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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西 南 的 蜜 环 菌 属 真 菌 

王 岚，杨祝 良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摘要：蜜环茵属 Armilhtr／a (Fr．：Fr．)Staude真菌分 

布广泛 ，具有 多种 经济价值 ，但 是 由于各个种的担子果 

外部形态变化 多样 ，因此不易正确地识 别。本文报道 了 

我国西南的 4种 蜜环茵属真菌：黄小蜜环 茵 A．cepistipes 

Velen、蜜环茵 A．mel／ea(Vahl：Fr)P．Kumm．、奥氏蜜 

环 菌 A． ostoyae (Romagn．)H nk 及 假 蜜 环 菌 A． 

tabescens(sc印．)Emel，对其进 行 了简要描 述和 显微 绘 

图，并编制了检索表，以帮助读者准确识别上述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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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环菌属真菌全球已知约 40种 ，广布世界各 

地⋯。我国 目前记载的有 8种【 19]。 

密环菌属真菌在食品业 、医药业和林业等方 面 

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如蜜环菌 A．mellea和假 

蜜环菌 A．to,be．$cell,$等种是美味的食用菌 ；中药 

猪苓 Polyporus umbellatus Fr．的菌核和天麻 Gastrodi— 

n elo．1~Blume必须与蜜环菌共生才能进行正常 的生 

长繁殖【 卜 ；利用蜜环菌制成的药剂可抗痉 、抗 

眩晕 、镇静 、扩张血管 和降压 ；值 得强调指 出 

的是 ，蜜环菌属真菌一般寄生 ，会产生根朽病 ，使 

植物生长不 良甚至彻底死亡 ，对原始树林和人工用 

林的危害甚大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抖～蚓 ． 

在我国，对蜜环菌属真菌生物种的研究 已取得 

了较大进展L1 ～13,17 引。但是，由于对此类 真菌的 

形态解剖学特征的研究不够深入 ，故仍无系统 的研 

究工作和专著 ，仅有零星的报道 ，而且在有的文献 

中的描述是不可靠甚至错误 的，出现了不少的混乱。 

作者对我国西南的蜜环菌属真菌进行 了整理研究 ， 

试图通过各个种的形态解剖学特征，弄清近缘种之 

间的区别，正确认识该区蜜环菌的物种多样性。臧 

穆 曾报 道云 南 有 雕 柄小 蜜 环 菌 Arm／／／ar／e／／a ectypa 

(Fr．)Sing． 1 4l，亦 即雕 柄 蜜 环 菌 Arm／／／ar／a ectypa 

(Fr．)Emel。作 者 虽对 其 引证 的 唯一 的一 号 标本 

HKAS 17551进行了研究 ，但因标本的野外记录不够 

详细而不能确定它是否是该种，故暂不收入本文中。 

现将我国西南的4种蜜环菌属真菌的主要特征进行 

简要描述 ，并编制一个检索表 ，以供鉴别之用。 

1 黄小蜜环茵 (图 1—2) 

Arm／／／ar／a cepistipes Velen． 

菌盖初期扁半球形 ，边缘内卷且留有薄膜质的 

白色菌幕残余，后渐平展，蜜黄色至黄色或棕黄 

色 ，中央较暗 ，边缘 近 白色 ，盖 表被深褐色鳞 片， 

中部较 密 ；菌褶 白色 ，延 生，不等长 ；菌柄 中生， 

近圆柱形 ，菌环以上白色 ，以下棕黄色 ，被有成簇 

的棕色绒毛状鳞片 ；菌环上位 ，膜质 ，薄 ，上表面 

白色 ，下表面灰 白色。担子 22—46tma×8一llp．m， 

棒状 ，具 4小梗 ，稀具 2小梗 ，小梗 长 4—5．5tma； 

担孢 子 (8．0)8．5—10．0 (10．5)tma×5．0～6．0 

(6．5)tma，椭圆形至长椭圆形 ，非淀粉质 ；锁状联 

合多见于担子基部及菌褶菌髓 中。 

凭证标本：四川省康定县跑马山，海拔2 800 

m，生于华 山松 P／nus o／man~ Franch．下 ，6．Ⅷ ． 

1997，孙佩琼 2858(HKAS 3l276)；云南 省宜 良县 

小草坝牧场，海拔 1800m，生于腐木上，l7．Ⅸ． 

1998，杨祝 良 2508(HKAS 32105)；四川省洪雅 县 

瓦屋山，海拔2 700m，生于腐木上，26．IX．1999， 

杨祝 良 2735(HKAS 34201)。 

2．蜜环茵 (图 3—4) 

