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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于

∀ ∃ # 年 # 月 % # 至 ∃ 月 日在东京召开
。

从 ∀∃ Γ Γ 年在美国坦帕 3 ) Η Ι )
 举行的第二届国

际真菌学会议以来
,

相隔近六个年头
。

这一期间真菌学的进展是很快的
。

参加第三届会

议的人据说近八百人
,

可谓老少兼集
、

群贤毕至
,

提交大会的论文不下 Γ %∗ 篇
,

真是文章浩

瀚
、

洋洋大观
。

与会期间
,

在开幕式后
,

仅两个大会报告
,

一个是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平缘

直秀的锈菌分类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

另一个是 /9 ∋ 主席 7
ϑ

Κ
ϑ

ΕΛΜ =) Η )? ,)?
,

所作

的纵观全球的真菌学发展
。

所余交流均以分组发言或以壁报张贴讨论的形式进行
。

这次

会议
,

论文内容所涉的范围广泛
,

学科分枝益趋专化
,

新技术的渗透
,

使宏观和微观
、

理论

和应用的研究互依并茂
、

相得益彰
。

谨以所见
,

简述如下
!

一  利用真菌抑制有容生物
,

开展和推广生物防治的研究
。

会期
,

有人引证了我国以白僵菌 −<) “ , 盯泣口 如
Ε,) ?) 防治松毛虫等的成果 Ν 并介绍了

巴西以绿僵菌 9<≅ ) == 汤行,Λ Η )? ,≅Α ΟΒ ,) 。
杀死沫蝉

、

澳洲以此杀死蟀金龟属 ∋砂
) >Β’。 Ν 西欧

以扁轮枝菌 Π <= ≅,(刃ΒΒ’Λ Α Β。诫 抑制蚜虫 Ν 美国用棒束霉 2Α , Λ= ()
Α

=,Β (Χ , 侵杀毛虫
,

毛枝

霉 月介‘“耐Β) 动。 , 娜。。,Β’ 致杀瞒类 Ν 利用生物防治
,

不污染环境
,

以菌杀虫
,

发展前景
,

极为

广阔
。

5
ϑ

Θ
ϑ

. ΑΜ < =≅ Ε
 在利用真菌对某些病原菌相克作用的研究

,

也有报道
,

如已知木

霉属 3 =≅’( ; Α ><= 二) 、

抱链霉属 +ΟΑ 尸>‘。 ,Λ , 、

灼枝霉属 Ρ ) < ≅,Ε ) =,)
、

壳圆抱属 ( Α , ,Α ≅石夕=, Λ Η
、

轮枝霉属 了时)= 口。Χ( 。 和粘帚霉属 ΣΒ ≅’Α (Β )>,
“。 等对疫霉属 Ι抑 ≅)Ι 五动Α= )

的抑制和杀伤

作用
。

8
ϑ

7
ϑ

8 Α( ; 粘帚霉属对立枯丝核菌 . 五,Τ 口(, 。厉。 Υ∗ ∀朋, 也有抑制作用
。

关于嗜

菌变形虫嗜食真菌抱子的研究
,

也被注意
,

如将宫部 旋 抱 腔ς菌 (Α (; Β,Α ΜΑ ΒΛ Ν 。砂)Μ <) , 。

用来培养嗜菌变形虫
,

以期用多途径与病原菌相抗衡 Ω
ϑ

8

Ξ ) 
。

另外利 用轮枝菌

Π <Β ,Β

诫坛二 杀死线虫的研究
,

在生物防治中也是颇饶兴味的另一事例 Θ
ϑ

Σ ) Η Ε 
。

二  对食用真菌的筛选
、

培养和生产推广

亚洲的食菌栽培历史悠久
,

从 ∀# 世纪在我国南方就流行对草菇 Π ΑΒ , 召厅以/) ∗ ∀。
‘
绍

的栽培
,

目前香港和邻近地区年产量达五万多公吨
,

可谓前途似锦
,

此外对香菇
、

侧耳等食

用菌进行原生质分离接合等研究
,

都是为孕育新品系的工作之一 Υ
ϑ

3
ϑ

( ;)? Δ  
。

同时
,

要

求利用食菌的某一部位
。

譬如对冬菇 1Β )二 Η ΛΒ ,?) 菌柄定向延长的研究
,

也被重视 Σ=
Λ Ψ

<?  Ν 欧洲对侧耳不同品种的遗传育种研究 ∋
ϑ

−= <Ε ,? ΕΖ Χ 
,

对蘑菇属 ∋ Δ )= ,( “ ,
核相的研

究 5 ,( Ζ;
)

