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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研究了我国西南地区(滇、黔、川、藏)／b奥德蘑属 Oudeman~i~lla的标本后，作者 

认为 Pegler et Young(1 986)所提出的本属的分类系统较为合理。本文报道该属 l0种 4变 

种，其中 3新种、1新变种和 1新组台。新分类群是云南小奥德蘑 OudemanHella yunnanensis 

z．L．Yang ct Zang、粘小奥德蘑假根变种 Oudemansielle mu~ida(Sch r~d．：Fr．)v．Hoebn． 

v&i-． pseudorh~za z． L-Yang e【 Zang
、膜放小奥德蘑 OudemansicHa velata z．L．Yang t 

Zang、杏仁形小奥德蘑 OudemanHella amygdaliformis z．L．Yang e【Zang；新组合是长根 

小奥德蘑双孢变种 Oudemamiella radlcata (Relh．：F r．) Singe rⅢ ．bispora(Redhead． 

Ginn s e【Shoemake r)z·L_Yang et Zang。新分类群有拉丁文及汉文描述，井有附图。全部 

标本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 (HKAS)。 

我国西南小奥德蘑属的种类相当丰富，约 占世界已知种的 1／3，除产于南美的刺孢组 Sect． 

Dactylosporina外 ，其余各组在本区均有代表。区系组成主要以北温带成分为主 ，也有个别泛 

热带成分，而云南小奥德蘑、膜被小奥德蘑等可能是在喜马拉雅隆起 、横断山脉形成和云贵 高 

原抬升过程中逐步值化出来的特殊而年青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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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奥德蘑属 Oudemansiella Speg．是白蘑科 Trlcholomataceae 中的一个主要属， 

其中不少种为美味食菌，井含有抗生素，对治疗高血压及抑制癌症具有乐观的前景 (Anke 

et al，1 979；Anke et al，1 983；应建浙等，198 2；应建浙等，1 98 7)。开展我国小舆德蘑 

属的分类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意义，也是开发、利用此类资源的基础。为此，我们对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 (HKAS)所藏标本进行了研究。 今报道如 

下。 

(一)置的简史 

小奥德蘑属 Oudemansiella是 Spegazzini(1 881)以 Agaricus platensls Speg． 

(1 880)为基础建立的，当时仅此一种，其子实体 的菌幕不明显。之后 ，Patouillard(1 88 7) 

据 Agaricus mucidus Schrad．：Fr 有菌幕、孢子大型等特征将其从金钱菌属 Collybia 

(Fr．)Kummer或密环菌属 Armillaria(Fr．) Kummer 中分出 ， eU立了新属 Muci— 

dula，当时为一单型属。 

本世纪初 v Hoehnel(1910)对小奥德蘑属作了修订 ，将菌盖胶粘、有菌幕、具大型 

孢子及囊状体的种类纳入其中。Boursier(1924)指出，Coltybia longipes (Bul1)Ku． 

1991-07-23收 稿。 

中国科学院生物分粪区系特别支持费资助项目。 

奥地 科匠斯布鲁克大学 (Universitat hn曲m k)M．Moset-博士及瑞士洛桑大学 

sana*)H．Cldmcnqon博士惠 赠木属有关资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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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及 c．r口dicata(Relh：Fr．)Kummer与 Mucidula mucida (Schrad：Fr) 

