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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目山两种新的阔叶树心材腐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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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阔叶树上的两种新的心材腐朽病害, 其病原菌分别为变孢绚孔菌 ( Laeti

p orus versisp orus ( L loyd) Im azek i)和白蜡多年卧孔菌 (P erenn ipor ia frax inea ( Bul.l : F r) Ryvarden)。根据野外调查对

这两种新病害的症状进行了报道,并根据实地采样对这两种新的病原菌进行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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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 o new d iseases on hardwoods in T ianmu M ountain w ere recorded from Zhe jiang Prov ince. Laetiporus ver

sisporus( L loyd) Imazek i and P erenniporia f raxinea ( Bul.l : F r) Ryvarden w ere the pathogens. Both fung i caused

heart ro .t Illustrated descriptions o f the tw o pathogens w ere g iven in deta il based on themater ia ls from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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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病原腐朽菌指的是能够侵染活立木, 导致

树木根部、干基、心材、边材或整个树干腐朽,并最终

造成树木死亡的一类真菌。我国目前已发现 80余

种林木病原腐朽菌
[ 1~ 6]
。心材腐朽病害是发生在活

立木上, 造成树木心材腐朽的一类重要的森林病

害。引起腐朽的真菌绝大多数是担子菌中的多孔

菌,它们能分泌多种水解酶类,把木材中的纤维素和

木质素分解为简单的碳水化合物, 作为生活的养

料
[ 4]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西北

部, 119∀24#11∃~ 119∀28#21∃ E, 30∀18#30∃~ 30∀24#
55∃N,面积 4 284 hm

2
, 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区的北

缘,属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植

被类型主要为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是中国

中亚热带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004年 10月和

2005年 10月作者在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大

型真菌考察时,发现生于青冈 (Cyclobalanop sis glauca

( B lum e) O es.t )活立木上的病原真菌变孢绚孔菌

(Laetiporus versisporus ( L loyd) Imazeki)和生于檫木

(Sassaf ras tsumu (H ems.l )H ems.l )活立木上的病原

真菌白蜡多年卧孔菌 (P erennip oria f rax inea ( Bul.l :

F r. ) Ryvarden)。这两种真菌过去在我国虽有报道,

但作为林木病原菌国内以前还未见报道, 仅作为腐

生菌在国内的分布,且描述简单或仅见于名录
[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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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取自作者 2004年和 2005年野外考察

所采集的标本, 研究标本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沈阳

应用生态研究所标本馆 ( IFP)。显微结构研究采用

参考文献 [ 9]的方法, 病害的症状和危害基于野外

的实地考察。

2 研究结果

2. 1 病原菌的分类地位

根据现代分类学观点
[ 10]

,变孢绚孔菌和白蜡多

年卧孔菌都属于担子菌门 Basid iomyco ta, 担子菌纲

Basid iomycetes,非褶菌目 A phy llophora les, 多孔菌科

Po lypo raceae。

2. 2 形态描述

2. 2. 1 变孢绚孔菌 (图 1、2)

Laetiporus versisporus ( L loyd ) Imazek,i Bu l.l

Tokyo Sc.i M us. 6: 88, 1943

Calvatia versispora L loyd, M yco .l W ri.t 4 ( Letter

56) : 7, 1915

Polyporus calvatioides Im azek,i J. Jap. Bo .t 16:

269, 1940

子实体:担子果 1年生,无柄盖状, 单生或叠生;

