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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块 菌 在我 国分 布 的 确认

减 穆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 0 2 0 4 )

蒲春翔 部建明 陈启芳 刘 蓓

(商业部 昆叨食用菌研究所 昆明6 5 0 2 23 )

A C o n fir m a t o ry T u be r

Z a ng Mu

(K u nm 呈n g l力stitu te o f B o ta n y A ead em ia

5 1。宜ca
,

K u 刀m 王刀9 6‘0 20 魂)

fn d ic a d istr ibu te d in C h in a

Pu Chun x ia ng

K u刀m in g In stitu te o f E d ible fu n g 宜

K u 刀口 i幻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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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在云南省东南部的松
、

栋林下曾发现了

几个不成熟的块菌
,

其种名未能确认 ; 1 9 9 0年在滇

西北和滇东北又相继在麻栋 Q “e r e “5 a e “ti: 5 1川a

C a r r .

黄背栋Q
.

P a 。。o s a rla n d l
.

M a z z . ,

矮高山

栋Q
. ,”O n f爪O tr ie‘a H a n dl一M

a z z . ,

云南松
,

华

山松以及地石榴F icu s ti一 k佣a 刀。r
.

等植物的根系

离土表深 4 一 n 厘米处发现同种块菌
,

经核实该菌

的原记录是印度 U tta r Pia d e sh
,

M
u s s o o r ie

,

生

于印度栋O“er cu s 苦二翻a 根 际
,

原系喜马拉雅成分 ,

这一块菌的另一记录
,

是 日本学者 S
.

Y os hi m i 于

1 9 77年 1 0月2 6 日在日本京都区 N a g a o k a k y o 一 5 1 所

采
,

标本号是 S
.

Y os hi m i 5 8 7 81 (存奥列恭大学

菌根标本室 ) 其形态特征与我国标本和印度标本基

本一致
,

简报如下
:

印度块菌图 〔图 1 : 1 一 3 ;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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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6 7
。

1 8 9 2
。

子囊果不规则球形
,

不规则椭圆形 , 粉揭色
,

咖啡色
、

棕褐色
、

棕黑色
,

表面具桑桩 状 疵 状 突

起
,

由网状的沟缝所分隔
,

突起多圆钝
,

少锐尖
,

突起的锥基0
.
2一 2 毫米

。

子囊 果 径 2 一4
。
5 x l

。
5

一 3 厘米
。

造抱组织灰褐色
、

紫褐色
、

粉褐色
,

具

粉白色分枝的网络
。

子囊近圆形
,

长圆 形 或 卵 圆

形
,

未见子囊柄
,

间隔分散于造抱组织的薄壁菌丝

中
,

囊径 1 7 5一 65 0 x 1 5 0一6 0 0微米
,

内具 1 一 4 枚

抱子
,

偶或 6 枚
。

抱子初微透明
,

后呈深褐色
,

卵

圆形
,

长椭圆形
,

少呈圆形 , 1 4
.

3一45 X 12 一40 微

米
,

表面具细长的扰状突起
,

突起的脊 基 呈 斑 点

状
,

条纹状
,

单一或偶有叉分
。

扰突高0
.
5一 3 微米

,

粗细变异较大
。

国内产地
:
云南有

:

滇西北 I 号地 区
,

云 南

松
、

麻栋林下
,

向祟高9 0 9 1号 5
.

X
.
1 9 9 0

.

H K 人S :

2 2 9 1 1 , 滇东北 I 号地区
,

云南松
、

华山松
、

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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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剂蟹Zn 处理对平菇Z n 、

F e 、

C 。和M 。
含量的影响

(C K )

9

4 5

22 5

1 12 5

17 C

2 2 C

2 4C

3 2 B

4 IA

3 6 A 3
.

4A

5 6 A 3
.

0人 B

6 1 A 3
.

OA B

4 7A 2
.

SA B

4 8 A 2
.

4 B

3
.

e人

3
.

IA

3
。

OA

3
.

O A

2
。

I B

注 : 表中数据为 5 次重复平均位
,

共不 同字母者差异

显著 (P = o
。

0 5 )

响
,

同时也对其它微量元素的吸收产生了影

响
:

平菇含F e量有增加的趋势
,

但均未达到

显著水平
, C u 、

M n
含量略有下降

,

当施锌

辫理为u 2 5m g沙‘时
, _

平萝夕、
_

M n 含量都

显著低于对照
。

可见
,

提高施锌量
,

可促进

平菇对锌
、

铁的吸收
,

抑私铜
、 、

锰的摄取
。

小 结
1

.

过量施锌可抑制平菇的生长
,

降低平

菇产量
。

本试验培养基含Z n 量为g m g / k g时
,

平菇产量即开始减少
。

平菇对锌有极强的忍

耐性
,

当培养基含Z n量达 1 12 5 m g / k g时
,

平

菇仍然能够生长
。

2
.

高剂量施锌
,

一方面推迟采菇时间
,

另一方面使采菇次数减少
。

3
.