Pat．相近，它们皆有大型的孢子、担子及囊状体和拟子实层型的菌盖皮层 (hymeniode- 

rm)，主张将前二者转隶于 Mucidula中。 Maire(1 933)则认为 c．1ongipes的菌盖 

被毛、不粘，应独立出来，据 此成立了新属 Xerula。 

Moser(195~)在研究了有关属种的基础上，首次将 Mucidula及 Xerula归并于 

小奥德蘑属中，使得属的概念趋于台理和自然。Singer(1 962；1 986)采纳了其观点，并将 

Xerula作为小奥德蘑属的一个亚属来处理 ，这有其合理的一面。 cl men 0n(1 97 9)用 

数值分类方法对本属进行了属内等级的划分 ，但因有些资料来源于不准确的文献记载，所 

得结果未能较好地反映属下各等级间的内在联系。 

DSrfelt(1 979)重新将 Xerula恢复为属，并对此属的概念作了修订。 他将菌盖胶 

粘、无毛的种类如 Xerula (0ⅣdⅢ 口 ) radlcata放于此类群 (group) 中是恰当 

的。稍后 ，他又讨论了它与 Oudemansiella的差异 (D~rfelt，1 98lb)，二者的主要区别 

在于 Xerula的子实体有假根、裸果型发育 ，菌盖表皮拟子实层型；而 Oudemansiella子 

买体无假根、被果型发育，菌盖表皮幼时为毛皮 (trlchoderm)老时为近平伏的菌丝组成。 

在此基础上，Boekhout＆Bas(1 986)进一步指出 Oudemansiella的菌柄菌髓 (stipiti- 

trama)为单型菌丝 ，而 Xerula的为双型菌丝 ，也主张两者分开为独 立的属。 Redhead 

et al(1 987)亦同意这样的处理。Singer(1 962；1 98 6)在小奥德蘑属下分 2个亚属，其 

中干蘑亚属 Subgen．Xerula只包括菌盖菌柄被毛、孢子光滑的种类 ，其余种全部隶于小 

奥德蘑亚属 Subgen．Oudemansiella中，前者的范围太小，而后者实为一个大杂烩。 

Pegler＆Young(198 6)认为 Xerula与 Oudemansiella 的区别是亚属级的，它 

们都有大型的孢子、显著的囊状体 和相似的菌盖皮层结构及地理分布，是同一起源的，并 

从孢子壁的结构进一步证实二者应为同一属。他们将该属分为 2亚属 5组。 

我们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我国西南小奥德蘑属的现有材辩 

作了研究，发现 Oudemansiella及 Xerula这两类菌幕、菌环的有无、孢子壁的厚薄是 

相对稳定的。但子实体有无假根、菌柄菌髓菌丝系统特征常固种而异 ，作为分属的依据似 

有不妥。如在 Oudemansiella类群中我们发现有的种有假根 ；在 Xerula类群中也发现 

无假根的。Boekhout＆Bas(1 98 6)报道 0．mucida的萤柄菌髓为单型菌丝，Redhead 

et al(1 98 7)则宣称 0．mucida及 0．canarii 的菌柄菌髓介于单型菌丝与肉质双型 

菌丝之间。产于滇西的粘小奥德蘑假根变种其菌柄菌髓也有双型菌丝的分化。关于菌盖 

皮层结构 ，DSrfelt(1 97 9)认为 Oudemansiella的菌盖皮层幼时为毛皮，老时为平伏菌 

丝组成 ，我们观察到该类群的菌盖皮层为栅状皮层 (palisadoderm)至拟子实层状皮 层。 

Boekhout＆Bas(1 986)及 Rexer＆Kost(1 98 9)也有类似报道。 这类群的菌盖皮层 

细胞常破裂、消失，结果看到的由平伏菌丝组成的菌盖最外层实为下皮层 (subcutis)。此 

外 ，这两类的化学成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Anke et al，1 97 9；Anke et al，1 98 3)。因此， 

我们认为 Pegler＆ Young(1 986)将 Xerula台并到 Oudemansiella中是正确的，考 

虑到这两类群之间的差异而将它们并列为亚属是可取的。尽管该系统亚属下的等级划分 

仍有不自然的地方，但在 目前世界上本属研究得不够深入、广泛的情况下 ，不失为较好的 

系统。本 文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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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Agaricus platyphyllus Pers．：Fr．【一 Oudemansiella platyphylla (Pers．： 

Fr．)Moser】的系统位置 ，不同作者观点有异，但不宜放小奥德蘑属中 (Pegler＆Young。 

I 986；Singer，1 962；1 986)。 

(二)分类 

小奥德蘑属 

Oudemanslella Speg，Ann．Soc
． Cient．Argent． 12：24， i 881． 

Oudemam ia Speg．，loc．tit． 10：Z80， l 880 non M iquel， 1854． 

M ucidula Pat．，Hym Eur．：95， 1 8 87． 

XeruIa R．Maire，Treb．M us Cienc． Nat．Barce1． s6r．Bot． 15：66， 1 933． 

担子果较大，金钱菌状至白蘑状 ；菌盖皮层易与菌肉分离，胶粘至干燥；菌褶直生至弯 

生 ，厚而宽；菌柄中生，有或无假根 ；菌环、菌幕有或无；菌丝常有锁状联合；孢于印白色。菌 

盖皮层细胞棒状、泡囊状 ，栅状至拟于实层型排列；孢于中型至大型 ，无色 ，非淀粉质；担 

子、囊状体大型。被果型或裸果型。 

生倒木、腐木上或生地上而与地下腐木相连。分布世界各地。 

模式种：0．platensis(Speg．)Speg．[一 0．canarii(dungh．)v．H6hn．] 

