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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摘要 白磨科钟伞属 那 是我国未报道过的 个新记录属
。

在滇南及滇东南热带

及亚 热 带发现两 种
,

其 中麦 黄钟伞 阴 是新种
,

兜形钟伞 。

是我国新记录种
。

文 中还讨论了该属的正名问题
、

地理分布及其起源
,

认为

万 是有效合法名称 论述了该属虽有个别种分布于南北温带
,

但仍属于泛热带分布属
,

并起

源于热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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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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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报道了滇南及滇东南胶孔菌复合群 一 属 种 川
。

在清查整理我标本馆馆藏

滇南及滇东南标本时
,

又发现该复合群中的一个重要属 —钟伞属 脚
。

该属是我国从未

报道过的一个新记录属 并在研究阐述热带
、

亚热带高等真菌地理分布及其起源
、

迁移扩散等理论上均有

重要的意义
。

现作补充报道
。

钟伞属 新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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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子果小型
,

侧耳状
。

菌盖近圆形
、

肾形或耳状
,

无柄或柄极短 子实层交织网脉型至

蜂窝状或皱孔型
,

菌髓及菌肉胶质化 抱子光滑
,

无色
,

非淀粉质 , 菌丝有锁状联合
,

侧生囊状体缺
,

褶缘囊状体有时存在 菌盖皮层菌丝或多或少分化出珊瑚状结构 一 或鹿角状菌丝

形成拟小星座革菌样皮层结构
。

属模式 那
·

本属是 由 以采 自热带非洲多哥 的标本为属模式建立的
。

建属以来
,

, , ,

先后对世界范围内的钟伞属作 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报道
,

共发表新

种
、

新变种及新组合达 种 ’浦 〕 , 此外
, 一 报道 个新组合 〕 ,

报道

了 北 美 西 海 岸 一 新种 的 ,

。 报 道 了热 带 非 洲 肯尼 亚 和 乌干达

的 新种 , ,“〕 ,

至此
,

全世界已报道记载的达 种以上 〔’‘一 , 〕。

我国尚未见报道
。

新近在云南

南部及东南部热带
、

亚热带发现该属的踪迹
,

计有 新种和我国 新记录种
。

兜形钟伞 新拟 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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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屏边大围山
,

单生至群生于季风常绿阔叶林竹秆上
,

海拔
,

杨祝良
,

,

,

上述标本与 〔 〕和 ’ 〕的描述基本相似
,

但本标本抱子略大 一 一 户

记载的抱子为 一 一 解
,

椭圆形 〔 〕
,

他在研究 为 模式时
,

记载抱子为 一 一 召 〔 〕 记载产 自日本的抱子长 一 料
,

而太平洋

岛群的抱子长仅 一 群 〔’ 〕,

在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标本时
,

则记载为 一 一 拜 ,

卵圆形或近

球形 〔’ 〕。

显然
,

该种抱子大小及形状变异较大
。

有关该种菌盖皮层菌丝分化程度
,

记载皮层 由鹿

角状菌丝 形成分化良好的拟小星座革菌样结构 一
,

即 由薄壁
、

并具

有短而钝的直角状分枝
,

形似鹿角的菌丝组成的皮层结构 川 则明确记载该种无特殊菌盖皮层
,

亦无盖表囊状体 〔’ 〕。

我们镜检了标本菌盖皮层确发现有分化较少的鹿角状菌丝构成表皮层 如图
,

基本与前记述相吻合
。

该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
,

即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 岛 和西里伯 岛
,

菲律宾群 岛
,

北部湾

的越南北部沿海 〔 〕 ,

印度南部的 ’ 〕及西太平 洋密克罗尼西亚 岛群
〔’ 〕 ,

向北延伸至 日本本州东京 向南分布至巴布亚新几内亚及澳大利亚的昆士兰 〔’, 〕。

故该种是一

个以东南亚为分布中心的热带分布种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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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兜形钟伞已知分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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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穆

菌盖阔 一
,

近圆形或耳形
,

光滑无毛
,

微白色
,

干后象牙白色
。

子实层体多少呈辐射网状脉型

或近蜂窝状
,

干后麦杆黄色
。

无柄
。

菌肉胶质
,

薄
,

厚 任一 拜 。

抱子 一 一 拜 ,

椭圆

形
,

透明无色
,

非淀粉质
,

壁薄光滑
。

担子
一一 一 户 ,

棒状
,

抱
。

褶缘囊状体多
,

一

一 料 ,

形态多样
,

多数近圆柱形
,

顶部具有小头状突起或各种形态的突起
,

透明无色
,

壁薄
。

侧生囊

状体缺
。

子实层体菌髓近规则
,

胶质
。

菌盖皮层厚 一 产 ,

有鹿角状菌丝
,

直径 一 拜 ,

紧密

交织
。

菌肉菌丝粗 一 “ ,

壁薄
,

非淀粉质
,

有锁状联合
,

松散地包埋在胶质中
。

本种仅以宏观特征则难与兜形钟伞 相区别
,

但后者无褶缘囊状体
、

抱

子较大
,

且子实体全体呈纯白色则易于与前者相识别 〔 〕。

本种亦与分布于太平洋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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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夏 威 夷 的

