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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灰包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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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 T ei z o O g a w a 先生在尼泊尔境

喜马拉雅雪线带
,

采到一种灰包菇
,

当地的

夏尔 巴人称该菌为喜马拉稚雪人的食物
。

所

谓喜 马拉雅雪人
,

迄今并无确且的结论
,

多

是靠雪地的巨形足迹或一些残留的毛娶而报

道
。

这些神化了的和有浓厚宗教 传 说 的 雪

怪
,

总被当地人所津津乐道
。

我 国 藏 民 称
“
迷特

” (M i一 te ) ; 夏尔巴族人称
“

爷蹄
”

(Y ef i)
。

经考证
,

雪上的痕迹可能是雪团

或石块 下落滚动所造成的
,

也可能是熊或雪

豹等的足迹
.

由于后掌踏在前掌的掌印上
.

因此所形成的痕迹颇似相反的行走方向
.

状

似巨人足迹
。

至于所护有关雪人的毛熨实则

为哺乳动物的毛熨
。

但这种高山产的喜马拉雅灰 包 菇 S 。 : 。

ti“z, 2 hi阴 a la ￡c u 川 Z a n g e t D o i
,

A e ta B o t
.

Y u n n a n ie a 17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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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较有特色的菌
,

其个体近长圆形
,

直

径 2 一 4 c m
,

有盖
,

有柄
,

白色或 褐 黄 乳

白色
,

表面微粘
,

光滑
。

后期
,

中生的柄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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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喜马拉雅灰菇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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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担子果 ; 2
。

担子 果纵 切 面 ; 3
.

担子 抱 子

Z a n g e t D o i

4
。

担子和 担 抱子

2
。

2 各处理对出菇和产量的影响
。

经不同处理提高了旧菇基 内部含水量
,

表 2 不 同 处 理 产 量 对 比

项 目 平米 产量
出菇 日期 收 获茬次

处理 一
、 ( 公斤 )

旧 基 覆 沙 9 月 1 3 日 3
。

8 2

旧 基 覆 土 9 月 12 日 4
.

? 2

旧基覆土盖膜 9 月 6 日 7
。

6 2

旧基 授沙 盖膜 g 月 6 日 6
.

9 2

旧基 不盖物 CK g 月2 8 日 1
.

3 1

加大了外部湿度
,

同时水中的酱肥也增进了

菌丝生长所必要的营养
,

使各处理 出菇和产

量有了不同的提高 (详见表 2 )
。

3 小结

在生产中往往对采过三茬后的旧菇基忽

视利用或利用不 当
,

如在旧基袋外大量喷水
,

使水份大量流失
,

产量不高
,

经过以上不同

处理
,

使旧菇基再长出新菇
,

增加了效益
,

使其投资少见效快
,

简便易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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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 《西藏大型经济真菌》 有感

卯晓岚

(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8 0)