=> ≅ 
,

对裂褶菌 Ε( ;坛Α Ο;夕ΒΒΛ Α (Α Α Η Λ 。。

核相和基因遗传的研究 7
ϑ

∋
ϑ

. Α Δ < =
 

以及对牛肝菌属 −ΑΒ (≅ ΛΕ 的培养研究等均有涉及
。

此外对食用菌发酵的研究
、

用海藻糖

酶 3 =<; )Β ΑΕ < 对于冬菇子实体的形成 2
ϑ

9 Α=,  
、

利用脉抱霉属 2 <Λ =Α 功Α= )
产生桔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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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色素
,

也被不少人所关注 ∀
ϑ

Σ )? >[ )=  
。

三 对毒菌和有关真菌毒紊的研究

毒菌有效物质的提取和结合医药临床研究
,

日益被重视
。

真菌毒素有效成分的提取
,

不外摄自细胞腔内或取于菌丝分泌排出者
,

前者如鹅膏属 ∋ Η 即,≅)
、

裸盖菇属 乃,ΒΑ( ΧΜ。 Ν

后者如黄曲霉 ∋ Ν Ο
<= Δ ,ΒΒΛ , ∴Β) 。“, 、

早熟禾镰抱 1Λ , ) =,Λ Α ΟΑ ) < 。 至于对真菌毒素产生的过

程
,

毒菌的生态习性也广被重视 7
ϑ

.
ϑ

− )≅ =)  
。

对致癌真菌毒素的研究
,

所提论文不下数

十篇
,

如黄曲霉毒素的致癌研究 5
ϑ

Ο
ϑ

8
ϑ

8 Ε, <;  
,

市场食品中致病的曲霉菌属 ∋≅ 妙
= Ψ

Ε,Β ΒΛ Ε
调查 8 ,≅Α Ζ Α ≅Α

 
,

食品发酵工业中有关致病毒素调查 <
ϑ

]
ϑ

8 < ΕΕ<一≅,? < ,

1Β
) ? ? ,Δ ) ?

 
,

镰刀菌素的专题研究 ∋
ϑ

− Α≅ ≅) Β,( Α 
,

镰刀菌属 1Α ) =, “ , 对灵长类致癌的研究 .
ϑ

Κ
ϑ

−;)≅  等
,

其猎涉的范围
,

颇为广泛
。

同时
,

有关筛选抗癌真菌的研究
,

也有报道
,

如对鹿花

菌 Σ Χ= 。 , ,,= 。 。‘“Β邵≅召
抗癌成分 Ω

ϑ

Ε( ;Η
,>,,

? 一

9)Ε Τ) =Α Ε 
、

有关真菌毒素免疫化学的研究

朱繁生 1
ϑ

Υ
ϑ

7 ;Λ 等都有其特点
。

对于致幻觉的毒素研究 ⊥
ϑ

1
ϑ

∋ Η Η ,=) ≅,  
,

裸盖菇

乃如卿Μ<
的致幻毒素 Σ Λ Η

) ?
 

,

裸盖菇素 Ι Ε,ΒΑ ( ΧΜ,? 的提出和分离 Σ
ϑ

_ Λ Ε) ? Α
 

,

从毒桩

子茸 ) ,≅Α (Χ Μ( )( 。。以)Β Δ) 中分离 出的苍子茸酸 ∋( Ξ <Β, ( )( ,> 对神经中毒的反应 3
ϑ

9)≅ ΕΛ Η Α≅ Α 
,

从一种丝膜菌 (Α =≅, 、
= ,Λ , 口。ΒΒ)

? 。 中分离出对哺乳类肾脏有毒的毒素 Α =<
Ψ

一Β
) ? ,? < 3

ϑ

Ε(;Λ Η ) ( ;< =
 

,

此类报道为数不少
。

另外从日本桃叶珊瑚 ∋ Λ ( Λ Μ) [) Ι Α , ,( )
提出

的桃叶珊瑚素 ∋ Λ( Λ Μ, ? ,

被认为对鹅膏属的毒素已知有解毒作用
。 7 ;

!

