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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真菌学会议于 ∋ ∋。年八月廿八至九月三 日在德国累根斯堡 3> ,> 0? ≅ΑΒ , 举行
,

该市位

于多瑙河畔
,

属巴伐利亚州
,

会址是累根斯堡大学
。

与会的真菌学家按报告和展出壁报的人数达 ∃ ∋ 余

人 1 全会的大会发言两则 # 一是该城和该校的科学简史
,
介绍了植物学家 Χ Δ . + ≅ ;ΕΒ −?) −Δ , /.Ε

Δ

>ΦΦ
> Β

的

事迹和植物学会的概况  (Γ 2 Β > ?−0 ?Η Ι ∀ 以尽地主之谊 1 二是分子领域研究的现实与展望  4
Γ

4?
# > Β

∀
,

这体现着传统经典研究和先进技术发展的因果结合
。

在中型有代表性的集中发言
,

有 # 空气中真菌抱

子与呼吸疾病  Χ
·

ϑΔ
#

>Ι ∀
、

药用真菌学的研究意义  仓 = Δ Κ> ∀
、

菌根的系统生态  9
Γ

ΧΓ 3>
#

Δ∀
、

地衣与

人生  9Γ <
·

?Γ 3− 比
。Β
Λ?

+ 0

∀
、

担子菌的新次生代谢产物 Μ
·

?) >, Ε .

均
、

真菌的生长和发育 # 及分子研

究的展望  Χ
·

Ν
·

<
Γ

Ο
> ? ? > Κ? ∀

、

真菌生理的新潮  <
Γ

Π Β > −? > Κ∀
、

地衣演化中的同功与同源  Χ
·

Θ + > Κ,

∀
、

真菌和自然保藏  4
·

Χ
Γ

=
·

( Β 0 + ΚΛ ?

∀
、

毒伞肤  ( Ρ Δ ‘+ Σ −0 ?

∀ 和鬼笔毒素  Θ Ε
Δ ΚΚ + ‘Δ Σ −0 ?

∀ 在生化
、

生

物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  <Γ 5Δ 月 ? ‘−+ Ε ∀ 1含铁细胞  ?− Λ>
Β