迄今 ，本属全球共报道约 25种及 1 0余个变种 (Boekhout＆Bas，1 986；c1∈menfon， 

1 977；DSrfelt，1 979～ 1 986；Moser， 1 955； 1 978；Pegler ＆ Young，1 986； Redhead et 

al，1 987；Singer，1 962；1 986)。我国过去记载 4种 1变种 (毕志树等，1 990； 戴芳澜 ， 

1 979；邓叔群，1 963；应建浙等，1 982；应建浙等 ，1 9 87；臧穆，1 980)，曾隶于两个不同的属 

(邓叔群，1 963)，或三个不同的属中(戴芳澜， 979)。本文报道产于我国西南地区的 1 0种 

4变种，其中 3新种、1新变种和 1新组合，共隶于 2亚属 4组。 

分种及变种检索衰 

1．被果型；无假根或偶有假根；孢子大型，多为近球形，壁厚(小奥德蘑亚属 Subgen．Oudemansietta、小 

奥德蘑组 Seek．0Ⅱ“mD si {f口)⋯ ⋯⋯⋯⋯⋯⋯ ⋯⋯⋯⋯⋯⋯ ⋯⋯⋯⋯⋯⋯ ⋯⋯⋯⋯⋯⋯⋯．．2 

t．裸果型；有假根或偶无假根；孢子中型至大型，多为椭圆形，壁薄(干蘑亚属 Subgen Xerula)⋯ ⋯．6 

2．孢 子 l4．0— 26．0×12．O一 24．0／am ⋯ ⋯⋯ ⋯⋯⋯ ．⋯⋯ ⋯ ⋯⋯⋯ ⋯ ⋯一 ⋯ ⋯ ⋯ ⋯一 ⋯．⋯⋯ ⋯3 

2．孢子 24．0—38．0×23 0— 33 0 m一⋯⋯⋯ ⋯⋯⋯⋯⋯一 ⋯ ⋯ 云南小奥德蘑 O． u肌 曲enl“ 

3菌环常宿存，多见于北温带 ⋯⋯ ⋯⋯⋯·⋯ ⋯ ⋯⋯ ⋯ ⋯ ⋯⋯⋯ ⋯⋯--⋯⋯⋯ ⋯ ⋯ ⋯⋯⋯4 

3菌环常缺如 ，分布于热带⋯ ⋯⋯ ⋯ ⋯ ⋯ ⋯--⋯⋯⋯⋯ ⋯ ⋯⋯⋯ ··热带小奥德蘑 0．eanarii 

4．菌柄有假根 ⋯ ⋯ ⋯ ⋯⋯ ⋯ ⋯ ⋯一 ⋯ ⋯ ⋯⋯ ⋯⋯ 一⋯ ⋯⋯⋯⋯⋯⋯⋯一 ⋯⋯ ⋯⋯．5 

4．菌柄无假根 ⋯⋯⋯⋯ ⋯ ⋯ ⋯⋯· ⋯⋯⋯⋯⋯ 粘小奥德蘑原变种 0．mu~Ida var．muclda 

5 菌盖表面无膜被 ⋯⋯⋯⋯⋯⋯⋯ ⋯⋯·⋯⋯粘小奥德蘑假根变种 0．mu~ida 曩r．pseudo~iza 

5菌盖表面有大的片状膜被⋯⋯ ⋯⋯ ⋯ ⋯ ⋯⋯⋯ ：⋯⋯⋯⋯ ⋯⋯⋯⋯⋯膜被小奥德蘑 0．velaCa 

6．盖表粘或不 粘；盖表囊状体缺如或稀少(长根组 Sect．r c)⋯⋯⋯⋯⋯⋯ ⋯⋯⋯一⋯⋯⋯．．9 

6 盖表不粘；盖表囊状体密集⋯⋯⋯⋯ ⋯⋯⋯⋯⋯⋯⋯⋯ ⋯⋯⋯ ⋯⋯一 ⋯⋯．⋯⋯⋯⋯．．⋯⋯⋯ 7 

7盖表囊状体褐色，壁厚；孢子小、近球形至垣椭圆形 (干蘑组 Sect X 。 孢子 1． 3．B× 

I ·o一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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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盖表囊状体无色至近无色，壁薄至稍有加厚；孢子小至大型，近球形、椭圆形至杏仁形 (白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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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 6D f f。 1⋯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一8 