?Δ  

四  对人工培养技术的提高和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展姐

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学科之间的借鉴渗透
,

其威力益在被显示出来
。

以培养基

培养微生物和真菌原是一个独创的手段
,

一旦被借用于组织培养
,

则开创了又一局面
,

转

过来再注 意到激素
、

生物素的应用
,

则原被认为纯寄生或共生的真菌却在腐生型培养基上

获得成功
,

这些飞跃将可能逾越专性寄生不能人工培养的宏沟
。

所以
,

提高人工培养的技

术水平
,

更好地保存和繁殖真菌资源
,

实属当务之急 Ρ
ϑ

.
ϑ

− )≅ =)  
。

锈菌是一群与经济

作物关系密切的寄生菌
,

由于培养基手段的改良和技术的提高
,

已有%∗ 多种原属寄生型的

真菌用腐生型的培养方式获得成功
,

如胶锈属 ‘ΧΗ 。。Ι口、?Δ ,Λ 。
,

栅锈属 9以) 。声Α= & , ·

柄

锈属 尸“‘(, ?, 召
的若干种其冬抱子和夏抱子均在培养基上形成并呈现所具有的性能 _

ϑ

∋ ? >Α
 
。

此外对杀蚊真菌 ! 雕蚀菌科 7Α< ΒΑ Η Α Η Χ( <≅ )( <) < 用人工培养获取了分生抱子 Σ
ϑ

3
ϑ

7 Α Β< Ν 虫霉属 0 ? ≅∗ ∗ ∗ Ο石=;Α =)
的液体培养

,

多种刺虫霉 0= 夕。动 = )

>,(
) , , ,

0
ϑ

, 。Α )Ο方讨行

菌丝和分生抱子的培养用以寄杀蚜虫
,

都获成功 .
ϑ

∋
ϑ

8 Λ Η Μ< = 
。

我国菌种资源丰富
,

应注意这类工作的开展
。

五  菌根研究工作

外生菌根菌和内生菌根菌的研究成果
,

无论是专业会议发言或壁报张贴室的讨论
,

都

占有重要的比重
。

从事 Υ∗ 余年伞菌分类区系研究的 .
ϑ

Ε, ?Δ <=
,

这次也兴致勃勃地提出

了新热带低地担子菌与维管束植物形成外生菌根的报告
,

在列举的百余种外生菌根菌中
,

其中牛肝菌科占 Υ# 种
,

红菇科计 Υ& 种 Ν 而这两科真菌在我国的资源是极丰富的
,

无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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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ϑ

