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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树种外生菌根调查
*

弓明钦 陈 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室外调查结果表明
,

华南地区的松
、

按树种已知有菌根真菌n 种
,

其中彩色豆 马 勃与

多根硬皮马勃为本地区的常见种
,

可与多种松
、

按形成外生菌根
。

在平均气温达 20 oC 以上
,

相对

湿度达80 % 以上及有相当降雨量的条件下
,

子实体产生较多 ; 不同立地条件下
,

外生菌根菌 的分

布也不相同
。

关份词 松 , 按 , 外生菌根

松(只洲
: )

、

按(E uc al gPt “)树种均属菌根营养型树种
。

有关松树菌根在我国 已有 较多的

研究
,

如菌根菌种类调查
、

分离培养
、

试验应 用和防病效果等〔’一列 ,

但这些研究多属温带或

亚热带地区的树种
,

对热带及南亚热带地 区树种的菌根则研究较少
。

属桃金娘科的按树是具

内生和外生两种类型菌根的树种
,

虽然我国引种按树的历史已达百年之久
,

但对菌根的研究

却很少
。

近年来
,

按树菌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

苏刻英等 I叼报道了广西地区按树内生菌根

的调查结果 , 程书秋等laJ 记录了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按树 4 种外生菌根真菌
,

即双球小菇

(万夕c e”a bisp ha r e g ie : a )
、

小 小 红 菇 (R u s su la 二f。。t : la v a r
.

m io er )
、

小 蘑 菇 (A g a ric u s

二fer i二eg e‘h us )及大抱小乳菇(L a c ta r fu s 二in in u s v a r
.

, a c , o sp o r u s )
。

毕国昌等 [ 7 ] 也报道了

按树接种彩色豆马勃(巧so lit h盯 ti nc tor ius )成功的例证
。

尽管如此
,

我国按树菌根 的研究仅

刚刚开始
。

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热带及南亚热带地区松
、

按树种的菌根菌资源
,

1 9 8 6 ~ 1 9 8 8年笔者

先后在广东
、

海南及广西等省区南部
,

开展了松
、

按树种外生菌根调查研究
,

收集了真菌子

实体标本52 号及部分菌根标本
,

目前已初定n 种多 分离出 3 种菌根菌 , 此外
,

还对菌根真菌

的生态习性
、

菌根形态等进行了调查与观察
;
对华南地区松

、

按菌根进行了初步评价
。

1 调查方法

采用室外林地调查与室内观察试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室外调查包括普查与样地调查
。

普查地点分别在广东省的广州
、

湛江
、

遂溪
、

阳江
、

阳

西
、

电白
,

海南省的琼海
,

乐东
,

广西的南宁
、

凭祥
、

扶绥等市县 , 调查林分包 括 人 工 幼

林
、

成熟林和苗圃等 ; 调查树种有窿缘按(血ca 勿Pt us
.

ex ser ta)
、

赤按(E
. c
二al du le ns i: )

、

柠檬

按(E
. c 室tr io d o r a )

、

大叶按(E
. r o 西。s ta )

、

尾叶按(E
. u r o p甸lla )

、

小果灰按 (E
.

p r o p i: 口u a )
、

本文于 1 9的年 3 月 6 日收到
。

* 本研究为国家
‘

七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菌根在林业上的应 用
”

(75 一。7一。3一1 3) 的部分内容
。

柯金 闪同志 参加部分

调查工作
,

谨致谢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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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松 (P in u s ‘a r iba ea )
、

湿地松(P
. e llio ttii)

、

火炬松 (P
。

ta ed a )
、

马尾松(P
.