Arm／／／ar／a mellea (Vah1：Fr．)P．Kumm． 

菌盖初期扁半球形，边缘 内卷，后渐平展 ，蜜 

黄色至棕黄色，盖表被有棕色至褐色鳞片，中部较 

密 ；菌褶乳 白色 ，延生 ，较 密，不 等长 ；菌 柄 中 

生，近圆柱形 ，菌环 以上 白色 ，以下灰褐色 ，被灰 

褐色鳞片；菌环上位 ，厚 ，上表面 白色 ，下表面浅 

褐色。担子 20 ～35tnn×6～9tma，棒状 ，具 4小梗 ， 

小梗长 4．5—6tma；担孢子 (8．0)8．5—10．0(10．5) 

tma× (4．5)5．0—6．0(6．5)tma，椭圆形 至长椭 圆 

形 ，非淀粉质；无锁状联合。 

凭证标本 ：云南省 丽江县 玉龙 山，海拔2 900 

m，14．IV．1993，刘 培 贵 无 采 集 号 (HKAS 

26616)；云 南 省 丽 江 县 云 杉 坪 ，8． X．1994， 

Tanaka＆Iju 94—45(HKAS 28390)；云南省武定县 

长虫山，生于腐木上，l4．Ⅷ．1999，王向华 779 

(HKAS 35838)；云南省龙陵县小黑 山 自然保 护区 ， 

*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项 目 (2000YP99)及科技部基金项 目 (2002CCC0280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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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2 100m，生于腐 木 上，26．Ⅷ．2002，杨祝 良 

3244(HKAS 41556)。 

3．奥氏蜜环茵 (图5—6) 

AmdJ／ar／a ostoyae(Romagn．)Herink 

菌盖初期 扁半球 形，中央有 凸起 ，边缘 内卷 ， 

后渐平展 ，褐色至红褐色 ，有 的带乳 白色或 肉色色 

调 ；盖表被黑褐色鳞 片，中部较密；菌褶 白色或乳 

白色 ，后 变灰黄色 ，延生 ，不等长；菌柄 中生 ，近 

圆柱形 ，纤维质 ，有纵纹 ，菌环以上 白色，以下黄 

色至棕色 ，被有成簇 的褐色绒毛状鳞片；菌环上位 ， 

膜质，薄 ，上表面黄 白色 ，下 表面近棕色 ，边缘颜 

色较深。担子 30～40pm×8．5～10．5pm，棒状 ，具 4 

小梗 ，小梗长 5．5～7．0pm；担孢子 (7．5)8．0～10．0 

(10．5)／an×5．0～6．5(7．0)／an，椭 圆形，非淀粉 

质 ；锁状联合多见于担子基部及菌褶菌髓中。 

凭证标本 ：西藏 墨脱县格 当山北坡次生林 中 ， 

生于腐木上 ，海拔2 150m，17．X．1982，苏 永革 

1839(HKAS 16081)；四川省 ，地 址 不详 ，2．Ⅷ． 

1983，宣宇 308、330(分别为 HKAS 12292、12284)； 

O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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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省 武 都 县 两 水 镇沙 河林 场 ，树 基 上 ，海 拔 

3 200 m，12． Ⅶ ． 1996，袁 明 生 2237 (HKAS 

30483)；云南 省 宁 蒗 县 泸沽 湖 ，海 拔 2 9OOm，4． 

X．2000，臧穆 13747(HKAS 36973)。 

4 假蜜环茵 (图7—8) 

