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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真菌分子生物学实验材料的保存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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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几种保存大型真菌分子生物学实验材料的方法，用这几种方法所保存的材料提取的基 因组核 

糖体脱氧核糖核酸(DNA)质量适于系统生物学及其他分子生物学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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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子生物学在大型真菌中研究的深入 ， 

对制备高质量 的基 因组 核糖体脱 氧核糖 核酸 

(DNA)的需求也 日益增长。各种提取真菌 DNA 

的方法见诸报道_l。 ，但是对分子生物学实验所用 

的大型真菌材料的保存方法却少有细究。而如果 

保存方法不当，很可能使实验材料中的 DNA大量 

降解，不 管 用什 么方 法 都无 法 获得 高 质量 的 

DNA，甚至根本得不到 DNA，同时浪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一些对系统学有意义的种类因为没有用恰 

当的方法保存可供分子生物学研究用的材料而失 

去基因信息，十分可惜。本文对大型真菌分子生 

物学实验材料的几种保存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介 

绍，按照这些方法保存的大型真菌所得的 DNA质 

量完全适于系统生物学及其他分子生物学研究的 

需要。 

供分子生物学研究用的大型真菌材料可以大 

致分为菌丝培养物 、孢子粉和子实体 3类 ，其中以 

菌丝培养物所能提供的 DNA质量最好，但很多大 

型真菌不易分离或培养，且野外菌种分离污染率 

较高。常规菌种分离培养方法在此不再赘述。孢 

子粉的保存方法即获取孢子印的方法 ，要注意用 

高压灭菌的锡箔收集较为干净的孢子粉，及时标 

号并且保留相对应的凭证标本。该法保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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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般较少 ，有时难 以满足实验需求。子实体材 

料的保存最为简便易行 。下面介绍 4种常用的方 

法 ： 

1 全子实体烘干保存法 

将整个子实体置 于 35～45℃通风良好 的恒 

温烘箱内干燥 ，注意选取较为干净且较年轻的，但 

同时要尽量保证是成熟的(以便 日后对凭证标本 

种类进行鉴定)子实体。烘干应连续进行 ，中间不 

能中断。烘干后的子实体在野外可以用纸包裹或 

置于干净、干燥的塑料袋中保存 ，并应及时送至标 

本馆储藏。该法保存的材料视当时干燥情况在 

3～5年之后仍然 可以提取 DNA，但 DNA质量随 

保存年限增加而降低。 

2 子实体组织块硅胶干燥保存法 

从单个子实体上选取无深色色素且较干净的 

组织，如菌盖菌肉，菌柄菌肉或菌褶 ，用干净的镊 

子(每次从子实体上取材料前，镊子应先灼烧灭 

菌 ，蘸人酒精中降温后再使用)将选取的组织块分 

次(每次 1小块 )取下放在干净的滤纸上，隔层包 

裹起来，尽量不要使同一叠层内有 3个以上组织 

块。将滤纸包放入有变色硅胶的小塑料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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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组织块直接放入有变色硅胶的小袋中。总 

的待干燥材料的体积不宜超过袋内硅胶体积的五 

分之一，以免部分材料不能及时脱水。需要注意 

的是，从不同子实体上 (即使凭证标本是 同一编 

号)取的材料不能混在一个硅胶袋中干燥 ，以免交 

叉污染。视情况更换变色硅胶 1～3次直至袋 内 

硅胶保持原色不变。如果是组织块直接放入硅胶 

中，在硅胶更换仍保持原色不变后应及时将多余 

的硅胶倒出，只保留 10～20粒硅胶维持干燥环境 

即可，否则在从野外到实验室的运输中会因硅胶 

磨擦，致使材料变碎，不利于后续工作。装有材料 

的小袋应妥善保管，不能受压。该法保存的材料 

提取的 DNA质量远比恒温烘干保存的材料高 ，如 

在材料磨碎之后先用去多糖缓冲液(100 mmol／L 

Tris·HC1 pH8．0，20 mmol／L EDTA，1．4 mol／L NaC1) 

清洗 1次，然后再用常规的 CTAB法 提取 DNA 

则效果更好。 

3 子实体组织块材料酒精保存法 

从单个子实体上选取适合的组织(原则同“方 

法 2”)，用干净的镊子将选取的部分(尽量分成小 

块)取下放入盛有 100％酒精的干净小瓶(容积大 

约 3～5 mL)中，用封 口胶将瓶 口封住 ，以免酒精 

渗漏或挥发。每日更换瓶中的酒精 1～2次，持续 

1～2 d。用时将材料取出，在室温下使酒精 自然 

挥发干净，然后再按照常规方法提取 DNA即可。 

该法保存材料时需多次更换酒精，若要保存多份 

材料则在野外需携带大量酒精，较为不便。 

4 子实体组织块缓冲液保存法 

从单个子实体上选取适合的组织(原则同“方 

法 2”)，用干净的镊子将选取的部分 (尽量分成小 

块)取下放入充有 EDTA过量 10倍的 TE缓冲液 

(10 mmol／L Tris·HC1 pH8．0，10 mmol／L EDTA)的小 

瓶(容积大约 3～5 mL，加入缓冲液前要仔细清 

洗)中，用封口胶将瓶 口封住，置于室温下保存 即 

可。用此法保存的材料 ，提取 DNA前无须经过任 

何特殊处理。用该法保存 的材料提取的 DNA质 

量为上述几种方法 中最高的 ，且材料保存时间可 

达 5年或更长。 

从用上述各方法保存的大型真菌材料中均可 

提取出质量满足分子 生物学研究需要的 DNA。 

如果材料仅供短期 内实验之用 ，可 以采取全子实 

体烘干保存法或子实体组织块硅胶干燥保存法保 

存，较为经济；如果需要长期保存材料 ，则采用子 

实体组织块缓冲液保存法较为妥当。其余方法或 

不适用于所有大型真菌，或保存量较少 ，或保存液 

不易大量携带 ，故不特别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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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veral methods of preserving the materials of macrofungi for molecular biological research were 

recommended．The DNA extracted from the materials preserved by these methods are suitable for the 

studies of molecular phylogeny and other molecular bi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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