8．孢子杏仁形，14．0—22．0×10．0— 16．0／Lm⋯⋯⋯⋯⋯⋯⋯⋯杏 仁 小奥德蘑 O．amygdal／farmis 

8．孢子椭圆形 B．0— 13．0×5．0— 8．0 m ⋯⋯⋯ ⋯ ⋯ ⋯⋯一⋯⋯⋯⋯ 毛柄小奥德蘑 0-catt~sel 

9．孢子卵形至椭圆形 ⋯⋯⋯ ⋯⋯⋯⋯⋯⋯ ⋯ ⋯⋯⋯ ⋯⋯一⋯⋯⋯⋯⋯⋯⋯ ⋯ ⋯⋯⋯⋯。。⋯⋯ 1 0 

9．孢子近球形，12 5— 1 7．5×11．3— 16．3 m-_一 ⋯ ⋯ ⋯⋯⋯ ⋯ ⋯ ⋯⋯ 日本小奥德蘑 0·japonlea 

l0．孢子椭圆形，13．8—24．0 x1 0．0— 16 O／~m；菌柄有或无鳞片⋯⋯⋯⋯⋯⋯⋯ ⋯⋯⋯⋯⋯⋯⋯。11 

10．孢子卵于薛，11．0— 16．3×10．0— 14．O／tin；菌柄被褐色鳞片 ⋯ ⋯ -卵孢小奥德蘑 0-raphanipes 

1I．菌柄光滑、白色⋯一⋯⋯⋯ ⋯ ⋯⋯ ⋯⋯⋯⋯ ⋯ ⋯⋯ ⋯⋯⋯⋯⋯⋯⋯ ⋯⋯⋯ ⋯⋯⋯⋯⋯⋯ ⋯-l2 

11．菌}再被褐色嶙片⋯⋯⋯⋯⋯⋯⋯ ⋯ ⋯⋯⋯长根小奥德蘑螭柄变种 0-radicata v̂r-[urfuracea 

l2．担子 4孢 ⋯⋯⋯⋯⋯⋯⋯⋯⋯⋯⋯⋯⋯⋯⋯⋯⋯⋯⋯⋯⋯⋯⋯⋯⋯⋯⋯⋯⋯⋯⋯⋯⋯⋯⋯⋯ 13 

12．担子 2孢 ，孢子较大，1 7．5—2 ．0x13．0— 16．0 ⅢI_⋯⋯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根小奥德蘑，皿孢变种 0·radicata v"·bispora 

I 3．菌盖褐色⋯ ⋯ ⋯ ⋯ ⋯⋯⋯ ⋯⋯⋯⋯⋯⋯ ⋯长根小奥镛蘑原变种 0-radi~ata v̂f·radieata 

13．菌盖白色⋯⋯⋯⋯⋯⋯⋯⋯⋯⋯⋯⋯⋯⋯⋯⋯⋯ 长根小奥德蘑 白色变种 0·r~ ieata v̂r· 

1．云南小奥德蘑 

Oudemanslella yunnanensls Z．L_ 

新种 图 l-5—9 

Yang et Zang．sp-nOV．Fig． 1-5— 9 

Species HOVa 0．mucidae affinis，sed sporis et basidils majoribus；lamellis di— 

stantibus，crassis differt． 

Pileus 3— 6 cm latus，convexus， albidus，vlscldus． Caro albida．Lamellae adaa— 

tae vel adaexae，Gum lamellulis distaates，crassae，ad 0．4— 0．8 cm latae．Stipes 2--  

5× 0 3一 O．6cm， subcy1indricus，albidus．Annulus fugax． Epicutis pilei eX hyphis 

veSlculosis vel clavatis．Sporae 24．0— 38 0 × 23．O一 33．0／xm， SUbglobosae， hyalinae． 

Basidia 4-sporigera。 100— 150× 2 6— 34／xm．Pleurocystldia subfusoidea． Cheilocysti． 

