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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芝  动  」在中国已成为重要的立木和木材腐朽菌
,

分 布

于我国 个省
,

生于 种树木和竹杆上  
,

引起了森林病理学家的高度重视
。

赵继鼎等  对

扁芝属的分类做了大量工作
。

在野外和实验室里
,

许多国家研究了扁芝引起的针阔叶材腐朽
,

认为单核和双 核菌丝引起的木材腐朽力有差异  
。

在南京 作者 首次记载 了栗褐拟层孔菌

。  ! 引起毛 白杨
 心材腐朽

,

以往仅在黑龙

江和吉林两省记载过
仁‘〕

。

二色笋革菌 〕分布于长江以南

的 省市
,

生于栋
、

柳
、

松树的树皮上
,

枕木上
,

也生于多孔菌上  们
,

年 月从南京林业

大学校园内的
一

杨仁尸
‘ ’ 一

」

的腐朽木材上分离到
,

这是生长在杨木上的首次报道
。

本研究的 目的是测定不 同培养基和温度对 种木腐菌 个分离物菌落生长的影响
,

为生

产防治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培养基

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培养基 简称
。

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
、 。 。 、 。

培养基 简称  
。

菌种来源

用组织分离法从不同寄主上分离到了 个分离物
,

作为供试菌种
。

栗褐拟层孔菌
一

分

离物
,

二色笋革菌
一

分离物
,

扁芝
一 、 一 、 一

分离物于  年 月分别从毛白杨
、

南京

锻 ,
’

和合欢 少  ! ! 木材上分离到
。

温度试验

把培养好的分离物用打孔器打成直径 的接种体
,

接种到两种培养基上
,

分别在
、

、 、 、 、 、 、 、

下培养
,

每天测量一次菌落生长情况
,

个重复
。

结果

温度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不同的温度和培养基对 个分离物的生长有影响 图
。

最适生长温度
一

和
一

为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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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为 ℃
。

最高生长温度
一

一 和
一

为 ℃
, 一

为 ℃
。

最低生长温度
一

一 和
一

为
,

而
一

和
一

为
。

抑制生长温度
一

一 和
一

为 ℃
, 一

为

℃
。

致死温度
一

为
‘

℃下
, 一

为 下
, 一

为 ℃下
,

致死菌落由白

变黄
,

干缩
。

图
一

的曲线是真菌的常见温度曲线
,

并向右边倾斜
,

在最适温度之前曲线较平缓
,

而

在最适生长温度之后的曲线急剧下降
。

不同分离物在同一温度下的生长速度有差异
,

单个菌落的 日平均生长率在 内不总是

完全相同的
,

长满 的培养皿所需的天数也不同 见下页表
,

这在最适温度 ℃ 下

更为明显
。

从表 也可以看出
,

温度高于最适温度对

分离物的影响要比低于最低温度更大
。

培养基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如图表所示
,

同一个分离物在不同的培养基上
,

或不同分离物在同一培养基上
,

其生长速度有差异
,

在 ℃的  和 ℃的 上
, 一

生长最

快
, 一

次之
, 一

最慢
。 一

和
一

在两种培养基上

的生长速度差异不大
。

分
一

户
八的连内‘曰

日。侧侧华州

温度  

图 不同温度和培养 基对 种木腐菌 个

分离物生长的影响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

不同分离物所需的温度范围和

最适温度范围不同
, 。 一

一 和
一

的最适温度为

℃
,

而
一

为 ℃
,

生长范围大多在 一 ℃
。

通常大 多数真菌不能在 一 ℃生长
,

但少数破坏

木材的真菌则例外
。

灵芝属 的不同种

的最适生长温度不同
,

巨大灵芝
‘

在 一
‘

之间
,

在 下生长很慢
,

下能存活  和 G
.
m ere di th ia ‘ 生长温度

为 25一 30℃
,

35 C 时生长很慢
,

4 0 C 下不 生长 ;G.
。
re go ne

n
se 为 25一3O C

,

3 0 c 以上不生长
,

象这样

的种则可以通过培养和温度来 区别阁
。

一般研究真

菌地理分布者关心种的生长温度状态
,

地理分布广

泛和生长范围较宽的种
,

其生长最适温度往往偏高
,

如 L
一

1 和 p en ioP h
口
ra P hl eb lo 沼e: 温度生长范 围为

10 ~ 45
’

C

,

最适温度为 37 ~ 38 ℃
,

高于其它的分离

物
。

扁芝的 3个分离物在同一温度下的同一培养基

上生长速度有差异
。

除了温度外
,

营养成分也是影响

菌落生长的重要因素
。

朱红密孔菌在 P SA 上比在木

粉琼脂培养基上生长得更好
,

菌落茂盛
,

产生的红色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9卷

子实体也较多
「‘〕。

表 1 3 种木腐菌的 5 个分离物在不同温度和培养基上的生长速度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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