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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膜环柄菇 (新拟) 

Lepiota cortinarius J．E．Lange in Dansk Bot．Ark．2(3)：25，p1．1／fig．b，1915 

担子果小型至中等。菌盖直径4．5～9 cm，初略呈钟形或近半球形，后扁平至近平展，污白色，具 

锈褐色至深褐色鳞片，中部具较明显的脐突，鳞片浓密，菌盖边缘常略延生。菌褶离生，白色，较密， 

不等长。菌柄长6～10 cm，直径0．5--1 cm，近圆柱形；内部变空；基部膨大；菌柄上部与菌盖边缘 

之间具蛛网状的丝膜，幼时尤其明显，成熟后易脱落。丝膜以下常被稀疏的深褐色小鳞片。 

担子19～30×7～10 lam，棒状，多具4小梗，偶具2小梗；担子基部横隔上常具锁状联合。担孢 

子7．5～9．5(10．0)×3．0～4．0(4．5)Ixm【Q=2．00～2．67(2．84)，Q=2．34士0．2o1，企鹅形，类似牛肝 

菌的担孢子，侧面观上脐部凹陷，腹面常呈腹鼓状，背面有时稍内陷，项部往往较窄，背腹观纺锤形 

至椭圆形，壁稍厚，无色透明，光滑，拟糊精质，在刚果红中几乎不着色或着色缓慢且很淡，侧生小 

尖细小。褶缘囊状体18～45×7～16．5 lam，形状多样，多为近纺锤形、宽棒状至葫芦形，有时近坛状， 

透明，无色，常密集排列形成不育的褶缘；囊状体基部横隔上常有锁状联合。侧生囊状体缺如。菌盖 

表面鳞片由呈近栅状排列，但在生长过程中常倒伏的菌丝组成，末端细胞 140--625×10--23 Llm，近 

圆柱形，具褐色胞内色素，基部往往较细，其横隔上常有锁状联合。 

模式产地：丹麦。 

生境：夏秋生于林下地上。 

研究标本：云南：香格里拉 (中甸)县天宝山，1994年9月19日，刘培贵2993(HKAS 28521)。 

四川：小金县日隆乡双桥沟，海拔3400 m，1996年8月23日，袁明生2500(HKAS 30955)。西藏： 

察隅县格当下布降，海拔 1900 m，1982年 10月4日，苏永革 1519(HKAS 16083)。 

分布：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德国、美国(Vellinga，1992)。中国首次报导。 

讨论：丝膜环柄菇L．cortinarius隶属于环柄菇组 (sect．Lepiota)，其主要特点是菌柄上部与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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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之间具蛛网状的丝膜，幼时尤其明显，成熟后易脱落：菌柄下半部常被有稀疏的深褐色小鳞片； 

盖表鳞片中的末端细胞较长；担孢子企鹅形，上脐部常凹陷 (Huijsman，1960；Enderle et a1．，1989； 

Vellinga，1992；Bon．1996)。 

本种的担孢子与锐鳞囊小伞 (新拟)Cystolepiota aspera(Pers．：Fr．)Knudsen的孢子相似，但后者 

盖表鳞片中具有大量球状胞，菌环膜质 (Knudsen，1978)，易于区别。 

在研究标本中，苏永革 1519(HKAS 16083)曾被引证为“赭盖鹅膏Amanita rubescens(Pers．：Fr．) 

S．F．Gray”(臧穆等，1996)，但该标本盖表鳞片的结构和拟糊精质的担孢子等特征都表明它是环柄菇 

属的成员。赭盖鹅膏与丝膜环柄菇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具有淀粉质的担孢子，菌丝横隔上无锁状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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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丝膜环柄菇 (新拟) 

1．担子果：2．褶缘囊状体：3．担孢子：4．盖表鳞片 

Fig．1Lepiota cortinarius J．E．Lange(HKAS 2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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