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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广东
、

广西及海南 3 省区收集不同气候及立地条件下的 4 个藤种共 22 个藤根及土壤

样品
,

经镜检及湿筛分析结果表明
,

n 个藤根样品中有 10 个具 V A 菌根
,

菌根感染率达 8
.

30 % 一

43
.

8写
;

在 11 个土壤样品中
,

全部具 V A 菌根菌
;

其 V A 菌根菌种类达 13 种之多
,

分别隶属无柄囊

霉属
、

球囊霉属
、

硬囊霉属和盾巨抱囊祥属共 4 个属 .其中
,

粗柄硬囊霉和小果硬囊霉为我国新分布

种 乏此外
,

还有 4 个未发表种
,

分属于球囊祥属和盾巨抱囊祥属两个属中
.

广泛感染棕桐藤的 v A 菌

根真菌有球囊祥属未发表种 1 号
、

粗柄硬囊排和密色无梗囊霉
。

关镇词 棕桐藤
、

V A 菌根
、

球囊薄属

棕搁藤是热带原始森林中特有的一类资源植物
,

是我国及东南亚国家藤编工业的重要原

材料
,

也是热带及南亚热带森林中的重要林副产品之一
。

棕搁藤的人工栽培研究在国内外均已见报道〔’〕,

其生物学特性表明
,

棕搁藤幼苗期生长十

分缓慢
,

不仅管理十分不便
,

其经济效益亦难以尽快发挥
。

棕搁藤分布在热带地区
,

而热带地区

又是内生菌根广泛分布的地方
,

因此
,

桐棕藤有无菌根
,

或菌根与它的生长有无关系
,

自然就成

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

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
,

搁棕科植物仅见椰子属 (Cb c os )有过 内生菌根的记

载[Z]
,

而桐棕藤的 v A 菌根则未见报道
。

弓明钦[3j 19 89 年首次对白藤 (Ca la m u : tet ra d ac ty lus

H a n e e )进行过 V A 菌根的 人 工接种试验
,

证实漏 斗抱球囊霉 (G lo m u : m o ss e a 。 (N ie o l
.

&

G e r d
.

)G e r d
.

& T r a p p e )和地表球囊霉 (G
.

护 i卯
e u m D a n ie ls & T r a p p e )对白藤幼苗均可形成

侵染
,

感染率分别达 31
.

5 % ~ 46
.

6 %
,

对 白藤幼苗有明显 的促生作用
; 马来西亚 M az iah Z a -

ka ria [’] 1 9 9 1 年报道了马兰省藤 (ca la m u : m an an M iq
.

)微繁殖苗 v A 菌根人工接种的生长效

应
,

证明除一种 V A 菌根菌外
,

其余 6 种参试菌种均有不同程度的促生效果
。

除此 以外
,

未见有

研究桐棕藤菌根的报道
。

为了查明搁棕藤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是否有 V A 菌根感染
,

感染程度如何 ? 以及菌根真菌的

种类
、

组成
、

优势种及常见种等情况
,

于 1 9 9 0 ~ 1 9 9 2 年分别在广东
、

广西及海南三省(区 )的天

然林或不同立地条件下的人工藤林中开展采集调查
,

进行有关桐棕藤在 自然条件下 V A 菌根

感染情况的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样品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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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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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品分别从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原始林
、

广西凭祥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以及广东省高州

市亚热带人工林中随机采集
。

采集的藤种有黄藤 (Da
e m on o

rP
, m a

rg
a

rit
a 心 (H a m c e ) Be

c 。
.

)
、

单

叶省藤 (Ca la m u s silnP lic
ifo

liu :
W

e i
.

)
、

白藤以及多刺鸡藤 (C
.

t e tra d a c ty lo id os B u r r e t )共 4 种
。

每种分别收集其藤植株周围 30
。m 范 围内的表层以下 。~ 20

。m 的土壤及藤的细根样品
,

n

个点共 22 个样品
,

分别放入塑料袋中保存
,

备用
。

1
.

