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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真菌是森林生态 系统中生物种群组成的重要部分
,

也是森林进行物质转化
、

养分循

环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之一
。

研究不同植被生态类型中的真菌组成及其分布特点
,

对生态

系统中物质的转换和资源开发利用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文根据 1 9 8 1一 1 9 8 3年考察所得资料
,

分析了尖峰岭垂直分布的各植被类型中的大型真菌分布及其特点
,

对特有种及常见重要种真

菌
,

就其生态条件等进行了初步分析
。

一
、

滨海有刺灌丛及稀树草原植被类型中的大型真菌

滨海有刺灌丛及稀树草原两个植被类型主要分布在林区西部
,

毗临北部湾
,

为海拔1 00 m

以下的滨海沙滩及低丘台地
。

此地带气候炎热
、

干燥
,

常风大
,

年平均气温达 25
.

2 ℃
,

年降

雨量 约1 3 00 m m , 土壤贫膺
、

干旱
,

多为滨 i每沙土及燥红土
;
植被稀少

,

夕
、

为活动频繁
。

常

见植物有仙人掌 (o p u n tia d ille n ii)
、

束11葵 (孙
o e n ix ha : e o a n a )

、

束I』格 (S c o lo p fa c入in e n sis)
、

i酉

饼筋(A ra la n tia bu x ifo lia )等
。

此外
,

尚有属于次生植被的白茅 (Im p e r a ta : ylin d , fc a )
、

扭黄茅

(H e te , o p o g o n c o n ro : t。s)等群落 , 在稀树草原中仅有木棉(G o s sa 二pfn u s m a la石a r ic a )
、

厚 皮树

(L a n n e a g : a : d is )等少数 jL种旱生树种
。

由于生态环境条件的影响
,

这两个植被类型都不适合大型真菌的生长
,

特别是在滨海有

刺灌丛中
,

几乎未见子实体的产生
。

在稀树草原中
,

也仅在潮湿季节的林荫下或草丛中见到
。

本区共收集到 1 1种
,

常见的有小马勃 (L ye o p e , d o n p 。sillu二)
、

珊瑚菌 (C la o a , ia s p p
.

)等小型

子实体的菌类
。

二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中的大型真菌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主要分布在林区内海拔 3 00 m 以下的低丘及河 流两侧
,

此类型地 势 开

阔
、

气温较高
,

年平均温度 24
.

5 ℃
,

年降雨量约 1 7 。。m m
,

干湿季节明显且呈周期性交替 ,

土壤以褐色砖红壤为主
。

本植被类型由于水热条件配合不平衡
,

旱季时间较长
,

植物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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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而雨季则常绿
。

主要树种有鸡尖 (T e : m in a lfa ha‘n a n e n sis )
、

厚皮树
、

木棉
、

乌墨 (S , z 、g f。二

c u二in‘)
、

黄牛木 (Cl
a t oxy lo n lfg ust : in u m )等

,

地被物视立地条件的不同
,

分布不均
。

由于本植被类型属林区中较千旱的类型
,

大型真菌的生长受到一定的限制
,

种类分布及

数量不算太多
,

但在雨季高湿条件下或林中郁闭度增加
,

土壤水分或腐殖质增加
,

大型真菌

也 出现不少
。

本区共收集真菌23 种
,

常见的或分布较多的有热带 灵 芝 〔Ga o de l 二a tro pi妞二

(Ju llg h
.

)B res
.

〕
、

拟热带灵芝(G
. a h二a d ii B re s

.

)
、

鸡纵菌〔C
o ll万乙ia a l乡u二fn o sa (b e r k

.

)Pe te h〕
、

墨汁鬼伞〔C
o p : in : s a 才: a m e n ta , fu s (B u ll

.

)Fr
.

〕及白珊瑚菌 (Cla v a ria ku n二 ei Fr
.

