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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松上小鞋袍盘菌属一新种
‘

林英任 刘和云 黎 志 梁师文 余盛明 王莉彬

摘要 本文报道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黄山松上发现的小鞋饱盘菌属 斑痣盘菌目 一新种—
中华小鞋饱盘菌 一

,

邑 一
。

对该种作了拉丁文及汉

文描述和图解
。

主模式标本保藏于安徽农业大学森林保护教研室
。

关键词 斑痣盘菌目
、

小鞋袍盘菌属
、

中华小鞋饱盘菌
、

黄山松

由
‘

建立的小鞋抱盘菌属 是斑痣盘菌 目 中一个

极小的分类群
,

迄今全球仅报道 个种
,

即北美几种松树上的  
’

·

」,

我国云南华山松上的
。 一 〔, 〕

,

以及 日本和中国杉木叶枯病的

病原
。 , 人。 。 〔‘

·

〕
。

年 月
,

作者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的黄 ! 松上

发现小鞋抱盘菌属一新种
,

现将其描述和讨论如下
。

中华小鞋抱盘菌 新种 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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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英任副教授
,

刘和 云 (安徽农业大 学 合肥 23 0036) ;黎志
,

梁师文
,

余盛明
.
王莉彬 (安徽省黄山风景区园林管理

局)
。

,
1 9 9 2 一 199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中国斑痣盘菌 目的分类及主要种生物学特性探讨
”

和 1994 ~ 1996 年安徽
省科委重点课题

“

安徽黄山及枯牛降盘菌资源研究
”

的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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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华小鞋袍盘菌

1.针叶上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的外表 ;2
.
子囊果横切面 (局部) ;3

.
侧丝

、

子囊及子囊抱子 ;4
.
分 生抱 子器横切

面 ;5
.
产抱细胞和分生抱子

子囊果散生于针叶各面
,

以远轴面数量居多
。

子囊果外表为椭圆形
,

稍隆起
,

7
20 一1 100 x

34 0 ~ 53 0 拼m
,

中部 (约占总表面积的 1/ 2) 黑色
,

外围灰褐色并具黑色周边线
,

唇不明显
,

藉一

中部纵缝开 口
。

中点横切面显示子囊果为局部下皮下生
,

深 180 一 25 0 拌m
,

大多数下皮细胞位

移至子囊果基部
,

并有 7 个 以下表皮细胞排列在下皮细胞层上
。

子座覆盖层 由褐色至黑褐色的

角胞和圆胞组织构成
,

中部厚 35 一45 拌m
,

朝着边缘逐渐变薄且不连于基部层
。

唇细胞小
,

圆柱

形
,

淡黄褐色
,

近平行排列
,

后期易消失
。

子座基部层暗褐色
,

弱度发育
。

子实下层由无色的交

错丝和薄壁丝组织构成
,

厚 14 一 25 拼m
。

子实层稍凹陷
。

侧丝线形
,

具隔
,

长 110 一160 拼m
,

宽 1

~ 1
.
5 拌m

,

有时顶端略膨大
。

子囊陆续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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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棒状
,

柄部极短
,

顶端亚平截形
,

经碘液处理不变蓝色
,

壁薄而均一
,

8 抱
,

通过顶部一较大的不规则孔 口释放抱

子
。

子囊抱子无色
,

无隔
,

双纺锤形
,

罕为三纺锤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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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缩处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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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被 3~ 6 拼m 厚明显的胶质鞘
。

分生抱子器大多位于针叶远轴面
,

散生或有时合生
。

分生抱子器外表椭圆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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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一 220 拼m
,

与叶面同色至灰褐色
,

多具暗褐色边缘
,

于顶部产生一孔 口
,

有时也于侧方纵

裂
。

中点横切面显示分生抱子器为表皮下生
,

深 40 ~ 55 拜m
,

顶孔及侧缝附近的上壁呈暗褐色
,

下壁弱度发育
。

产抱细胞圆柱形至安瓶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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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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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纹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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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模式标本保藏于安徽农业大学森林保护教研室
。

本新种与 s ol ee lla Pl’n ic ol
a Y 一r

.
Li
n et w

.
R en 相似

,

区别在于前者子囊果较大
、

局部下

皮 下生
,

子囊及子囊抱子较狭 长
,

分生抱子器存在
,

而后者子囊果小 (5 30 ~ 96 0 X 300 ~ 4 80

拼m )且为局部表皮下生
,

子囊和子囊抱子粗而短 (分别为 50 一 110 又 17 一 26 拜m 和 17 一 32 x

3
.
5一6

.
5 拌m )

,

分生抱子 阶段未知〔,
]

.

此新种也近似于 5
.srri

ifo rm
is (D ark er)D ark er[2]

,

但本

种子囊果较短而宽
、

局部下皮下生且纵缝不产生在气孔线上
,

子囊和子囊抱子较窄
,

侧丝长于

子囊
,

分生抱子器存
,

故可与之区别
。

在发生地
,

本菌侵染十几年乃至数百年生黄山松的当年新叶
,

于致死的针叶上产生分生抱

子器和子囊果
,

引起较严重的落针病
。

斑痣盘菌目的另一成员—库曼散斑壳 (五p户he de rm iu m

k u m a u n ic u m M i
n te r & M

.
P
.
S h a rm a )常伴随着本菌发生

,

使黄山松病情加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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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菌根应用和截根菌根化技术研究分别达国际先进和领先水平

在林业部世行项目管理中心及中国林科院世行办的领导下
,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所主持
,

有 12 个单位和上

百名科技人员参加
,

进行主要用材树种菌根研究和推广
,

从 1990年开始
,

历时 5年
,

现已取得重要成果— 截

根菌根化育苗和造林的研究
.
该项成果于 1995年元月 20 日在北京通过鉴定

,

鉴定委员会认为
,

本项研究达到

同类研究的国际先进水平
,

在截根接种和机理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结果表明
,

截根菌根化技术具促进根系发育和菌根化根系形成
、

加速苗木生长
、

提高苗木质量与产量
、

显

著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
、

促进林木生长等作用
。

首次提出了截根菌根侵染途径
、

程序及典型外生菌根真

菌(Pt )与专性外生菌根树种—
松树形成内外生菌根的论点

,

揭示了以根分泌物为主导的诸多因子对截根菌

根化的影响
,

在截根菌根化产生促进作用的机理方面填补了空白
。

该项研究自行设计的试管培养菌根合成

法
,

创造性地为根和菌生长速度及其相互关系
,

根分泌物等研究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方法
。

成果具有重大学术

价值和实践意义及广阔的应用前景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刘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