+Τ Ε+
Β > #

∀ 对真菌生长
、

造抱和抱子萌发的重

要性  ΝΓ Μ −0Η >Κ Ρ #

此∀ 等
。

从大会的学术议程安排来看
,

不难看出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置于 极

重要的地位
,

把真菌学与产业和环境的联系视着紧密的纽带
,

加以各个研究分枝与邻近学科和先进技术

的渗透结合所展示的图片实物展览
,

使与会者叹为观止
。

不同专业组的会场鳞次栉比
。

可按有兴趣的内

容对号人座
,

分组有 #

Γ

真菌系统分类和演化 # 下再设分组如 # 子囊菌的新系统
、

地衣分类的系统
、

有隔担子菌类
、

无隔

担子菌类
、

酵母
、

半知菌
、

热带真菌
、

生于地衣和真菌上的真菌
、

粘菌
、

鹿角菌类
、

锈菌的命名
、

锈伞科
、

伞

菌目的生物地理分类
。

各组的组合可谓网大面广
,

纳尽博揽
,

其中不少名家云集
、

如 4Γ < + ΒΔ Η 的业师

=
Γ

= 。 。> Β

虽年事已高
,

却仍长言不疲 1 3
Γ

? −0 , > Β

虽因病谢会
,
但仍间询会况心向望之

。

庄文颖博士代

表 3
Γ

Π 。 # Φ 报告了热带无囊盖盘菌的分类
,

与会者报以极大兴趣
。

∃
Γ

真菌形态与超显微结构 #下设的分组有 # 菌索菌束的结构和功能
、

内囊霉菌目的解剖和超显微结

构
、

菌根的构造 有关该内容的报告
,

多把载菌树种的菌根
、

菌的子卖体和菌根的解剖构造 , 多种图象集

于一张幻灯片上
,

使人一目了然
,

极为形象
,

如 3
Γ

人 ,>
Β + Β

的工作
,

颇为出色
。

他授业于 5Γ + ≅>
Β Μ −0 Υ

ΗΚ
+ Β ,

他们都拥有较先进的外生菌根菌试验室
Γ

∀ 另外尚有侵染真菌的功能和结构
、

子囊菌
、

担子菌和地

衣的形态建成
、

菌丝的分化
、

胞核分裂的超显微构造  如 9
Γ

ΧΓ = .Κ ΔΑ ,= −0 对木耳目
,

ΠΓ ?Γ Ι 。。 0

对

侧耳 Θ ς> , Β + ) , % # , Β > Δ )。 ,

均有报道 ∀
。

!
,

真菌生态 # 其下的分组有 # 菌根菌的功能生态
、

?)
·

< + Κ> 0

山地的菌物综合研究
、

真菌种群生物

学
、

丝抱菌类 < Ι Θ如二Ι. >) 。、
的生态

、

虫生真菌对化学物质的防御
、

海洋真菌的生态  海洋真菌是一个

极丰富的领域
,

我国具有广阔的海域
,

迄今少有问津
,

理应扶植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开创∀
、

植物组织

中的内生真菌的生物学
、

南半球真菌和地衣的分布
、

地衣的生态规律
、

卵菌类
+ Ρ Ι.

> ) > ?

的生态
、

高温

真菌生物学
、

粪生真菌生态
、

地衣对环境污染的指示
、

极地和高山真菌 有关我国横断山区和东喜马拉雅

的高等真菌的特有种
,

笔者亦在此组进行了介绍∀
、

厌气真菌的专化
、

有关真菌的地理绘图等随着计算

机应用的广泛开展
,

均增优和加速了工作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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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的遗传和生理 # 下设的专题组有 # 真菌细胞壁的成分组成和生物合成
、

真菌雌雄二态的生

化生理机制
、

植物和病原菌的生化和遗传的相互作用
、

酵母和丝状菌的分子遗传和建成
、

染色体外的遗

传因子  4
Σ 、Β Δ . Ε Β + Ρ + # + Ρ Δ Κ , > 0 + ) −. + Κ> Ρ > 0 ) ?

∀
,

丝状菌的转换系统
、

菌根菌遗传生理
、

真菌的交配程序
、

有关真菌碳水化合物代谢的讨论另有专门业务组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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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真菌学和生物技术 # 下设的分组有 # 真菌代谢的生物合成
、

真菌与食物
、

曲霉与人体的健

康
、

真菌毒素和有害物质  此组中我国郭可大教授提出了我国克山病与真菌毒素的致病见解并介绍了

我国医学真菌的研究简况
。

∀
乓 产

幼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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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病理 # 此分组包括植物病害和人体
、

动物病害等Γ 此分支因国际植物病理学会近已开过
,

故

此内容的安排似略简要 1 其余有关真菌的化学分类和微机应用
、

命名法规
、

培养技术
,

都有另安排和活

动
。

有关真菌学的教育问题
,

周与良教授介绍了我国近年来的真菌学教育问题
,

因为我国是个人 口众多

的国家
,

加以真菌资源丰富
,

深为国际同行所关注
。

这次国内与会的还有徐同
、

李汉卿诸副教授和不少

台湾省真菌学同行以及国内在海外学习访问的学者多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万大家海外相聚
,

萍水相

逢
,

普遍感到此次盛会体现了经验学习
,

世代递加
,
壁报张贴形式新颖

、

不仅文图并茂
,

且实物标本置阵

布势
,

临见妙裁
,

有力的反映出近几年来真菌学领域的飞速发展
,

大会论文摘要集选有摘要 斗。。余篇
,

较之 , Ξ ! 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真菌学会无论从论文宣读和壁报的数量和质量 都步 入 新境又

上一层楼 1下一届即 = .
, ,

将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哥伦比亚大学  7 Ε > Α 0 ?Ψ > Β ? −)Ι + Φ 2 # −)−Χ > + Κ, ,二
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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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Β ,

2Γ .Γ
,

; “
0Δ ΛΔ ∀ 召开

,
可望我国真菌学同行

,
必将刻苦努力

,
天道酬勤

,
趋时各以累黑

硕果以迎接第五届国际真菌学会的到来
。

减穆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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