2 藤根样品的处理

将收集的藤根样品取 出
,

用清水冲洗干净
,

剪成长约 1 c m 的根段
,

放入 FA A 固定液中固

定 2 4 h
,

取出后再用清水洗净
,

放入 1 0 % K O H 溶液 中
,

再按照 (p hillip
s

和 H
a ym a n (1 9 7 0 )染

色法[’] 分别进行净化
、

软化
、

酸化
、

染色
、

脱色等步骤处理样品
。

最后
,

从每个样品中随机挑取

60 条根段放于载玻片上
,

进行镜检
、

观测
、

计数及拍照等工作
。

1
.

3 菌根感染分级及计算公式

1
.

3
.

1 菌根感染分级标准

1 级
:

感染的营养根数占 。一 5 % ;

2 级
:

感染的营养根数占 6纬~ 25 % ;

3 级
:

感染的营养根数占 26 % ~ 50 % ;

4 级
:

感染的营养根数占 51 %一75 % ;

5 级
:

感染的营养根数占 76 % ~ 10 0 %
。

1
.

3
.

2 菌根感染率计葬公 式

菌
。

染率 (%卜霎馨馨瓷瞿曝是馨
‘ , 0 0

1
.

3
.

3 菌根感染强度标准

+ 弱
:

根内真菌丛枝及抱囊较少
;

+ + 中
:

根内真菌丛枝及抱囊较多
,

分布均匀 ;

+ + + 强
:

根 内真菌丛枝及抱囊密布
,

连接成片
。

1
.

4 土壤样品的处理与观测

将 n 个土壤样 品分别放入洁净的小花盆中
,

播种三叶草 (T 犷

访吞二m 护均沁月5 L
.

)种子在盆

中
,

3 个月后取 出土样
,

按湿筛倾析法[’] 分别进行处理
,

对筛出的抱子分别进行显微观测
,

观测

其形状
、

大小
、

色泽及结构等
,

根据其特征进行分类鉴定
,

同时进行数量观测
,

确定其各土样中

的优势种
。

2 试验结果

2
.

1 自然条件下棕徊藤的菌根感染情况

在三种不同立地条件下采集的 n 个藤根样品
.

除一个样品未见菌根外
,

其余 10 个均见有

菌根感染
,

感染率达 90
.

9 %
,

且全部属 V A 菌根类型
。

结果证明
,

在 自然条件下
,

棕桐藤确有

V A 菌根存在
;
菌根感染率一般为 20 % ~ 35 %

,

有的种类还较高 (表 1 )
。

但结果也可看出
,

菌根

感染强度除个别地点外
,

一般都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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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然条件下各藤种菌根感染情况

采集时间 采集株 观 测 有菌根
(年) 根段数 根段数

(1 9 9 0 ~ 1 9 9 1 年 )

慈种 采集地点及立地条件
感 染
(% )

感染率
强 度

菌根类型

海南省尖峰岭热带原始林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

广东省高州亚热带人工林

海南省尖峰岭热带原始林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

广东高州亚热带人工林

海南尖峰岭热带原始林

海南尖峰岭热带原始林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

广东高州亚热带人工林

广东高州低海拔亚热带人工林

1 9 9 1

1 9 9 1

1 9 9 0

::
+

+

+ +

V A

V A

V A

单叶省路

1 9 9 1

1 9 9 1

1 9 9 0

+ +

+

0

V A

V A:

亡Jnjn哎J
心.工C�,一,一nJ几J连

且

红藤

鸡落 1 9 9 1 + + V A

V A

V A

V A

V A

++++

..

⋯
八jo口,J11自b连

.0乙口乙,口

,口11�勺06
1口反Jl.工Q曰0口,目,臼夕�1

19妇,二几」

00000000
八Un�O一b比bOJ�b�bQ�弓d一bQ曰O曰OJ

1 9 9 1

1 9 9 1

1 9 9 0

1 9 9 0

2
.

