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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1995～1997年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9460001)“中国海南岛多孔菌分类研究”的部分研究内容。研究工作得

到海南师范学院钟义教授热情帮助及坝王岭自然保护区有关同志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海南岛坝王岭自然保护区的多孔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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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坝王岭是我国多孔菌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本文对坝王岭自然保护区的多孔菌资源

及其环境作了简要论述。热带森林区的多孔菌可划分为 4 个生态类型,就种类和数量而言, 山地雨

林中的多孔菌最丰富, 河谷雨林的多孔菌次之, 山地苔藓林和山顶矮林中的多孔菌最少。

　　关键词　海南岛　坝王岭　热带森林　多孔菌　生态类型

　　坝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岛的西南部昌江县境内, 109°02′～109°13′E, 19°02′～

19°08′N, 全境海拔高在 400～1 430 m 左右,相对高差为 1 000 m 以上, 以主峰斧头岭为中心,

峰峦重叠,起伏连绵,林区总面积达 720 km
2
,为海南岛主要热带森林区之一。区内属季风热带

气候,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自然条件,加之古老的自然发育历史形成了坝王岭苍郁葱

盛的热带森林资源。该林区植物区系成份复杂多样,均为原生性的热带山地雨林植被所覆盖。

主要植物有白椎、粗叶木、陆均松、九节、红营、铜锣桂、木丝梨、灰木、光叶樟、饭甑稠等,林下倒

木横生,有着丰富的枯落叶层, 生长有种类繁多的大型真菌,特别是多孔菌资源是我国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 这与独特的热带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相适应。坝王岭不同的地区性生境条件特点分

别反映着热带植物群落的结构、外貌和种类组成的差异, 从而引起该地区多孔菌的多样性。过

去对坝王岭地区的多孔菌调查甚少, 仅为动态性考察,尚未系统采集过本地区多孔菌标本。自

1994年以来,我们对坝王岭的多孔菌进行了多次调查,采集了大量的多孔菌标本。本文在多孔

菌分类研究基础上,试图将坝王岭的热带森林群落生态学与多孔菌生态学相结合研究,具有重

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

　　按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热带森林群落,不同的垂直分布,进行多次点与面相结合的采集调

查研究,详细记录多孔菌的采集地点、时间、数量、海拔高度及植被类型等相关的生态数据, 通

过大量的多孔菌标本微观结构和宏观诸特征的分类鉴定,研究其多孔菌的种类组成差异,数量

变化及优势种群, 探讨热带森林与多孔菌的相互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类与特点

根据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分析,该区的多孔菌共有 82种, 12科(含亚科) , 30属。其中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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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录 20个、中国新纪录 4个,新种 2个
[ 1～8]
。发生于河谷雨林中的多孔菌 28种,占已定种的

多孔菌总数 34% ,发生于山地雨林中的多孔菌 60种,占 73%; 发生于山地苔藓林中的多孔菌

11种,占 13. 4%, 发生于山顶矮林中的多孔菌 7种, 占 8. 5% (见表 1)。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多孔菌的种类及数量也随之变化,以 700～1 000 m 范围内种类最丰富; 400～700 m 范围内次

之; 1 100 m 以上范围内的种类明显减少。结果表明,坝王岭的多孔菌种类、密度及种类组成均

随植被类型不同和海拔的升降变化而有明显的变化。坝王岭已知的多孔菌以灵芝科、多孔菌

科、刺革菌科和香菇亚科的种类及数量占优势, 有 48种,占已知数的 58. 5%。其中以灵芝科和

多孔菌科的个体数量最大, 尤其在 6～9月的季节,林区从低山到山顶到处可见,有时数种混生

成片,极为壮观。已定种的多孔菌绝大多数为木质和革质种类, 分别为42种和 32种,占总数的

51%和39%; 半肉质种类和肉质种类较少, 分别为4种和7种,占 4. 8和 8. 5%。它们的生态习

性多为树生种类, 计 65种, 占总数的 79%;地生种类 17种, 占 21%。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该地

