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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水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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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科学院 贵阳 550001) 

摘要 研究了贵州宽闰水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苗爰其生态特征。林区的大型真菌基本特点是：(1)在不同的森 

林类型中．大型真菌的组成不同I(2)在不同的森林类型中，大型真菌的种类随海拔上升而减少F(3)土生真菌 

和菌报真菌多，术生真菌欢之，寄生真苗和粪生真菌少。 

美簟词： ， 型塞堕， 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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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KUoSHUI NATURAL RESERVE，GUIZHoU PRoVINCE 

Wu Xingliang Zou Fanglun Lian Bin Zhong Jinxia 

(Gulzhou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550001，China) 

Abstract The maerofungi in Kuankuoshui forest area were investigated in 1983～ 1993． 

M ore than 400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and 186 species of 84 genera in 36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erofungi in the forest area are：①There are differ— 

ent macrofungi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②Number of species of macrofungi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③The macrofungi taxa asscciations are eom— 

posited as follows：the first are the macrofungi of geophilous and mycorrnizsl，the second 

are the macrofungi of lignicolous．the third are the macrofungi of parasitic and co 

prophilous． 

Key words： Guizhou Province，Kuankuoshui natural reserve，macrofungi，ecological dis— 

tribution． 

宽阔水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中亚热带相似拇拔范围内．残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原生性较强的落叶、常绿阏 

叶混交林区。该区地层古老、水源、气候条件优越，土壤肥力较高，生物资源丰富．保水蓄水功能稳定，基本 

上是一片处于相对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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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93年 ，作者对该地区的大型真菌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本文就所获得的资料对该地区的大型真菌及其生态进行讨论。 

1 调查方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2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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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林区森林郁闭度大．山势陡峻、沟各交错，水热条件优越．土壤肥力较高等特点．同时，按照不同 

的季节对该林区的大型真菌进行了点与面的采集，在采集中记录林区的植被分布情况和海拔的垂直变化， 

通过大型真菌标本的分类鉴定，研兜其大型真菌的种类结构差异、数量变化及种类出现频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组成与数量 

表1 宽阔水大型真菌科．■和种的统计 

Tahie 1 Families，genera and species ofmacrofangiinM t．Kumnkuoshuj，Guizhou Province 

科 

Farmlies 
Primary Second Shrub Bamboo Artificia[ 

forest growth bery f0rest forest 

麦有苗科 c1avi唧it㈣ e 

炭有苗科 xylar~ccae 

柔膜菌科 Leotiaceae 

盘菌科 Pezizaceae 

马鞍菌科 He|vel|sceae 

羊肚菌科 Morchellaceae 

木耳科 AuricM=iaveae 

银耳科 Tremeilaceae 

花耳科Dacf m，cet e 

革苗科 Thelephoraceae 

债革茁科 Corticiaceae 

珊瑚菌科 Clavariac~e 

鸡油菌科 Cantharellaceae 

齿菌科H ~ce&e 

多孔菌科 Polyporac~e 

灵芝科 Garloderm~taceae 

针孔菌科 Mu~l：onoporaceae 

拴塔牛肝菌科s【robilo cetaceae 

牛肝苗科Boletaeeae 

桩菇科PsxOlac~e 

铆钉菇辩Gomphidiacese 

蜡伞科 Hygrophoraceae 

红菇科 Russu Laceae 

侧耳科 pleuro伯0eat 

靴耳科Crepidotaceae 

白蘑科Trichotomstaceae 

毒伞科Aman[tsceae 

畦膜菌科Cott[narlaceae 

英伞科 Bolb Jtaceae 

牵菌科 Agaricaceae 

l鬼笔科Pludtac~ae 

蹙头菌科 Caathraceae 

灰包科 Lycoperdaeeae 

地垦科GeB．$LrB．~ e 

鸟巢菌科 Nidutariac~e 

弹球菌科 sph~ obolaceae 

宽阔水 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是贵州最多的地区之一[ 根据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分析，该区的大型真 