)等
。

其中
,

热带灵芝
、

拟热灵芝及鸡纵菌等
,

仅在本植被类型中见到
,

为本类型植被中的特有种
。

两种

灵芝多在青皮象耳豆 (E n te : o lo bf: 二 。o n 才。: is fliqu m )
、

台湾相思 (A c a c ia c o n ju sa )等树木根部寄

生
,

引起根腐病
。

鸡纵菌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

常与地下的白蚁巢穴伴生在一起
。

尖

峰岭是我国已知分布的最南端 (西沙
、

南沙情况尚不清楚 )
,

在该地区
,

常在林缘空地或疏林地

上长出子实体
,

一般在遭受过人为破坏的次生林中出现较多
。

很明显
,

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
,

从本植被类型开始
,

大型真菌的种类逐渐增加
,

组成也

趋复杂
。

p气上述真菌外
,

还有不少广布种
,

如木耳〔A
。, ic “la 了fa a “l fc“la (L

·
e X H o o k ) U 卫-

der w
.

〕
、

毛木耳 〔A
.

p o l万t : fc无a (M o n t
.

) Sa e e
.

〕及裂褶菌 (S c hf:叩几万ll
u m c二二 u n 。 Fr

.

)等
。

三
、

热带常绿季雨林中的大型真菌

热带常绿季雨林主要分布在林区内海拔30 。一70 0 m 之间的丘陵或低 山地带
。

本植被类型

随着海拔增高
,

林中郁闭度逐渐增大
,

水温条件也较好
,

年平均气温约22 ℃
,

年降雨 量 约

2 0 00 m m , 土壤为黄红色砖红壤
,

腐殖质较多
。

本类型植被中树种繁多
,

层次分明
,

且多为常

绿树种
,

热带典型的代表树种青皮 (V at 玄ca as tlo 行fch a) 占优势
,

为该区树种组成的 30 一5 0 %
,

其次有子京 (M a
dh

u c a ha i: a n e n s fs)
、

盘壳栋 (C万c lo西a la n op sis p a t e llf] o : 二fs)等
。

此外尚有钩枝

藤 (A nc ist lo o la d u : 伦时。: iu s) 等藤本植物 , 附生植物在本植被带中一般较少
。

由于本植被类型的环境条件较适合大型真菌的生长与繁衍
,

因此真菌种类组 成 明 显 增

多
,

组成也比较复杂
。

据统计
,

本区收集大型真菌 82 种
,

主要有灵芝属 (G翻od 。二a)
、

乌芝

属 (A m au ro de
r m a)

,

特别是一些喜温种类
。

此外
,

蜂窝属 (H ex ag on a)
、

栓菌属 (T la m et es )
、

多孔属 (尸ol yP ol us )
、

小孔菌属 (M fcl oP 。 : us )等类真菌 ; 伞菌类在本植被类型中不太多
,

常见

的有金钱菌属 (C o llg bfa )
、

香菇属 (L e n tfn : : )
、

侧耳属 (P le u : o亡: s )及革耳属 (P a n u s) 等
。

重 要

种类有海南灵芝 (G
.

ha i: a n e : s坛5 Z h a o ,
X u e t Z h a n g )

、

安培那灵芝 (鹿角 灵 芝 ) 〔G
. a 二-

bo in en se (L
. : F r )Pa t〕

、

无柄紫芝 〔G
.

二a stop
o : u m (L e v

.

)Pa t
.

〕
、

无柄鹿角芝 (G
.

ba la ba c e : s。

M u r r
.

)
、

灵芝 〔G
.

lu c id u m (L eyss
. : Fr

.

)K a rs t
.

〕
、

褐 肉 灵 芝 沼
.

f: Iv e llu m B r es
.

)
、

粗析

乌芝 (A m a u r o d e : 二a e lm e : ia n : 二 M u r r
.

)
、

黑 肉乌芝 (A
. : ig e : Llo yd

.

)
、

乌芝〔A
. : u g o su m (B I

.

& N e ss
。

) B res
。

)
、

皱盖乌芝 〔A
. : u d e (B e r k

.

) Pa t
.

〕及朱 红 密孔菌 〔均
c n o p o , u : c玄n n a 乙

-

, i。: : (Jac q
.

) K a r st
.

〕
、

血红密孔菌 〔P
. sa n g uin e u : (L

. : Fr
.

)M u r r
.