Ε, ?Δ <= 说他第一次研究担子菌
,

首先是研究 ∀ ∃ ∀⎯ 年由 8 )? ><Β
一

9)Τ Τ< ≅=, 在中国采集的

红菇科标本
。

白蘑科的松茸菌 松 口蘑 了行动ΑΒ Α Η 召 , )≅Ε
“≅) 扮 是东亚特产

,

这次有专题

报告室和专题交流
。

内容有 ! 我国吉林省该菌的生态调查 王 Θ )? Δ 7 ;< ?Δ
一

Η ,?Δ  
,

我国

台湾省该菌的台湾变种 了厅动 Α ΒΑ Η ‘ 。)≅, 。畏
。 Κ ) =

ϑ

∴Α= Α Α,)
? 口 +) Θ ) > 。 的生态分布 陈瑞

清 
,

进一步证明了该菌区系成分的亲缘 Ν 北美在美洲松 Ο, ?Λ , (Α ?≅ Α= ≅) 和美洲黄杉 几。
Ψ

>Α 仰Δ) 。阴石“石 林下的相应菌根菌粗柄松茸 了=介入ΑΒ Α Η ! Ο口, 击=Α =Λ 。 其共生效应和酶的

活性
,

也有人进行了研究 何翼万 Ν 关于松茸菌及其近似种
,

对其共生树种
、

仙人圈的记

录
、

Ι 8 值
、

最适温度
、

在培养基上的菌丝群落形态色泽及有无气生菌丝等都有人进行了

比较
,

如下列诸种 ! 丁厅(汤Α ΤΑ Η 。 , )。。=)及
。
东亚种  

,

丁
,

ΙΑ Α > <= Α Ν , 。 北美种 
,

3
ϑ

( )Β Ε
Ψ

即、Η 北美种 
,

3
ϑ

Τ <Β Β币 东亚种  
,
了

ϑ

∴Λ Τ, Α (
)≅,

) 。川 , 日本种 
,

了
ϑ

Μ) 左
) , ) Α Λ =)灸

。 日

本种 
,

3
ϑ

= ΑΜΛ Ν =Λ 二 东亚种  等 9
ϑ

Α Δ ) Θ )

 
。

另外对须腹菌属 . 为Β’Τ Α ΟΑΔ Α ,
和 鹅育菌

∋ Η Α Β’≅ 。 。。()成 与松
、

黄杉的外生菌根关系以及证明森林对蘑菇增长的研究等均有报道

9
ϑ

ΑΔ )Θ ) 
。

关于内生菌根
,

除对共生作物有增产效能的报告外
,

有些对内生 Κ ∋ 菌根

菌对某些病原菌的抑制作用也提出了报告
,

如对莫氏球囊霉 ΣΒ 。。Λ , , 。。。。 和巨抱霉

‘心盯户
口。 , 口尹Δ 口八匆 已知能抑制陆生棘壳抱 丹, 。动州

。 ≅<

Ξ
Ν 幼套球囊霉 创口。 ,

<角? ,( ), “二 可抑制大雄疫霉 Ι好, ΑΟ加;Α= ! Η 呀。Ο< = 。! Ν 莫氏球囊霉并可抑制立枯丝核菌

. 汤括Α (, Α , ,) Ν Α Β) , , 和腐皮镰抱 1Λ ,

州
“ , , Α Β) , , 2

ϑ

7
ϑ

+( ;< ? < Ζ  
。

六 有关真菌分类和区系的研究

随着现代仪器的应用
,

这将有助于解决对真菌的认识
,

对热带地区
、

山岳地区和海域

真菌及工业
、

医药和农业真菌等分类区系的研究将赋予崭新的内容
。

总的来看
,

在此研究

领域中注意了如下的结合
!
对真菌自然生态型和人工培养型的结合

,

如研究酵母的多型

现象 ΙΒ< Α Η Α印;,ΕΗ  8 Α明 
,

侧耳属适于商业应用的分类特征 ∗
ϑ

8 ,ΒΜ< =
 
、

真菌宏观形

态与亚显微结构相结合 Ν 如对海壳科 8 )Β ΑΕ Ι;)< =,) (< )< 除注意其中 % 个属是否具串珠状

隔丝
< ) ≅< ? Α Ι;ΧΕ< Ε

 外
,

普遍研究了抱子的扫描 0
ϑ

−
ϑ

<
ϑ

⊥Α ? < Ε
 Ν 破囊壶菌目 了飞=) Λ Ε ≅Α

Ψ

(; Χ≅ =,) Β<Ε 较精细的研究了微型真菌的亚显微结构 Υ
ϑ

3
ϑ

9ΑΕΕ  
。

细胞分类与分子分类

学相结合 ! 如酵母菌的真菌分子生物学研究
、

5 2 ∋ 一
5 2 ∋ 同源学的研究 Ο

ϑ

8 <= Η )?  
。

无性世代与有性世代研究的结合 ! 如对动物皮肤病原菌的分类
,

注意到有性阶段的研究

5 < Κ =Α< Χ
,

7  
。

在化学分类的研究方面
,

如锈菌目 6 =< > ,? ) Β< Ε 和外囊菌目 3 ) Ι9
? ) Β< Ε

的

分类已注意到其间的 5 2 ∋ 和 . 2 ∋ 的比较分类 Ο
ϑ

−Β )? Τ Ν 对梨抱霉属 外厅七
“Β)=, 召

将用

了酶谱程序比较 Τ脚吧
=) Η < Α Η Ι ) =,ΕΑ ?

