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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过去的一百余年中，国内外菌物学家对我国鹅膏菌属(Amania)真菌进行了太量采 

集和分类研究 迄今为止，在 菌物学文献中已为我国记载了近 tO0种 (含亚种 、变种和变型)鹅 

膏苗．然而，其 中许多是原描述于欧洲或北美的种类，它们在我国是否确有分布 尚需开展深^ 

研究。近几 年来，作者对采 自我国的部分鹅青苗标本与欧美相似种的标本进行 了比较研究，发 

现两者虽在外貌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内部结 构 上却有鞍太差别 ，在分子生 物学方 面也同样存 

在差异．若把它们作为同一分类单元处理似不恰 当．我国幅员辽阔，森林 植被类型多样，众 

多与鹅膏菌形成外生菌根的树种 为我国、东亚或东南 亚的特有种，在它们长期的1办同进化中， 

可能形成了不少特殊或亚洲的特有鹅膏苗 为能如实反映我国鹅膏苗的生物多样性 ，首先必 

须加强野外调查，在野外对子实体的形态丑各部位的颜色进行仔细而准确的描述、拍照和绘 

图；其次对干燥 良好 的标本进行可靠的形态学、解剖学研究；此外，比较研 究欧美相似种 的标 

本 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在我国蘑菇 目(Ag~icales)其它类群 的分类研究中可 

能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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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鹅膏菌属(Amani~)是蘑菇目(Agarlcales)中的一个世界性广布的大属，既含有著名的 

食菌(如橙盖鹅膏菌 A caesarea、红黄鹅膏菌 A．hemibapha、袁氏鹅膏菌 yuaniana 

隐 花 纹 鹅 膏 菌 mangmiana等)，同 时 也 包囊 致 命 的 毒 菌 (如 黄 绿 毒 鹅 膏 菌A 

phal~ides、白 毒 鹅 膏 菌 A verna、 鳞 柄 白毒 鹅 膏 茵 virosa、浅 黄 毒 鹅 膏 茵 

“6，unquillea 暗花纹毒鹅膏菌 A，futiginea等)。由于它们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历来 

受到菌物学家的重视．早在 I 895年 N Patomll~d就对我国四川的鹅膏菌作过零星记载。 

而 对我 国鹅膏 菌最早 作较系 统分 类研 究 的可 能属邓叔群 (Teng，1936)。紧接 着 H 

Lohwag (1937)和裘维蕃 (Chiu，1948)都对我国部分地区的鹅膏菌作过研究。之后王云 

章 (1973)、彭寅斌和刘林翰 (1981)分别报道了一个鹅膏菌新种。近年来，卯晓岚(1990， 

199Ia)和杨祝 良(Yang，1994，1997)对我国西南的鹅膏菌作过专门研究和报道。除此之 

外，尚有许多研究结果散见于各种 专业期刊和真菌志书中(如戴芳澜，1979；应建浙 等， 

1982；王云章，臧穆 等，1983；谢支锡 等，1986；Chen．1987；卯 晓岚，I991b；李建 宗等， 

l993；毕志树等，l994；应建浙等，l994；袁 明生，孙佩琼，l995；臧穆 等，l996；毕志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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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黄年来 ，l998；等等)。据作者统计，迄今为止文献中已记载我国鹅膏菌近 l∞ 种 (含 

亚种、变种和变型)，但不难看出，许多种名仍沿用欧洲或北美相似种的名称。 

目前对我国鹅膏菌毒素的研究和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但因我国鹅膏菌的系 

统分类研究尚不深人 ，不少研究材料难以准确定出学名，科研成果不易交流。在鹅膏菌的 

真菌化学方面，因研究材料鉴定有误而出现错误报道是屡见不鲜的 (Bresinsky＆ Besl， 

1985)。在生物地理学 (Nogeography)研究领域，高等真菌的洲际间断分布逐渐引起人们 

重视 (Wu＆ Mueller，1997) 然而，众所周知，没有准确的分类研究结果，就难 以得出可靠 

的生物地理学结论。 

2 我国鹅膏菌分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 问题 

2．1 系统分类 

据统计，除 5O余种为原描述于亚洲 (这里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种外，最初描述 