da fusoidea vel clavata．Hyphae fibulatae． 

YunHan：Zhongdian(中甸)，Jisha(吉沙)，alt．3400m，25，VI【，1 986．M．Zang 

(臧穆)1 0437(1 7453 ，typusI)；Zhongdian(中甸)，Hongshan(红山)，alt．3000m
．  

28，VII，1 986，M．Zang(臧穆)10537a(1 7556a)；Deqea(德钦)，Baima Xueshan(白 

马雪山)，alt．3750m，12，VII，1 981，L．S．Wang(王立松)87(8457)．Ad ligna emo· 

rtua． 

菌盖宽 3—6cm，扁半球形至扁平 ，白色 ，胶粘；边缴平滑或有辐射状短条纹；菌肉白 

色；菌摺直生至弯生 ，厚，稀疏，宽 4—8mm，有小菌褶 ；菌柄长 2—5cm，粗 3—6mm，近 圆 

柱形，白色；菌环易消失。菌盖皮层细胞 25—45× 1 4--40t~m，泡囊状至棒状，拟子实层 

型排列；孢子 24．0—38．0× 23．0—33 0 m，近球形，无色 ，壁厚；担子 1O0—150×26—34 

m，棒状 ，4孢；侧生囊状体 l20—2O0×28—45 m，近梭形 ，顶端圆钝；褶缘囊状体 

50—140× 10—30／zm，梭形至棒状。菌丝有锁状联合。 

本 种与粘小奥德蘑相似，但孢子、担子明显大于后者，且菌褶厚而稀。 

’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罩馆 HKAS的标本编号 (number of the specimen in H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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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杏仁形小奥德蘑： I．侧生囊状体 ； 2-孢子 ； 3-担子； 4-菌盖皮层；云南小奥德蘑： 

5．担子果 ； 6．侧生囊抗体； 7．孢子； 8·担子； 9-褶缘囊校体 

Fig．1 OudemanHella amygdMi[ormit Z·Ll Yaug et Zang： 1-Pleu*ocystidia／ 2-Spor e~； 

3．Basidium； 4．Pileipelli sl Oudemamtiella yunnanen sis Z．L．Ya“g et Zang： 5．Ba sidioc— 

arps~ 6．P】州 0cY5ti di 7．Spore s； B Basidia； 9-Cheilo cy stidii~ 

2．热带小奥镏蘑 

0udemansiella eanarli(．Jungh．)v．Hoehn．，Akad Wi ss Wien Math．一na 

turw．K1． 118： 2 76，1 9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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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rlcus canarii Jungh．，Batav．Geroot．Kunst．W etens．Verh． 17：82，1 83 8． 

云南：勐腊：杨祝良 703(221 33)、杨祝良 1 308(22741)、杨祝良 398(21 760)；景洪： 

祝 良958(221 34)。 

西藏：墨脱：苏永革?(16407) 苏永革 1181(1 6067)o 

分布于世界热带地区。 

3．粘小奥德蘑 

Oudemansiella mucida(Schrad．：Fr．)v．Hoehn．，Akad．Wiss．Wien Math．一 

naturw．KI．119：8 85。 1 91 0． 

Agaricus mucidus Schrad ：Fr．，Syst．Myco1． 1：28， 1 821． 

3a．粘小奥德蘑原变种 

0udem ansiella m ueida (Schrad．：Fr． v．Hoehn．v8t1．．mucida 

云南：德钦：黎兴江 11 04(8055)；中甸：臧穆 10537(17556)、臧穆 10458(1 478 5)； 

宾川：肖国平 1 72(1 7158)、肖国平 696(15432)；丽江：R．H Petersen 5 6838(201 2 7)； 

福贡：郗建勋 499(1 2215)；景东：沈卢 8401 34(14604)。 

四川：西昌：李文虎 97(1 8887)；南坪：郗 建 勋 9ll(1 9769)；米 易：陈 可 可 21 3 

(1 3843)；多城：黎兴江 1079(8268)、黎兴江 1 238(8 329)、黎兴江 1 268(8359)。 

西藏：亚东：臧穆 63(5063)、牺穆 1 22(51 22)；墨脱：苏永革 1211(16024)。 

分布于北温带。 

3b．粘小奥德蘑假根变种 新变种 图 2—4—6 

Oudemanslella muelda (Schrad．：Fr．)v．Hoehn．var．pseudorhiza g．L． 

Yang et Zang，var． I1OV．Fig．2—4— 6 

Varietas haec a var．mucida differt pseudoradicat。 praedita． 

Yunnan：Zhongdian(中旬)，Hongshan(红山)，alt．3000m，2 8，Vll，1 986，M Zang 

(臧穆)1 0538(17557，typus!)．Ad ter ram． 

本变种与原变种的区别在于菌柄有假根。 

4．膜被小奥德蘑 新种 图 2—7—11 

Oudemansiella velata Z．L．Yang et Zang
， sp．IIOV．Fig．2-7— 1 1 

Species nova O．m ucldae affinls，sed sporis amygdaliformibu s et velis membra 

naceis praeditis differt． 

Pileus 7 cm latus．convexus，albidus，siccus(?)．yells meml~l ranaceis magnis． 

Caro tenuis．Lamellae adnexae vel adnatae，ad 1 0 cm 1atae Stipes 1 1 0 × 0
．  

—  

0 8cm，albidus Annulus fugax． Pseudoradicata praedita Epicutis pilei ex hyphis 

clavatis ad vesiculosos，erectis composita．Sporae 1 8．0～ 24．0 × 15
．0— 2l 0 m ， am y． 

