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响菌根生态学研究的号角

菌根生态学是当今菌根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自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上有关菌根学的研

究主要有两个趋势，其一，是以菌根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为主的宏观生态学研究，即菌根生态学

研究；其二，是以分子生物技术为主的菌根分类学研究，提出了区别于经典分类学的新的丛枝菌

根真菌分类体系。 与国外菌根学发展方向一致，当前我国菌根学界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转移到以

菌根生态学为主的发展方向上来，这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菌根学术研讨会上已

经得到了清晰展示。
此次会议之后，为了更好地展示我国菌根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经《生态学报》编辑部与我国

菌根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联合推出了“菌根生态学专题”，经充分的同行评议，从众多学术论

文来稿中遴选出 ８ 篇菌根生态学研究成果给以展示。 其中有关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的研究有两

篇论文。 蔡晓布和彭岳林报道了《西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丛枝菌根真菌的地理分布》，第一次

系统阐明了我国西藏热性草丛、暖性草丛、温性草原、温性荒漠、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高寒

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等不同草原类型土壤生态系统中的 ＡＭ 真菌群落特征。 谢占玲等报道了

《青藏高原特有种黄绿卷毛菇的地理分布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重点探讨青藏高原特有菌根

真菌黄绿卷毛菇（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ｒｉａ ｌｕｔｅｏｖｉｒｅｎｓ）的地理分布、发生地的气候特点及其分类进化特征。 以

上两篇论文的完成，表明围绕高海拔、高寒、干旱、高盐等特有生境，将是我国未来开展菌根真菌

生态学功能研究的可行方向之一。 在此基础上，杨海水等论述了《ＡＭ 真菌物种多样性：生态功

能、影响因素及维持机制》，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论述了菌根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及其维持机

理。 围绕自然界中异质化的生境条件，孙龙燕等研究了《林火对植物根围丛枝菌根真菌多样性

的影响》，重点探讨了自然界中的一种常见非生物因素———火对 ＡＭ 真菌多样性的影响机制。
贺超等开展了《不同水肥因子与 ＡＭ 真菌对黄芩生长和营养成分的交互效应》，阐明在不同水

肥条件下 ＡＭ 真菌双网无梗囊霉（Ａｃａｕｌｏｓｐｏｒａ ｂｉ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对黄芩生长、养分含量和次生代谢产

物的影响。 彭丽媛等研究了《锰对外生菌根真菌生长、养分吸收、有机酸分泌和菌丝体中锰分

布的影响》，以期阐明 Ｍｎ２＋对外生菌根真菌生长、养分吸收、有机酸和氢离子分泌的效应，及其

在菌丝体细胞内外的分布。 周志峰等研究了《不同生境外生菌根真菌对铝胁迫的响应》，通过

采集我国南北不同生境条件下的 １０ 株外生菌根真菌，研究铝胁迫对其生物量、有机酸分泌及养

分含量的影响。 围绕以上菌根生态学发展的需要，张亮等提出了《同位素示踪技术在丛枝菌根

真菌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为菌根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储备。
菌根生态学是一个新兴的生态学发展方向。 本专题的刊发是对当前我国菌根生态学研究

成果一次良好的集中展示，对丰富我国菌根学研究视野，加快菌根生态学在全球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外来物种入侵、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菌根生态学机理

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信随着国内外菌根学研究中学科交叉的广泛和深入，菌根生态学研

究必将随之产出更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我国菌根生态学研究在国际菌根学术界的地

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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