平菇对锌的富集能力是有限的
。

当培

养基含锌量提高到 225 m g / k g时
,

平菇 含 Z n

量才比对照增加 zsm g / k g
,

到 z 1 2 5 m g / k g时
,

仅增加2 4 m g / k g
。

4
.

过量提高培养基锌含量
,

使平菇对C叭
二 M n

的嗯缝烈熟西梦乒的必收略有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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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晾 脂 步吝养 基
林荔琼 陈金麟

(福建省莆田市农科所 )

琼脂是制备母种培养基试管斜面的必要

京料
。

但它价贵
,

且小城镇不 易 见 到
。

为

此
,

想用资源丰富
、

价廉易得的原料来代替

琼脂制备母种培养墓斜面
。

(一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揉用大米粉
、

面粉和木薯粉三种为原料
,

以马铃薯葡萄糖

琼脂培养墓为对照
,

共设四个处理
。

马铃薯

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 PD A ) 的制作方法同一

般
,

三种无琼脂培养基的制作方法如下
:

分

别称大米粉
、

面粉和木薯粉35 0克
、

40 0克和

60 。克
,

各加入8 00 毫升冷水搅匀
,

分别加入

溶有20 克葡萄搪
、

3 克磷酸二氢钾
、

1 克硫

酸镁和10 毫克维生素B
:
的20 0毫升液搅 匀

,

即为三种各1 0 0 0毫升的培养基 液
。

分 装 试

管
,

灭菌1
.

5公斤 / 厘米
“

15 分即成
。

四种培

养基各接蘑菇
、

香菇
、

猴头
、

灵芝
、

竹荪和

毛木耳 4 支试管作为四次重复
,

观察比较菌

丝生长情况
。

(二 ) 结果与分析
: 以马铃薯葡萄糖琼

脂培养基为对照
,

比较三种无琼脂培养基斜

面上的蘑菇
、

香菇
、

猴头
、

灵芝
、

竹荪和毛

木耳菌丝的生长速度
,

并计算 t 值
。

(三 ) 讨论与小结
: 1

.

从菌丝生长速度

看
,

无琼脂培养基与对照PD A培养基比较
,

除蘑菇和香菇在两种培养基上生长速度无显

著差异外
,

其余四种食用菌均表现差异显著

或极显著
。

其中竹荪在大米粉
、

面粉和木薯

粉培养基上菌丝的生长速度分别 是 PD A 琼

脂培养基上的3
.

5
、

7
.

2和8
。

5倍
,

灵芝分别是
2

.

2
、

1
.

7和2
.

1倍
,

猴头分别 是 2
.

0
、

2
.

0和

1
.

1倍
,

毛木耳在木薯粉培养基上菌丝生 长

速度是PD A琼脂培养基上的1
.

2倍
,

统计差

异极显著
。

2
.

从菌丝的浓密度看
,

除气生型

蘑菇闽一号菌株在PD A琼脂培养基 上 菌 丝

生长浓密
,

与无琼脂培养基近似外
,

其余香菇

等五种食用菌在PD A 琼脂培养基上 均 表 现

菌丝生长一般
,

而在无琼脂培养基上生长较

浓
,

其中香菇
、

灵芝
、

猴头和毛木耳在大米

粉培养基上菌丝生长均较浓
,

而竹荪则在木

薯粉和面粉培养基上生长浓密和较浓
。

3
.

从

经济等方面核算
,

PD A琼脂培养基
、

大米粉

培养基
、

面粉培养基和木薯粉培养 基 各10 0

毫升分别值3
.

2 0元
、

0
.

7 6元
、

0
.

6 5元和1
.

0 4

元
,

其比值为 1 : 。
.

24 : 0
.

21 : 0
.

33
,

相差

3 一 4 倍
。

更重要的是琼脂在小城镇不易买

到
,

而大米和面粉则是居家常有
,

随手可得

的口粮
。

4
.

无琼脂培养基是不溶 解 的 粉 状

物代替琼脂的支固作用
,

因此
,

培养基的透

明度总不及琼脂培养基
。

但无琼脂培养基养

份丰富
,

菌丝浓密
,

生长速度 快
,

材 料 易

得
,

价格便宜
。

因此
,

在生产上用来培育和

扩大菌种是一种很理想的培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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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根际土中
,

蒲春翔 i ,

X
. 1 9 9 o .

H K A S : 22 9 1 3 ,

滇西北 l 地区
,

矮高山栋下
, 2 4 50米

,

蒲春翔 2 .

2 0卫 ; 1 9 9 o
.

H K A S : 2 2 9 1 4 , 滇东南松栋林下
。

无

号
,

X 1 9 8 s .

H K A S : 2 0 5 2 0 。

本菌体大者
,

可重达14 0克
,

如注意半人 工 驯

化栽培
,

菌体可能增大
,

鲜时 口尝菌肉有山芋的清

甜味
。

图 1 印度块菌T动er 栩d ie “协 Co o k e 七艺M a ssee
.

1. 子囊果 ; 2
.

子囊抱子 ; 3
.

造抱组织中的子囊和

子囊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