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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研究高等菌物群的物种多样性的长河中
,

我国对大型菌物似较重视
,

论著较多
,

但

对微型种类的观察和研究相对逊色
。

而这些微型菌物
,

往往其结构特殊
,

被人忽略
,

一旦采得
,

究其根源
,

其对菌物 的系统演化
,

物种 多样性 的方位认 识和关键联接
,

其地位不 可轻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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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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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菌丝有横隔膜
,

具乌氏体(w or on in bod y )
,

该体被认为是子囊菌的特征之一
,

其吸器 (hau s -

to ri u m )具有反方向从寄主中吸取营养的现象
。

这是 1 种兼具担子菌和子囊菌特征的渺小个

体
,

似乎却联结着 两个大门的千万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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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和斯里兰卡有记录
。

这种菌体和寄主的体积加起来

不足 乌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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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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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菌是研究生物多样性 的一个引人人胜 的另一个类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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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锈伞科 C re p id o -

ta ce a e 的微型者
,

这反映 r 云南雨季
.

林 中潮湿与微型 菌物的依存关系
。

地下菌的认识近年来在我国有所深人
。

从食用菌的开发讲
,

我 国的块菌研究似乎落后于

民间商业的出 口
。

现 知我 国的块 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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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菌根植物种类很广
.

分布范围南北兼有
。

地红菇属

M口c 。二Q爪 te : 与红菇属 R o su 阮 的习 ,
’

挂的趋异和抱子形态的趋同
,

是联结地上和地下的生态多

样性的又 一实例
。

我国报道的滇地红菇 M d c 。二a ni tes , 。 n o a 、ns i: zan g 是松林下的 1 个外生

菌根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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