于欧洲、北美的种类在我国已分别报道约有 25和 l 8个分类群。那么，这些 欧洲种 、“北 

美种”的真菌在我国是否真有分布呢?在过去的几年中，作者对采 自我国的部分鹅膏菌标 

本与欧美相似种的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虽在外虢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内部结构 

上却有较大差别，在分子生物学方面也同样存在差异 若把它们作为同一分类单元处理 

似不恰 当，困篇幅所限，这里仅选取鳞柄鹅膏菌组 (Sec~on lapidetN)和暗褶鹅膏菌组 

(Section Amidetta)中几 个种的分类 问题作较深 入讨 论 

在鳞柄鹅青菌组 中，我国乃至 日本曾常使用的 欧洲种 种名是 A．echinocephata、A 

so~mrm、A s~obfl帕rmis及 A．vittadinii，在我国真菌文献中，一般将子实体 白色、米色至 

淡灰色，菌盖表面被有锥状至颗粒状菌幕的鹅膏菌标本定为这些种。Bas(1969)在其世界 

性鳞柄鹅膏菌组的专著中，虽然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任何标本，但他对东亚其它地区的 

该类群的标本作了研究，并没有发现在东亚有“欧洲种 的分布，那些东亚的 欧洲种 标本 

经他研究认为是独立 的种，如由他命名的、模式标本产于 日本的本乡鹅膏菌 A hongoi和 

白鳞鹅膏菌 A virgineoides曾分别被误定为 A．echinocephata(今 朗六也，本郴次雄，1965) 

或 A vittadinii(Hongo，1954)，这些 欧洲种 在 Bas(1969)的专著 问世 以前，种的概念 

不甚 清楚，据他 的研究 A．echinocephata是 A．sotitaria的异名，A strobitiformis与 A 

sotitaria及 A vittadinii不同的是它无锁状联台。A vittadinii的菌柄圆柱形、表面被 (反 

卷)膜质鳞片 基部不膨大，菌盖上的菌幕由近 圆柱形至近纺锤形的细胞组成，孢子较大 

而 ． otitaria的菌柄虽近圆柱形但基部膨大，仅菌柄基部和柄下部被 (反卷)鳞片，菌盖上 

的菌幕含有大量的椭圆形至近球形的细胞，孢子较小。 

据新近的研究结果，在鳞柄鹅膏菌组中，日本所记载的种几乎全为东亚、东南亚所特 

有，“欧洲种 在 Et本的分布几乎全被否定 了(本 螂次雄 ，1982；今 朗六也，本娜次雄 ，1987； 

今 朗六也等，l988)。相反，在我国当今的真菌文献中， 欧洲种 的种名仍被广泛使用 (如 

毕志树等，1994；应建浙，臧穆 ，1994；袁 明生，孙佩琼，1995；Teng，1996；臧穆等，1996；毕 

志树 等，1997；黄 年来，1998)。过去 几年，在研 究 我国 的鹅 膏菌 中，作 者并未 发现 A 

sotitaria、A．s~obfliformis或 A．vittadinii的典型代表 有些标本虽曾被定为上述种类，但 

经仔细研究，发现过去的鉴定实为误定。如 A． 垤 ineoides曾被误定为 A sotitaria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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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tadinii；A japonica曾被误认为是 A．strobiliformis(见表 1) 值得指出的是，东亚的 A． 

7aponica和 A．virgineoides与欧洲的 A．solitaria、A．strobiliformis及 A．vittadinii在系统 

演化上虽有一定联系，但它们确实是不同的种 (weiB el a1．，1998)， 

Amanita volvata是 暗褶鹅膏菌组的成员，有时常误作为 A agglutinata处理，它原初 

描述于北美，后来在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相继都有报道，而由 Imefi (1933)发表的、模式标 

本产于 日本的 A clarisquamosa和 A．avellaneosquamosa多被作为其异名 (Hongo．195％ 

本螂次雄，1982；今圈六也，本螂次雄，1987)。我们对上述三种的模式或权威标本及其它 

标本进行了形态、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发现它们宜作为不同的种处理(Yang． 

1997；WeiB el aL．1998)， 

在文献中，欧洲、北美的许多种的内部结构没有详尽而准确的描述和插图 这给研究 

东亚的种类，带来 了很多困难。近几年来，作者对采 自我国的部分鹅膏菌标本，与欧美相 

似种的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在外貌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在内部结构上却有较大 