菌可这25O种以上，其 中已鉴定到种的有l86种 卜 ，录属镶菌纲e种 ，占已定种数的4．8 ；盘菌纲 l1种 ，占 

1  1  l  1  1  1  1  {  2  

} i  i  j  1  1  o口 1  

2 5 3 2 1 1 2 2 l 2 2 3 2 1 8 3 1 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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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f层菌纲154种，占83 ；腹苗纲14种，占7．5 其中发生于原生性森林中的大型真菌142种-占已定种 

数的76 f发生于次生林中的大型真菌104种，占56 }发生于灌木林中的大型真菌56种，占30 ，发生于竹 

林中的大型真菌27种，占14．5％}发生于人工林中的大型真菌28种，占l5 。生态习性以土生真菌和菌报真 

菌多，分别为113和61种，占总数的61 和33 }木生真菌次之，计54种、占29 f寄生和粪生真菌少，计l2 

种，占6．4 (见表2)。 

在已定种的186种大型真菌中．肉质种类占绝大多数，138种，占总数的74 +主要是红菇科Russu- 

laceae、牛肝菌科 Boletaceae、白蘑科 Tricholomataceae和珊瑚 菌科C|avariaceae中的种类 I半肉质种类 l4 

种，占7．5 }主要是大孔菌属 Favolus、皮伞属 Marasmius和绚孔菌属 Laetiporus等居中的一些种类 f革质 

和木质种类25种，占13 }炭质种类有4种，占2．1 i虫生真菌共获标本达200余号．经初步分析鉴定有8种 

以上．已定种5种，占2．6 ，虫生真菌 凉山虫草 Cordyceps h'angshanensis Zang．Liu etHu和下垂虫草 G 

nutans Pat．最书见，产量极高 可见．该地区大型真菌形成的基本特点+是该地区气候、土壤和植被等条件 

长期相适应的结果。 

裹2 竟阔承自然保护区大型真曹的生境习性、生态类型 

Table 2 The ecological types of hsbltat of maerofan# nature]gesel'v~佃 Kuankuoshui,GMzho~ 

土生的 

Geoghilous 

术生的 

Lignleolous 

苗根的 

Mycorrnlze 

寄生的 

Par Bmc 

粪生的 

Coprophilous 

土生真苗 

Goophilous 

m虻rofungl 

木生真菌 

Lignlcolous 

苗报真菌 

M aycorrrdzal 

m acf un 

寄生真苗 

Parasitic 

macrofungi 

粪生真菌 

CopropBk[ous 

113(61) 

54(29) 

61(33) 

Morchella esculenta， Agaricus silvaticus，Oict2cophora mul2ico~or· 

Clavarla ~ icularis，Hygrophorus tm口，P ％ w5 5·Hy- 

grophorus conicus 

Armillarla muvidatS~~zophyllum d，卅黼 ·Nidula  ̂ 口m朗 Ⅱ， 

Ganod*rma applanatumtpolystlctus pterygode~·Tromgte~cinnabar'ha， 

AuHcularia岫  ^c -L ∞ 嘲 perlatum 

Suillu~ggan~ ，Boletinu*piau*，Bolau*f口 州 ，矗“删  ． 

Amani~a∞： fw，S~ ．dlomyces ∞ ，Lec~／num H 呻5，Lact~- 

5 scroblculatus．Russula denslfolla-Amanita rufoferm 瞰 

6(3．2) 
棚  ’( 咖   ̂ ’c_ gshann ’c 

n“坼 #s 

6(3．2) Panaeolus campanulatus，Coprinu*sterquHin~ ,Stropharla semiglobata 

2．2 大型真菌与森林植被类型的关系 

森林植被类型的不同，反映出大型真菌种类组成不同 根据考察资料分析，可将宽阔水林区中的大型 

真菌与森林类型的关系划分为原生性森林中的大型真菌f次生林中的大型真菌f灌木林中的大型真菌f竹 

林和』、工林中的大型真菌。 

2．2．1 原生性森林中的大型真菌 原生性森林是该区森林植被的主体，面积大，占该区森林总面积的 

阳 。林内树种多，组成成分复杂．主要树种有亮叶水青冈、鹅耳栖、华南桦、檫木、多脉青冈、粗穗石栎、厚 

皮拷等。林内郁闭度大，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达8o ，林下枯枝落叶大量积累，地表半分解和已腐解的 

棕褐色粗腐殖质层很厚，土壤肥力高．土质疏松，结构良好，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着生态习性多样，种类相 

