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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樟 树上 的地 衣状 况 对杭 州市

空气污染梯度的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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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5 年
,

树木上的地衣已被广泛地用作空气污染状况的指示物
,

并 已有大量的报

道 i’一场 主要在欧洲和北美的温带地区使用这一技术
,

在其他地区(包括香港 )也 可 广 泛 应

用 [ ’I
。

1 9 8 7年 5 月11 日至 17 日
,

英中双方于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举办了
“

应用真菌学教程
”

培训

班
,

在此期间
,

安排了这一实验
。

杭州位于30
0

15
,

N
, 1 2 。

。

1 0l E
,

地处钱塘江北岸并近海
。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
,

又 是

工业中心
,

尤以丝绸和纺织业著称于世
。

该市普遍使用含硫量高的煤取暖和炊事
。

笔者初步观察发现
,

从杭州机场到市中心的13 k m 路段内
,

地衣逐渐减少
。

为了更详细

地查验这一现象
,

特设本项研究
。

一
、

材料与方法

1
.

试验设置 以杭州市中心至机场的公路 (东北走向)作为调查的路线
。

公路两旁的行道

树香樟(C in n a o o m u m c a m p ho : a T
.

N e e s & E b e r m )于 1 9 7 1年种植
。

调查路段总长约5 k m
,

从机场开始的3 k m 内
,

每隔 1 k m 观察记载香樟树上的地衣种 类
、

数 量 和 生 长 性状 并 取

样
;
其后每隔2 k m 重复一次 , 在每一观测取样点的公路两侧

,

各调查 4 一 5 株树
。

在 8 k m

以外接近市区的公路上
,

二球悬铃木 (Pl 以。us ac 叮i了ol ia) 取代 了香樟
,

其上没有任何 地

衣
。

2
.

鉴定 本研究采集了在野外难以辨认的样品
,

在 K e w (英联邦农业局国际真菌 学 研

究所及皇家植物园所在地 )进行实验室检查或请其他专家检查
。

复本同时保存于英联邦 农 业

局国际真菌学研究所的标本室和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与地衣系统学实验室
。

个别的复本亦送到其他实验室 (B M
,

U PS) 保存
。

本文 于1 9 9 0年 3 月 22 日收到
。

* 应中国林科 院
、

中国科学院徽生物所及英国文化委员会邀 请
,

第一作者在1 , 87年访间了中国 ,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研所

提供有关调查的方便 , 1 9 8 7年在该所参加英中合办的
“

应用真菌学教程
”

的各地学员参加调查 , 伦软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J
.

R
.

L n u n d o n 先生布助检查本肩衣属 L o Pr o r ‘。 的有关标本
,

在此一并致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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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记载
、

采集鉴定的地衣种类列于表 l 。

图 1 标出了从杭州机场至市中心香樟树上

的地衣物种数目急剧减少的情况
。

表 1 从杭州扭场奎市中心餐橄树上的地衣钧种

物 种 名 称
距 市 中 心 的 :距 离 (k m )

, 屑衣属一物种¹ L e 尹ro ri o s p
.

网衣属一物种 L e c i d e o 5
.

I a t
.

s p
.

小点 黑溜衣 º 刀u e zzi。 尹。。c ra t。 (壬王o rrm
.

) M a s s a 一

同色黄执衣 C 。”de la r fa e o , e o lo r二( D i e k s
.

) B
.

S t e i n

刺毛衣属一物种 P 几a e o p h, s e ‘a
_ s p

.

娱 蛤 衣 Ph梦se fa s t e lla r i 忿 (L
.

) N y l
.

文字衣属一 物种 G ra p h is s p
.

茶 演 L e c a : o r a s“b f, s e o A g g r
.

黑囊基属一物种 » 刀i r l’n ar :’o sp
.

金絮衣属 e a n d e la r i s 种¼ e 人心
s o t人r“ 。a o d e za r ‘s (L

.

娱蛤衣属一 物种 尸几, sc ‘。 , p
.

不育的壳 状地衣 S t e r五le e ru s to s e l ie h e n s

}
13

}
一

‘2 1
11

}
,

}
?