〕
、

薄边蜂窝菌美丽变

种 〔H
e x a

go
n ia te n u fs (H o o k

.

) Fr
.

v a r
.

p u leko lla ( L e v
.

) Llo yd
.

〕
、

黄柄小孔菌 〔Mic : op o-

翔
:
xa nt 如p “: (Fr

.

) Pat
.

〕等
。

在多雨潮湿季节或荫蔽条件下可见伞菌 类
,

如 长 根 金钱菌

〔co ll, b萝a , a dfc a ta (R e lh
.

e x Fr
.

)Qu e l
.

〕
、

毛金钱菌夏〔C
.

lo n g印
。s (B u ll

. :
F r

.

) Q u e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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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耳 (P a n u s : u d is F r
.

)
、

绒柄香菇 (L en tin u s 5 1二1115 B e r k
.

e t B r
.

)等
。

此外
,

还有一些

广布种真菌
。

随着条件的改变
,

本植被类型中的大型真菌种类明显增多
。

其中以非褶菌目种类为多
,

伞菌及耳类仅在潮湿条件下 出现较多
。

海南灵芝在此分布普遍
,

是灵芝属在本类型中的代表

种
,

此外 尚有皱盖乌芝
、

朱红密孔菌
、

血红密孔菌等药 用菌类 , 食用菌类主要有长根金钱菌
、

毛金钱菌
、

革耳等
。

四
、

热带山地雨林中的大型真菌

热带山地雨林是一种相似 ]
:

赤道雨林的山地类型
,

主要分布在林区内海拔70 。一 1 20 o m

的各类地型中
。

这里气候温暖
,

年平均气温约 19
.

7 ℃
,

年降雨量约 3 0 0 0 m m
,

相对湿度 全

年 日平均 为88 % [’J; 此 区土壤属砖红壤性黄壤
,

土层深厚
,

富含腐殖质
,

是尖峰岭 及 海 南

岛水源及用材林基地之一
,

也是尖峰岭地 区各种热带生物资源最富有的植被类型
,

其中
,

特有

种植物种类占该 区总数的2 8
.

1 % [ “J ,

其代表树种 有 鸡 毛 松 (P o d o e a : p : s f二乙; ic a t。s)
、

绿楠

(M a : g lie ‘ia 无a i, a n e : 5 15 )
、

山荔枝 (N e助 e liu m : o ; e n g ii) 等
。

下层植被主要 有 币华 厚 壳桂

(Cr yp t o c a
叨

c hi: e : sfs )
、

高山蒲葵 (Lfv fs to n a s a : i西u s)及大 叶 白 颜 (G i: o n n ie : a s u右a 。q u a li: )

等 ; 主要下木有华南省藤 (C a la n : u s 从 a乡d o c la d u s )
、

燕尾葵 (p in a : g a d iseo阮)等
,

并有 不少

藤本植物及附生植物
,

从而形成一个林冠凹凸不平
,

层 次不明显
,

郁闭度极大
,

发育最 良好

的植被类型
。

由于水湿等环境条件非常适合多种大型真菌的生长
,

「日此本类型大型真菌种类繁多
,

组

成也十分复杂
,

远为林区内其它各植被类型所不及
。

从 已知种类来看
,

本区内仍 以非褶菌 目

(A p hy llo p h o r a le s )为主
,

其次为伞菌 目 (A g a r ie a le s )
。

常见的有灵芝菌科 (G ano d e r m a ta ,

e e a e )
、

鸡油菌科 (C a n th a r e lla e e a e )
、

珊瑚菌科 (C la v a r ia e e a e )
、

多孔菌科 (Po lyp o r a e eae )
、

齿菌科 (H y d n a e e a e )
、

了汽菌科 (T h e le p h o r a e e a e )以及牛肝菌科 (B o le ta e e a e )
、

口蘑科 (T r i
-

e h o lo m a ta c e a e )
、

红菇科 (R u ss u la e e a e )
、

毒伞菌科 (A m a n ita e e a e ) 等类真菌
。

此外
,

银耳

科 (T re m e llae e a e )
、

木耳科 (A u r ie u la r ia e e a e ) 及子囊菌亚门 (A sc o m ye o tin a )中的炭角菌

科 (X yl ar iac eae )等类真菌也较常见
,

共有 1 7 2种
。

其资源为林区内各植被类型中最富有
,

种

类最 多
、

数量最大的类型
。

本植被类型中
,

灵芝科真菌仍是一大种群
,

不过
,

这里分布的种类多属需一定的荫蔽及

潮湿的条件
,

以紫芝 (G
. sin e n so Z h a o ,

X u e t Z h a n g ) 为代表
,

多分布在密林深处
,

小溪

旁或潮湿的腐树桩旁
。

此外
,

还有喜热灵芝 (‘
.