当丰富的大型真菌+从考察获得的大型真菌标本分析，有大型真菌142种，占该区已定种数的76％。种类的 

组成有皱马鞍菌Hetvetta spa(Scop．)Fr．、圆锥羊肚菌 Morchetta conica Pers．、粘胶角菌Calocera~i$c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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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s．：Fr．)Fr．、坚实牛肝菌 Boletus fraternus Peck、短管牛肝菌 B．brevitmgu~Zang、多汁乳菇 Lactarius 

volemus(Fr．)Fr．、蜡蘑状乳菇 工．bgrophoroidesBerk．et Curt．、玫瑰红 菇 R 盯“ rosacea(Bul1．)S．F． 

Gray{Fr．、密集红菇 R．compacta Frost e{Peek、多出脆柄菇 Psathyrella multi$$ima(Imai)Hongo、长根菇 

Col b／a radicata(Relh．：Fr．)Qua1．、巨形皮伞 Marasmiua maximus Hongo等 ；其中以长根菇分布最广，从 

山脚到山顶均有分市 ．次之有密集红菇、多汁乳菇、玫瑰红菇和牛肝菌科的部分种类。 ‘ 

2．2．2 次生林中的大型真菌 选种类型是原生性森林遭受破坏后形成的．覆盖度较大。林内除有原生林 

内的树种扑，还有一些原生林内少见的喜光乔木和灌木树种．常见的有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拎木、漆树、 

光皮桦、鹅耳枥、山茶、马桑、杜鹃等。林内由于原生林中上层乔木树种被砍伐后，大型真菌种类发生了变 

化 特别是光线影响大型真菌的生长和分布 一些喜光的大型真菌往往生长在散射光的稀疏树林 中或林缘 

空旷处，从获得的标本鉴定．计104种．占总数的56 ．常见的大型真菌有 白豆芽菌 Clavaria vermicularis 

h．、红豆芽 Ctavulinopsis miniata(Berk．)Corner、灰色鸡油菌 Camharellus cinereu$Fr．、勺状亚侧耳 Ho- 

henbuehelia petatoides(Btll1．：Fr．)Schulz、尖鳞黄伞 pholita squarrosoides(Peck)Sacc．、粉被牛肝苗 Boletus 

pulverugentusOpatowski、灰褐牛肝菌 B．griseus Frost，巨形皮伞 、大丛耳 e口 ganies Berk．et Curt．、 

金锈皮伞Marasmius aurantioferru H0ngo、紫红多孔菌 Polyporus vi~osu$Berk．、头状马勃 Calvatia 

cranii m (Sehw．)Fr．、钹 孔 菌 Cohricia perennis(IJ_：Fr．)Murr．、朱红 蜡 伞 Hygrophorus miniata 

(Scop．)Fr．、红菇 Ru*sutalepida Fr．、花盖菇 R．cyanoxamha(Sehaeff．)Fr．、绿菇 R．virescens(Schaeff．) 

Fr．、赤紫红菇R．omiensi$Hongo、蜡蘑状乳菇、白乳菇 Lactariu~声 户Pr口 鹕(1J_：Fr．)Gray、多l计乳菇 ．尤其是 

后两种产量最大。还有几种炭质种类，但盘菌类中的种类少见。 

2．2．3 灌木林中的大型真菌 宽阔水自然保护区的灌木林不是地带性的植被类型．而是在人为反复多次 

破坏后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演替阶段较低的群落。灌木林中．除了少数的乔木树种幼体外，主要组成灌木 

树种有映山红、水冬瓜、羊屎子、马桑、盐肤木等。发生于灌木中的大型真菌j6种，占总数的30％；常见的大 

型真菌种类有变褶拟小皮伞Marasmius~amptophyllus Fr．、栋金钱菌Col bia dryophila(Bul1．：Fr．)Que1．、 

森林地碗Peziza sylvestris(Boud．)Sacc．etTrott．、毛炭角菌 Xyla~aianthina—velutinaMont．、红豆芽、桂花 