 进行鉴别 2
ϑ

9
) ≅ΕΛ Χ)

Η  
。

对于较系统的专科分

类
,

为数也不少
,

如 ! 白粉菌科诸属分界和鉴别特征 郑儒永 
,

有隔担子菌纲 8 <≅<
= ΑΜ )Ε ,>,

。 Ψ

Η Χ<< ≅< Ε
的分类 .

·

⊥
ϑ

− )? > Α ? , 
,

虫霉目的分类 _ < ? ? < ≅; 等都使与会者兴趣盎然
。

对于

如锈菌 目等较大的类群
,

其分科范围
,

似趋于更细更狭的划分 ( Λ Η Η ,?Ε
,

Ω
ϑ

8,
= )≅ Ε

ΛΖ ) 
,

其基于精子器
Ε

Ο<= Η ΑΔ Α? ,)  的形态
、

锈子器 )< (,
!

 的类型
、

冬抱子的形态
、

寄主的不 同
,

隶

属于下列 ∀ & 科
! ∀

ϑ

痴锈菌科 Ι Λ ( ( ,? ,) Ε≅=) < < ) < ,

%
ϑ

鞘锈菌科 7 Α Β< Α ΕΑ =, ) < <)<
,

Ι
ϑ

柱锈菌科

7 =Α ? ) =≅ ,) (< ) < ,

&
ϑ

束梗锈菌科 9,( =Α ?铭“
) ( < ) < , Υ

ϑ

栅锈菌科 9 <Β) Η ΙΕΑ = ) < < ) ( ,

⎯
ϑ

层锈菌科

Ι ;)Ζ 叩ΕΑ = ) ( < ) < ,

Γ
ϑ

热带锈菌科 ( ;) ( Α ? ,) ( <) < ,

#
ϑ

肥柄锈菌科 6 = Α Ι Χα ,>) (< ) < ,

∃
ϑ

帽抱锈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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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Β,<Α Β) =,
) ( < ) < ,

∀∗
ϑ

伞锈菌科 .)
Κ < ? <Β,) ( < ) < ,

∀ ∀
ϑ

多胞锈菌科 Ι ;=) ΔΗ ,> ,) (< ) < ,

∀%
ϑ

球锈菌科

+Ι;) <=Α Ι;=)Ε Η ,) < < ) < , ∀
ϑ

柄锈菌科 Ι Λ < ( ,? ,) ( < ) < ,

∀ &
ϑ

美柄锈菌科 Ι Λ < (,? ,Α Ε,=) ( < ) < Ν 可见该 目

的科数大为增加
。

此外
,

如对海洋真菌的研究
,

像海壳科 8
)
ΒΑ ΕΙ;

) <=, ) << ) < _
ϑ

3 Λ Μ
)
Ζ, 

,

渤

海湾酵母菌的研究 周与良 等都是很有特色的
。

不同地区真菌区系的报道
,

如 ! 墨西哥

热带雨林中的射脉菌 以Β
Α
Μ Α Ο。 < ≅Λ Τ Η

) ?
 

,

印度南部的伞菌区系 _
ϑ

2 ) ≅ ) =) ,
) ?
 