区灵芝科中的种类和数量均在全国灵芝产区之上(见表 2)。

表 1　海南岛坝王岭热带森林区多孔菌科、属和种的统计

植被类型
柄杯

菌科

韧革

菌科
革菌科

珊瑚

菌科

猴头

菌科

多孔

菌科
灵芝科

香菇

亚科

裂褶

菌科

鸡油

菌科

刺革

菌科

河谷雨林 1( 1) 2( 3) 1( 1) 1( 1) 4( 10) 2( 6) 2( 3) 1( 1) 2( 2) 1( 3)

山地雨林 1( 1) 2( 6) 1( 1) 2( 3) 1( 2) 8( 16) 2( 10) 2( 6) 1( 1) 2( 3) 2( 10)

山地苔藓林 1( 2) 1( 1) 1( 1) 3( 4) 2( 3) 1( 1) 1( 2)

山顶矮林 1( 1) 1( 2) 1( 2) 1( 1) 1( 1)

　　注:表中括号外表示多孔菌的属数,括号内表示种数。

表 2　坝王岭灵芝科的属种与海南岛及全国比较[ 8]

属(种)　　　 海南岛总数 全国总数 占全国总数( % ) 占全岛总数( % )

灵芝属G anod erma( 20) 41 64 31 48. 7

假芝属A maur od erma( 8) 11 20 40 73. 7

鸡冠孢属H udd ow ia ( 0) 1 1 0 0

网孢芝属Hy mp hray a( 1) 1 1 100 100

　合　计 54 86 32. 5 51. 8

　　 括号内的数据表示坝王岭自然保护区灵芝科各属的种类。

2. 2　热带植被类型对多孔菌种类分布的影响

在真菌类群中, 多孔菌与林木关系极为密切,多孔菌的生长繁殖依赖着森林,它们大多数

是木腐菌,利用死木作为自身的营养来源。森林生态系统本身也包括了森林中的多孔菌,多孔

菌与森林相辅相成,它们具有分解木材和草本植物残基的功能,这些生态功能对于林木的生长

和发育至关重要
[ 9]
, 可以说,只要有林木生长和木材贮存的地方都有多孔菌发生,它们不可能

单独存在。同时, 不同的多孔菌种类对森林类型也有一定的选择性,因而植物类型的不同直接

影响着多孔菌种类的组成不同。根据坝王岭的热带植被类型的划分
[ 10]
,可把坝王岭的多孔菌

分为 4个不同的生态类型,即:河谷雨林型;山地雨林型;山地苔藓林型;山顶矮林型。其中前两

种植被类型中的多孔菌种类较为丰富, 后两种植被类型的生境条件不利于大多数多孔菌种类

的生长(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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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南岛坝王岭热带森林区多孔菌的垂直分布

垂直带 植被类型 种数 代　表　种　类

400～

700 m
沟谷雨林 28

700～

1 000 m
山地雨林 60

> 1 100 m
山地苔

藓　林
11

> 1 300 m 山顶矮林 7

Bj erkand era adusta ( W illd. : Fr. ) Kars t . Cer rena unicolor (Bul l. : Fr. ) Murr.

H ex agonia tenui s ( Hook. ) Fr . G loe op hyl lum st riatum ( Fr . ) Mu rr.

P olyp oru s osseus Kalch br. A mauroder ma ealaensis (Fr. ) Murr .

Ganoder ma annulare ( Fr. ) Gilb n. G anode rma f ulv el lum ( Beel. ) Ryv.

T rametes scutel lata (S chw . ) Cunn . Tyr omyc es ov if ormus C unn.

S ter eum insigne Bres. Cy clomyces setip or us ( B. ) Pat .

S techerinum cir rhatum ( Pers. : Fr. ) Teng T helep hor a v ialis Schw .

