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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庐山的大型真菌 !"! 种，分属于 97 属 #7 科，其中食用菌 7"# 种，药用菌 $7 种，毒菌 !; 种，菌根菌 66 种及木腐

菌 98 种。庐山的大型真菌分属于下列植被类型中：阔叶林型、针阔混交林型、针叶林型、竹林型、灌丛型和荒地型。并对庐

山的大型真菌垂直分布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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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位于江西省北部鄱阳湖西北岸，北纬 !8Z6[\，东经 77[Z[8\，是长江流域中游淮

南弧形山系的一部分，庐山山峰多在 7"""T 以上，主峰大汉阳峰海拔为 7[#6T，山脉走向为东北:西南。气候温

和属于我国东部中亚热带东南季风区，滨江临湖，地势陡峻，沟谷交替，具有许多气候上的特征，一般山麓和低

丘陵属于长江流域的湿润气候区，在海拔 9""T 以上的丘陵则属于山地温和气候区，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在

78""TT以上，主要分配在 [ < 9 月间，占全年降水量的 $"]左右，年平均气温 772#^。植被繁茂，属于湿润的常

绿阔叶林，并渗入部分亚热带北部的夏绿林带的植物成分。森林郁闭度大，林中阴暗潮湿，林下残落物层厚，表

土腐殖质深，有机质含量高，为大型真菌生长繁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往对庐山大型真菌虽有报道［7 < 6］，但

缺乏全面系统性研究。作者从 788" < 788$ 年对该林区的大型真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本文就所

获得的资料对该林区的大型真菌及其生态进行讨论。

9 研究方法

根据该林区森林郁闭度大，山势陡峻，沟谷交替，水热条件优势，土壤肥力较高等特点，同时，按照不同的

季节进行点与面相结合的采集，详细记录大型真菌的采集地点、时间、数量、海拔高度、植被类型和土壤类型

等相关的生态数据。通过对大型真菌标本的分类鉴定，研究其种类结构差异，数量变化及种类出现频率，并

对大型真菌资源进行评价。

: 结果与分析

:;9 组成与数量

庐山大型真菌相当丰富，根据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该区的大型真菌共有 !"! 种［7 < 77］，分属 97 属 #7 科。

其中发生于阔叶林中大型真菌 7!" 种，占已知大型真菌总种数的 [82$"]。发生于针阔叶混交林中的大型真

菌 766 种，占 ;;27$]。发生于针叶林中大型真菌 87 种，占 #[2!$]，发生于灌木丛的大型真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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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竹林中的大型真菌为 ’( 种，占 )’#**&。发生于荒地中大型真菌为 ’! 种，))#**&。

庐山已知的大型真菌以多孔菌科、口蘑科、红菇科、牛肝菌科和鹅膏科的种类及数量占优势。尤其突出

的是多孔菌科有 !! 种占已知大型真菌的 )+#*’&。该区大型真菌绝大多数为肉质种类，占已知种数的 +$&。

半肉质种类占 +&。革质和木质种类占 )’#"*&。少数为炭质种类，还有两种寄生真菌，竹黄 !"#$%#% &%’&()#*
+,-% 蝉茸 .,$/0+12) ),&,-#31$%。

!"! 庐山大型真菌的生态分布

庐山植被类型的不同反映出大型真菌种类的组成不同。根据其植被分布，可划分为阔叶林的大型真菌，

针阔混交林中的大型真菌，针叶林中的大型真菌，灌丛中的大型真菌，竹林和荒地中大型真菌（见表 )）。

!"!"# 阔叶林中的大型真菌 （)）常绿阔叶林中的大型真菌 分布于海拔 $%%, 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局部

沿沟谷上升可达 ))%%, 左右，在秀峰、白鹿洞、观音桥以及石门涧、黄龙寺等处可见残存的常绿阔叶林，建群

优势种为壳斗科、樟科、山茶科的常绿树种，常见的有大叶锥栗、青冈栎、小叶青冈栎、甜槠、樟树、木荷、杨桐

等种类构成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征的森林植被，林下土壤大部分为山地黄红壤，偏酸性。由于水热条件及