,

日本

南部的牛肝菌 8 Α ? Δ Α
 

,

加勒比海 7 ) = ,ΜΜ< ) ?
岛的伞菌目 Ι

ϑ

2
ϑ

Ι < Δ Β< =
 

,

喜马拉雅的

锈菌 Σ
ϑ

5Λ ==, <Λ  
,

中国独龙江流域的高等真菌 藏穆  等都反映了不同地区对真菌调查

和考察的概况
。

七 有关真菌系统发生和演化的研究

本领域的研究
,

随着真菌学纵向和横向研究的深人
,

将日益得到充实和发展
。

从真菌

本身的系统组合以及与外界环境包括与寄主的关系
,

从在自然中生长到实验培养
,

从人类

的感官直接鉴别到利用精密仪器的分析观察
,

都有助子理解合乎自然的系统演化关系
。

此次会议
,

对各大群真菌演化问题
,

几乎都进行了有益的交流
。

∀
ϑ

有关藻状菌的演化
。

如对虫霉 目通过细胞学的研究
、

对核的研究
、

染色体的数目
、

纺

锤体的形态和有丝分裂的机制进行比较
,

设想 出新月霉科 ∋ ?( ΚΒ, Ε≅)
( <) 。

的耳霉属 ( 口 ,
≅>,

口 Ψ

ΜΑ Β。 是本 目的原始类群
。

本 目分生抱子弹射力的强度似大于其他接合菌类
,

这是一种

有趣的分化 .
ϑ

∋
ϑ

8 Λ Η Μ< =
 
。

%
ϑ

子囊菌的演化
。

在 Γ 目
,

近三万种的浩如瀚海的类群中
,

基于子座的形态
、

抱子的

大小和有无隔壁
,

抱子类型和囊内数量
,

营养方式等进行分析比较
,

不少人倾向于单元起

源说 5
ϑ

Ρ
ϑ

8
) Θ ΖΕ Θ Α =≅ ; 

。

也有基于子囊果的减化形式来论证子囊菌类的系统发生
,

提

出凡具发达的子囊壳壁
,

如长嚎壳属 (<
=

)ΒΑ (Χ≅ 瓜
,

减化到分散
、

单一
、

子囊裸露的内抱霉

属 0耐
。二夕“‘,

是一个由繁到简的演化途径
,

并认为对简囊菌属 0。。口 , Χ( 。 进行生化和

遗传基因方面的研究
,

将有助于阐明某些演化的真谛 5
ϑ

9 )ΒΒ Α( ; 
。

ϑ

担子菌的演化

异担子菌纲  ! ∀#∃ %& ∋(∋ #

)∗ + ! & 其不同抱子萌发方式的多样性
,

被认为是不稳 定

的原始性状
。

本群保留的酵母状阶段
,

意味着在个体发育中呈现出原始的系统发育性状 ,

本纲所具掷抱子的现象系向减化和被抑制的趋势所致
,

菌丝体的发达则是向高级演化的

衍续 ,对胞壁孔口 的形式
,

凡单孔型属原始
,

复孔型则高级 , 关于厚抱子囊 −.  ∋#& /# ∀ %01 ∋2 ) 3

的出现
,

这象征着在演化长河中的异质性 −4 ! ∀#1  0  ∋! ∗3 , 担子的多样和复杂性
,

如多隔担

子− /4 ∀% 1 ) # ∃ 5‘67−8∋2 , 0 3
,

无隔担子 −4# 8# ∃% &∋( ∋2 ) 3这体现出多向性的演化途径− 9
:

; ∃ ∀< ∋0 =8 ∀ 3

> 木 耳状的
“

锈 菌刀
。

此系泛指某些具原担子和具横隔 壁异担子 −)  ! %∃ %& ∋(∋ 。

3的胶质

状菌
,

如鲜朔胶锈耳属 ?# 8%
,

胶冠锈耳属 ≅ # +∀ 。。,

血。
,

缠担子锈耳属 月群/# 如∋(∋ “ ,
,

扁

囊锈耳属 /8 %! ∗+ , 夕“ 等均被认为是锈菌 目与木耳目相联系的过渡类型 − Α
:

∋ ∀% !&2 =% 3
。

Β 结合中国特有的种类
,

王云章教授提出中国某些锈菌的演化问题
,

对我国特有的

油杉金锈菌 + 4 ∀夕, # 尹0 , Χ 。
友
。, Δ 。5 ∀ ∋%  −Ε

% ∋3 Φ % 0 1  ! Γ  !  ∀& 与有关属的亲缘关系进行了论

述
,

与会同行极感兴趣
。

Η 多孔菌科的演化
。

介绍了五千万年前即有记录
。

在陆地植物出现后
,

直趋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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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与木本植物关系密切
,

专化性强
,

分化特殊
。

澳洲和南美的假山毛棒属 2 ΑΒ ;Α∴ )Δ 。相

应出现针孔属 Ι 汤<ΒΒ,, 。 的某些专化种 Ρ
ϑ

.尹
)
=> < ?

