厚达 7
.

5 林m
。

冬抱子堆生于夏抱子堆的周 围
,

圆形
,

壳状 , 冬抱子 2 一 4

层
,

1 2
.

5一2 5
.

0 x 7
.

5一 1 5
.

0协m
,

顶部浅褐色
。

寄主及产地 狂皿 掌裂草葡萄 (A o p e lo p sis a c o , itifo lia v a r
。

g lo ba D ie t )
,

回 明 园

(H M B FU 1 1 5 9一 1 1 6 2 )
。

2 5
.

黄护一抱份菌 P ileo la , 10 e o ti, i
一c o g g夕g : ia e T a i e t Che o ,

B u ll
.

Ch in es e B o t
. ,

3 : 5 9 , 1 9 3 7
.

寄主及产地 互皿 黄护 (Co n君f: . 5 e o g g g g r fa Sc o P
.

)
,

北京 (H 入!BFU 一1 1 8
,

x llg
, 4 7 7

,

HM A S 3 1 3 1 6
,

3 5 5 1 3 )
。

2 6
.

禾冠摘姗菌 P u ec in ia c盯。月a ra Cd a
. ,

Ie o n
。

Fu n g
. , 1 :

6
, 1 8 3 7

.

寄主 及产地 皿皿 回叶鼠李 (R ha二 , u s 5 1说沁sa B罗
.

)
,

颐和园 (HM A S 2 5 4 7 4 )
,

房山

县 (H M A S 8 3 5 9
, 8 3 64 )

。

2 7
.

禾摘姗 , P u c e f, ia g , a用 i, fs Pe
r s

. ,

M e th
.

F u n g
. , 6 : 1 2 8 8

, 1 8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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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及产地 五 l 细叶小集 (B o be r is po i; 。ti玄Sc hd
。

)
,

北京 (H MA S 8 3 7 7 )
,

妙峰山

(HM A S 2 4 7 9 9
,

2 2 2 9 0 )
。

2 8
.

刺李斑双 胞 锈 菌
*
T : a n z sc he lia p , u n i

一

印 i, o sa e (Pe
r s

.

) D ie t
. ,

A nn
.

M ye
.

2 0 : 3 1 ,
1 9 2 2

。

夏抱子堆叶背生
,

裸露
,

粉状 , 夏宛子椭圆形
,

2 2
.

5一37
.

5 x 12
.

5一20
.

5 ; m
,

顶 端锥

状突起
,

壁厚达1 0 卜m
,

且顶光滑
,

下部分有非常明显的刺 ; 侧丝棍棒状
,

长25 一60 “m
,

头

部宽 12 一20 卜m
,

顶稍加厚
。

冬抱子堆叶背生
,

黑色
,

粉状多 冬抱子双细胞
,

分隔处明显 加

厚
,

矩圆形
,

30 一 4 5 X 2 2一27 卜m
,

壁均匀
,

每细胞都有粗刺
,

两细胞相似
,

卵球形
,

柄 无

色
,

透明
,

很短
。

寄主及产地 亚 l 杏 (Pl
u n u s a r m e o ia c a L

.

)
,

密云 (H M BFU 1 1 1 7 )
。

2 ,
.

扁担木夏抱锈菌
*
U : ed o g : e留 ia e

Pa t
.

e t H a r
。 ,

Jou r
。

B o t
. , 1 4

:
2 3 7

, 19 0 0
.

夏抱子堆叶背生
,

散生或集生
,

圆形
,

直径0
.

2一1
。

0 m m , 夏抱子圆形
,

椭圆形
,

长椭

圆形
,

卵形
,

表面具刺
,

浅黄色至无色
, 1 7

.

5一33
.

5 X 12
.

5一20
.

。卜m
,

萌发孔不清楚
。

本种是我国大陆第一次报道
。

寄主及产地 亚 扁担木 (G : e留 ia bic o la v a r
.

p a : 。ifo r a H a n d
. ,

1

香山 (H MB FU i 0 5 9

一 1 0 6 3
, 1 1 3 4 )

,

卧佛寺 (H M BFU 1 1 3 7 )
。

3 0
.

金莲花单胞锈菌 阶
o m 夕c e s la bu r n i (D C )

‘

o t th
. ,

M itt
. ,

N a tu r f
.

G es
.

B e r n

(1 8 63 )
:
8 7

,
1 8 6 3

。

寄主及产地 11 皿 红花锦鸡儿 (C a : a
邵

n a : o s a T u r e z
.

)
,

百花 山 (HM BFU 1 0 3 6 )
,

松山 (H MB FU 1 0 8 8 )
,

西山 (H MB FU 1 0 9 0 )
,

卧佛寺 (HM BFU 1 0 9 1 )
。

3 1
.

平铺胡枝子单胞锈菌 U , o 二yc e s lesp ed e之a e- p : o c um 吞e n tis (Sc h w
.

) Cu r t
. ,

G e o l
.

S u r v e N
。

Ca
r o l

。

3 : 1 2 3
, 1 8 6 7

-

寄主及产地 丑 兀 多花胡枝子 (L e印e d e z a e fle : i西u n d a B g e
.

)
,

西山 (H M B FU 1 0 1 3 )
,

百花山 (H M BFU 1 0 1 7 )
。

达呼里胡 枝 子 (L
。

da
刀id ii F r a n e h

.

)
,

松 山 (H MB FU 1 0 1 8一

1 0 2 2 )
。

胡 校 子 (L
.

西ic o lo : T u r e z
。

)
,

百 花 山 (HMB FU 1 0 0 0一1 0 0 3 )
,

香 山 (HM B FU

1 0 0 4 )
,

松山 (HM BFU 1 00 7 )
。

3 2
。

皱纹单胞锈菌 U l o m 杏c e s : u g u lo s。:

Pa t
。 ,

J
.

B o t
. ,

2 : 1 5 1
,

1 8 8 5
.

寄主及产地 11 皿 胡枝子 (L e sp ed e : a e bic o le , fs T u re z
。

)
,

北京 (HM A S 2 4 8 9 7 )
。

3 3
.

苦参单胞锈菌 U ; o m 夕c es s o p入。: a e一la v o s c en tis K u s
an

o ,

B o t
.

M a g
。 , 1 3

: 4 ,

1 9 0 4
。

寄主及产地 丑 班 苦参(So pho r a fla o ese en s A it
。

)
,

香山 (HM A S 1 2 9 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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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i Y u c he n g

(T h e R e s e a re 八 I o s rfto te 0
1 F o r e : toF C A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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