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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模式标本的研究 

臧 穆 金城典子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昆明 650204) 

(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敖养部， ，，{市 272， 日本国) 
s 7。 

厶摘要对冬虫夏草c。，dyceps sinensis(Berk．)sacc的模式标本进行了形志学和有关文献的研究， 
并与近邻的同种标本进行了比较；该摸式现存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系 1879年由 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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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TUDY 0N THE C0RDYCEPS SINENSIS 

ZANG M u ，Noriko KINJO 

(‘Crytnagamie Herbarium．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 Academy oJ’Sciences．Kunming 650204) 

(*-Department of GeneralEducation，TokyoMedicalandDentalUniversity Chiba．272．Japan) 

Abstract While study on the type specimens of Cor ceps sinensis(Berk)Sacc．，the Caterpillar 

fungus．it kept in the Herbarium ofthe Royal Botanic Garden．Kew(K)．M J Berkeley【1843)who 

was formally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the fungus as Sphaeria sinensis Berk．，thereafter，the species 

was transferred by P A Saccardo tO the genus Cordyceps(Fr．)Link，as Cotayceps sinens~(Berk．j 

Sacc(I 878)still now The holotype material with a few wormholes left in ascocarps that damaged 

bs'worms，the specimens ascomata superficial，毋abrous or punctate with the ostioles of the 

perithecia．Perithecia globoid or vase shaped 150～380(550)×1 1ON 240 m．The cortex usually 

with consisting of one layer of closely interwoven hyphae．pseudopareneh3 matous 80～ 170 m 

thick Asci cylindric．narrowing below，160～240【400)×5．2～6．5(12)Pm with a hemispherical 

thickening of the wall at the ape x the asci of type spe cimens are not fully mature and hence ale 

thinner，the aseospores hyaline，hnear．filamentous 120～ 190×0 6～ 1 3 m (Bai Shu La Ling， 

HKAS 29365)．We wish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Dr D．N．Pe er and Dr Y J Yao(Mycology 

Section．The Herbarium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Richmond)for making the type material 

from Kew (K1 available on Ioan 

Kew words Cordyceps smemis(Berk)Sacc 

冬虫夏草 ，或 夏草冬虫 ，或虫 草是 中国传统 中药 ， 

1805)在 本草纲目拾遗 (1756)一书中+云}“夏为草， 

参同 ”又“夏草冬虫生雪山中，夏则叶歧 出类韭，根如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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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详细的记 载，见 于清朝 ，赵学敏 (1719一 

冬为虫，长三寸许～ ．羌俗采为上药，功与人 

凌冬叶干，则根蠕动化为 虫，人药极热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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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夏草理应包括 雪线以 上的 高山虫草群．如阔孢虫草 Cordyveps crassispora Zang Yang et Li，粗糙虫草 

Corttpceps aspera Pat等。 中国对虫草入药，历史悠久，清雍正，乾隆均录入药 典。 当时西南产的虫草， 

以炉草最多，炉是打箭炉 (夸之康定 )为集散中心、西藏东部， 川西的虫草均集于此；次之为灌草，以灌 

县，栓潘为 集散地；第三为滇草，以德饮， 丽江为集散地。虫草在清朝末年始传到国外， I 723年，法国 

传教士滦入康定一带，将虫草标本带至巴黎。1 736年 Du Halde在英国 次介绍了中国产的夏草冬虫 ． 

(Hia Tsao Tong Tchong)，在清朝宫廷皇室作为御食和入药作补品的事。继至 1842年 Westwood在英国 

举行的昆虫学讨论会上报告 丁由 Reeves在广州购得的虫草标本，包括虫体和子座，当肘是捆扎成束，每 

束约 12枚，赠给了林奈学会 (Linnean Society)，第二年 (1843)经真菌学家 M J Berkeley研究，订名 ’ 

为 Sphaeria sinens~Berk．，至 1 878年，P．A Saccardo把它归至 Cor咖ceps sinensis(Berk)Sacc．此名沿 

用至夸。此模式标本、夸妥存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 (K)。另外，苗类学家 C G Lloyd(1919) 