, a s so n窟a n a )

等
。

调查时 间一般选择在高温多雨
、

子实体出现较多的月份( 4 一 9 月)进行
,

并分别根据不

同的立地条件
、

植被
、

树种等情况
,

采用随机踏查或线路调查的方法
,

在林分中分别调查并

采集真菌子实体
,

观测出现的种类
、

频率 , 同时亦采用追踪菌索的方法
,

以确定与树木的共

生关系 ; 收集标本
,

并记录有关结果
。

样地调查地点设在广州市郊
,

共 5 个样地
,

每个样地面积为 10 m x 30 m , 树种分别为加

勒比松
、

湿地松
、

火炬松和马尾松等 , 各种地的立地条件基本一致
。

调查从 1 9 8 7年 1 月至12

月逐月进行
,

每月定期观察一次
,

雨季则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次数
。

调查的内容包括菌根真菌

种类
、

出现时间
、

频率
、

数量以及立地条件等 , 对新发现的菌类
,

采用菌索追踪以确定其与

树木的关系
。

此外
,

还收集当地气象资料
,

分析其菌根菌的有关生态条件等
。

室内工作包括对采集的真菌子实体进行分离培养
、

形态描述
、

镜检观测及抱子计测等初

步鉴定工作 , 对菌根形态进行观测
、

描述以及解剖观测等常规研究内容
。

2
。

1

1 )
。

调查结果

松
、

按树种外生 , 根 , 种类

根据本项调查结果
,

在华南三省区的 9 种松
、

按树种中
,

已收 集 到 菌 根 真 菌11 种(表

衰 1 不同材种的, 报. 润班给果

小果灰按尾叶按叶大 按柠橄按赤按斑缘按马尾松火炬松松漫地加勒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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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伶进一步确定
。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

华南地区目前已知有松类菌根真菌 7 种
,

按类菌根真菌 9 种
,

菌

根菌资源比较丰富
。

其中
,

彩色豆马勃
、

多根硬皮马勃及光硬皮马勃较普遍
,

不仅寄主范围

广
,

分布普遍
,

而且数量不少
。

此外
,

它既是松树菌根菌
,

也是按树菌根菌
。

除此以外的其

它种类一般发生不多
,

分布及寄主范围也较狭窄
。

在按属树种中
,

林地上常见种类是硬皮马

勃属真菌
,

彩色豆马勃一般较少 , 而松树林中情况则相反
,

以彩色豆马勃较多
,

硬皮马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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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除了柠檬按的菌根菌较少发现外
,

其余按树都见菌根菌共生 ; 属小面积新发展的按树或

刚引种的其它种类
,

在调查范围内还少见子实体产生
。

2
.

2 菌根的形态

松
、

按树种的菌根形态与其它树种一样
,

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

即短棒状
、

二叉状和珊

瑚状
,

但不同树种之间其菌根形态也略有差异
。

按树类菌根多为短 棒 状
、

羽状
,

较少 珊瑚

状
。

不同菌种之间有时菌根形态也有差异
。

彩色豆马勃
、

褶孔牛肝菌在松树上的菌根多呈二

叉状及珊瑚状
,

而黄硬皮马勃在松树上则多是珊瑚状
,

且往往聚集呈球团状 , 黄硬皮马勃及

彩色豆马勃在按树上的菌根形态多是短棒状或羽毛状
,

而硬皮马勃在按树上则常呈珊瑚状
。

2
.

3 菌根菌子实体的周年发生情况

根据在广州设立的固定样地的调查结果
,

在 5 个样地中
,

选择具代表性的彩色豆马勃及

多根硬皮马勃子实体逐 日出现的数量
,

参照当地主要气候因子
,

对子实体周年发生情况进行

分析比较
,

其结果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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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 日 采色豆马勃 长苏习 降雨量

图 1 两种菌根菌子实体的周年发生情况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

子实体出现的时间主要在 4 ~ 10 月
,

而当年的降雨量也主要集中在

3 ~ 9 月
。

由此可见
,

子实体的形成与降雨量是密切相关的 ; 而降雨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反映出子实体数量的变化
。

从相对湿度来看
,

子实体的形 成 都在80 % 以 上
,

而 低 于

80 %时
,

子实体则难以形成
;
子实体形成最多时的温度条件是在20 ℃以上

。

而这 种 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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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正是地下菌根菌菌丝体生长旺盛
,

树木根系大里发新根的时期
,

也是树木生长的最佳条

件
。

因此
,

在自然条件下
,

菌根真菌与树木生长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

2
.