植物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有利于大型真菌生长。主要代表种类有栎金钱菌 .,--0&#% /$0,2"#-% 鳞盖红菇 4())(-%
-12#/% 密褶黑菇 4())(-% /15)#3-,#% 假密环菌 .-#6,+0&1 6%&1)+15) 林地蘑菇 78%$#+() )#-9%6#+() 泡质盘菌 :1;#;% 91)#+(-,)%
脐顶皮伞 <%$%)’#() +",$/%-#) 树舌灵芝 =%5,/1$’% %22-%5%6(’ 有柄树舌 =%5,/1$’% 8#&&,)(’ 网柄牛肝菌 >,-16()
$16#21) 大杯伞 +-#6,+0&1 ’%?#’% 等种类，木耳类也较普遍分布。

（’）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中的大型真菌 分布于庐山 $%% - ))%%, 之间的植被，主要成分为：小叶青冈栎、甜

槠、短柄抱树、枫香、椴树、桦瓜木、青榨槭等种类，它们构成庐山北亚热带典型的地带性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植被类型，并伴有黄山松。林下土壤为山地黄壤，湿度大。本林区的多孔菌种类增多，常见的大型真菌有灰

喇叭菌 .$61$1--() +,$5(+,2#,#/1) 桦革裥菌 @15;#61) &16(-#5% 云芝 .,$#,-() 91$)#+,-,$ 纯黄小孔菌 <#+$,2,$() -(61() 漏斗

棱孔菌 A%9,-() %$+(-%$#() 粉迷孔菌 B%1/%-1% &#155#) 干酪菌 C0$,’0+1) %’08/%-#5() 偏肿栓菌 C$%’161) 8#&&,)% 白红

菇 4())(-% %-&#/% 裂褶菌 !+"#;,2"0--(’ +,’’(51 等种类。

（!）落叶阔叶林中的大型真菌 分布于海拔 )%%% - )!%%, 之间，且往往与黄山松林交替，呈镶嵌分布，现在仅

牧马场至铁船峰一带的尚有残存，其余的皆呈散生状。主要成分为：短柄抱树，锥栗、化香、羽叶泡花树、桦瓜

木、椴树、山樱花、紫茎等种类。本带由于气温低，这个区域里大型真菌种类较少，常见有伏革菌、桦革裥菌、

裂褶菌、小皮伞、灰包、蜡伞等少数种类。

（*）针阔混交林中的大型真菌 庐山 $%%, 以下的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伴生马尾松为主的针叶林，常与栓皮

栎、青冈栎、枫香树形成针阔叶混交林，$%%, 以上落叶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与黄山松、黑松林形成针阔

叶混交林，林内气温稳定，空气湿度大。土壤吸水性强，林下灌木和草木层组成较为复杂，形成多种小气候，

为大型真菌生长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植被类型中的大型真菌极为丰富，有 )!! 种。常见种类有

乳牛肝菌 !(#--() &,9#5()，褐环乳牛肝菌 !(#--() -(61()，松林小牛肝菌 >,-16#5() 2#516,$(’，绒盖牛肝菌 D1$,+,’()
)(&6,’156,)()，漆蜡蘑 @%++%$#% -%++6%，糙皮侧耳 :-1($,6() ,)6$1%6()，粉红褶侧耳 :-1($,6() $",/,2"0--()，烟色红菇

4())(-% %/()6%，多汁乳菇 @%+6%$#() 9,-1’()，鸡油菌 .%56"%$1--() +#&%$#()，厚皮红菇 4())(-% ’()61-#5%，林地蘑菇 7*
8%$#+() )#-9%6#+()，网纹灰包 @0+,21$/,5 21$-%6(’，纹缘鹅膏 7’%5#6% )2$16%，角鳞灰鹅膏 7’%5#6% )2#))%+1%，等种类。

其中以红菇科、牛肝菌科、毒伞科、口蘑科、伞菌科、灵芝科、多孔菌科、鸡油菌科等几乎全部都适应于分布。

木耳类、盘菌类等也较普遍。

!"!"$ 针叶林中的大型真菌 庐山针叶林主要由马尾松林（$%%, 以下），黄山松林（$%%, 以上），杉木林、柳

杉林（"%% - )%%%,），几乎全是人工林，多为纯林，呈片状分布，它们和扁柏林等种类构成庐山亚热带针叶林。

林下落下层厚，常伴有少数藤本植物和玉竹类，林内比较通风有利于大型真菌的生长，共 ") 种。常见的种类

鸡油菌，变色鸡油菌 .%56"%$1--() -(61)+15)，虎皮小牛肝菌 >,-16#5() -(61)+15)，红绒盖牛肝菌 D1$,+,’() +"$0)1561$,5，