差别，在分子生物学方面也存在差异。把它们作为相同的分类单元处理似不恰当。据最近 

的研究结果，似有必要对部分种名进行修正 (见表 1) 

表1 我国真菌文献中误用的部分欧洲、北美鹅膏苗名稃 

Table l Some n_衄 es of Eur。pc a【l or №  Araefican Amanitae misappl~d in Chinese lilerature 

误用名称 tlall~s misJpp]ied 宜用名称 tlaln~$appfieabhi 

A caesarea 

A c~lesarea v甜 alba 

^flavorubescens 

^ gemmata P P ? 

^ muscaria p p r 

^ solitaria P P 

^ spreta 

strobiliformis P P 

vagi~ata 

A vHtadinii P P 

A virosa P p ( 

A polva~a 

A hercfbapha (8erk ＆ BL1 Sacc．．P．p 

ehepangiana Tulloss＆ Bhandary 

A ⅡⅥpes lmai 

A pantherina vat．1utea Chin 

，4 subfrostiana Z L Yang 

virgineoicOs Bas 

~nearnat 妇 Z L Yang 

^ japon~a Bas 

ovallspora B It 

i pseudovdg 01d Hongo 

A 昭}nnm cBd] Fr．1 Lamarck 

^ virgineoldes Bas 

^ subjunquillea vat．alba Z L Yang 

^ avellaneosquaraosa Ⅱm )lmai 

A clarisquare~sa(1mefi)lmai 

2．2 标本的野外记录和干燥 

我国的不少鹅膏菌曾被误定为欧洲、北美的种，一个主要的原 因是标本无详实的野外 

记录和良好的烘烤。要想获取真实可靠的研究结果，投有高质量的标本，是很难想象的。 

这里高质量的标本包含两方 面的含义：首先，标本应附有尽可能详细的野外记录。在东 

亚，许多鹅膏菌或其它伞菌的新分类群有待发现和描述。没有详细的野外观察和记录，科 

研工作就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对新鲜状态的子实体的形状、各部位的颜色、气味等各种 

特征要尽可能详细记录，有时还需拍照或绘 图(如黑白线条图)。这些分类性状往往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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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干燥中便消失了，在干标本上是看不到的，仅依靠显微性状进行分类是不够的或是不可 

靠的。其次，标本应及时烘干，这样，研究时 内部结构才能较好恢复。新鲜标本要及时晒 

干或烤干，最好用专用的蘑菇干燥器干燥。标本不能任其 自行风干。缓慢风干的标本，其 

内部结构往往不能恢复，经人工迅速干燥的标本是准确研究显微结构的前提。要提高我 

国伞菌分类研究水平，有志于研究此类真菌的科研人员不能不在标本的野外记录和干燥 

上下 功夫。 

2．3 标本的研究 

鹅膏菌的种类十分繁多，简单的描述多不能明确地界定一个种的概念。研究标本，除 

对标本进行仔细的外部形态观察、描述外，对菌幕 菌环、菌褶 菌盖表皮及菌柄 的显微结 

构还需作深入研究。此类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乃至东亚的鹅膏菌是十分重要而不可缺 

少的，也是 当代蘑菇目系统分类研究的必然趋势。在鹅膏菌分类中，孢子淀粉质与否 孢 

子的形状和大小、担子基部横隔上有无锁状连台以及菌幕、菌环的显微结构是区分种类的 

重要依据 在有的文献中，仅提及孢子的形状和大小这一特征，其它显微特征几乎很少提 

及，这既不利于标本的准确鉴定，也不利读者完整的理解种的概念。 

3 我国鹅膏菌今后的研究方向和任务 

我国幅员辽阔，森林、植被丰富多样 众多与鹅膏菌形成外生菌根的树种，为我国、东 

亚或东南亚的特有种。在它们长期的协同进化中，很有可能形成 了不少特殊或东亚的特 

有鹅膏菌。如在云贵高原的抬升，横断山脉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的隆起中，有可能孕育出新 