2 菌根菌种类及其组成

土壤湿筛倾析法分析结果表明
,

在 11 个土壤样品中共检出13 种 V A 菌根菌
,

名录见表2
。

表 2 棕搁藤 13 种菌根菌名录

序号 名 称 学 名

1 细凹无梗囊霉 A
e a u l

o

功o ra s c

礴
i e

山
r a T

r a p p e

2 密色无梗囊舞 A
.

、zlea S p a in & S e h e n e k

3 隐球囊霉 G lo m u : oc e u zr u m W alk e r

4 地表球囊霉 G
.

。。r s

ifo rm
e ( k a r s t e n ) &

r e h

5 缩球囊霉 G
.

‘o m s tr i c ru o T r a p pe

6 何氏球囊霉 c
.

入0 1 &
r e h 乙 T

r a p p e

7 聚合球囊霉 G
.

a x g re g a r u n :

Sc h e n e k 衣 S而
t h

8 球囊霉未发表种 l号 G z。。 : u : , p
.

( l )

9 球 囊每未发表种 4 号 G
. s p

.

( 4)

1 0 球囊霉未发表种 9 1
一2 3 号 G

.

s p
.

( 9 1
一

2 3 )

1 1 盾巨囊霉未发表种 5 号 S c u r , zlos Po ra s p
.

( 5 )

12 小果硬囊霉
,
s c le

r ocy s r is m ic ,
a , u s I q b a l & B u s hr a

1 3 粗柄硬囊霉
·
5

.

Pa c h夕c a u zi , w u & e h e n

注
: ·

为我国新分布种
;
序号 1

,

2
,

4
,

6
,

8
,

2 1
, 1 3 为优势种

。

从表 2 可知
,

在检出的 13 种棕搁藤菌根菌中
,

全部均为抱囊丛枝状菌根 (即 V A 菌根 )
。

其

中
,

球囊霉属 (G le m u : )有 8 种
,

占已知菌根种类数的 61
.

5 %
,

是棕桐藤重要的菌根菌种群
。

此

外
,

无梗囊霉属 (A ca “

los 户
口ra )和硬囊霉属 ( S cl

e r侧沙s ‘is )各占 2 种
,

分别占已知菌根菌种类数的

1 5
.

4 %
,

盾巨囊霉属 (S cu te lle sP o ra )仅见一种
,

占已知菌根菌种类数的 7
.

7 %
。

有 7 种菌根菌分别在不 同的样品中成为菌根真菌种群中的优势种
,

占已知菌根菌种类数

的 5 3
.

8 %
。

其中
,

粗柄硬囊霉和小果硬囊霉为我国新分布种
;
球囊霉属未发表种 1 号

、

4 号
,

92
-

2 3 号和盾巨囊霉属未发表种 5 号待发表
。

不难看出
,

棕搁藤在自然条件下不仅确有 V A 菌根存在
,

而且菌根菌种类丰富
,

有些种数

量还较多
,

在某些条件下成为优势种
。

因此
,

V A 菌根菌也是棕桐藤速生丰产栽培中的一种具

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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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不同立地条件下各藤种的菌根菌组成

将不同立地条件下各藤种的林下土壤样品中所拥有的 V A 菌根菌分别归类
,

可以看出在

不同立地条件和不同藤种间
,

其菌根菌种类及其数量各不相同 (表 3 )
。

表 3 不同立地条件下各葬种的菌根菌组成

藤 种 生 态 条 件
2 3 4

单叶省藤
海南尖峰热带原始林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 (l)

海南尖峰热带原始林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l )

海南尖峰热带原始林

海南尖峰热带原始林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1)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2 )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人工林(3)

广东高州亚热带人工林 (l)

广东高 州亚热带人工林(2 )

9
.

1 0
.

1 1
“

1 2

丫 碧

优势种

菌序号

菌根菌

种类数

序一8’

了

了

认

了训丫

甲
黄 藤

鸡 藤

了 丫 丫 丫

训

6

人
2

铲

甲丫记了了
白 藤

了

甲

1 4 1 1 1 1 3 7 3 1 2 1 5

注
: ,

为待发表种
。

表 3 结果可以看 出
,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林区中 V A 菌根菌种类最多
,

计有 9 种
,

占

已知菌种的 6 9
.

