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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密孔菌 (Py
e n

ap
o o s c in n a b a r in u : (Ja e q

.

) K a r s t )分布于世界各地
,

生长在针阔叶材

上
;
在我国分布于 20 个省

,

生长在栋
、

桦
、

锻及其它阔叶材上
,

有时也生长在松木上
,

引起木材

的腐朽〔’
,
’〕

。

在南京地区该菌引起杨木的严重白腐
,

一根直径 20
c m 的杨原木

,

在室外一年即可

失去使用价值
,

实验证明该菌对杨木的腐朽率为 68
.

14 %
,

松木为 47
.

16 %
。

由此看来
,

我国每

年由木腐菌造成的损失是 巨大的
。

国内外在木腐菌的培养性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

研 究了 尸议护or us c,’nn
a ba ri nu

: Ja eq
.

:

F r
.

和 p o 勺)P o ru s s a n g u in e u s L
.

: Fr
.

的培养 [, 〕
,

促进 尸响沪or u s s c hw e in l-t z ii F r
.

的生长物质 [ ‘]
。

在 培养基 上测定 T p h e llin u s ra lu n e n sis [, ]
,

尸 e n iOP 人o ra Phle bio id e s [ ‘]和 肠
n tin u s tt’g 汀n u : 的菌

丝生长温度
,

以及 co rz. o lu s v e rs ie o zo r (L一 F r ) Q u o l
.

的 p H 值生长范围 [ , ]
。

本研究的 目的是测定不同的培养基
、

温度和 p H 值对杨木 (尸oP ul us s p
.

)和水青冈 (Fa g us

s p
.

)上的朱红密孔菌的 4 个分离物生长的影响
。

1 材料和方法

L l 培养基

(l) 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培养基 (简称 PS A 基 )
。

(2 )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
,

M g s O
;

(1
.

5蝙 )
,

K H
Zp O

;
(3

.

0 %
。

)培养基 (简称 p SA + 2 基 )
。

( 3 )牛肉汁 (5 9 )
,

麦芽浸出物 (2
.

5 9 )
,

琼脂 (2 0 9 )
,

蒸馏水 (1 0 0 0 m L )培养基 (简称牛麦

基 )
。

(4 )锯木粉
,

琼脂培养基「杨木粉 (40 目)10 9
,

琼脂 20 9
,

蒸馏水 1 0 00 m L〕
,

简称木粉基
。

L Z 菌种来源

用组织分离法在 P S A 基上得到的朱红密孔菌 4 个分离物即
:

从腐朽杨木上得到 的两个该

菌分离物
,

编号为 P一 1 和 P一 2 菌
;
从水青冈上得到的两个分离物

,

编号为 W 一 1 和 W 一 2 菌
。

L 3 温度试验

将培养好的朱红密孔菌的 4 个分离物用打孔器打成直径为 6 m m 的接种体
,

接种到 4 种

培养基上
,

分别放在 1 9
、

2 3
、

2 7
、

3 1
、

3 5
、

3 9
、

4 2 ℃下培养
,

每天测量一次菌落的生长量
,

并做详细

记录
,

5 个重复
。

1
·

4 p H 试验 [8 ]

用柠檬酸和磷酸缓冲液把培养基调配成 12 个梯度
,

把培养好的供试菌种
,

用打孔器打成

直径 6 m m 的接种体
,

接种到不同 p H 值的培养基上
,

在 27 ℃下培养
,

5 个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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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在正常条件下
,

朱红密孔菌的菌落初期为白色
,

绒毛状
,

后期时中间和边缘产生红色的子

实体
,

生长茂盛
,

培养基中有许多菌丝
,

但无气生菌丝
。

该菌的 4 个分离物
,

除了菌落和产生子

实体的情况有差别外
,

在不同营养条件下的生长速度和菌落形态也不同
。

P一 1 菌菌落产生的

子实体多
,

但生长较慢
。

P一 2 菌菌落生长快
,

产生的子实体少
。

W 一 1 菌菌落厚
,

生长较慢
,

产

生的红色色素较多
,

使整个培养基变红
。

W 一 2 菌的生长速度与 W 一 1 菌相似
,

但产生的红色

色素少
。

2
.