耳 Guepinia spathularia(schw．)Fr．、大丛耳 、圆锥羊肚菌和几种小盘菌等 。该森林类型中大型真菌分布特 

点是：种类组成较为单一，小型的种类偏多，尤其是红菇科、毒伞科Amanitaceae和牛肝菌科中的大型个体 

种类远不及原生性森林和次生林 

2．2．4 竹林中的大型真菌 该自然保护区中的竹林 金佛山方竹、箭竹、水竹等竹种为主，竹林中混生有 

部分乔木和灌木树种。林下覆盖有大量枯死的竹叶及其它腐殖质．土壤肥力高，含砂量高，通透性好，适宜 

于大型真菌生长。发生于竹林中的大型真菌27种，占总数的14．5 ；常见的种类有黄裙竹荪 Dictyophora 

multicolor Berk．el-Br．、棱柱散 尾菌 Lysurus mokusin(IJ_：Pets．)Fr．、多叉蟹爪 菌 Linderia columnata 

(Bose．)Cunn．、宽褶菇 Colly~a platyphylla(Pers．：Fr．)Que1．、长根菇 C．radicata(Relh．{Fr．)．Qud．、花 

盖菇、林地蘑菇Agaricus silvatlcu~Schaeff．：Fr．、竹林口蘑 Tricholornopsis bambusi~a Hongo、紫蜡蘑Lac— 

caHa nm hystea(Bul1．：Gray)Mutt．、红豆芽、橙盖伞 Amanita ffte$a~a(scop．：Fr．)Fers．：Schw．、其中黄裙 - 

竹荪、长根菇、花盖菇最为常见．几乎出现于各竹林的采集点中。下垂虫草也是竹林中常见种 

毫．2．5 人工林中的大型真菌 该林区的人工林面积不大，只有llhm 。这类林型，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与 

教坏较大，生境条件变化，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简单化，土壤较干燥，影响大型真菌种类的分布。本林型中 

共 获大型真 菌标本 60余 号，定种 28种 ，占定种的15 。常见 的种类有 黑紫红 菇 Russula atropurpuea 

{Krombh．)Bitz、密集红菇、密褶黑菇、R．densifolia(Secr．)Gil1．、大白菇 R．delica Fr．、绿菇、玫瑰红菇、臭 

虹菇 R．foef_~ns(Pers．)Fr．、花盖菇、灰盖乳菇 Lactarius g~iseus Peek、粘盖牛肝菌 Suillus bovi (L．：Fr．) 

O．Kuntz．、短管牛肝菌、块鳞毒鹅膏 Amanita spissa(Fr．)Que1．、阿坟灰包Lycoperdon pertatum Fers．、茶 

褐丝盖伞 Inxy~ umbHneBa Bres．等 其中 红菇科中的种类占优势，包括在人工杉木林中也有红菇科中 

的种类出现 

对表3资料进一步分析，大型真菌的种类和数量随森林类型的不同而变化。该林区的原生性森林、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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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灌木林．特别是前两类，植物生长繁茂，植物种类多，生态环境相对复杂，大型真菌的种类分布比倒较 

高．分别占已定种的76 、56 ，灌木林为3o ，竹林和人工林两种林型结构简单，大型真菌的分布相对较 

步，其比侧为14．s 和l5 。 

表3 大型真菌在不同森林类型中的少见种，常见种数量及相对百分牢 

Table 3 MacT0fIIⅡgj rare species，common species and their percentages of 

hemipterous insects in different forest姆pes 

*括号中的数字为相对百分率 *is percemages． 

2．3 垂直分布 

根据植被与山体的关系分为低山、中山和thN3个垂直带，分析大型真菌的垂直分布特点和规律t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叉反应了大型真菌与植被之间的关系 

表4 宽阔水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垂直分布 

Table 4 The vertical distribtltlon of瑚acTofIIrgI nature l-~serve$in Ku-nkuosh1Ij 

2．3 1 低山中的大型真菌 本带分布在}400~1550m范围内，植被主要为亮叶水青同 粗穗石栎混交林， 

还有拎术、杜鹃、山矾 、南烛等 ，混生少量方竹和箭竹。林下枯枝落叶等凋落物层厚，每公顷达1 9．7～26．87t。 

由于该区山坡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等 良好的水热条件，使土层覆盖面与枯枝落叶保持湿润状态， 