P hell inus grenadensis ( Murr. ) Ryv. P hel linus di scip es ( B. ) Ryv.

I nonotus tabacinu s ( Mont . ) Kars t Microp ore llus obovatus ( Jun gh. ) Ryv.

Coltr icia sid eroide s ( Lev. ) T eng L enz i tes he teromorp ha Fr .

H ex agonia p ruinosq ( Lev. ) Teng L enz i tes saj or -caj u Fr.

L ent inus l epideus Fr. T rametes scute llata ( Schw . ) Cunn .

H ex agonia ap iar ia ( Pers. ) Fr. T rametes lactinea ( B. ) Pat .

S ter eum lobatum ( Kze. ) Fr. Cr aterel lus od or atus S chw . : Fr.

T rametes g irseo-dura ( Lloyd) T eng Microp oru s xanthop us ( Fr. ) Kunt .

Ganoder ma aust rale ( Fr. ) Pat . G anode rma lobatum ( Schw . ) Atk .

Tyromyce s gut tulatus ( Pk. ) M urr. Hy menochaete nigr icans ( L ev. ) Pat .

P leur otus mit is ( Pers. : Fr. ) Quel . S cytinopogon angul isp or us ( Pat. ) Corn.

Dicty opanu s p usi lus ( Pers . : Lev. ) Sing S te cheric ium ser iatum ( Lloyd) Mass .

I rp ex lactus ( Fr. ) Fr . Daedalea ambigua B.

P olyp oru s anti lop us ( Kalcb br) L loyd Microp oru s f labell if or mis (Kl . ) Kuntze

L enz it es acuta B. Hook. F avolus striatulus Ell . et Ev.

T rametes manilaensis ( Lloyd) T en g T rametes hir suta ( Wul f. : Fr. ) Pil.

P oly st ictus p insitus ( Fr. ) Cook e Hy menochaete cacao B.

T rametes conf rag osa L loyd P olyp or us bad ius ( Pers . :Gray) S chw .

A mauroder ma r ude ( Berk . ) Cunn. G anode rma brow nii ( Mur r. ) Gilb n.

H ex agonia tenui s ( Hook. ) Fr . S te reum f asc iatum ( Schw . ) Fr.

2. 2. 1　河谷雨林中的多孔菌　本类型主要分布在 400～700 m 上下的河谷地形中。群落高

大,外貌常绿,层次多, 板根、木质巨藤和棕榈科植物等雨林特征突出。此外, 林内还可见“绞杀

植物”、茎花等现象。主要乔木树种有白椎、鸭脚木、厚壳桂、白颜树、粗叶木、乌营、九节等,林下

灌木不多,层间植物丰富,倒木及枯枝落叶层遍布。本范围内常见多孔菌种类有条纹粘褶菌、扇

盖多孔菌、骨质多孔菌、烟管菌、盘状栓菌、簿边蜂窝菌、亚大韧革菌、绵羊状干酪菌、单色下皮

黑孔菌、黄褐灵芝、长管树舌、伊勒假芝等 28种, 占本区已知多孔菌总种数的 34%。以烟管菌、

黄褐灵芝、簿边蜂窝菌为优势种。在溪流附近由于湿度较大, 气温低,形成特有的小气候,不宜

于多孔菌生长发育,影响了多孔菌种类的分布。

2. 2. 2　山地雨林中的多孔菌　本植被类型是本地区现状植被发育最完善的类型,占地面积最

大,分布在海拔 700～1 000 m 的地带。生境条件优越, 终年高温而湿润,年平均气温 19. 4 ℃,

≥10 ℃的年积温6 820℃,年降水量 2 651 mm, 年蒸发量 1 310. 9 mm, 相对湿度为88%;林中

树干高大,板根现象普遍,树上附生植物丰富,巨型木质藤本种类多,数量大, 树种组成复杂,每

公顷林地上的乔木种类多达 100 种以上,常见的有陆均松、谷木、红营、山八角、稠锣桂、黄枝

木、剑叶灰木、五列木等。在该类型中采集到多孔菌标本200余号,定种 60种,占该区已定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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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73%;常见种类有卷须齿耳、格林纳达木层孔菌、侧柄木层孔菌、莲座革菌、烟草色纤孔

