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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iolopsis g labro2rigens was firstly reported from Hainan Province. It was a new record to the Chinese

fungal flora, it grew on angiosperm wood and caused a white rot. Illustrated descrip tion of the new record was given

in detail based on the materials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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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生真菌是指生长在树木或木材上 ,能够降解

木材中组成植物细胞壁的木质素、纤维素或半纤维

素 ,并作为其营养的一类真菌 ,凡是有树木生长、存

放和使用的木材 ,如各种活立木、枯立木、倒木、伐

桩、贮木场的原木、矿木、枕木、桥梁木和各种木制品

上 ,几乎都有木生真菌的发生。木生真菌多数是高

等担子菌 ,能产生大型的子实体 ,其中担子菌门 (Ba2
sidiomycota ) 层菌纲 ( Hymenomycetes) 非褶菌目

(Aphyllophorales)中的种类占绝大多数 ,其他类群还

包括木耳目 (Auriculariales)、银耳目 ( Tremellales)、

花耳目 (Dacrymycetales)和伞菌目 (Agaricales)等的

部分种类 [ 1 ]。

我国地域辽阔 ,森林类型多样 ,树木种类繁多 ,

为木生真菌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基质。在我国的北方

已陆续发现了许多木生真菌新记录种 [ 2 - 10 ] ,而我国

南方特别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发现的木生真菌新记录

种相对较少 [ 11 - 14 ]
,南方地区的树木种类更加多样 ,

随着研究的深入 ,将会有更多的木生真菌被发现。

2006年作者在海南进行木生真菌考察时 ,采集

到一多孔菌标本 ,经鉴定为光盖革孔菌 Coriolopsis

g labro2rigens (L loyd) NúÌez & Ryvarden。该真菌以

前在国内未见报道 ,为中国新记录种 ,本文根据野外

调查和室内标本材料研究 ,对该种进行了详细描述

和显微结构绘图。

1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取自作者的实地采样 ,研究标本现保

存在北京林业大学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显微结构

研究方法如下 : 用干标本制成切片 ,以棉蓝试剂

(Cotton B lue)、碘试剂 (Melzer reagent)和 5% KOH

溶液作为切片浮载剂 ,显微测量和绘图均在棉蓝试

剂的切片中进行 ,显微绘图借助于管状绘图仪 ,所有

显微研究均在 N ikon E 80 i相差显微镜下进行。在

种类描述中标本的孢子测量 30个 ,其中 5%数量极

大值和极小值数据在括号中表示 , L 表示孢子的平

均长度 ,W 表示孢子的平均宽度 , Q 表示孢子平均长

与平均宽的比值 , x / y表示所测量的孢子数量 /标本

数 ;其他结构如菌丝直径、担子、囊状体等大小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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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0个 ,取极大值与极小值 ,宽度测量于其结构的

最宽部位 ,长度测量于其顶端至基部分隔处。

2　研究结果

2. 1　分类地位

根据现代分类学观点 [ 15 ] ,光盖革孔菌 Coriolop2
sis g labro2rigens的分类地位属于担子菌门 Basidio2
mycota,层菌纲 Hymenomycetes,非褶菌目 Aphyllopho

rales,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革孔菌属 Coriolopsis

Murrill。

2. 2　形态描述

光盖革孔菌 (图 1, 2)

图 1　光盖革孔菌 (Coriolopsis g labro2rigens)的子实体

C orio lopsis g labro2rigens (L loyd) NúÌez & Ry2
varden, Syn. Fung. 14: 256, 2001.

Polystictus g labro2rigens L loyd, Mycol. W rit. 7:

1145, 1922.

子实体 :担子果 1年生 ,无柄盖状 ,覆瓦状叠生 ,

新鲜时无特殊气味 ,干后木栓质 ,质量明显减轻 ;菌

盖半圆形或近贝壳状 ,单个菌盖长可达 2 cm ,宽可

达 5 cm,中部厚可达 5 mm;菌盖表面为土黄褐色 ,干

后基部被有细绒毛 ,靠近边缘处光滑 ,具同心环带和

放射状条纹 ;边缘锐 ;孔口表面黄褐色 ,略带有粉色 ;

不育边缘不明显至几乎没有 ;孔口多角形 ,每毫米

5～6个 ;管口边缘薄 ,全缘 ;菌肉浅土黄色 ,木栓质 ,

无环区 ,厚可达 2 mm;菌管与菌肉同色 ,木栓质 ,长

可达 3 mm。

菌丝结构 :菌丝系统三体系 ;生殖菌丝具锁状联

合 ;所有菌丝在 Melzer试剂和棉蓝试剂中无变色反

应 ;菌丝组织在 KOH试剂中无变化。

菌肉 :生殖菌丝不常见 ,无色 ,薄壁 ,有分枝且具

锁状联合 ,直径为 2～3μm;骨架菌丝占多数 ,金黄

a担孢子　b担子和拟担子 c菌髓菌丝　d菌肉菌丝

图 2　光盖革孔菌 (Coriolopsis g labro2rigens)的显微结构图

色 ,厚壁 ,紧密近规则排列 ,直径为 3～8μm;缠绕菌

丝无 色 至 金 黄 色 , 厚 壁 , 多 分 枝 , 弯 曲 , 直 径

为 1. 5～3μm。

菌管 :菌髓中生殖菌丝不常见 ,无色 ,薄壁 ,有分

枝并具锁状联合 ,直径为 1. 5～3μm;骨架菌丝金黄

色 ,厚壁 (壁厚约 2μm ) ,偶尔有分枝 ,弯曲 ,偶尔被

有大的块状结晶 ,强烈交织排列 ,直径为 2. 2 ～

5. 5μm;缠绕菌丝金黄色 ,厚壁 ,多分枝 ,弯曲 ,直径

为 2～3μm;子实层中无囊状体和拟囊状体 ;担子棍

棒状 ,具 4个担孢子梗并在基部有一锁状联合 ,大小

为 12～15 ×5～6μm;拟担子较多 ,形状与担子相

似 ,但略小。

担孢子 :担孢子窄圆柱形 ,无色 ,薄壁 ,光滑 ,在

Melzer和棉蓝试剂中均无变色反应 ,大小为 5. 2～

6 ×2～2. 5μm,平均长 L = 5. 67μm,平均宽 W = 2.

19μm,长宽比 Q = 2. 59 ( n = 30 /1)。

中国分布 :海南坝王岭自然保护区。

3　讨论

革孔菌属 Coriolopsis与栓孔菌属 Tram etes Fr. 有

非常相近的亲缘关系 ,两者的菌丝构造和担孢子基

本相同 ,区别在于革孔菌属的骨架菌丝有色 ,其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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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常呈淡黄色至褐色 ,而栓孔菌属的种类骨架菌

丝无色。光盖革孔菌 Coriolopsis g labro2rigens与本属

中其他种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菌盖上表面光滑或被有

细微的绒毛 ,而没有硬毛或粗毛 ,并且其孔口表面略

呈粉色。本种以前在亚洲仅日本有分布 ,在中国为

首次报道 ,能够生长在多种阔叶树木材上 ,造成木材

白色腐朽 [ 16 ]。

4　研究标本

中国 ,海南省 ,昌江县 ,坝王岭自然保护区 ,阔叶

树死树上 , 3. 9. 2006戴玉成 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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