新鲜时肉质,无特殊气味, 干后木栓质, 质量明显变

轻。担子果球形或近球形, 单个子实体长可达 5

cm,宽 6 cm,基部厚 4 cm。菌盖上表面新鲜时浅黄

色至黄褐色,光滑, 无同心环带, 干后变为污黄褐色

至深污褐色;边缘钝。孔口表面幼时乳白色或奶油

色至硫磺色,干后硫磺色至黄褐色, 无折光反应。管

口形状不规则,每毫米 2~ 3个; 管口边缘薄,全缘或

稍撕裂。菌肉奶油色至污黄褐色,软木栓质,厚可达

4 cm。菌管与孔面同色或略浅,木栓质,脆,长可达 4

mm。

菌丝结构: 菌丝系统二体系; 生殖菌丝简单分

隔;菌丝在棉蓝试剂中无嗜蓝反应,在 M elzer试剂中

无变色反应,在 KOH试剂中菌丝组织无变化。

菌肉:生殖菌丝无色,稍厚壁,有分枝, 常见简单

分隔, 直径 3 ~ 9. 5 m; 骨架菌丝占多数, 无色, 厚

壁,具一宽的内腔, 多分枝, 疏松交织排列, 直径为

3. 2 ~ 11. 6 m; 菌肉中有厚垣孢子存在, 近球形,

无色, 厚壁, 光滑,在 M elzer试剂中无变色反应,在棉

蓝试 剂中有 弱嗜蓝反 应, 大小 为 6 ~ 9. 3

% 5. 3 ~ 7 m。

菌管:生殖菌丝常见,无色, 薄壁至稍厚壁, 很少

分枝,频繁分隔, 直径 2. 8 ~ 6. 2 m;骨架菌丝无色,

厚壁,具一宽的内腔, 有分枝,菌丝交织排列。子实

层中无囊状体和拟囊状体; 担子棍棒状, 顶部着生 4

个担孢子梗, 基部具简单分隔,大小为 14~ 18 % 5. 6

~ 7. 2 m;拟担子形状和担子相似,比担子稍小。

孢子:担孢子椭圆形, 无色, 薄壁, 光滑, 在棉蓝

试剂中无嗜蓝反应,在 M elzer试剂中无变色反应, 孢

子大小为 ( 4. 6~ ) 4. 7~ 5. 2( ~ 5. 8) % ( 3. 5~ ) 3. 6

~ 4. 2 m,平均长 L = 4. 96 m,平均宽 W = 3. 92

m,长宽比 Q = 1. 26 ( n = 30 /1)。

研究标本: 浙江省临安市,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青冈活树上, 10. X. 2005崔宝凯 2663; 青冈死树上,

8. X. 2005崔宝凯 2534。

讨论:变孢绚孔菌通常生长在青冈树干基部, 造

成心材褐色腐朽, 被侵染的树木树叶枯黄,树干逐渐

腐朽,最后死亡。本文只是初步报道了天目山青冈

树心材腐朽病的一般情况, 对该病害的总体分布还

不完全清楚, 在青冈分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调查。

另外病原菌侵入活立木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子

实体,即在子实体出现以前如何判断青冈是否被侵

染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所调查的林区, 青冈不

形成纯林,而与其他阔叶树形成混合林分,因此病害

从根部传播的可能性极小。从变孢绚孔菌的生长习

性看,担孢子可能是主要的侵染源, 孢子通常依靠

风、雨或昆虫等媒介进行传播。由于变孢绚孔菌主

要造成心材褐色腐朽, 因此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

防治措施,但及早清除受害树木上的子实体,是减少

病害扩展的有效方法。另外,防止树木的各种损伤,

是预防和减少病害的途径之一。

图 1 变孢绚孔菌 (Laetiporu s v ersisporu s

( L loyd) Im azek i)的子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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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担孢子; b.担子和拟担子; c.菌髓菌丝; d.菌肉菌丝; e.厚垣孢子

图 2 变孢绚孔菌 (Laetiporu s v ersisporu s( Lloyd ) Im azek i)

的显微结构图

2. 2. 2 白蜡多年卧孔菌 (图 3、4)

图 3 白蜡多年卧孔菌 ( Perenn iporia f raxin ea

( Bu l.l : Fr) Ryvarden )的子实体

a.担孢子; b.担子和拟担子; c.拟囊状体; d.菌髓菌丝;

e.菌肉菌丝; .f厚垣孢子

图 4 白蜡多年卧孔菌 ( Perenn iporia f raxin ea

( Bu l.l : F r) Ryvarden )的显微结构图

Perenniporia f raxinea ( Bul.l : F r) Ryvarden, No

vaH edw ig ia 27: 158, 1976

Boletus frax ineus Bu lliard, H is.t Champ. France:

341, .t 433: 2, 1789

Polyporus frax ineus Bul.l : F r. , Sys.t M yco .l 1:

374, 1821

子实体:担子果 1年生, 无柄盖状, 单生或覆瓦

状叠生;新鲜时韧革质,无特殊气味, 干后硬木栓质,

重量中度变轻。菌盖半圆形或扇形, 单个菌盖长可

达 10 cm,宽 16 cm,基部厚 1. 5 cm。菌盖上表面新

鲜时从中心往菌盖边缘方向颜色逐渐变浅, 从红褐

色到桔黄褐色到浅黄褐色, 光滑,同心环带有但不明

显,常具同心或放射状沟槽,干后菌盖上表面从中心

往菌盖边缘方向颜色逐渐变浅, 从深桔黄褐色到污

黄褐色到灰土黄褐色; 边缘略钝,灰土黄色。孔口表

面新鲜时奶油色至浅黄褐色, 干后变为灰土黄色或

污黄褐色,无折光反应。管口圆形至不规则形, 每毫

米 5~ 6个;管口边缘略厚,全缘。菌肉浅灰黄褐色,

软棉质,厚可达 8 mm。菌管与菌肉同色或略浅, 木

栓质,长可达 7 mm。

菌丝结构:菌管中菌丝三体系,菌肉中菌丝二体

系;生殖菌丝有锁状联合; 骨架菌丝和缠绕菌丝在

M elzer试剂中呈拟糊精反应, 在棉蓝试剂中其壁有

强嗜蓝反应, 骨架菌丝在 KOH试剂中膨胀。

菌肉:菌肉中菌丝二体系;生殖菌丝少见, 无色,

薄壁,不分枝, 具锁状联合, 直径为 2. 5 ~ 4. 8 m;