相近似
,

唯后者抱子大 一

一 产 ,

形态变异多
,

且其囊状

体梭形
,

上部壁厚
,

顶部被有结晶体可区别

于前者 〔 〕。

加阴卯爵。 ,

七乙

图 兜形钟伞 脚脚 。

担子果外形 菌盖皮层鹿角状菌丝 担子及担抱子 麦

黄钟伞 那 担子果外形
,

菌

盖皮层鹿角状菌丝 褶缘囊状体 菌肉菌丝
,

担子及担抱

子

讨 论
钟伞属的系统位置

、

分类界线以及与相

邻属的关系一直不甚明确
。

上世纪 中叶至本

世纪初
,

钟伞属曾一度被作为广义的

属 下 组 幻 或 同 一 属 处 理 〔 〕 然 而
,

概念则相当混乱
,

定义

的 属于有隔担子类群 〔‘ 〕 ,

即木耳类

意义上的 包含了

月勿 和 的 种 类 ‘
,

, 〕

在未知 概念的情

况下
,

描述的属 则是

的 同 物 异 名 〔 ’ 〕 。

继 后
,

和

启用 了 人 更广意义上的概

念
,

即除 了上述定义外
,

还包括 了子实层体或

多或少蜂窝状或皱孔型 至近褶状的 无隔担子

类群 〕 ,

这使 的概念更加庞杂
、

混

乱
。

首次指出

应属于木耳类
,

并将其余的“ 多孔类型 ,, 分别归人 由他建立的 个

组 中
,

即 加 人
、

无 和 凡 人 ’ 〕 将上述

凡 作为一个独立的属
,

同时建立 胡那
。 一 又将 蜘 提升

为属
,

即
。

实际上
,

就是 口 娜
,

根据命名法规优先权原则
,

前者年代

晚于后者
,

应为同物异名 至此
,

钟伞属 口 那 才得以正名 〔,
·

, , 〕。

钟伞属的系统位置曾仅仅 由于其子实层体和
、

或 仰神 的表面相象
,

而一

同归到 或 中 ’〕 ,

分析其解剖构造
,

就可以看出这是极不 自然的
。

直到

把该属和 反 及 一起置于 科中
,

以及后

来把 列为白磨科 的异名
,

并将本属归人 族 中
,
‘

·

〕,

钟伞属

的系统位置才趋于 自然
。

钟伞属以其抱子
、

菌丝非淀粉质及菌盖皮层拟小星座革菌样结构为显著特征区别于其它属
。

认为钟伞属比较靠近 砷 川
。

作者认为后者虽然和前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

但其子实层体质

地
、

生态习性以及其分布范围仅限于北温带 〔’ 〕均与钟伞属回然不同
,

根据其子实层体构造简单及担子果

的原始性 闭
,

很可能处于较钟伞属更原始的位置
。

至于 口

脚 和本属的关系
,

尽管前者子

实层体类同后者
,

但菌髓非胶质
。

生于醉类植物活体上 〔’
·
’ 〕,

故看不出两属间有何联系
。

纵览相近各属
,

作者认为 钟伞属和 更为靠近
,

在许多重要特征上均可以看出其亲缘关系
,

尤其是

其子实层体
、

菌髓胶质
、

菌丝非淀粉质等组织结构特性
,

以及其生态习性和地理分布都呈现出极大的相似

性
,

特别是 中的 , 具有和钟伞属相同的菌盖皮层结构
,

而且其菌髓强烈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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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图
,

这些都是 那 的属性
。

这也许暗示着它们具有相同的演化途径或由一共同的祖先演

化出两条不 同的分枝
,

一类向抱子淀粉质演化
,

另一类向抱子非淀粉质演化
,

在演化的过程中
,

某些原始性

状得以交叉保留
,

这些均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

综上所述
,

钟伞属和胶孔菌属 之间的亲缘关系可

见非同一般
。

根据钟伞属绝大多数种的现代分布格局
,

显而易见该属是一个典型的泛热带分布属
。

但也有个别种分

布于欧洲
、

北美及南美温带 本属最早 由 定名发表的 通卯 那

其模式就采 自欧洲法国巴黎
,

据记载该种原是一个起源于热带美洲墨西哥的种
,

是随

着原产地植物的引进而传播到欧洲的 而至今发现仅分布在欧洲的只有 口脚 种
,

只记

载在和法国靠近的荷兰 闹
,

该种是否由 “ 分化出的新分类以待考证
。

分布在南美

巴塔哥尼亚 和智利南部 。 的种将本属的分布范围由热带
、

亚热带美洲延伸到南半

球温带 近来发现分布在北美西海岸 石 的 占山 沙。神 〔 〕说明本属亦可向

北扩延到北美 中部
。

虽然如此
,

若追溯其原始起源地
,

仍然应该是热带起源
,

这是由于联合古陆的解体和

板块漂移使同源或同分布区的种群被分开了或随着其寄生或腐生植物的迁移
、

扩散而形成各种间断或不

连续的分布区
,

这种地理隔离
,

气候植被的变迁迫使向不同方向演化
、

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机会
,

有的适

应新的环境条件而分化产生新的种群
,

有的存留于有限适宜的地方而形成孤立的残遗分布
,

有的种则因为

不适应新的环境或未来得及迁移而绝灭
,

从而形成现代分布格局
,

其分布区范围远远比其历史上的分布范

围要广阔的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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