在研究该菌的源渊时，通过在华的 N Gist Gee广泛搜集了大量汉文文献，才知中国有关虫草的认识，远 

在 两千 年 以前 。在 此 前 后 ， 国外 学 者 在华 搜 集 了不 同地 区 的标 本 ， 如 H．Chaudhufi(1931)和 J． 

Ramsbotton(1931)在 西 藏 的 Yatung(亚 东 ?)． 其 中 由 Chaudhuri所 采 的标 本 即 Herbarium N 

Patouillard，no 61所鉴定的 Cotdyceps sinensis(Berk)Sacc． 现存纽约植物固标本馆。1893年由法国传教 

士 R P Farges在川西所采的虫草，经 Patouillard研究鉴定为 Cotdyceps aspera Pat． FH．6633 1采自康定 

的 FH 2178号，为 Cordyceps sinens~(Berk)Sacc现均存哈佛大学法罗标本馆 (减穆， 1993)。有关 冬 

虫夏草 的寄主 ，现知均被 鉴定是蝙蝠蛾 属 Hepialus的幼虫 ，如 产 自四川的冬 虫夏草寄主 多为 HeNalus 

dayidiPouIlade，和 Hepialus altissimaDanie1．青海 的寄主多为 HepiatusluteusGrollrfl—Grshima[1o，西藏 

的寄主多为 Hepliatus nebulosus Alpheraky，日 varians Staudinger．四川康定一带的标本经朱弘复(1965)复 

查，其昆虫寄主确认为 HepiatusarmorianusOberthuer。Armorica是法国 Rennes的 一十半 岛，而此产 自 

西藏和西康的蝙蝠蛾标本被法国昆虫学家 Oberthuser鉴定时，他误认为是来 自法国 Armofica的标本，这 

只有将错就错 了。至 于德饮所产的阔孢虫草 Cordyceps crassisporaZang，Yang etu 的寄主是白马蝙蝠 蛾 

lIepialus baimaensis Liang (Zang等， 】990)。 

有关冬虫夏草的模式标本，其形态特征的观察 ．简述如下 

冬虫夏草或夏草冬虫 (圈 I) 

Conlyceps sinensis(Berk．)Sacc in Mich 1：320 1878；in Sylloge Fungorum 2：577 l883；—— 砷 r 

sinensis Berk．．Lond Journ．Bot 2：207．1 843(Fig 1) 

子座单出，长 1 7--2．2 ，粗2 4--4 mm；近圆柱形，顶端具不孕性渐尖或钝尖，表面近光滑，成 · 

熟后的瓶 口处有微突起，基部的柄部，表面光滑，长 2--2．6 cn1．粗 2～3 rflm~干后 有纵皱纹，柄基与虫 

口处相衔接，不具毛绒。子囊壳近表面生，椭 圆形至烧瓶形， 150--380(550) ×110--240／tm 上部齐竞 

表或撇突起．下部陷于子 座内。子囊细长，160--240(400) ×5 2--6 5(12) m，顶端圆形或圆柱形 ， ’ 

微凸起，壁厚 1 5～2 m。子囊孢子 (2)4-8枚，细长，蠕虫状，12O～ I90x0 6～1 3帅 。有记录粗为 

6．5 m者 (粱宗琦等， 】995) 此标本未见 孢子顶端卷曲，有不规则的横隔，有时不 明显，分隔处例面 

往往有芽状突起。 

本模式标本系 1879年 Berkley所亲 自鉴定的标本，所附纸片上有原铅笔字 sph sinensis Berk．地名只 

洼有c(fp国”字样，无具体地点。估计是康定的标本，当时在运输困难的条件下．川、藏标本很可能 由宜宾 

顺江而下刊上海，再到广州出口。在日本据小林义雄 (Y．KobayasJ，1941)的报道，中国虫草出口到 日 

本，已是 40年代的事。由千虫革 作为滋补药 ，对人体的健康有良好作用， 已 f起广泛注意 (Pegler等，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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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冬虫夏草 1 冬虫夏草和其寄主蝙蝠蛾幼虫 (据模式 K H0221)；2孕性子座和币孕性柄部}3子座的部分 

切面 (据模式 K H022I)；4子囊和子囊孢子 (据伯舒拉岭标本，HKAS 29305) 

Fig 1 Cot ceps sinenMs{Berk J Sacc I Cordyceps Mnensfs and its host He~alus armorlanus(Type K H0221)；2 

Fertile part of the stromata and sterile stipe；3 Part of a section through the stromata(Type．K H022I)：4 Asci and 

ascospores(Bai Shu La Ling，HKAS 2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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