多功能食品
” 的情况下

,

许许多多的

食用菌便具备了这些条件
。

事已证明

很多化学合成药物对人有副作用等不

良影响
,

医药学家们把寻找理想药物

的希望寄托于包括大量药用真菌在内

每当做完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

总免不 了

回顾一番或有所感想
。

我国种类繁多的大型

真菌等待广泛考察研究
。

许多具有重要经济

价值的种类需要积极保护
,

同时还要合理有

效的开发利用
。

基于这种想法
,

便在数年前

就有撰写经济真菌图书的意念
。

事情往往是不谋而合
。

三年前西藏自治

区的有关负责人及蒋长坪同志
,

提出合作编

写一本反映西藏地区的大型经济真菌的参考

书
,

我欣然答应了
。

于是便根据我们多年来

在西藏境内的考察研究
、

分类鉴定的标本以

及有关文献资料
,

利用了近三年的功夫完成

了 《西藏大型经济真菌》 专著
。

现在 回顾起

米觉得很有意义
。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

西藏是它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特别是藏东南山地
,

地形

地貌复杂
,

高差变化悬殊
,

形成立体气候及

多种类型的植被
,

为世界所罕见
。

这里被视

为生物的
“

自然博物馆
” ,

真菌的
“

种质库
” ,

具有经济价值的真菌相当丰富
。

所以在这本

图书里记述了 5 88 种
, 1 75 属

,

45 科
。

其中食

用菌 4 15 种
,

能够人工栽培或应用菌丝体发酵

培养的55 种
。

药用菌 2 38 种
,

用于抗癌或试验

抑癌抗癌的 1 68 种
。

毒菌 (毒蘑菇) 1 35 种
。

树木的外生菌根菌 188 种
。

木材腐朽菌 1 23 种
。

上述种类除部分是西藏特有外
,

绝大多数在

我国其他地区亦有所分布
。

另外
,

还有一些

属于我国新发现并有经济用途的种类
。

在此联想到
,

我国食
、

药用菌的考察研

究
、

生产应用已迅速发展
,

但进一步考察发

现
、

驯化选育更多更好的优质高产菌种的工

作
,

时分重要
。

尤其当前重视
“

天然
、

营养
、

的中药之中
。

长期以来许多毒菌使人误食中

毒
,

甚至丧生
。

现在却发现像毒伞肤
、

毒肤

毒素有其特殊的用途
。

经过人们长时间砍伐等
,

森林生态系统

面临失调或破坏
,

现在大自然教育人们认识

到保护森林
,

植树造林 的重要性
。

于是利用

菌根菌植树育苗
,

发展林业
。

不少木生大型

真菌导致树木及木产生 白色或褐色腐朽
,

需

要研究防治
。

然而其中不少却含纤维素酶
,

利用来分解纤维素
,

提供轻工食 品加工原料

等
。

以上各类作为广意上的大型经济真菌
,

在这本图书中都有所记载
。

这本版面字数达1 00 来万字的大型图书
,

在编写过程 中
,

我和蒋长坪等同志费了不少

心血
,

可是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
、

关心也难

以出版
。

令人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青藏高原研究会主席刘东生研究员专门写了

序言
。

我国著名真菌学家王云章研究员审阅

了全部书稿
。

著名食用菌学家杨新美教授还

对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现在有不少同行关心本书的出版情况
。

估计将于 1 9 9 3年底前后 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
,

并由长期任责任编辑的李玉瑛先生
负责编辑工作

。

在此还需补充一点的是
, 《西

藏大型经济真菌》 同我国目前已 出版的同类

书相比较
,

所记述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种数最

多之外
,

其抱子
、

担子或囊状体等显微图与

宏观形态图配置一在 同一图面
,

并与形态等

文字记述相对照
,

以便于参考使用
,

起到
“
看

图识字
”

之功效
。

本图书印数仅有一 千册 (每

册 42 元)
,

不过能够出版与读者见面就不错

了
,

若能起到参考之作用
,

就感到欣慰了
。

延伸
,

如蘑菇状
,

其子实体为不规则的放射
的菌髓和孔腔交织而成

,

菌髓近似褶片状
,

向周围呈不规则放射和分叉
。

因此该菌兼具

伞菌类和腹菌类的特征
。

担抱子极大
, 1 4

.

3

一 19
.

5 x 6 一 7
.

5件m
,

椭圆形
.

或 近 纺 锤

形
。

菌体新鲜时有牛肝菌 B o lo tu s e d u lf:

B ul l
.

: F r
。

型 的香味
。

当地的夏尔 巴人采 到

后多陈列成敬神的供品
,

由于分 布 在 海 拔

4 5 0 0米一带或更高
,

蕴藏量不大
,

虽然可食

但为数不多
。

此菌见于喜马拉雅 山 的 高 山

带
,

我国西藏从聂拉木和其有关 高 原 雪 线

带
, 』

估计应有分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