菌、铁色集毛菌、脱毛韧革菌、成排柱齿耳、滴状干酪菌、温和侧耳、鸡油菌、洁丽香菇、黄柄小孔

菌、毛蜂窝菌、可疑迷孔菌、乳白齿耙菌、南方树舌、层迭树舌、喜热灵芝、耳匙假芝,以及发生在

陆均松活立木树干上的三角状树舌等;以脱毛韧革菌、铁色集毛菌、喜热灵芝、耳匙假芝为优势

种,特有种有大圆灵芝和坝王岭树舌。本类型虽遭破坏, 但各种植物组成的次生林仍属常绿性

类型,层次不清,层间植物极为丰富,良好的生境条件为多孔菌提供了生长繁殖的场所, 因此,

本类型中的多孔菌种类和数量是本自然保护区最丰富的地带。

2. 2. 3　山地苔藓林中的多孔菌　本类型主要分布在海拔 1 100 m 以上的尖峰或山脊地形中。

区内群落组成成分简单,常见植物种类有水丝梨、碎木蒲桃、灰木、青冈等。林木矮小, 分枝低,

主干不明显, 枝干多弯曲,林内湿润阴暗,为苔藓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量苔藓附生

在树干、枝条以及与林下枯枝落叶混合在一起形成密集的地上覆盖层。本范围内采集到多孔菌

标本 30号,定种 11 种,占 13. 4%, 常见种类有优雅栓菌、马尼拉栓菌、扇头小孔菌、蜂窝菱孔

菌、勺形菱孔菌、小网孔菌、骨质多孔菌、棱盖多孔菌、裂褶菌等。本类型随海拔升高,植被组成

由复杂到简单,植物种类由较多到较少,生境发生变化,多孔菌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尤其是灵

芝科、香菇亚科和鸡油菌科中的种类消失。这说明热带林类型的差异导致生态环境中的温度、

湿度、基物和土壤的水分等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使多孔菌的种类和数量多少也随之发生

改变。

2. 2. 4　山顶矮林中的多孔菌　本类型主要分布于 1 300 m 的地带。生境特点是土层薄和岩石

裸露以及由地形所引起常风大、蒸发强、温度低等局部气候和土壤的特殊条件,植物类型特化,

植株树干弯曲,分枝多而矮小,常见树种有丛花灰木、亨氏稠、黄杞、红营、毛润樟、苦梓等。本范

围内采集到 16号多孔菌标本, 定种 7种, 占 8. 5%, 常见种类有: 裂孔栓菌、栗褐多孔菌、皱盖

假芝、褐树舌、扁韧革菌等。本区的多孔菌在 1 300 m 以上随海拔升高变化,植物种类的变化,

以及林内的地形和水分变化,其种类和数量明显下降,这说明多孔菌生理适应性能力与分布的

地带性是相关的。

综上所述,坝王岭自然保护区复杂多样的植被类型决定了多孔菌种类的多样性。根据不同

植被类型之间多孔菌种类的调查情况分析可以看出,在该地区热带森林中树木种类组成最为

丰富的山地雨林中,其多孔菌种类和数量也表现出最为丰富,河谷雨林中多孔菌种类次之, 山

地苔藓林和山顶矮林中的多孔菌最为贫乏,它们分别为山地雨林中多孔菌的 47%、18. 3%和

11. 6%。可见热带森林植物种类及数量对多孔菌的分布及数量的影响极为显著。

3　小　结

　　( 1)海南岛坝王岭自然保护区热带植被类型多样, 多孔菌种类丰富, 计 82种, 30属, 12科

(含亚科)。其中海南岛新纪录 20个,中国新纪录 4个,新种 2个。

( 2)在不同的热带植被类型中,多孔菌的种类组成和优势种群不同。就种类而言,山地雨林

> 河谷雨林> 山地苔藓林> 山顶矮林。

( 3)随海拔高度的变化,多孔菌种类分布不同,以 700～1 000 m 范围内种类最丰富, 400～

700 m 范围内次之; 1 100 m 以上范围内的种类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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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文中所列树种学名