褐绒盖牛肝菌 D1$,+,’() &%/#()，点柄乳牛肝菌 !(#--() 8$%5(-%6()，皱盖囊皮菌 .0)6,/1$’% %’#%56"#5(’，红紫蜡伞

E08$,2",$() 2(5#+1()，美味红菇 4())(-% /1-#+%，厚皮红菇 4())(-% ’()61-#5%，粉红菇 4())(-% )(&/12%--15)，浓香乳菇

@%+6%$#() &-155#()，松乳菇 @%+6%$#() /1-#+#,)()，红汁乳菇 @%+6%$#() "%6)(/%F1，劣味乳菇 @%+6%$#() #5)(-)()，金庞鹅膏

7’%5#6% #5%($%6%，紫丁香蘑 @12#)6% 5(/%，毛长根菇 .,--0&#% -,58#21)，紫蜡蘑 .#6,+0&1 %’16"0)61% 等。尤以红菇科

和牛肝菌科的种类占优势种，牛肝菌类多与松、杉林组成生态分布特征，在柳杉、冷杉和杉木林中分布多；红

菇类多数分布在松林中。

!"!"% 竹林、灌木丛和荒地中的大型真菌 庐山竹林分毛竹林（ 海拔 "%%, 以下 ）和玉竹林（ 海拔 "%% -

!%.* 期 陈 晔等：庐山大型真菌的生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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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庐山大型真菌科、属和种的统计

"#$%&! ’#()%)&*+&,&-##,.*/&0)&*12(#0-123,+)),43*5#,613,7#),

科

!"#$%$&’
属

(&)&*"
种

+,&-$&’

生态分布 .-/%/0$-"%1$’2*$342$/)

阔叶林

5*/"16
%&"7

混交林

8$9&1

针叶林

:/)$76
&*/4’

灌木丛

+;*436
3&*<

竹 林

(*/=&’/7
3"#3//

荒 地

>"’26
&%")1

营养方式 ?*/,;$-#/1&

菌根菌

8<-/*6
*;$@"%

木腐菌

>//16
&-"<

寄生菌

A"*"’6
$2$-

经济价值 .-/)/#$-="%4&

食用菌

.1$3%&

毒 菌

A/$’6
/)/4’

药用菌

8&1$-6
$)"%

B<,/-*&"-&"& C C C C C C
:%"=$-$,$2"-&"& C C C C C
D<%"*$"-&"& E F G G C F
H&/2$"-&"& C C C C C
(&/0%/’’"-&"& C C C C
A&@$@"-&"& E E E C C E C
8/*-;&%%"-&"& C C C C C
B&%=&%%"-&"& C C C C C
I4*$-4%"*$"-&"& C G G E G G E
?*&#&%%"-&"& C G G G C G G G
J"-*<#<-&2"-&"& E E E E E E E
+2&*&"-&"& C E E E C
:/*2$-$"-&"& C C C C
?;&%&,;/*"-&"& C E E C C C E C
:%"="*$"-&"& E G E C C C E C
:")2;"*&%%"-&"& E F E G G C C C G E
B<1")"-&"& C E E E E
+-;$@/,;<%%"-&"& C C C C C C C C C C
(")/1&*#"2"-&"& C K K E K K
B<#&)/-;"&2"-&"& E L L C L E C
A/%<,/*"-&"& CM GG GN EC F O C G GG G CN
B<0*/,;/*"-&"& C G E E C C C E E
?*$-;/%/#"2"-&"& K EN CM EN CE CF F E E CK CN G CN
I#")$2"-&"& E CN CN O CN F C C K K M
I0"*$-"&"& E P E G E E E E C P
:/,*$)"-&"& C G C E C C G
+2*/,;"*$"-&"& G F G E C G E E
A%42&"-&"& C C C C C
A"9$%%"-&"& E E E E
(/#,;$1$"-&"& C E E C C E E
H&,$/2"-&"& E L C F E G
:/*2$)"*$"-&"& E E C C C C C C
Q;/1/,;%%"-&"& C E E C E C C
5/%&2"-&"& G CM M CN CN CN F E K CL E L
+2*/3$%/#<-&2"-&"& C C C C C C
D&*/-/#"-&"& E F G F F F C E C
Q4’’4%"-&"& E GN CN GN EM CK E CG CK L F
A%&4*/2"-&"& C E E E C E E E
H<-/,&*1"-&"& E L F G E G G E L G
+-%&*/1&*#"2"-&"& C C C C C C C
A;"%%"-&"& C C C C C C
合计 +4#FC MC ENE CEN CGG OC MN EL EG GG MO E CNF EK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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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竹林中有杉木、柳杉分布。玉竹常与映山红、园锥锈球等混生。灌丛主要分布在 !### % !&##$，

