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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松上的散斑壳
’

侯成林 曹恒生 林英任

摘要 对安徽省岳西县妙道山国家森林公园黄山松 尸  、 上的散斑壳进

行了调查研 究
,

共发现 个种
,

其中岳西散斑壳 肠户  !
、 一 , 一 ·

。

一 系一新种 南方散斑壳 乙 。 ,

扰乱散斑壳
、 ,

乙

,
为黄山松 的新 记录 针 叶树散斑壳 乙 。 , ,

库曼散斑壳 乏

, , 邑 。 ,

松针散斑壳 去
,

为国内 已记载的种
。

对新种作 了汉文和拉丁文描述
,

记载 了已知种的生态习性
。

关键词 散斑壳
、

岳 西散斑壳
、

黄 山松

散斑壳属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

其中一些种是引起植物病害的病

原菌
,

而另一些种以腐生方式生活
,

能加速植物凋落物的分解
。

近年 国外对松树上的散斑壳的

研究已较为探入
’

· ,

国内的同类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 〕
。

作者于  一 年对安徽省

岳西县妙道山国家森林公园黄 山松上的散斑壳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

以期为黄山松针叶病

害及微生物生态的研究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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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囊果大多散生于松针的远轴面
,

灰色至浅褐色
,

无明显的周边线
,

椭圆形
,

稍隆起
,

65
0 一

8 10 x 38 。一480 拌m
,

成熟时沿气孔线开裂
,

唇细胞无色
。

中点横切面显示
,

子囊果为表皮下生
,

深 190 一2 70 拌m
。

基部子座弱度发育或无
,

褐色
;
覆盖子座由暗褐色的圆胞组织和角胞组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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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岳西散斑壳

1.针叶上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外表 ; 2
.
子囊果中点横切面 ;

3. 子囊
、

侧丝和子囊袍子 ;4
.
分 生袍子器中点横切面

;5.产抱细胞和分 生抱子

成
,

中部厚 45 ~ 60 拌m
,

朝着边缘渐薄且不与基部子座相连
。

子实下层平坦
,

近无色
,

由交错丝

组织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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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短柄
。

子囊抱

子 8 个
,

无色线形
,

1 分隔
,

90 一135 只 2 “m
,

外被 2 拌m 厚的胶质鞘
,

在子囊内呈束状排列
。

侧丝

线形
,

长 120一 18 0 拼m
,

宽约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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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端不膨大
。

分生抱子器位于松针各面
,

散生
,

有时两个侧 向联合
,

分生抱子器与松针表面 同色
.
椭圆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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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气孔线开裂
。

中点横切面显示
,

分生抱子器为表皮下生
。

分生

抱子无色
,

杆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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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纹缺
。

生于黄山松 (P i
nu: taiw a nensi: H a yata )已脱落的针叶上

。

安徽省岳西县妙道 山国家森林

公园
,

侯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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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标本保藏在安徽农业大学森保教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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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几个 五口户ho de rm
讯m 属的成员移至该属中

。

公功ho m er
u m 属与 L oP ho de rm iu

m 属主要

区别是前者子囊抱子具多分隔
,

而后者子囊抱子无分隔
。

然而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分类

学家的认同
,

相反
,

以 C an no
n 乙 M in ter川为代表的许多学者 认为 L oP ho

,

ne ru
m 是 L oP ho der

-

m iu m 的异名
。

作者也支持 C
an
no
n 乙 M int er这一观点

。

故将本次观察的新种置于 L oP h od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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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um (而不是 Z砂h
om eru m )属名下

。

本种与 z夕户ho de rm l’u m bac ul ife ru m M
a
yr
.
相似

,

主要区别是该种覆盖子座和基部子座弱

度发育
,

唇细胞存在
,

子囊抱子具 1 分隔
;而 石

.
bac

“l
ife

ru m 覆盖子座极其发达
,

在与基部子座

的连接处
,

子座明显增厚
,

唇细胞缺
,

子囊抱子无分隔
。

该种也与 L
.aut um lla l

￡ D a
rk

.

相近
,

但

后者子囊果生于角质层下
,

不沿气孔线开裂
,

无唇细胞
,

子囊抱子 。一3 分隔
,

无分生抱子器
,

生

于冷杉属植物的针叶上
。

2 南方散斑壳 寄主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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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菌在枯死后脱落或尚未脱落的针叶上产生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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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在次生针叶上
,

常在先端枯死的针 叶上产生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
,

引起较严重的落针

病
。

通风透光条件较差的黄山松幼树
,

其针叶发病率可达 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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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菌在枯死后脱落或 尚未脱落的针叶上产生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
,

常与 乙妒hod
e
, 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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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松针散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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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在黄山松的次生针叶上
,

在落地或 尚未脱落的枯死针叶上产生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
,

引起落针病
。

6 扰乱散斑壳 寄主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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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M int
er川

,

何秉章川记载
,

本菌通常引起严重的松树落针病
。

在本次收集的材料中
,

该菌

的有性态和无性态与原始描述完全一致
,

并在落地的针叶上产生子囊果和分生抱子器
。

参 考 文 献

Cannon P F.M in:erD W
.
The R勺risn

:atacoao of the Indian Subeontinent
.
M yeologiealpapers

,

1 9
8

6

,

1 5 5
:

l 一 12 3
.