gdaliforme s，hyalinae．Basidia 4-sporigera， 60— 70 × 1 2m  1 8 m P1eurocy stidia cvli
．  

ndrjco．ventricosa． 

Xizang(Tibet)：Motuo(墨脱)，Xingkai(兴凯)，alt 2650m，26，1X，1 982，Y．G
． 

Su(苏永革)1 396(16486，typusi)．Ad ter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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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根小奥德蘑双孢变种：I．孢子； 2·侧生囊状体 ； 3-担子；粘小奥德蘑候报变种：4·担 

子果； 5．孢子； 6．侧生囊状体；膜被小奥德蘑：7．担子果 ； B．孢子； 9．担子； IO．侧生囊状 

体 ； 11·菌盖皮层 

Fig-2 Oudem4nsietlaⅢ Ⅲdie，d(Relh．：Fr．)Singer var．bitpora(Redhead，Ginn s t 

$hoemakcr)Z．L．Yang et Zang： 1．Spo re。； 2．Pleu rocystidi 3．Bssidla 5 Oud~ma— 

si~tla muclda(Schtad．：F r．)v．Hoeh~．Ⅲ ．pseudorh~z~z．L．Yaag et Zang： 4．B 

sidioca rpI 5．Spore ； 6．Pleu r0cy stidi ；Oudeman sielld 4 4 Z．L． Yang ct Zang： 

7．Basidioca p； B．Spo re ；9．Ba sidia； 10．Plei1 rocystidia； I1．P；lelp~lli5 

菌盖宽约 7cm，扁半球形至扁平 ，白色，有稍带褐色的片状噗被。菌肉较薄；菌褶弯生 

至直生，宽达 lcm，稍密，有小菌褶；菌柄长约 11．Ocm，粗 0．5一O．8cm。白色，近光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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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稍膨大，有短假根；菌环膜质，易消失。菌盖皮层细胞 22—5O X 1 2—24 m，棒状至泡 

囊状，拟子实层状排列；孢子 1 8．0—24 0 X 15．O一21．0,urn，杏仁形，光滑，无色，壁厚；担 

子 60—70 X 1 2-- 1 8 m，棒状，4孢；侧生囊状傩 80—1 80 X 22--30／~m，圆柱状一腹鼓 

形，顶端圆钝。 

本种与粘小奥德蘑相似，但孢子杏仁形 ，子实体有假根，盖表有大的片状膜被。 

5．黄绒小奥蔼蘑 

Oudemanslella puden。(Pets．)Pegler et Young．Trans．Br．myco1．Soc． 

87：590，1 986． 

Agaricus pudens Pet s．，Syn．M eth．Fung．2：313．1 801． 

云南：潞西：臧穆 6552(655z)；宾川：肖国平 424(15402)；怒江：黎 兴 江 615a 

(3505a)；昆明：曾硕?(701 5)、杨祝 良 1 047(zz75s)。 

分布于北温带。 

6．杏仁形小奥德蘑 新种 图 卜l一4 

OudemanMella amygdaliform ls Z．L．Yang et Zang
．
sp． Ilov． Fig．1—1— 4 

Species novR 0．xeruloidi affinis，sed sporis valde amygdallformis，pleurocysti— 

diis praeditis et basldiocarpis magnis differt． 

Pileus 4— 8 cm ]atus，convexus， subumbonatus vel planoumb0natus， griseo．fu— 

sce$ce1]S，velutinus，glabrescens，siccus vel subviscidus．Caro tenuis，albida，inodora． 

Lamellae adnexae vel adnatae，albidae，cllm lam ellulis． subdistanfes vel distantes． 

crassae，ad 0．8cm latae．Stipes 6— 2 0 X 0 3-- 1 0cm，subcylindricus．SUfSLlln attenua． 

tu$，squamulosus Epicutis pilie ex hyphl s clavatis erectis composita．Spo~'ae(14．O一) 