为一不稳定的植被群落，主要成分为映山红、羊踯躅，’()*木，乌饭子，蜡瓣花等中杂以樟科、壳斗科、胡桃科等

乔木的幼树，并伴生有竹类。荒地多见于海拔低的山地和丘陵，由禾本科植物芒斑茅、狗牙根，伴生有芒萁、

苔草、莎草等植物。在这 " 种类型植被中，由于它们水热条件的差异，菌物的分布有明显的差异，灌木丛菌物

+ 竹林中菌物 + 荒地中菌物。常见的种类森林盘菌 !"#$#% &’()"&*+$&，棱柄白马鞍菌 ,"()"((% -+$&.%，棕灰口蘑

/+$-01(12% *"++"32，油口蘑 /+$-01(12% 4(%)1+)$+"5&，松乳菇 6%-*%+$3& 7"($-$1&3&，墨汁鬼伞 81.+$3& %*+%2"5*%+$3&，晶粒

鬼伞 81.+$3& 2$-%-"5&，粪鬼伞 81.+$3& &*"+93$($53&，薄垂幕菇 ,’.01(12% %.."57$-3(%*32，粘绒垂幕菇 ,’.01(12% :";
(3*$532，红鬼笔 !0%((3& +3<$-3573&，蝶形斑褶菇 !%5%"1(3& .%.$($15%-"3&，竹黄、裂褶菌、厚皮红菇、纹缘鹅膏，还有

炭角菌类和马勃类等种类。

上述生态分布表明，庐山大型真菌的分布除与林木组成、水分、温度等密切相关外，海拔高度以及土壤类

型对大型真菌的生长影响也较大。从调查资料分析，庐山的大型真菌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表 ,），海拔 ,## %
-##$ 土壤为山地红壤和山地黄红壤为农田耕作区，大型真菌主要由红鬼笔、马勃类、牛肝菌类和红菇类、木

耳类中的少数种分布；海拔 -## % !,##$ 之间土壤为山地黄壤和黄棕壤大型真菌主要分布该区的有多孔菌

科、牛肝菌科、口蘑科、毒伞科、红菇科、珊瑚菌科、灵芝科、伞菌科、鸡油菌科、刺革菌科和炭角菌科等种类分

布。在海拔 !,##$ 以上土壤为山地黄棕壤该区只有小皮伞、蜡伞、裂褶菌、松乳菇、多汁乳菇、云芝等少数种

类分布 。由此可见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致使植物的分布随着地势的升高便更替着不同的类型，这是影响

大型真菌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庐山大型真菌的垂直分布为梯度性变化，也可划分为 " 个垂直带，即低山林

带中大型真菌、中丘陵林带中的大型真菌、山顶林带中的大型真菌。

! 资源评价

!"# 外生菌根菌

在该区有不少大型真菌与松、栎属植物和其它高等植物发生菌根关系，其菌物的菌丝与植物根形成了菌

根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物质的变化和能量循环具有重要的作用。笔者根据不同季节、植被

类型进行野外采集，采集菌根时距离树干基部最远不超过 "$，连同土壤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洗净根表面的

土壤，然后进行显微观察和鉴定，共鉴定出庐山菌根真菌有 "" 种，且均为外生菌根真菌［!#，!"］。其中鸡油菌

与松、栎等树木形成菌根，橙盖鹅膏菌 =2%5$*% -%"&%+"% 与栎属树种形成菌根，裂丝盖伞 >51-’<" +$21&% 与松、

栎、椴树等树种形成菌根，漆蜡蘑 6%--%+$% (%--%*% 与黄山松、青冈栎形成单轴状菌根，红铆钉菇、铆钉菇 ?12;
.0$7$3& )$&-$73& 与马尾松形成菌根，多根硬皮马勃 @-("+17"+2% .1(’+0$#32 与马尾松形成二叉分枝状菌根，牛肝菌