4 , 根宾 , 分布的生态特性

调查结果表明
,

不同菌根真菌在不同的立地条件下
,

分布有差异 , 在相同立地条件下
,

由于树种的不同
,

菌根真菌的分布也不同
。

一般说来
,

位于低海拔的海滨沙滩和砂质土林地上的菌根菌种类及数量
,

明显低于内陆

地区壤质土林地的种类及数量
。

如海南岛尖峰岭地区 海 拔50 m 以下的滨海沙滩及稀树草原

植被带中
,

几乎未见任何菌根真菌
,

而在海拔50 ~ 10 O m 的半落叶季雨林中
,

彩色豆马勃及

多根硬皮马勃则较多
,

7 00 m 以下的常绿季雨林中可零星见到
,

而9 00 m 以上则极少见 到这

两种菌
,

代之以它们的是其它红菇类及牛肝菌类等菌根真菌
。

但是
,

低梅拔地区并非不能生长

菌根菌
。

广东省电白县沿海木麻黄林带地上
,

过去很少见到马勃类真菌生长
,

但自从在木麻

黄林中混交了经人工接种的加勒比松幼苗后
,

沙滩上的多根硬皮马勃及彩色豆马勃子实体到

处可见
。

说明土中是否带有菌根菌及可供共生的树木
,

对菌根菌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

在相同立地条件下
,

树种不同
,

菌根真菌的种类及分布也不同
。

在广西东门林场
,

柠檬

按林 中几乎未发现菌根菌子实体 ; 而大叶按
、

窿缘按林下则可常见
,

且有较多种类
。

常见 的

有小鸡油菌
、

粉红菇
、

铜绿红菇及灰托柄菇等
,

但马勃类真菌较少
。

从数最上来看
,

以粉红

菇及铜绿红菇分布较多
。

在不同年龄的按树中
,

以中老龄林中的菌根子实体较多 , 林下无植

被的则菌根菌子实体不多
,

若林下植被过于密集
,

同样很少见到子实体 , 一般以有一定密度

的植被条件
,

但仍有一些光照的地方其菌根子实体才生长较多
。

这也许同林内郁闭度及小环

境的空气湿度及气温有关
。

在海南琼海县及广东湛江市调查
,

发现这些地方按树林下几乎未

见有子实体出现
,

甚至就在加勒比松或湿地松林边的按树幼林中
,

也未发现
。

其原因在于林

下不仅没有植被
,

就连一点凋落物也被人们刮光
,

再加上大气干燥
,

土表温度过高等因素
,

不利菌根真菌的生长与繁衍
。

在同样的土壤条件下
,

土壤疏松透气有利于菌根菌生长
。

据在电白县的观察
,

在一片 8

年生的加勒比松林地旁
,

新造一片尾叶按幼林
,

造林时采用全面整地
,

且施有机肥
,

造林前

为生荒地
,

造林后一年时 间
,

在两个树种交界的地段上
,

出现较多的彩色豆马勃及多根硬皮

马勃子实体
,

每平方米约 2 ~ 3 个
,

挖根检查证明
,

按树具有菌根 , 而在加勒比松林地上 由

于土壤板结
,

子实体反而较少
。

3 结 语

(l) 华南地区目前已知有松
、

按树种外生菌根菌资源 11 种
,

其中以彩色豆马勃及多根硬

皮马勃最常见
,

两种菌根菌不仅分布普遍
,

而且寄主范围较广
,

在该地区具广 泛 的应 用前

景
。

(2) 除了柠檬按较少发现外生 菌根真菌外
,

其余所调查的树种均见有菌根真菌
。

(3 ) 在林地土壤过于板结
、

干早
、

土温过高
,

林中郁闭度较小或林地植被过于密集等条

件下
,

菌根真菌较少出现 , 反之则易找到
。

(4 ) 按树菌根的研究在我国还刚起步 ; 在目前大力发展速生良种按
,

营造工业片材林的

大好形势下
,

研究并推广菌根技术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

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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