1 白　椎 Castanop sis tonkinensi s Seem . 14 乌　营 Sy zyg ium chunianum Merr et Perry

2 粗叶木 Lasianthus ch inensis Benth. 15 谷　木 Mem ecy lon sp.

3 陆均松 Dacry dium p ier rei Hickel 16 山八角 I ll icium ternstr oemioid es A. C. Sm.

4 九　节 P sy chot ria rubra ( Lour. ) Poir. 17 黄枝木 X anthop hyl lum hainanense Hu

5 红　营 Sy zyg ium hancei M err. et Perry 18 剑叶灰木 Sy mp loc os lancif ol ia Sieb. et Zucc.

6 铜锣桂 Cryp tocary a sp. 19 五列木 P entap hylax euryoid es Gar dn. et Champ.

7 木丝梨 Sarc osp er ma laurinum ( Ben th . ) Hook. f . 20 碎木蒲桃 Sy zyg ium tsoongi i ( Merr. ) M err. et Perry

8 灰木 Sy mp locos sp. 21 青冈 Quercus sp.

9 光叶樟 Cinnamomum sp. 22 丛花灰木 Sy mp loc os p oilanei Gui ll.

10 饭甑栎 Cy clobalanop sis f leuryi ( Hick. et A. camus) Chun 23 亨氏稠 L i thocarp us hancei ( Ben th . ) Rehd.

11 鸭脚木 S chet il era octop hyl la ( Lour. ) Harm s 24 黄　杞 E ngelhard tia chry solep is Lin dl.

12 厚壳桂 Cryp tocary a chinensis ( Hance) Hems l. 25 毛润樟 Mach ilus sp.

13 白颜树 G lronnier a cusp idata (Bl . ) Kurz 26 苦　梓 Michel ia mediocri s Dandy

附: 文中所列菌物种学名

1 条纹粘褶菌 Gloeophyllum striatum ( Fr . ) Murr . 24 洁丽香菇 L entinus lep ideus Fr.

2 扇盖多孔菌 Polyporus antilop us ( Kalchbr ) L loyd 25 黄柄小孔菌 Micr oporus xanthopus (F r. ) K unt.

3 骨质多孔菌 Polyporus osseus Kalchbr . 26 毛蜂窝菌 H exagonia apiaria ( Pers . ) F r.

4 烟管菌 Bjer kandera adusta ( Willd. : F r. ) Kars t. 27 可疑迷孔菌 Daedalea ambig ua B.

5 盘状栓菌 Tr ametes scute llata ( Sch w. ) Cunn. 28 乳白齿耙菌 I rpex lac tus ( Fr . ) F r.

6 薄边蜂窝菌 H exagonia tenuis ( Hook. ) Fr. 29 南方树舌 Ganod erma australe (F r. ) Pat .

7 亚大韧革菌 S te reum insigne Br es . 30 层迭树舌 Ganod erma lobatum ( Schw. ) A tk.