2 写
,

海南尖峰热带原始林中 V A 菌根种类数居次
,

计有 6 种
,

占已知菌种数的

4 6
.

2 %
。

而广东高州亚热带人工林中仅见 4 种
,

占已知菌种数的 30
.

77 %
。

其中
,

球囊霉属未发

表种 1 号在 n 个样品中出现 7 次
,

在三个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均有分布
,

且在 3 个藤种上形成

优势种
,

因此
,

这个菌种是我国棕桐藤上的重要菌根菌种
,

也是华南地区重要的资源菌种之一
。

粗柄硬囊霉在 n 个样品中出现 5 次
,

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原始林中
,

但仅见在广西

地区局部形成优势种
,

也是棕桐藤的重要菌根菌之一
。

密色无梗囊霉在样品中出现 4 次
,

主要

分布在广东高州及广西大青山的亚热带林区
,

且在这些地区形成优势种
。

聚合球囊霉和球囊霉

属未发表种 4 号
,

在样品中分别出现 3 次
,

主要分布在广西及广东的亚热带森林中
。

盾巨囊霉

属未发表种 5 号在样品中出现 2 次
,

均分布在海南岛尖峰岭的热带森林中
,

且为鸡藤根部的优

势种
。

除此 以外的其它菌种均仅出现 1 次
,

其中
,

仅有细凹无梗囊霉在海南热带原始林中的 白藤

上形成优势种
。

就 4 个不同的藤种而言
,

其菌根菌种类资源也各不相同
。

白藤拥有菌根菌 n 种
,

其种类数

量最多
;
黄藤 已知菌根菌 6 种

,

居其次
;
单叶省藤有菌根菌 5 种

;而最少的是鸡藤
,

仅发现 3 种
。

由于采集样品地点及数量的差别
,

各藤种的菌根菌种数也许绝非这几种
。

3 结论与讨论

(l) 棕搁藤在 自然条件下确具有菌根
,

也是一类菌根营养型植物 ; 菌根菌感染较普遍
,

但感

染强度一般不太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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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棕搁藤的菌根类型属抱囊丛枝状菌根 (即 V A 菌根 ) ; 已知菌根 菌种 13 种
,

隶属 4 个

属
;
其中

,

球囊霉属占 8 种
,

是棕桐藤菌根菌中的最大种群
,

也是棕搁藤常见及优势种群
。

粗柄

硬囊霉
、

小果硬囊霉为我国分布新纪录种
;此外

,

还有 4 个未发表种待发表
。

(3 )在不同生态条件下
,

棕搁藤菌根菌的种类及其组成亦各不相 同
。

广西大青山南亚热带

人工藤林中
,

菌根菌种类分布最多
,

有 10 个菌种
,

其中
,

球囊霉属未发表种 1 号
,

聚合球囊霉及

密色无梗囊霉等为主要种群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原始林居次
,

有 6 个菌根菌种
,

以无柄球囊霉

为主要种群
,

此外还有球囊霉属未发表种 1 号及盾巨囊霉属未发表种 5 号也有较多分布 ; 广东

高州亚热带人工林中菌根菌的种群分布较少
,

仅发现 3 种
,

以密色无梗囊霉及地表球囊霉为代

表
。

(4 )各藤种间的菌根组成也各不相同
。

其中
,

白藤菌根菌种类最丰富
,

有 n 种之多
;
其次为

黄藤及单叶省藤
,

分别有 6 种及 5 种
;
鸡藤最少

,

仅发现 3 种
。

就同一地区
,

同一藤种上
,

菌根菌

的种类组成也不尽相同
。

(5) 本研究仅在三省区的局部地方采样
,

文中结果仅反映调查结果
。

所鉴定出的菌种 目前

尚未进行有关回接研究
,

各菌种对棕桐藤的感染
、

促生效果及应用前途
,

特别是球囊霉属未发

表种 1 号等菌种的应用前景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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