利于微生物的分解，已分解的凋落物占全部凋落物数量的71．2 ，土壤 自然肥力高，表土有机质含量为 

l9．7 ．适宜于大型真菌生长，计98种，占总数的53 。常见的种类有大丛耳、自乳菇、红菇、星孢寄生菌 

Nyctalls asterophora Fr．、超群粉孢牛肝苗 Tytopilus eximius(PK．)Sing．、长根菇、栎金钱苗、脐顶小皮伞 

~[urasmius chordalis Fr．、美味侧耳 Ptourotus sapiadus(Schulz．)sacc．、竹林 口蘑 Tricholoma妇mbusi~a 

Hongo、豹斑鹅膏Amania panthers'ha(DC．：Fr．)Sacc．、褶孔苗尸bllaporus rhodoxanthus(Schw )Br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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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带尤以伞菌类丰富，不步种类与森林反映出苗根关系。另外，虫草属Cordyc~ps中的种类常见，如下垂虫 

草、蜂头虫草C． ecocephala(KI．)Mass．、蚁虫草C．∞ 彻钟i／a Ces．、凉山虫草C．1iangsh~nensis Zang 

Liu et Hu等，而且个体数量大，其中以凉山虫草最多，大多是生长在森林的溪沟两旁枯枝落叶下黑土层里， 

进⋯现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3．2 中山中的大型真菌 该带分布在1550～1 700m范围内，植被主要为亮叶水青冈一多脉青冈混变林 ， 

还有厚皮丝粟、贵州润楠 、硬斗石栎等 树种组成复杂，森林保护较为完整，林下凋落物层较厚，每公顷凋落 

物数量为31．1 7～38．74t 本带雨水多，气候凉爽，使土壤常处于低温和高湿状态下，从而抑制了土壤中好气 

微生物的活动，给有机物积累创造了条件，表土有机质含量高达22．7 。是大型真菌种类最为丰富的区域。 

从获得的158号标本分析，计115种。占总数的62 以红菇科、毒伞科、珊瑚菌科为最常见的科，就属而言以 

红菇属、牛肝菌属、毒伞属、皮伞属、金钱菌属、蜡伞属、炭棒属、灵芝属等为主。常见的种类有粗皮灵芝Can一 

P仰嘏t~unedae(Yasu6a rott．，蕊褐牛肝菌、黑牛肝蔼 、坚实 牛肝菌 、绦髌盖牛肝菌 Bolet~ projectellu~ 

Murr．海E柄牛肝菌 日．subvelutipes Peck 铜绿红菇 Russ,da口P 棚 Lindh1．：Fr．、菱红菇R 12e$ca Fr．、春 

生鹅膏、灰托柄菇Amanita vaginata(Bul1．：Fr．)Vitt．、宽褶金钱菌、长根菇、金锈皮伞 Marasraius aurantio- 

屉rr y~eggs Hongo等。其中不步是 可食用的 ]，有特殊药用的种类也不少 ]，还有不步种类为食、药兼用 

的。 

2．3．3 山顶中的大型真菌 本带分布在1700~1750m的范围内，植被主要为亮叶水青冈一箭竹林，混生有 

脉青冈、硬斗石栎、穗石栎和榨槭等。上层的乔术分枝较低，侧枝发达 ，树冠庞大，树枝上附生的藓类层 

厚。林下凋落物每公顷为61．6～88．02t，高于低山和中山森林中的凋落量。但本带因坡度陡，捧水快，水分不 

身保持，故土壤比较干燥，另方面地面裸露面积太．风较大，相对湿度小．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分解 

草。凋落物腐解率低，不刺于大型真菌的生长和繁殖，从种类和数量上都不及低山和中山，计26种，占14 。 

予实体较大的种类很少 ，除小范围内发现了大 白菇 Rumula delica Fr．、褐托柄菇 Amanita Ab0(Buu．； 

FT．)Que1． 红汁乳菇 Loctarius hatsudakeTanaka，还有几种牛肝菌辞 的种类外 ，山顶中大范围内以子实体 

小型的种类偏多。常见的种类以小菇属Mycena、皮伞属 Marasmius、灰包属Lycoperdon等为主。这与该带的 

生境和物候有关，基质、湿度和气温的差异是影响大型肉质菌子实体产生的重要因素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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