8 绵羊状干酪菌 Tyromyces ov if ormus Cunn. 31 喜热灵芝 Ganod erma calid ophilum Zhao, Xu et Zhan g

9 单色下皮黑孔菌 Cerr ena unicolor ( Bu ll. : Fr . ) Mur r. 32 耳匙假芝 Amaurod erma auriscalp ium ( Pers . ) Torrend

10 黄褐灵芝 Ganod erma f ulvellum Bres. 33 大圆灵芝 Ganod erma r otundatum Zh ao, Xu et Zhang

11 长管灵芝 Ganod erma annulare ( Fr . ) G ilbn. 34 坝王岭树舌 Ganod erma bawanglingense Zhao et Zhang

12 伊勒假芝 Amaurod erma ealaensis ( Beel. ) Ryv. 35 优雅栓菌 Tr ametes modesta ( F r. ) Ryv.

13 卷须齿耳 S tecche rinum cirr hatum ( Pers . : Fr . ) Teng 36 马尼拉栓菌 Tr ametes manilaensis ( Lolyd) Ten g

14 格林纳达木层孔菌 Phe llinus gr enadensis ( Mur r. ) Ryv. 37 扇状小孔菌 Micr oporus f labe llif or mis ( Kl. ) Kuntze

15 侧柄木层孔菌 Phe llinus discipe s ( B. ) Ryv. 38 蜂窝菱孔菌 Favolus alveolaris ( DC. : Fr . ) Qu l.

16 莲座革菌 The lep hor a v ialis S chw . 39 勺形菱孔菌 Favolus spathulatus (Jungh. ) Bres.

17 烟草色纤孔菌 I nonotus tabac inus ( M on t. ) K ar st. 40 梭盖多孔菌 Polyporus gr ammocep halus B.

18 铁色集毛菌 Coltricia sideroides ( Lev. ) Teng 41 裂褶菌 S chiz ophyllum commune Fr.

19 脱毛韧革菌 S te reum lobatum (K ze. ) Fr . 42 裂孔栓菌 Tr ametes conf r agosa Lloyd.

20 成排柱齿耳 S tecche ricium se riatum ( Lloyd. ) Mass. 43 栗褐多孔菌 Polyporus badius ( Pers. : G ray) S chw.

21 滴状干酪菌 Tyromyces guttulatus ( Pk. ) Mur r. 44 皱盖假芝 Amaurod erma rude ( Berk. ) Cunn.

22 温和侧耳 Pleur otus mitis (Pers. : F r. ) Q u l. 45 褐树舌 Ganod erma brownii ( Murr . ) Gilbn.

23 鸡油菌 Canthar ellus cibrius Fr. 46 扁韧革菌 S te reum f asciatum ( Schw . ) Fr .

47 小网孔菌 Dictyop anus p usilus ( Pers. ex Lev. ) Sing.

附: 文中所列菌物科拉丁名

1 柄杯菌科 Podoscyphaceae 7 灵芝科 Canoder mataceae

2 韧革菌科 S tereaceae 8 香菇亚科 Lent ineae

3 革菌科 T heleph iraceae 9 裂褶菌科 Sh izophgl laceae

4 珊瑚菌科 Clavariaceae 10 鸡油菌科 Cantharel laceae

5 猴头菌科 Hericiaceae 11 刺革菌科 Hymenoch aetaceae

6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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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olypore Fungi of Bawangling

Natural Reserve, in Hainan Island

Wu X ingliang　L i T aihui　Zhang W eimin

Zhong Qiongx in　Song B in　Guo J ianr ong

　　Abstract　The natural reserve area o f t ropical forest at Baw ang ling located in Hainan Is-

land is w ell pr otected, in w hich there are 82 species o f po lypore fung i and is one of the ar ea

that rich in po lypore fungi in China . This paper brief ly deals w ith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

ment o f polypore fungi in Baw ang ling Natural Reser ve. Baw ang ling po lypore fung i can be di-

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ecolog ical types, by species and quantity , the f irst is the poly-

por e fungi of montane rain forest , the second is the po lypore fungi of valley rain forest , the

third is polypore fung i of mossy for est and elf in w oodland.

　　Key words　Hainan Island　Baw angl ing　t ropical for est　polypor e fung i　ecolog ica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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