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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我国盘菌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热带地区粒毛盘菌属真菌的物种多样性。本研究共分析

&)% 份标本，属于 $) 个分类单位，其中 !"#$%&’ "(%)*’+ +,-. "(%)*’+，!, (*"-./.+%-+，!, 0/"1.2&/&’，!, 34+*.2)3$5/6

/&’，!, -#/+*)4.. 和 !, 1.*7.%+&’ ( 个种的个体数量均在总数的 ( / 以上，占已观察标本总数的 0$. & / ，是我国热带

地区的常见种。物种多样性分析表明，海南的物种丰富度（ 8 1 ""）和多样性指数（92 1 ". ((3(）最高，云南与广西的

物种丰富度相似。采用群落系数（ 4567784869: 57 45;;<98:=，##）比较了不同地区的物种分布相似性。本文还试图探

讨物种分布与海拔高度、生境、基物间的关系。粒毛 盘 菌 属 真 菌 在 海 拔 (# ’ "0## ; 的 地 带 均 有 分 布，由 于 调 查 和

取样的局限性，物种随海拔高度变化的规律不明显；地理分布上大致可分为世界性分布、间断性分布和地方特有三

种分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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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粒毛盘菌属（!"#$%&’）是子囊菌门，盘菌纲，柔

膜菌目，晶杯菌科中种数最多的一个属，通常腐生在

各种植 物 基 质 上，分 布 广 泛，全 世 界 约 有 %0# 种

（Z8-[ +4 "/. ，"##%）。由于分类观点的分歧和真菌命

名起点变更 等 原 因，粒 毛 盘 菌 属 的 异 名 多 达 "# 个

（PO6;69:M \ KD6,-，%3$%；F,896M \ ]<;59:，%3*&；

KL5596-，%3*0）。关于粒毛盘菌属的分类学研究，许

多真菌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O \ Z-86JOM:6896-，
%3*)；P,9:-6OO \ F,896M，%330；P,9:-6OO +4 "/. ，%33(；

]6998M，%3&3，%30*；F,896M，%3*#，%33"；F,896M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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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地理、植被、生境

和气候特点多样，真菌资源十分丰富。就粒毛盘菌

属真菌而言，由于该类群个体很小，且不造成作物病

害，因此在 #C 世纪 *C 年代以前，我国对这类真菌了

解 甚 少，仅 在 0.(*(,*123(，4’"-&//.，4’"-&//"-. 和

5.,2-36 " 个属名下报道过 !C 个种（ E.’8，!)F"；邓

叔群，!)<F；G-&7 0 H6.’，!)II；戴 芳 澜，!)I)）。 近

#C 年来，真菌区系和真菌物种多样性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J2/J&3(6，!))!），我国部分地区的真菌

区系和物种多样性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秦岭、

内蒙古大青沟、湖北神农架、河北小五台山、四川大

巴山、吉林长白山等地以及我国热带地区相继发现

新种和中国 新 记 录 种（ 卯 晓 岚，庄 剑 云，!))I；图 力

古尔，李玉，#CCC；中国科学院神农架真菌 地 衣 考 察

队，!)*)；中 国 科 学 院 河 北 小 五 台 山 考 察 队，!))I；

567,’8，!))I；D7 &) ./? ，#CCC）。

热带是真菌物种多样性丰富程度最高但物种多

样性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区（1&34，!))I），我国热带地

区的 真 菌 研 究 较 温 带 地 区 明 显 滞 后（ 庄 文 颖，

#CCC）。本研究旨在对我国热带地区粒毛盘菌属的

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材料除极少部分是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菌物标本馆原有的馆藏标本外，其余均

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地衣系统学重点实

验室盘菌研究组 于 !))I K #CCC 年 在 广 西、广 东、云

南、海南和香港等地的林区或自然保护区采集获得。

台湾的数据则来自于文献报道（>7 &) ./? ，!))*）。

!# $" 调查地点

根据实验设计，选择北回归线（#F? 9LM）以南地

区的森林或自然保护区进行采集，包括广东博罗罗

浮山林场、惠东梁化林场、惠东古田自然保护区、茂

名大雾岭自然保护区、封开黑石顶自然保护区、肇庆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广西那坡、德孚和弄化自然保护