{
·

{
+

{
·

!
+

{
·

!
。

蕊} 二 1二 1二 { 二
¹ 灰自钱屑衣的一个未描述过的成员

,

其集合体与已知种的区别在于具有松萝胶和泽星菇
, º 地衣体具有 银 色光泽

,

与该种的一般个体有异 ,
但子囊抱子与欧洲关于该种的描述相符

. » 不育
,

尚难明确地肯定 , ¼中国新记录种
。

注 : . 十 ’

表示存在该物种, 一
’

表示不存在该钧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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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机场至市中心公路两旁香林树上 生长的地衣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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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物种总数在机场为14 种
,

而在离市中心约 5 ~ 6 k m 处 已降为零
。

所调查过的香樟

树上均未找到枝状地衣
,

并且在离机场 3 一 4 k m 处(距市中心 9 ~ 10 k m )即未出现叶 状 地

衣
。

壳状地衣的物种数亦沿着从机场向市中心的方向迅速下降
,

从机场处的 9 种 降 为 4 k m

后的 2 种
。

除了距机场最近的两个调查点外
,

其他各调查点香樟树上的叶状地衣生长稀疏且发育很

差
。

在最靠近机场的调查点(该点的地衣物种数为第二个点的两倍 )还有 5 种不育的壳状地衣

有待鉴定
。

在最靠近杭州市中心的一个调查点
,

香樟树上仅剩下一种地衣
,

即尚未描述过的 L即 : al ia

属皮屑状的壳状地衣 ; 迄今为止
,

仅知从印度曾采集到该物种的单个标本(J
.

R
.

La u nd o n ,

in li tt
.

) ; 但该种在各调查点的香樟树上均可见到(表 1 )
。

研究结果表明
,

杭州地区树木上的地衣随空气污染程度增大而减少的这一模式
,

与世界

上许多地区的情况相似
,

但本研究所涉及的一些地衣物种与己在欧洲和北美用作生物指示的

物种很不相同
。

在中国
,

为了用地衣作为空气中污染物实际浓度的定量指示物
,

需要先探明

空气污染物的不同水平与特定地衣种的出现(与消亡 )之间的相关关系
。

可以预料
,

最显著的

相关性将存在于地衣物种与二氧化硫 (5 0 : )的平均水平之间
。

从本研究得到的资料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因为在所有叶状地衣均消失的那些地 区
,

污染对树上地衣的逆效应仍有可能存在
,

)而且地衣作为空气污染概查标尺的价值
,

在于它的

低成本
,

无需昂贵的设备 , 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均可进行 , 并且所反映的是平均污染水平而

不是污染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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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林业科学研究的热点

—
参加国际林联第1 , 次世界大会浅见

在国际林联第19 次世界大会上
,

本人主要参加了学部专业和技术会议中第二学部的学术

交流活动
。 .

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中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按树人工林的树种与种源选择》
,

摘要

被收入论文集
。

下面重点叙述本次会议反映出的当代林业科学研究的热点和个人的浅见
。

1
。

大气污染和热带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
,

是全世界林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
。

森林
资源的永续利用

,

林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全球气候变暖和森林受到的影响及其效应
,

森林资源锐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以及处于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之中的森林状况等
,

均是各国林学家所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

2
。

生物技术
,

包括基因移植等生物工程
,

在林木育种和其它林业研究领域中具有广泛应

用前景
,

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

目前
,

美国走在前面
。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加强
。

3
。

计算机在林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愈益普遍
。

会议期间
,

加拿大展示的集约栽培人工林

的经营模型和英国牛津林研所利用便携式计算机建立的数据库等
,

均显示出计算机在林业中

的重要作用
。

我国尚有很大潜力待于开发
。

4
。

社会林业体现林业与其它学科
,

特别是社会经济和生态学的相互关系
,

其研究很适合

我国国情的需要
,

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

英国
、

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研究工作搞得较好
。

5
.

会议强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组织和科学之向应加强合作
,

共同应付未 来 的工

业技术和其它科学的发展向林业提出的挑战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阵林业研究所 王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