ca lid Opht’lu m z h a o ,
X u et Z h a n g)

、

黄孔

灵芝 〔G
。 o : Of lav u m (L lo y d ) T e n g

.

〕
、

无柄灵芝 (G
. : e s sil。 M u r r

.

)
、

弯柄灵芝 (G
.

flo x fp。s

P a t
.

)以及凹凸盖乌芝 (A
. s a le西; o s u n : L lo y d

.

)
、

乌芝
、

粗柄乌芝等多种
。

非褶菌目的其它常见种有鸡油菌 (C
. e iba : iu s F r

.

)
、

小鸡油菌 (C
.
二in o :

Pe e k
.

)
、

枝木

瑚菌 〔L 。n ra : fa s u : c u lu s (B e r k
.

) C o rn e r
.

〕
、

蓝顶枝瑚菌 〔R a 从 a , fa 。ya n o e e pha la (B er k
.

e t

C u r t
.

) C o rn e r
。

〕
、

黄豆芽菌 (Cla u a r ia a 从o e : a 2 0 11
.

& M o r
.

)
、

莲 座 革 菌 (T 入e lep无。, a

v ia lis S e hw
.

)
、

多瓣革菌 (T
.

m u irfp a ; tita Sc h w
.

) 等
,

多在潮湿地上生长
;
多孔菌科的褐

多孔菌 (P o l夕p o翔s p坛e ip
es Fr

.

)
、

小褐多孔菌 (P
.

bla : che tfa n u s B e r k
.

e t M o n t
.

)
、

血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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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菌
、

粗毛盖菌 〔Fu : a lia g a llic a (Fr
.

) Pa t
.

〕
、

薄边蜂窝菌美丽变种 〔H ex a g o : ia te n : fs

(H o o k
.

) Fr
.

v a r
.

p二lehe lla (M o nt
.

) L lo yd
.

〕
、

乳白栓菌 〔T
l a m e : e s 二 a n玄la e n s玄s (L to yd

.

)

T e n g
.

〕等常在多种阔叶树腐木上生长多 生长于活立木上的有稀硬木层孔 〔Ph ell 艺
: us lo 石us 云us

(K a r st
.

) B o u rd
.

& G a lz
.

〕等
,

常引起子京
、

青皮等树木腐朽
。

伞菌目真菌在本植被类型中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

是林区内的集中产地
,

以 口蘑科 (T ri
-

e h o lo m a tace a e )
、

牛肝菌科 (B o le t a e e a e )
、

红菇科 (R u ss u lac e a e )
、

毒伞科 (A m a n ita e eae )

较多
。

如野生革耳 (Pa
n us , u dfs Fr

.

)
、

近裸香菇 (L e n : fn : s : : 西n u d u s B e r k
.

)
、

美味 侧 耳

〔Pleu : o tu s s
即1’d u s (Se h u lz

.

) Sa cc
.

〕
、

大杯伞 〔Clft
o c , ba m a x fm a (G a r tn e t M ey

。
e x Fr

.

)

Qu e l
。

〕
、

松 塔 牛 肝 〔S r : o丢ilo m 万c es flo c c o p u s (V a h l : Fr
.

) K a r s t
.

〕
、

黑 盖 粉 抱 牛 肝

〔T g lop flu s a l西o a te , (Sc hw
.

) M u r r
.

〕
,

黄盖粉抱牛肝 〔T
。

ba llo : i (Pee k
.

) 5 1鳍
.

〕
、

变绿

红菇〔R “
ssu la o ir esc e : s (S e h a eff

.
e x Se hw

.