M in te r D W
.
了力户h

o
d
or
m iu n

: o n p in e s
.
M y

eo lo g iea l P a pe
rs ,

1 9 8 1

,

1
4 7

:
l

~
5

4

.

林英 任
,

唐燕平
.
松树上的七种散斑壳

.
真菌学报

,

1
9

88

,

7
( 3 )

:
1

29 一137
·

何秉章
,

杨殿清
,

齐心武
.
红松上的散斑壳

.
真菌学报

,

19 86

,

5 (2 )

:

71 一 74
·

侯成林
,

刘世骥
.
散斑壳属一新种

.
真菌学报

,

1
99

2

,

1
1

(3
)

:
1

95 ~
1

97

·

( )

u e

l l

e t t e

G B

,

M

a
g

a s
i I p 注力户h on :,

r u n : ,
a n e

w
g

e n u s o
f H

y p
o

d
e r

m
a t a e e a e

.

M
y

e o
l
o

g
i
a

,
1 9 6 6

,

5 5

:
2 7 5 一 250

.

何秉章
,

邓兴林
,

杨殿清
,

等
.
樟子松落针病病原菌和防治的研 究

.
东北林学院学报

.1985 13(2) :75 一81
.



期 侯成林等
:
黄山松上的散斑壳

L
op h o d e r m iu m o n P in u s ta iw a n e n sis f r o m

M ia o d 8 0 S h a n N s tio n s l F o r e s t P a r k

H ou C h eng lin Ca
o H en g sh en g L in Y ing re n

A b straet In a survey of L OP hod
e
rm
ium on P inu s taiw a nensis from M iaod ao sh an N atio n

-

al F orest P ark
,

6
s

P
e e

i
e s a r e

i d
e n t i f i

e
d

.

A m
o n

g t
h

e
m

,

L
oP

h
o

d
e

撒i
um 夕u e x ie

, : s e
C 一1

.
H o u

,

H 一5
.
C ao & Y 一r

.
L in 15 deserib ed as a new speeies

.
L
.a ustra l。 a n

d L
.
: e d i t i o s u m a r e r e e o r

d
-

e
d f

o r t h
e

f i
r s t t im

e o n t h i
s
h
o s t

.
L a r i n a n

d C h in e
s e

d
e s e r i p t i o n s o

f t h
e n e

w
s
p e e i e s 15 g i

v e n
.

K e y w o r d s L p P h
o d e

r
m i u m

,

L
oP

h
o

d
e r

m i
u

m
夕u e x i

e r, s e ,

P i
n u s t a

i w
a n e n s

i
s

H
o u

C h
e n g l i

n
,

I

, 七 e tu r e ,

C
a o

H
e n g s

h
e n g

,

I i
n

Y i
n g r e n

( A
n

h
u

i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F
a e u

l
t y o

f F
o r e s t r y

,

H
e

f
e

i

2
3 0 0

3 6 )

.

孔几几飞飞 飞几飞屯 飞飞屯飞飞 屯飞 飞屯屯飞 飞几飞 气飞 飞飞几飞 飞屯飞 屯飞 飞飞飞飞 飞飞飞 屯飞 几飞屯飞 飞飞飞屯

“

杉木一代种子园丰产技术和遗传效益研究
”

通过浙江省科委技术鉴定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王赵 民副研究员 主持
,

浙江省姥山林场
、

长乐林场等单位协作完

成的
“

杉木一代种子园丰产技术和遗传效益研究
”
课题

,

由浙江省科委主持
,

于 199 5年 12 月 2~ 3 日在浙江富

阳中国林科院亚林所通过技术鉴定
。

来 自 国内林木遗传育种学
、

造林学
、

森林经理学
、

科技和生产管理部门的

十多位专家教授一致认为
,

该项成果在国 内尚属首次
,

达到国际同类 研究先进水平
。

该项 目紧密结合生产
,

坚持多点
、

多年度重复试验
,

全面总结和完善 了浙江省杉木一代种子园丰产培育技

术
,

采取立地控制
、

遗传控制
、

密度控制等综合配套技术
,

使浙江省杉木 一代种子园种子单产和品质水平居国

内首位
。

¹
本项研究首次揭示了浙江省杉木种子 园严重缺硼状况

,

试验证明
,

施 硼肥可使球果单产提高 35
.

0 % 以上
,

种子品质也有大幅度提高
。

º
对结实盛期的杉木种子园进行强度为 20

.
0写一 30

.
0 % 的疏伐后

,

可使

球果单产提高 39
.
0% 以上

。

上述试验结果已在浙江全省推广
。

» 应用数学模型较系统地对浙江省不同生态区

域杉木一代种子园产量预测开展了探索性研究
,

预测模型的准确率达 80
.
。% 一 95

.
4 % 之间

,

对全省杉木 良种

生产规划有指导意义
,

对全 国杉木种子园产量预测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¼ 通过单亲
、

双亲和混 系子代多点

多年度测定结果
,

浙江省杉木种子园混系子代 10 一 13 年生材积遗传增益达 19
.
73 %

,

在湖北
、

江西等地也有

明显的增产效果
。

至 19 94 年底共推广造林 14 万 多公顷
,

新增产值 6
.4 亿多元

,

年均 3200 万元
,

经济
、

社会效

益显著
。

(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用材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