Arm／／／ar／a轧|6esc (Scop．)Emel 

菌盖初期扁半球形 ，边缘 内卷 ，后渐平展 ，棕 

黄色至黄褐色 ，盖表被深褐色直立的鳞片 ，中部较 

密 ；菌褶白色或略 带褐色色调 ，延生 ；菌柄 中生 ， 

近圆柱形 ，纤维质 ，有纵纹 ，灰 白色或灰黄色；无 

菌环 ；担子 24～40pm×8～9pm，棒状 ，具 4小梗 ， 

小梗长 3．0～4．5pm；担孢子 (6．0)6．5～8．0(8．5) 

／an× (3．5)4．0 5．5(6．0)／an，椭 圆形至长椭 圆 

形 ，非淀粉质 ；锁状联合多见于担子基部及菌褶菌 

髓 中。 

凭证标本 ；四川省 西 昌市 ，海拔2 100m，18． 

Ⅶ ．1983，袁明生 3o(HKAS 11821)；云南 省腾 冲 

县界头 ，5．VH．2O00，于富强 117(HKAS 3 7)。 

o  o  

(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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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1—2黄小蜜环菌 (nr,AS 34201)： 

1．担子，2．担孢子 ； 

3—4蜜环菌 (HKAS 26616)： 

3．担子 ，4．担孢子； 

5—6奥氏蜜环菌 (nr,AS 3O483)： 

5．担子，6．担孢子； 

7—8假蜜环菌 (nr,AS 36927)： 

7．担子，8．担孢子 

F_a~anaalco 0f Plate 

l一 2 唧  n砌 cep／st／pes (HKAS 

1)： 

1．basidia．2．basidiospores； 

3—．4 A．me／／ea (HKAS 26616)： 

3．basidia，4． basidiospores； 

5— A． ostoyoe (HKAS 30483)： 

5． basidia，6．basidiospores； 

7— 8 A． tabescens (HKAS 36927)： 

7．basidia，8．basidiospores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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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蜜环菌属 Arm／／／az／a分种检索表 

1．有菌环 ；有或无锁状联合 ⋯⋯⋯⋯⋯⋯⋯⋯⋯⋯⋯⋯⋯⋯⋯⋯⋯⋯⋯⋯⋯⋯⋯⋯⋯⋯⋯⋯⋯⋯⋯⋯ 2 

1．无菌环 ；有锁状联合 ⋯⋯⋯⋯⋯⋯⋯⋯⋯⋯⋯⋯⋯⋯⋯⋯⋯⋯⋯⋯⋯⋯⋯⋯⋯ 假蜜环菌 A．脚 

2．菌环较薄 ；有锁状联合 ⋯⋯⋯⋯⋯⋯⋯⋯⋯⋯⋯⋯⋯⋯⋯⋯⋯⋯⋯⋯⋯⋯⋯⋯⋯⋯⋯⋯⋯⋯⋯ 3 

2．菌环较厚 ；无锁状联合 ⋯⋯⋯⋯⋯⋯⋯⋯⋯⋯⋯⋯⋯⋯⋯⋯⋯⋯⋯⋯⋯⋯⋯⋯ 蜜环菌 A． 

3．菌盖蜜黄色至黄色或棕黄色 ，菌环上表面白色 ，下表面灰 白色 ⋯⋯ 黄小蜜环菌 A．,~／n／pes 

3．菌盖褐色至红褐色 ，菌环上表面黄 白色 ，下表面近棕色 ，边缘颜色较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奥 氏蜜环菌 A．ostoyae 

】996．35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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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 of Armillaria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W ANG Lan， YANG Zhu—hang 

(~Jran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A tn ：The genus d丌Tlnfar consists of many species of economical importance．Some ofthe species are proba 

bly widely distributed，and their fruit bodie~are very variable in size，form and color
． Thus， it is not easy to recognize 

them．In this study，four taxa，A．cepistipes Velen．，A．me／／ea (Vahl：Fr．)P．Kumm．，A．ostoyae (Ro 

magn．)Herink and A． tabescens(Stop．)Emel，from southwestern China Wele studied in detail．Microscopical char- 

acters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m．They were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
． A key to the taxa mentioned 

above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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