) Fr
.

〕
、

乳白绿菇 (R
.

g a lo chr o a Fr
.

)
、

黑红

菇〔无
. : fg , ic a : s (B u ll

.

) Fr
.

〕以及橙盖鹅膏菌 〔A二 a n ita c a es a r e a (S e o p
.

e x Fr
.

) 珑 rs
.

ex Sc hw
.

〕
、

豹斑鹅膏菌 〔A
.

p a n the ; in a (D C
.

e x Fr
.

) Se e r
.

〕
、

块鳞灰鹅膏 〔A
. sp王ssa

(Fr
。

) Q u el
.

〕等
,

多在潮湿的林荫下生长
。

最下层真菌有子囊菌炭角菌科(X yia r ia ce ae )的

一些种类
,

如叉状炭壳菌 (X , la ; ia fo l c a t a Fr
。

)
、

丛生炭壳菌 (X
.

bip in d e , sfs L lo yd
.

)
、

卵

形炭壳菌(x
.

动 o o a ta B e r k
.

)以及多种革菌 (The lep无。: a sp p
.

)
、

硬皮马勃 (Sc le : o d e : 二 a sp p
.

)

等
。

本植被类型中的真菌已知有 1 72 种
,

占林区内已知种类的 64
.

66 %
,

隶属 2 个亚门
, 4 纲

,

11 目
, 3。科以及几乎包括区内所有已知属

。

无论从种类及组成来看
,

均为其它各类型之首
。

除少数广布种外
,

本区真菌分布及组成状况可视为整个林 区真菌的缩影
。

五
、

山顶苔辞矮林中的大型真菌

山顶苔醉矮林主要分布在林区内海拔 1 2 00 m 以上的山脊地带或孤峰
。

此区常风较大
,

气

温较低
,

但无霜
,

年平均气温约 17 ℃
,

常有云雾
,

相对湿度较大 , 土壤为山地黄壤
。

林木组

成以吊罗栋(Q“e , c u s tfa o lo sh口n ic a )
、

厚皮香 (T e : n str o e二ia g ym , a : the : a )
、

大头茶 (GO
:
do

n ia

。石“al is )等为代表树种
,

树高一般仅 4一6 m
,

树干弯曲
,

分枝较低
,

基部附生许多苔辞植物
,

下木有桃金娘 (R ho d o 二杏, tu s to 二e n to sa )
、

野牡丹 (万己la sto 二a 。a : did u m )
、

九节茶 (S a , e a n d r a

g la西e r)
、

射毛苦竹(Pleio乡la sru s a c rfn o t: ichu s)等灌木组成
。

本植被类型由于常年湿度较大
,

气温较低
,

因此
,

大型真菌的种类分布及数量均小于热

带山地雨林
。

初步调查结果表明
,

本区常见种类有毛木耳
、

木 耳
、

黄柄小孔菌
、

小褐 多 孔

菌
、

毛革盖菌
、

野生革耳及小白侧耳(Pl e二of us li mP idus )等木生菌类
。

伞菌及其它土生菌类
,

由于采集时间及条件限制
,

一般较少采到
,

仅见有乌芝等少数几种
。

综上所述
,

海南岛尖峰岭林区的大型真菌
,

在各垂直生态系列中的分布与组成有显著差

异
,

除滨海有刺灌丛及稀树草原的真菌种类较少外
,

随着海拔增高
,

植被复杂
,

水湿等环境

条件较好
,

大型真菌的种类分布逐渐增加
,

以山地雨林为最多
。

低海拔的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多为喜温或耐旱类型
。

在热带常绿季雨林中
,

真菌种类明显增多
,

多为喜温喜湿类型
。

热带

山地雨林中的真菌种类及数量最多
,

组成也最复杂
。

该区分布的 172 种真菌几乎占全林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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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知属
,

为林区真菌资源最富有的植被类型
。

林 区高海拔的山地雨林
,

鉴于气候等条件的

原因
,

真菌数量下降
,

这又与尖峰岭地区的植被情况相一致
。

木研究结果将 为该林区真菌的区

系及其生态学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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