生类群。为能澄清我国鹅膏菌分类 中的混乱，如实反映我国鹅膏菌的生物多样性，今后， 

研究我国各真菌标本室现有的干标本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到野外作仔细 

观察，并作详尽记录；其次对干燥 良好的标本进行可靠的形态学、解剖学研究；此外，对欧 

洲、北美相似种的模式标本或权威标本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十分必要和不可缺少的。只有 

通过野外实物观察和比较形态学 解剖学特征，才能正确认识我国的鹅膏菌与欧美的异同 

点，从而，逐步澄清我国乃至东亚鹅膏菌分类中的混乱，如实反映我国鹅膏菌的“家底 ，完 

成《中国真菌志 ·鹅膏菌科》的编研工作 

4 结语 

本文以鹅膏菌为例，讨论了我国该属真菌系统分类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我国 

其它高等担子菌的研究可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蘑菇目(Agaricales serlsu lato)中有些 

种 (如腐生的某些种类)的分布区可能是较为广大的，但不少种 (如有些外生菌根菌)的分 

布范 围可能并不象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宽广。例如，原初描述于欧洲的点柄乳牛肝菌 

(Suillus granutat~ts sensll lato)在东亚和北美都有报道，然而，交配试验、生理学及分子生 

物学研究结果皆表明，亚洲的、欧洲 的和北美 的可能分属不同的种 (F es＆ Neumann． 

1990；Jacobson ＆ Miller, l992；Kl-etzer et at．． 1996)。又 如 ，R H Petersen和 臧穆 

(1989，1990)对云南枝瑚菌属 (Ramaria)进行了研究，记载的 21种中只有美丽枝瑚 菌(iz 

fo~'rnosa)一种为泛北极广布的种，其它种都是根据采 自云南的标本新近描述的种或新命 

名的种 值得强调的是，我国乃至东亚发现如此多的新分类群，并非是使用了 小种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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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结果。因此，研究、认识和利用我国伞菌和其它菌物的物种多样性任重而道远(卯晓岚， 

1998；庄文颖，1998；余永年，1998)。 

致谢 本文是在臧穆教授和德国的 F Oberwinlder教授指导下写成的。在研究标本的过 

程中得到荷兰的 C．Bas教授和美 国的 RE．Tulloss博士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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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AXoNo Ⅱ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M ANITAE 

YANG Zhu-Liang 

(gSmml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erifca，K~nming 650204) 

^BSrRAC The 0 ntlese Anlanitac have been co1]ected an d studied In the 】ast moi'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bv 

myco]ogisit at holll~ and abma& Nearly l00 iNxa (including sul~pecies． varieties and forms) of the genus 

Aman#a weI亡 reported from China． Hc~．ever, many of them we∞ originally determi ned a5 European o r．North 

g~nefican 口xa Intenalve studies sbould be  carded out 1n order to elucidate whether such Europe an  or North 

g~nefican 12o~a indeed ix2cur in China OT tlOL Recent collecting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pecimens of ㈣  

Amaditae made from China, an d those of rela~d 1,axa gathered frown Europe and North Am erica showed that 

there a discrepancie~ in anatomy as well as in molecular biology be tw een them, although they ale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ap~ aFatlcc It s∞ms Io be  reasona ble to treat them as disdnct a In the vast tertitoD．of China． 

various forests or vegetations are distribut~ in which many ectomycorlhlzal trees,endemic to China, to East As ia 

or to Southeast Asia a∞ pmsene Ch aracterJsdc Am ardtae or Laxa endemic to As ia may be  co-evolved with their 

hos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e cies d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m anitae。 more field Invesdgatiotts should be 

undertaken． Habitus and colors of the frmtbothes should be describe d, photographed, and illustrated in detail in 

the field Spe cimens should be well dtSed! and accurately studied in morphology and anatomy For compafisor~ it 

is also quite necessary to examine spe cimens of European  or ．North Am erican taxa, which are related w1th or 

simi lar to the Chinese one s Issues concemed in this pape r may also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study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Agafteales in China 

KEY W ORDS： Amanita，Agadcales，Taxonomy。 China, East
．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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