15．0—2O．0(～22．O)X(1 0．0一)11．3--15．O(一16．O) m，amygdaliformes，leves．hya． 

1inae．Basidia 4-sporigera．Pleurocystidia fusoidea， saepe capitata． Cheilocystidia fu． 

soidea．Pileocystidia subcylindrica．Hyphae fibulatae． 

Yunnan：Mengla(勐腊)，Menglun(勐仑)，6，XI，1 989，Z．L．Yang(扬祝良)972 

(22 754，typus1)；26，X，1 989，z．L．Yang(杨祝良)8 50(22 753)。Ad terram． 

菌盖宽 4—8cm，扁半球形至扁平，中部常稍凸，灰褐色，被短绒毛、渐变光滑，干至稍 

粘；菌肉薄，白色、味淡；菌褶弯生至直生 ，白色，较稀，宽达 8mm，有小菌褶；菌柄长 6— 

20cm，粗 3一l 0mm，近圆柱形 ，上部白色，中、下部灰褐色，被褐色鳞毛，有假根。菌盖 

皮层细胞 24—63 X 10一l 5 m．多呈棒状 ，拟子实层型排列；孢子 (14．O一)1 5 0—20．0 

(一22．0)X (1O．O一)11．3—1 5．O(一16．O) m，杏仁形，光滑，无色；担子 45—60 X 1 0-- 

1 8,um，4孢 ；侧生囊状体 88一H0(一280)X 16—30 m，梭形；盖表襄状体长达 400 m， 

粗 6—12,um．近圆柱形，近基部稍膨大，壁稍加厚 ，无色。菌丝有锁状联合。 

本种与 0．xeruloides Bon相似 ，但孢子明显杏仁形、有侧生囊状体，且担子果较 

大 。 

7．毛柄 小奥蔼蘑 

Oudemansiella eaussel(Maire) Moser ex Cldmen~on．Nova Hedwigia 2S： 

】9．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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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rula caussei Maire，Bul1．trimest．Soc mycol Fr 56：63，1 941 

云南：丽江：E．Horak 28 90(1 5I 34)。 

分布于欧洲。我国新记录。 

& 日本小奥德罄 

Oudemansiella 如ponlea (D~rfelt) Pegler et Young，Tran s． Br mycoI． 

Soc．87：596． 1 98 6． 

Xerula aponica D~rfelt，Fedde s Repert．95：1 90 

云南：宾川：肖国平 43(15420)、肖国平 376(I 7I 50)、 

7 90(1 54 23)。 

分布于 日本、斯里兰卡。我国新记录。 

9．卵孢小奥德蘑 

I 984． 

肖国平 4 58(I 7236)、肖国平 

Oudemansiella raphanlpes(Berk．)Pegler et Young，Trans Br． myco1． 

Soc．87：596， 1 986． 

Agaricus raphanipes Berk．，H ook．，Journ．Bot et Kew Mist．2：48；1 850． 

云南：勐腊：臧穆 1 86I(1 86I)、臧穆 1 278(1 278)、杨祝良 765(221 35)、杨祝 良 I 1 65 

(2 2976)。 

模式标本产于锡金。我国新记录。 

l0．长根小奥德蘑 

Oudemansiella radieata (Relh．：Fr．)Singer，Ann Mycol 34：333，1 936． 

Agarleus radieatus Relh ：Fr．，Syst．Myco1．1：I18，1 821． 

1Oa．长根小奥德蘑原变种 

OudemanMelf口radieata (Relh．：Fr． Singer VRt．radieata 

云 南：丽 江：臧 穆 1 0357(15235)、R H．Petersen 56382(201 2 9)、臧 穆 1 02 79 

(I 5157)、臧 穆 10257及 E．Horak 28 91(1 51 35)、臧 穆 10256(1 5I 34)、 藏 穆 1 00I6 

(1 4884) 臧穆 1066 9(I 7720)、臧穆 1 0 726(1 7776)；宾』j『：肖国平 2 27(1 7042)、肖国平49 7 

(1 5395) 肖国平 1 41(I 54I4)；昆明：杨祝良 1008(22687)、杨祝良 1 020(22692)。 

四川：会东：李兴聪 82013(1 3285)。 

贵州：绥阳：刘培贵 60(20564)。 

分布于北温带。 

lob．长根小奥德蘑鳞柄变种 

Oudemanslella radieata(Relh：Fr．)Singer vRr．furfuraeea(Peck)Pegler 

et Young，Tr&ns． Br．M ycol Soc．87：598，1 986． 

Collybia radicata(Relh．：Fr．)Que1．vRr．]ur]uracea Peck，Peport N Y State 

Mus 45：31， I 892． 

云南：嵩明：宣宇 81(771 9)；景东 ：沈卢 841 54(1 4585)；安宁：杨祝良 1 022(22702)。 

分布于北美及东亚。 

lOc．长根小奥德蘑双孢变种 新组合 圈 2一I--3 

Oudemansiella radieata(Relh．：Fr．)Singer vat．bispora(Redhead，Gin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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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Shoemaker)z．L．Yang et Zang，comb．nov．Fig．2-l一3 

