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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cord Genus(Leucogyrophana, Coniophoraceae, Basidiom yc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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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us Leucogyrophana Pouz. w as found from Yunnan Prov ince, sou thw est Ch ina, and itw as the first

report from Ch ina. A cco rd ing ly, Leuogyrophana p seudomollusa ( Parm. ) Parm. w as the f irst reco rd o f the Chinese

fungal f lora. L. p seudomollusa grew on rotten w ood ofP inus.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d a deta iled descr iption and

illustration based on the Ch ines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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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8 9月在云南对木腐菌进行考察期

间,采到一革菌标本, 经鉴定为拟软白缘皱孔菌 Leu

ogyrophana p seudomollusa( Parm. ) Parm. 。白缘皱孔

菌属 (L eucogy rophana Pouz. )真菌在国内未见报道,

为中国新记录属。同时该种也为中国新记录种
[ 1]
,

本文根据所采集的标本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显微

结构绘图。研究标本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生物标本馆 ( IFP)。显微研究方法参见

Dai& N iem el
[ 2]
。

1 白缘皱孔菌属 ( L eucogyrophana

Pouz. )

白缘皱孔菌属 (L eucogyrophana Pouz. )由 Pouzar

在 1958年建立,模式种为 M eru lius mollu scus Parm. ,

认为此属的分类地位在粉孢革菌科 ( Coniophorace

ae)中,与干朽菌 ( Serpula spp. )较接近的一属。Par

masto扩大了此属, 把原先属于伏革菌科 ( Corticiace

ae)的几个种包含进来, 并给出在这几个科中几个属

的位置。 J lich赞同 Parmasto的观点,并也从伏革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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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增加 1种到此属。目前此属中共有 19种。

白缘皱孔菌属的特点是子实体平伏, 薄,易剥离,

子实体表面光滑或皱孔状, 白黄色、橘黄色或红色;亚

子实层菌丝致密交织排列, 多分枝;菌肉菌丝直,很少

分枝;无囊状体;担子棍棒状, 常具 2或 4个小梗; 孢

子椭圆形,灰色或黄褐色、光滑、厚壁、嗜蓝
[ 3, 4]
。

2 拟软白缘皱孔菌 ( Leuogyrophana

pseudomollusa( Parm. ) Parm. )

2. 1 分类地位

根据真菌的现代分类学方法, 该菌属于担子菌

门 ( Basidiomycota) ,担子菌纲 ( Basidiomycetes), 牛肝

菌目 ( Bo letales) ,粉孢革菌科 ( Coniophoraceae)。

2. 2 形态描述 (图 1)

拟软白缘皱孔菌

Leucogyrophana p seudomollusa ( Parm. )

Parm. , Eesti NSV ead. Akad. To im16: 4, B io .l p.

386, 1967.

M erulius p seudomolluscus Parm. , ScriptaM yco

log ica( Tartu) 2: 212, 1962.

a.担孢子 b.担子和拟担子 c.菌肉菌丝 d.亚子实层菌丝

图 1 拟软白缘皱孔菌 Leucogyrophana pseud om ollu sa的显微结构 (根据标本袁海生 1921绘图 )

子实体:担子果 1年生,平伏,易剥离, 新鲜时柔

软,含水分较多, 无特殊气味,子实体直径达 3. 5 cm,

厚约 0. 8~ 1. 2 mm;子实层皱孔状至浅孔状,黄色或

橘黄色至浅黄褐色,干后收缩, 质量明显减轻, 稍硬

且脆, 颜色变暗, 浅黄褐色至绿黄色, 皱孔边缘稍变

黑褐;子实体边缘不育,黄白色至浅黄色,流苏状, 宽

可达 0. 5 cm; 菌肉与亚子实层颜色一致, 浅黄色,

肉质。

菌丝系统:菌丝系统一体系;生殖菌丝具锁状联

合;所有菌丝在碘试剂和棉蓝试剂中呈负反应; 在

KOH试剂中既不消解也不膨胀。

菌肉:生殖菌丝无色,薄壁至厚壁, 具锁状联合,

厚壁菌丝较多, 偶尔分枝, 疏松交织排列, 直径为

3. 2~ 6. 0 m;菌丝在锁状联合处膨大; 胶化菌丝有

时出现。

子实层体:生殖菌丝无色,薄壁, 具锁状联合, 多

分枝,直径为 3 ~ 4. 5 m,常有内含物, 致密交织排

列;子实层中无囊状体和拟囊状体;担子棍棒状,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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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具锁状联合, 具 2或 4个担孢子梗,大小为 29~ 53

 6~ 7 m;拟担子与担子形状类似,但稍小。

担孢子: 椭圆形, 黄色至黄褐色, 厚壁,光滑, 在

碘试剂中具弱的拟糊精反应, 在棉蓝试剂中具嗜蓝

反应, 大小为 ( 5. 9~ ) 6~ 7. 5 ( ~ 7. 9)  ( 3. 8~ )

3. 9~ 4. 5 ( ~ 4. 8) m,平均长 L = 6. 48 m, 平均宽

W = 4. 16 m,平均长宽比为 Q = 1. 56( n = 30 /1, 孢

子大小测量于 1个标本的 30个孢子 )。

2. 3 讨论

拟软白缘皱孔菌与扇索状干腐菌 Serpula hi

mantioides比较相似
[ 5]
, 共同特征是平伏,皱孔状, 黄

色,边缘白色,孢子椭圆形、厚壁、黄褐色、嗜蓝,但是

显微结构明显不同,前者单系菌丝, 而后者在菌肉中

还会有少量的骨架菌丝,为双系菌丝,孢子后者是大

小为 7. 8~ 9. 2  4. 9~ 5. 9 m, 明显比前者大。

拟软白缘皱孔菌通常生长在针叶树的倒木, 落

枝,腐木上, 加工的木料等; 通常在潮湿的环境中

生长。

2. 4 研究标本

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中甸县,高山植

物园,松树朽木上, 2006年 8月 29日袁海生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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