1 培养基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不同的培养基对同一个分离物
,

或不同分离物在同一培养基上的生长都有差异
。

在 P SA

十 2 基上
,

同一来源分离物的生长曲线相似
,

如图 1
一

1 ~ 4 的 a ,

在其它 3 种培养基上亦然
。

p
一

1 菌
(tu。)喇华州

1 9 2 3

温度 (℃ )

2 7 3 1

温度 (℃ )

3 5 3 9 4 2

图 l 不同温度 下 4 个分离物在 4 种培养璧上的生长速度

a
.

—
PS A + 2 基 ; b

.

一
P SA 基 ; c

.

~

一牛麦基
; d

.

一
·

一一 木粉基

P 一 1菌在 27 ℃的 PS A 基上生长较好
,

s d 开始在菌落中间长出红色子实体
,

而在牛麦基

上 (27 ℃ )菌落很薄
,

但生长速度无变化
,

这是营养不适所致
。

P一 2 菌在 27 ℃下的 P S A + 2 基

上
,

菌落生长茂盛
,

放射状
,

较薄
,

Z d 即可产生分生抱子
,

第三天整个培养皿内离菌落边缘 1

。m 以外都产生了分生抱子
。

4 个分离物在木粉培养基上都生长不 良
,

菌落稀疏
,

放射状
,

仅一

层菌丝似蜘蛛网
,

不产生红色子实体
,

但产生分生抱子 ;在牛麦培养基上
,

4 个分离物的菌落均

较薄
,

很少产生红色子实体
,

但产生分生抱子
。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8 卷

2
.

2 温度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各个分离物在不同的培养基和温度下的生长速度各不相同(图 1
一

1一 4 )
。

同一个分离物在

不同培养基上
,

最适生长温度亦不同 (图 1
一

1 的 C ,

d )
,

在同一培养基上生长的不同分离物
,

最适

生长温度也有差异 (图 1
一

2 的 a ,

图 1
一

3 的 a)
。

该菌的最适生长温度偏高
,

大多在 35 ℃
,

在 39 ℃

下生长均减慢
,

在 42 ℃时生长又加快
。

在 46 ℃和 50 ℃时 4 个分离物的生长都受到抑制
,

但把

它们移到最适温度区培养
,

其生长又正常
。

该菌的致死温度是在 60 ℃下培养 4 h 后
,

其菌落干

缩
、

变黄
。

P一 1 菌在 PS A
、

PS A + 2 和牛麦基上最适生长温度为 35 ℃
,

较适合的生长温度为 27 ~ 42

℃
,

2 7 ℃ 以下生长极慢 (图 1
一

l 的
a ~ C )

,

在 39 ℃时生长减慢
,

故出现 了
“

V
”

形曲线 (图 1 一1 的
a

一 e )
。

P 一 2 菌在不同培养基上最适生长温度不同 (见图 1
一

2 的 a 一d )
,

即在 PS A + 2 基上为 27 ~

3 1 ℃
,

P S A 基和牛麦基上为 35 ℃
,

木粉基上为 42 ℃
。

在木粉基上的菌落生长最差
。

在 23 ℃

下培养在 P S A + 2 和 P sA 基上的菌落生长要 比在牛麦和木粉基上的更快
。

W 一 1 菌在 19 一35 ℃下的生长曲线基本为直线 (图 1
一

3 的
a ~ d )

,

在 39 ℃时出现
“

V
”

形曲

线 (图 1
一

3 的
a ~ 。)

。

生长最适温度达 42 ℃
,

在 27 ~ 42 ℃均能生长
。

W 一 2 菌在 19 一 35 ℃下的生长曲线与 W 一 1 菌相似
,

在 PS A + 2
、

PS A 和木粉基上最适生

长温度可达 42
‘

C
,

而在牛麦基上为 35 ℃
。

不同分离物在不同培养基和温度下培养长满 9
.

0

cn
l 培养皿所需天数见表 1

。

表 l 各分离物在不同培养基和温度下的生长速度 (单位
:

d)

菌种号

培养基

P一 2 P一 l W 一 l W 一 2

PS A + 2 PS A 牛麦 木粉 PS A + 2 P SA 牛麦 木粉 P SA + 2 P S A 牛麦 木粉 PS A + 2

009�11气11六6
,11孟, .L月rg翻1

去,工O曰,曰O‘11
8 9 8 8

温

度

( ℃ )

:;