属与松属树木形成羽状分枝菌根关系，乳菇属与松属树木形成不规则状的菌根，红菇属与松、栎属形成菌根

关系，关于这些菌根真菌与其树种之间形成菌根关系详细情况另有报道。

!"$ 腐生菌

这类大型真菌在该区森林中发生最多，由于该林区的代谢产物以及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为大型真菌

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在林下的倒木、树桩以及落叶层厚而湿润的地域，生长着大量的腐生菌物，有些种

类是木材腐朽菌，引起木材白腐朽和褐腐朽［!#，!*］。常见种类有树舌灵芝 ?%517"+2% %..(%5%*32，木耳 =3+$-3;
(%+$% %3+$-3(%，裂褶菌、云芝、野生革耳 !%53& +37$&，糙皮侧耳 !("3+1*3& 1&*+"%*3&，假密环菌 8($*1-’<" *%<"&-"5&，灰光

柄菇 !(3*"3& -"+)$53&，桦革裥菌 6"5#$*"& <"*3($5%，三色革裥菌 6"5#$*"& *+$-1(1+，彩绒栓菌 /+%2"*"& )"+&$-1(1+，硫色绚

孔菌 6%"*$.1+3& &3(.03+"3&，软靴耳 8+".$71*3& 21(($& 等。

!"! 食用菌 该林区大型真菌有 #%& 种是可食用［! % "，&，.，!#］。主要是红菇科、牛肝菌科、口蘑科和蘑菇科中

的一些种类，如松乳菇 6%-*%+$3& <("55$3&，多汁乳菇 6%-*%+$3& )1("23&，厚皮红菇 A3&&3(% 23&*"($5%，葡酒红菇 A3&;
&3(% )$51&%，美味红菇 A3&&3(% 7"($-%，长根菇 81((’<$% +%7$-%*%，松林小牛肝菌 B1("*$53& .$5"*1+32，乳牛肝菌 @3$((3&
<1)$53&，鸡油菌 8%5*0%+"((3& -$<%+$3&，等种类。

!"& 毒菌

我国已知有毒的真菌 !/" 种［/］，庐山的毒菌有 ,- 种［0，!#］，它们是黄粉末牛肝菌 !3()"+1<1("*3& +%)"5"($$，苦

牛肝菌 B1("*3& 4"((3&，稀褶黑菇 A3&&3(% 5$C+$-%5&，臭红菇 A3&&3(% 41*"5&，红菇 A3&&3(% )$51&%，纹缘鹅膏、角鳞灰鹅

膏、红环柄菇 6".$1*% 4+$"&$$，褐鳞环柄菇 6".$1*% .+12$5"5&，簇生沿丝伞 D%"2%*1(12% 4%&-$-3(%+"，赤褶菇 A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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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鬼笔 *%+!!"# $",)-".’"#，等种类，主要集中在毒伞科、红菇科等。对毒菌的调查研究为防治毒

菌中毒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有益，同时毒菌作为大型真菌资源的一部分，其毒素也有多种用途，毒蝇碱、毒肽可

用于生物防治。在医学方面，具有很高的抑制癌细胞的能力［!"］。这给防癌抗癌及其患者带来福音。

表 ! 庐山大型真菌的垂直分布

"#$%& ! "’& (&)*+,#% -+.*)+$/*+01 02 3#,)02/14+ +1 5/.’#1
海 拔

#$%&%’()
土壤类型

*+&$ %,-).
大型真菌的组成

/+0.&.%. +1 2345+1’06&

"77 8 9772 山地红壤
*%+!!"# $",)-".’"#，/0-&(1$’&. (1$!+2"3，4&!12"# $12)(1#，5+.&’1$3+ 6),,&#"3，7"##"!+ !1()’+，7"##"!+ ’1.#)8
9!&)+，:3+.)2+ ).+"$+2+，;-%)<(%0!!"3 -&33".1，=&($)"# #21$6")!)."#，=&($)"# +2$+31.2+$)"#，/0-&(1$&. ("#)!，
:"$)-"!+$)+ +"$)-"!+，:"$)-"!+$)+ (&!02$-%+，:"$)-"!+$)+ ’1!)-+2+，;-!1$&’1$3+ (&!0$%)<"3，/+-2+$)"# ’1!)-)&#"#