区、上思十万大山、武鸣大明山自然保护区，海南昌

江霸王岭自然保护区、乐东尖峰岭自然保护区、陵水

吊罗山自然保护区、琼中黎母山自然保护区、通什五

指山自然保护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和港岛森林

地带及农场，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勐海、勐腊、

河口大围山自然保护区、麻栗坡南温河自然保护区、

屏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西

畴小桥沟自然保护区等。

!# %" 物种多样性分析和相似性比较

物种多样性分析采用 =6,’’&’N>-.’.3 多样性指

数：789 :#
+

; 9 !
<; O’<;。式中 <; 9 -; = > 为第 ; 种占总个

体数 > 的比例，+ 代表物种数。物种丰富度 采 用 物

种数（+）测度（ 马克平，刘玉明，!))"）。由于难以设

置样地，物种多样性分析的样本在不同地区的不同

生境内随机采集。

不同地区的物种分布以群落系数（ P&.44-P-.’( &4
P&%%7’-(A，,,）进行相似性比较：,, 9 #. =（ ? @ ,），其

中 . 为对比两 地 的 共 有 种 数，? 和 , 分 别 为 对 比 两

地的种数（G,-，#CC!）。

$" 结果

$# !" 粒毛盘菌属的物种组成

据不完全调查，本研究共获得粒毛盘菌属标本

FI# 份，加上该属台湾的研究资料，合计分析样本总

量为 "9!，属 于 F9 个 分 类 单 元。其 中，异 常 粒 毛 盘

菌原变种（ 5.,2-36 .?-#’6& ;,3? .?-#’6&）、巴 西 粒

毛盘 菌（ 5A ?’.("/"&-(&）、黄 粒 毛 盘 菌（ 5A B/.%"$3C
/36）、蕨粒 毛 盘 菌 原 变 种（ 5A 1)&’"$#12*//36）、斯 氏

粒毛盘菌（ 5A (,/&’#)""）和洁白粒毛盘菌（ 5A %"’D"-&C
36）< 个种的个体数量均在总数的 <Q 以上，占标本

总数 量 的 IF? "Q ，是 我 国 热 带 地 区 的 优 势 种。 此

外，异常粒 毛 盘 菌 中 国 热 带 变 种（ 5.,2-36 .?-#’6&
;,3? ("-#)’#1",36）、版纳粒毛盘菌（5A ?.--.E-(&）、美

粒毛盘菌（ 5A ,./#(1#’36）、柱孢粒 毛 盘 菌（ 5A ,*/"-C
$’",36）、粒丝粒 毛 盘 菌（ 5A D’.-3/.)36）、海 南 粒 毛

盘菌（ 5A 2."-.-&-(&）、马 地 粒 毛 盘 菌 中 国 变 种（ 5A
6.1"’".-36 ;,3? ("-&-(&）、蒲 葵 粒 毛 盘 菌 长 毛 变 种

（ 5A 1’")F&/".-36 ;,3? /#-D"1"/#(36）、五指山粒毛盘菌

（5A 1’"%36）、假 斯 氏 粒 毛 盘 菌（ 5A 1(&3$#(,/&’#)""）、

根粒毛盘菌（ 5A 1*D6.&36）、（ 参 照）叶 鞘 生 粒 毛 盘

菌（5A P4? ()"13/",#/.）、亚根粒毛盘菌（5A (3?1*D6.&C
36）、台湾粒毛盘菌（5A )."G.-&-(&）、（ 参照）瘦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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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菌（!" &’( #$%&’((’)&)）和 威 氏 粒 毛 盘 菌（ !" *’+,
+’(’’）的个体数 量 均 在 -" ./ 以 下，是 我 国 热 带 地 区

稀有的物种（ 表 0）。

!" !# 物种组成与地理分布

根据我们对中国热带地区粒毛盘菌属物种多样

性的研究结果并参考国外同行对该属地理分布情况

的研究资料，初步认为粒毛盘菌属真菌在地理分布

上大致可分为 $ 种分布型。

"）世 界 性 分 布 型：!123%&) 14%56)$ )*+( 14,
%56)$、渐狭粒毛盘菌（!" 1##$%&1#&)）、!" 461(’+’$%($、

!" 7+18’9&+&)、库 蒙 粒 毛 盘 菌（ !" :&)15%’2&)）、!"
;#$6’95;3<++&)、!" (2+$65#’’、辛格粒毛盘菌（ !" (’%=$6’,
1%&)）和 !" 8’6=’%$&) 的 分 布 范 围 十 分 广 泛，在 中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斯里兰卡、卢旺达、哥斯

达黎加、瓜德罗普、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阿根廷、

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秘鲁、委内

表 $# 中国热带地区粒毛盘菌属真菌物种组成
,*-./ "% 01231456517 1’ !123%&) 43/&5/4 57 6+135&*. 0857*

物种

93/&5/4

已调查的样本数量 :1( 1’ 43/&52/74 &1../&6/;

