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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峰地区热带真菌属种繁多
,

且本区的热带真菌区系与热带亚洲
、

热带美洲和热带

非洲的真菌区系有着联系
4

银耳 目 ) 9 : ; 6 33< 36 = 是一个以亚热带热带成分为主的类群
,

区内有不少特有种
4

如

本区的西藏花耳 5 < : 9 > 2 ? ≅2 < Α Α ≅二< 2 Β 6 2 = ≅ Χ Δ 2 Ε > 6 Φ Γ < Η Β 是一种子实体呈金黄色
,

担抱子兼具纵横隔壁
,

生于冷杉属 ∗ Ι‘6= 树干上 的真 菌
。

它首次被发现于墨脱
,

最近又见

于云南 中甸的碧鼓
。

西藏花耳的近似种马氏花耳 5
4

ϑΗ <9 Φ≅ 耐‘ Δ 2 Ε >
,

是拉丁美洲热带

哥伦比亚的特有种
Κ
两者是有联系的

4

再则
,

银耳 目红胶花耳 Λ 6 。 Χ
Μ2

Η ≅< Χ 。Ι Χ < Γ < Η Β 是

一种生于冷杉和高山柳 . <3 ≅Α <Φ , 。?口时Ν < 上的深红色半胶质真菌
,

这可能是在喜马拉雅

山系隆起后出现的一个年轻族群
4

它与分 布于河谷低地内的广布种胶花耳 Λ
4

+ΟΦ 6 2 <3 如

Λ 9
4 ,

是一对相近似的生物伴生种
4

但红胶花耳色泽艳丽
,

担抱子具有分隔方式
,

仅分布

在海拔 # Π Π 米 以上 山地
,

它显然是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新物种 7图 3
,

∃ 8
。

墨脱雨林地带
,

气温高
,

湿度大
,

林下藤本植物和附生植物丰富
,

适生热带真菌
4

某些生于苔醉植物叶片上的高等真菌的子实体
,

只有借助显微镜才能见到
。

当地除子囊

菌
—

鲜生叶刺壳 / 2 36 Χ 2 < Ι9 夕2 ?Ν‘3<
7Λ

Ο 6 Θ
4

8 Ρ ≅Η Φ
4

寄生于扁大叶醉 , Ν 2 Σ 2 Ι9 夕Ο 二

=? < 9Ν 2 3< 9Ο 。 叶片上外
,

还见树干附生醉类
—

西南树平鲜 0
2 ; < 3≅2 Σ 6 Η Σ 9 2 。 。 2 ”Φ<

犷
Η 6 < Η 。。 7/

4

人3 Ο 6 33 8 Λ +
,

的叶片上生长的挂钟菌科 / > Τ Ν6 33< 6 6 < 6
醉瓣菌 %

Η ≅2 ? 6 Φ < 3Ο ϑΗ

Ι , > 2 ?Ν≅ 3Ο ; 7 Λ 9
4

8 5 2Η Θ
4 。

后者为子实体高不及 Π
4

# 毫米的微型伞菌
,

是国内目前最小

的蘑菇 7见图 ∃ 8
。

它原记录于印度
、

锡金
,

现在在南峰地区亦有发现
。

本区是鲜瓣菌分

布的最北部分
,

在其 中蕴育着冈瓦纳古陆热带真菌属种成分
4

本区林下枯枝落叶层深厚
,

真菌生长发育的环境优越
。

区 内不 少热带真菌种类
,

既能

集中分布于河谷低地
,

也能沿谷坡而上翻越海拔 Π Π Π 米的山地
Κ
有些种类既生于墨脱的

中山带
,

也可伸至 ∃∀
’

( 海拔 Π Π Π 米 以上的高山带
。

如伞菌科 ∗ Β<
9 ≅:

<:
6
<6 单种属囊皮

菇 / > Χ Φ 2 。 Β 。 , =: 。Χ Χ 9 Κ 2 Ι ≅32 2 > : 2 =
7%盯

9 ≅ 33 8 = ≅Η Β
4

分布区是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
、

阿

根廷
、

新西兰
,

新喀里多尼亚
、

所罗 门群岛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马来西亚的沙巴和 日本
,

以及

我国境内西 自喜马拉雅 山地 7含南峰地区 8
,

东至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区
4

再则
,

可以食用的罗鳞伞属 , 。石Φ6 Χ
7如生于拟山毛棒属 ( 2Φ Ν2 ϑ

< Β 。 Χ 下的黑罗鳞伞

, 2 6 36 < < 9 ≅= 0 2 9 < Θ 6 Φ ) < > 32 9 和揭柄罗鳞伞 ,
4

ϑ
2 =玄?6 = 0 2 9 < Θ 6 Φ ) < > 32 9

等 8
,

都是南半球的种
Κ
花抱罗鳞伞 尸

4

Χ ; ≅3≅
Χ 0 29

< Θ 仅见于伊里安岛7新几内亚岛 8
。

而本区

分布有皱褶罗鳞伞 ,
4

6 。夕6 9 < Φ<
7 Τ 6 9 =

4

6 Α Λ 9
4

8 Υ < 9 = Φ
4

和紫红罗鳞伞 ,
4

6 2 2 Σ 6 Η = ≅=

7ς6
9 Θ

4

8 % 2=
6 9 4

前者 尚见于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
,

以及北美
Κ 后者则见于东喜马拉雅

山地和横断山区
,

以及锡金
4

这一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属 7尤其在赤道附近 8极为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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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壳斗科 7山毛禅科8植物有外生菌根关系
,

在南半球与拟山毛禅属有关
,

在北半球则主

要与栋属 Ζ “6 9 6 Ο =
相共生

。

本区热带真菌与热带非洲真菌有联系的属种
,

知之不多
4

较有代表性的是子囊菌类

肉球菌 − 2 Β 36 9 2 2 > 6 6 Χ ! Π 。Φ= 6 ‘ 0 6 Η Η
4

和担子菌类鸡纵菌属 ) 6 Χ 。≅Φ2 ; > : 6 = 4

鸡纵 菌

属可能含多种与白蚂蚁有关的真菌
,

并与印度
、

巴基斯坦
、

热带非洲干热区有着断续的

地域联系
。

总之
,

南峰地区的热带真菌丰富
,

更具特色
,

属种繁衍旺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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