 
。

Ι 腹菌目的演化
。

这是担子菌中具独特地位的一群
。

分化奇特
,

关系复杂
。

海产

的海腹菌属 八八奋
,

从其抱子不具鞭毛的特征
,

与海产的某些红藻可能有关 , 拟粉瘤菌属

切+# 州
口声众

,

具有与革菌近似的子实体
,

而美口菌属 + %8 。了,# , 。 和柄灰抱属 了以#& !# , 。
又

出现特殊的侧担子形式
,

不少人倾向于外腹菌类 ￡Χ #1 %& !∀∋ 0 % 可能与伞菌目有亲缘关系
,

而内腹菌类 ≅ 0 (# 1 % &!∀∋ 0  %  
其亲缘尚难定论 − ϑ

:

Κ  ) # 2 8∋0 3
。

−八 3 关于医学真菌的研究

这次会议对对人体致病的深部和全身性真菌很为注意
,

尤以热带地区为甚
。

仅以隐

球酵母 。∗/ !# +# Λ 为例
,

如对南太平洋
、

非洲
、

美国加州南部
、

越南
、

泰国
、

巴西等地
,

从

菌种分离
、

分型到感染试验
,

都有较系统研究 −Μ < #0
一Ν420 1 3

。

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有

进展
,

如对隐球菌病 Ν印/! #+ #+ +# &∋&
,

着色真菌−金酵母3病 Ν4∀# ) # ) ∗+ #& ∋& 和抱子丝菌 −侧

抱霉3病 &Γ# ∀# !∀∋+ 4# &∋& 的流行病学规律和地理
、

气候等关系
,

均有报道 −郭可大3
。

日本对

真菌病也有猎涉
,

如其西南地区和海拔较低处对抱子丝病皮试
、

细胞病理和临床试验等

−Ο
:

92 =2& 4∋ ∀ 。3
。

有关人体寄生菌对角蛋白 Μ  ∀ %! ∋0  
的侵染途径与年龄

、

性别和地区都有

直接关系的论述 − Κ  Π ∀# ∗3 , 其它如真菌病毒 . ∗+ # ϑ ∋∀2 & & −Ο
:

9
:

Θ; Ρ% ∀! 43
,

病原真菌

毒素对全身性深部真菌感染的关系 − Μ
:

Δ< %! 。3
、

真菌细胞器的侵染顺逆现象 −Ν
:

≅
:

Θ∀
Σ

%+ = ∀3
、

病原真菌侵染过程中
,

糖化酶的变化规律 − Τ
:

≅8 ∋加ϑ3
,

真菌毒素与肝癌的关系

− /
:

Μ ∀# 14 3 等都反映出一定的研究特色
。

此外
,

对医学真菌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

也受到较

大的重视
。

−九 3 各国对其菌学的教育工作和人材培养的情况

会议对此较重视
,

认真组织了介绍和交流
。

郑儒永作了有关中国真菌学的发展和教

育培训现状
,

满足了与会人对我国真菌学工作发展的隙解和要求
。

我国台湾省也相应介

绍了该省开展工作的情况
。

国外如 日本
、

印度
、

泰国
、

英国
、

美国和法国等也都进行了介绍

和交流
。

第四届国际真菌学会 − Δ.Ν 一Υ 3
,

初拟于 7ς ς Ω 年 ς 月在西德的巴伐利亚 −Θ%ϑ %∀∋ %3 瑞镇

堡 Ο  1  0 &∃ 2∀1 大学召开
, ?#4 0 <  ∃ &!  ∀ 是新任主席

, ≅
:

Ξ
:

&4% ) #0 &
是副主席

,

并已选

出筹委会成员
。

在国际科技交流 日益频繁的今日
,

我国真菌学工作者必将以新的步伐
,

迎

接光明的未来
。

这次会议
,

规模不小
,

内容很多
,

对真菌病理
、

细胞
、

遗传
、

真菌形态学
、

生化等各领域

的研究都很丰富
,

笔者由于水平有限
,

所述内容
,

实属挂一漏万
,

谬误之处
,

必然很多
,

敬祈

指正
。

幸好在参加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
,

除台湾省外
,

尚有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5 王

云章
、

郑儒永 , 中国医学科学院 5 郭可大 ,南开大学生物系 5 周与良诸先生
,

他们所撰的介

绍和评述将纠正本文的不足
,

为了加强国 内的交流
,

本文谨期起一抛砖引玉之效
。

减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