Bas．X rⅣ? r dicata (Relh．：Fr．)DSrfelt val"．bispora Redhead，Ginns et Sho— 

emaker，M ycotaxon 301 3 98，1 98 7． 

四川：西昌：袁明生 1 9(1 l8 37)。 

分布于欧洲、北美。我国新记录。 

lOd．长根小奥德蘑白色变种 

Oudemanslella radieata (Relh：Fr)Singer-ear．alba (DSrfelt)Pegler et 

Young，Trans Br．M yco1．Soc．87：598， l 986 

Xeru，口radlca；a (Relh．：Fr．)DSrfelt vaF．alba D~rfelt，Feddes Repert．94：6l， 

1 983
． 

云南：昆明：杨祝良 1 037(2 271 3)。 

分布于欧洲。我国新记录。 

(三)讨论 

我国西南地 区小奥德蘑属的种类相当丰富，约 占世界已知种数的 l／3；按 Pegler世 

Young(1 986)的系统，在 2亚属 5组中，除南美的刺孢组 Sect．D口 y，。 。r 口外，其 

他各组在本区均有代表。就地理成分而言，区系组成以北温带成分为主，如 O．radicata、 

0．pudens、0．muclda等。在滇南西双版纳及西藏墨脱海拔较低；温度偏高的热区，则 

有泛热带成分 0．canarii的踪迹。 而 0．yunnanen,is、0．velata则可能是在喜马拉 

雅隆起、横断山脉形成和云贵高原抬升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特殊而年青的种类，前者的 

孢子是本属中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的，可能有助于营养物质的贮藏，利于孢子渡过不 良环 

境，后者有发育 良好的菌幕，对幼嫩子实体有保护作用。 

小奥德蘑属的绝大多数种可食 ，某些种可能会成为重要的药用菌。如 0．mucida所 

含的粘蘑菌素 (mucidin)对小白鼠肉瘤(s一1 80)、艾氏癌的抑制率分别为 80％和 90，刍； 

美味食菌 0 radicata发酵液中有小奥德蘑酮 (oudenone)，对大白鼠自发性高 血压 经 

腹腔给药显示强的降压作用(应建浙等，1987)。本属皆为木生菌 ，或直接生于腐木、倒木 

上，或通过假根与地下的腐木相连，利于人工培育。加强本属的驯化、栽培研究，当有利于 

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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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lCAT10N 0F THE GENUS 0UDE朋AJIv SJELLA 

SPEG．1N S0 UTHW EST CHINA 

YANG ZHU LIANG ZANG M u 

(Cryptogarai~He rbarium，K．．ming lmstiIuIe口，Bota．y r Academia$inica．Kunmlng 650104) 

ABSTRACT Having examined a number of specimens of the genus Oudem 

nsiella Speg s．1_，collected from southwest China(Yunnan，Guizhou，Sichuan，and 

Xizang)，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Pegler＆ Young s inIrageneric treatments of the 

genus are more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than others ．10 species and 4 varieties．be． 

1onging to 2 subgenera and 4 sections of their system，are reported forth~ region， 

including 3 new species．one new variety and one new combination． The new taxa 

are Oudemansiella yunnanensls Z．L．Yang et Zang，Oudemansiella muc1． 

da (Schrad．：Fr．)v Hoehn．vat．pse．dorhiza z．L．Yang et Zang，Oudema． 
ndella velata Z．L_Yang et Zang．and 0udemanM ella am ygdali，ermls Z． 

L．Yang et Zang．Oudemansiella radlcata(Relh．：Fr．)Singer yae．bispora(Redhe． 

ad，Ginns et Shoemaker)z．L Yang et Zang is the new combination．The new 

taxa are described in Latin as well as in Chinese，and illustrated with line drawi． 

ngs．All specimens cited are deposited in HKAS(Cryptogamic Herbarium，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genus， about one—third of the total species in the genus。and 4 sections OUt 0f the 

five，excluding SeCt．D口 ly，口叩 口r 口，ale distributed in the region， indicating that 

Southwest China is rich in species and sections of 0udemansiella． Floristically， bo— 

real elements are predominant，while tropical ones are represented by only one or 

two species． O．yunnanensis and 0． velata may be characteristic， younger taxa， 

gradually evoluted during 。the uplift of the Himalayas， the formation of the 

Hengduan M ts．，and the rise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KEY W 0RDls 0 棚口 j ， 口：Classifica ci0n：Southwest CM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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