977 8 !"772 山地黄壤
山地黄棕壤

/+12)(&$"# #"!(%"$1"#，/1.<)21# ,1,"!).+，/1.<)21# 2$)-&!&$，>$+.3121# ?1$#)-&!&$，=&$)&!"# ?1$#)-&!&$，@)-$&(&$"#
!",1"#，A+?&!"# +$-"!+$)"# B+1’+!1+ ,)1..)#，>$+3121# 6),,&#+，;")!!"# ,&?)."#，;")!!"# !",1"#，4&!12)."# ().12&8
$"3，C1$&-&3"# #",2&31.2&#"#，*!1"$&2"# &#2$1+2"#，*!1"$&2"# $%&’&(%0!!"#，/+-2+$)"# ?&!13"#，:3+.)2+ #()#8
#+-1+，5+.&’1$3+ !"-)’"3，5+.&’1+3+ +((!+.2"3，5&3(%)’)"# ?)#-)-!"# 5&3(%)’)"# $&#1"#，=0#2&’1$3+ +3)8
+.2%)."3，:$3)!!+$)+ 31!!1+，A!+33"!).+ ?1!"2)(1#，=&!!0,)+ !&.6)(1#，=$1()’&2"# 3&!!)#，:3+.)2+ 1D-1!#+，
;-!1$&’1$3+ (&!0$)<"3，7%&’&(%0!!"# -!0(1+2"#，7%&’&(%0!!"# $%&’&(&!)"’

:!"772 山地黄棕壤
E06$&(%&$"# -1$+-1"#，E06$&(%&$"# 3).)+2"#，@+$+#)3)"# +.’$&#+-1.#，>$)-%&!&3+ 21$$1"3，;-%)<&(%0!!"3
-&33".1，@+$+#)3)"# -%&$’+!)#，@+$+#)3)"# ’$0&()!"#，/0-&(1$’&. (1$!+2"3，/0-&(1$’&. ("#)!!"3，=+!-+2)+
-$+.))9&$3)#，/+-2+$)"# ’1!)-)#"#，/+-2+$)"# ?&!13"#

678 药用菌

该林区药用真菌丰富，已鉴定出 :! 种［9，!7］。常见的种类有竹黄、蝉茸、苦牛肝菌 4&!12"# 91!!1"#，黄粉末牛

肝菌 *"!?1$&,&!12"# $+?1.1!))，灵芝 5+.&’1$3+ !"-)’"3，紫芝 5+.&’1$3+ #).1.#1，桦革裥菌 /1.<)21# ,12"!).+，安络小皮

伞 @+$+#)3)"# +.’$&#+-1.#，劣 味 乳 菇 /+-2+$)"# ).#"!#"#，红 鬼 笔 *%+!!"# $",)-".’"#，多 根 硬 皮 马 勃 ;-!1$&’1$3+
(&!0$%)<"3。其中不少种类有抗癌活性［!"］。如树舌灵芝、裂褶菌、云芝等。还有不少种类为食药兼用的，如糙

皮侧耳 *!1"$&2"# &#2$1+2"#，长根小奥德蘑 F"’1$3+.#)1!!+ $+’)-+2+，美味牛肝菌 4&!12"# 1’"!)# 等。

9 小结

（!）庐山植物种类繁多，气候温和，湿度大，自然环境复杂。因而大型真菌资源丰富，共计 "7" 种分属于

;! 属 <! 科，以多孔菌科、红菇科、牛肝菌科、口蘑科和鹅膏科的种类及数量占优势。

（"）庐山地势复杂，垂直高度差异显著，其生态环境是多种大型真菌的良好繁殖地，林内不同林木群落使

得大型真菌种群的组成不同，从结果中分析可知：针阔混交林中的大型真菌种类 = 阔叶林、针叶林 = 灌丛 =
竹林、荒地。同时在调查中发现庐山大型真菌的分布南麓多于北麓。而牛肝菌科则多与柳杉、杉林组成生态

分布。红菇科多生于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庐山大型真菌种类随垂直高度的变化而形成垂直分布带：低

山林带、中山林带和山顶林带。大型真菌分布为中山林带 = 低山林带 = 山顶林带而成梯度性变化。

（>）庐山植被茂密，林下落叶层厚，土壤肥沃。有不少真菌种类与林木的根形成菌根关系；腐生真菌种类

十分丰富，除具有食用、药用价值种类外，还有少数有毒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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