5 6 4

l 9

l 3

10

6

5

6

5

旱
] 3

l0

5 6 4

牛麦 木 粉

] 9 1 9

1 3 9

9 9

6 7

5 6

6 6

6 4

六j,白,�,J八J,口

、 勺

一、

19232731353942一986420

(uJ。)嘲华州

O 2 6 8
p H 值

2 1 4 0 2 4 6 8

P l{ 值

图 2 不 同 p H 值的培养基对朱红密孔 菌 4 个分离物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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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p H 值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从图 2 可知
,

同一分离物或不同分离物在不同 p H 值培养基上
,

或在 同一 p H 值培养基上

生长的不同分离物
,

其生长速度不同
,

4 个分离物 生长 p H 值范围为 3一 1 3
,

最适 为 p H 6
。

在

p H 3 时
,

菌落虽呈暗色
,

稀疏
,

但长时间培养仍长子实体
。

P一 2
、

W 一 2 菌在 p H Z 的培养基上均

能生长
,

但 P一 2 菌菌丝形态正常
,

而 W 一 1 菌菌丝顶端比正常菌丝粗
。

各分离物在不同 p H 值

培养基上长满 9
.

0 c m 培养皿所需天数见表 2
。

表 2 各分离物在不同 p H 值培养基上的生长速度 (单位
:

d)

p H 值 2 3 4 5 6 7 8 , 2 0 1 1 1 2 1 3

P一 1 菌 不长 2 5 1 5 9 8 9 10 1 2 1 4 1 5 1 6 1 7

P一 2 菌 3 0 d 以上 17 6 4 4 9 1 0 1 2 1 3 1 4 1 5 2 6

W 一1 菌 3 0 d 以上 2 8 1 9 1 1 1 0 1 1 1 2 1 3 1 5 1 7 18 2 1

W 一 2 菌 不长 2 5 1 0 8 1 0 11 1 2 1 4 1 4 1 5 1 6 1 7

3 结语与讨论

(1 ) 4 种培养基对朱红密孔菌 4 个分离物生长有影响
,

但在 PS A + 2 和 P SA 基 上生长最

好
,

牛麦基次之
,

木粉基最差
。

(2 )该菌 4 个分离物生长的最适温度大多在 35 ℃左右
,

低于 19 ℃和高于 46 ℃均 不生长
,

各分离物在不同的培养基和温度下生长速度有差异
。

但该菌的最适温度显然要比半知菌
、

子囊

菌和锈菌的高
。

据观察朱红密孔菌在 自然界造成木材严重腐朽的季节在 7一 8 月份
,

在我国南

方生长的时间可能更长
,

这与试验结果一致
。

在 20 ℃以下该菌生长很慢
,

不一定会造成木材腐

朽
。

这可为我国木材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

(3 )该菌生长 p H 值范围为 3 ~ 1 3
,

最适为 p H 6
,

它与其它木腐菌一样
,

在培养过程中 自身

会产生酸
,

使培养基的酸度增加 [;1
。

但该菌具有适应较宽 p H 值的能力
,

对寄主或基物的适应

性较强
,

故造成的危害也较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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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r e s e n t P a p 亡r d e 。
奋
。 w it h t he r e s u lt s th e e u lt u r a l e ha r a e t e r s o f t he P

.

enon

9 0 m m p e t r i d is h e s , e o n t a in in g 2 0

v a r io u s m e d ia ,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p H v a lu e o n P

.

m L o f m e d ia , w e r e u s e d t o s t u d y th e e ffe e t o f

c in n a b a r in u s m y e e lia l g r o w th o n m e d ia in t he

la bo r a to r y
.

T h e r e s u lts s ho w t ha t t h e r a te o f e a e h is o la t e 15 d iffe r e n t in th e v a rio u s m e d ia o f

t he PH v a lu e a n d v a r io u s t e m Pe r a t u r e
.

T h e b e s t g r o w t h o f th e fu n g u s 15 o n t he PS A + 2 a n d

P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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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n n a b a r in u s m a y lie

b e t w e e n 1 9 ~ 4 2 ℃
,

m a x im u m 4 6 ℃
, o P t im u m t e m Pe r a tu r e s e e m s to b e a P Pr o x im a t e ly a t 3 5

~ 4 2 ℃
,

le t h a l te m p e r a t u r e 6 0 ℃ 4 h
.

It w a s fo u n d t h a r t he fu n g i w e r e a ble t o g r o w a t t he

r a 一ig e o f p H Z一 1 3
, o p tim u m p H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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