骨架菌丝占多数, 无色,厚壁,具一宽或窄的内腔, 不

分枝,疏松交织排列,直径为 3 ~ 8. 6 m; 菌肉中有

厚垣孢子存在, 近球形, 无色, 厚壁,光滑, 在 M elzer

试剂中呈拟糊精反应, 在棉蓝试剂中有嗜蓝反应, 大

小为 8. 3~ 13. 8 % 7. 6~ 11. 2 m。

菌管: 菌管中菌丝三体系; 生殖菌丝占少数, 无

色,薄壁,不分枝, 具锁状联合,直径为 2 ~ 4. 5 m;

骨架菌丝占多数, 无色,厚壁,具一窄的内腔,大量分

枝,菌丝交织排列,骨架部分直径为 2. 6 ~ 5. 7 m;

缠绕菌丝无色,厚壁至几乎实心,大量分枝, 常弯曲,

菌丝交织排列,直径为 1 ~ 3. 2 m。子实层中无囊

状体,但有细棒状的拟囊状体, 薄壁, 大小为 17. 2~

22. 4 % 4~ 5. 6 m。担子棍棒状,顶部着生 4个担孢

子梗,基部具锁状联合,大小为 17. 8~ 23. 8 % 8~ 11.

5 m;拟担子形状和担子相似,比担子小。

孢子:担孢子水滴形或宽椭圆形,不平截, 无色,

厚壁,光滑,在 M elzer试剂中呈拟糊精反应, 在棉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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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中有明显的嗜蓝反应,孢子大小为 ( 6~ ) 6. 1~

7. 2 ( ~ 7. 3) % ( 5~ ) 5. 1~ 6 ( ~ 6. 2) m,平均长 L

= 6. 66 m, 平均宽W = 5. 59 m,长宽比 Q = 1. 17

~ 1. 22 ( n = 90 /3)。

研究标本: 浙江省临安市,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檫木活树上, 13. X. 2005崔宝凯 2799; 17. X. 2004戴

玉成 6467; 檫木树桩上, 17. X. 2004戴玉成 6481。

讨论:白蜡多年卧孔菌在浙江天目山能侵染檫

木的活立木,是一种典型的病原菌。白蜡多年卧孔

菌在我国其他地区也有分布, 但它在我国其他地区

只生长在倒木和枯立木上, 是一种腐生菌。说明该

菌在我国已有分化, 二者可能为不同的生物种。白

蜡多年卧孔菌也分布于欧洲和北美洲, 最近的研究

表明, 该菌在欧洲和北美洲也有分化现象。作者在

研究采自天目山檫木上的材料时, 也对比研究了该

菌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材料, 发现二者在形态上有一

些区别,白蜡多年卧孔菌在其他地区的担子果通常

多年生,孢子较小,其长度一般小于 6. 1 m,宽度小

于 5. 2 m,菌肉中没有厚垣孢子; 生长在天目山檫

木上的白蜡多年卧孔菌的担子果 1年生, 孢子长度

可达 7. 2 m, 宽可达 6 m, 菌肉中有厚垣孢子, 但

其他形态很相似。如进一步确认天目山上的白蜡多

年卧孔菌和我国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北美洲的白蜡

多年卧孔菌是否为不同的生物种, 需要进行单孢交

配实验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

暂时还是将檫木心材腐朽的病原菌定为白蜡多年卧

孔菌。

白蜡多年卧孔菌通常生长在檫木树干基部, 造

成心材白色腐朽,与其他心材腐朽病害一样,早期并

无典型的受害症状, 但病株主干上白蜡多年卧孔菌

子实体的出现是最重要的症状。子实体从夏季开始

出现,被侵染的树木后期明显枯萎。心材腐朽一般

不会导致树木迅速死亡,但随着心材腐朽的加重,病

株极易风折而死亡,该病原菌也能扩展到边材和韧

皮部,因此受害树木最终表现为枯死。从白蜡多年

卧孔菌的生长习性看, 该菌主要通过担孢子进行再

侵染,孢子通常依靠风、雨或昆虫等媒介进行传播。

由于白蜡多年卧孔菌主要造成心材白色腐朽,因此

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但及早清除受害

树木上的子实体,在有条件的地区及时清除受害树

木也是减少病害扩展的有效方法。另外, 防止树木

的各种损伤, 是预防和减少病害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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