广 东

<=*7>;17>
广 西

<=*7>?5
云 南

@=77*7
海 南

A*57*7
香 港

A17> B17>
台 湾

",*5C*7

每个 种 D 变 种 的 已 知 样 本

占 调 查 总 数 的 百 分 比

（E ）

F/+&/76*>/ 1’ 68/ G71C7
&1../&65174 1’ /*&8 43/&5/4

!123%&) 14%56)$ )*+( 14%56)$ ! H !! # I "# ""( $"
!" 14%56)$ )*+( (’%5#65;’2&) I I ! I I I J( ##
!" 1##$%&1#&) " " ! " I " "( $$
!" 41%%1>%($ I I ! I I I J( ##
!" 461(’+’$%($ K $! "K !J I !$ !"( HL
!" 46$8’;’+5(&) I I L I I I "( ""
!" 21+5(;56&) I I I I I " J( !!
!" 216%$5+&) ! $ I I " I "( $$
!" 2<+’%96’2&) I I I I " I J( !!
!" 7+18’9&+&) ! $ # "L I K M( NK
!" =61%&+1#&) I I I I " I J( !!
!" 31’%1%$%($ I I I " I I J( !!
!" 3<1+5;&( I ! I "J I I !( MM
!" :&)15%’2&) I I " M I I "( LL
!" +1%16’2$;( K I " I I I "( KK
!" +&(31%$%($ I ! I L I I "( LL
!" )1;’6’1%&) )*+( )1;’6’1%&) I " " ! I I J( NH
!" )1;’6’1%&) )*+( (’%$%($ I I " ! I I J( MM
!" %&9’;$( I " " $ I I "( ""
!" 5%25(;$6)1#&) I I I I I "J !( !!
!" ;1+)1$ I I I $ M I !( J
!" ;6’#?$+’1%&) )*+( +5%=’;’+5(&) I I I " I I J( !!
!" ;6’#?$+’1%&) )*+( ;6’#?$+’1%&) I I I L I I "( ""
!" ;6’8&) I I I " I I J( !!
!" ;($&95(2+$65#’’ I I I " I I J( !!
!" ;#$6’95;3<++&) $ "" "# !" I "M "#( #"
!" ;<=)1$&) I I I I I " J( !!
!" (2+$65#’’ "L M !" N I L "!( !J
!" (’%=$6’1%&) I $ I "" I I $( "J
!" &’( (#’;&+’25+1 I I I " I I J( !!
!" (&4;<=)1$&) I " I I I I J( !!
!" #1’*1%$%($ I I I I I " J( !!
!" &’( #$%&’((’)&) I I I $ I I J( MM
!" 8’6=’%$&) I "J "J "J I I M( ML
!" *’++’(’’ " I I I I J( !!
数量百分比（E ）F/+&/76*>/ N( ML "H( JK !$( JM !H( K" "( HH "K( L!
"数据来源于 O= $# 1+(（"HHN）P*6* ’+12 O= $# 1+"（"HHN）(“ I ”表示某地区尚未发现 ,*?* =7G71C7 57 68/ +/>517(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表 !" 不同地区粒毛盘菌属真菌的物种多样性分析
$%&’( )# *+(,-(. /-0(1.-23 45 ./,0-12 5146 78%9:/49:，78%9:;-，<899%9，=%-9%9，=49: >49: %9/ $%-?%9

广 东

78%9:/49:
广 西

78%9:;-
云 南

<899%9
海 南

=%-9%9
香 港

=49: >49:
台 湾

$%-?%9

物种多样性指数 *+(,-(. /-0(1.-23 -9/(;（3@） !A BC)C )A DEE) )A !FGC )A FFHF !A DD)B !A EF!B

丰富度指数 I-,J9(.. -9/(;（ +） E !G !G )) " !D

个体数量 K4A 45 -9/-0-/8%’.（4） CH EF !D" !C" H BH

瑞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被描述或报道。

)）间断 性 分 布 型：禾 本 科 粒 毛 盘 菌（ .5 0*/6#7
81(）、树蕨粒 毛 盘 菌（ .5 6/-/’",&8(）、瘤 状 粒 毛 盘 菌

（.5 #-,#(8&’2/)12）、棕 榈 生 粒 毛 盘 菌（ .5 8/62/&）

和 .5 9"66"("" G 个种仅在亚洲的中国、菲律宾群岛和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被发现，在其他地区

尚未见报道。

C）地方性分布型：.5 /:-#’2& 0%1A ("-#)’#8",12，

.5 :/--/;-(&，.5 ,*6"-$’",12，.5 <’/-16/)12，.5 0/"7
-/-&-(&，庐山 粒 毛 盘 菌（ .5 61(0/-&-(&），.5 2/8"’"7
/-12 0%1A ("-&-(&，.5 8’")=&6"/-12 0%1A 6#-<"8"6#(12，

.5 8’"%12，.5 8(&1$#(,6&’#)""，.5 (1:8*<2/&12 和台湾

粒毛盘菌（ .5 )/"9/-&-(&）等 特 有 种（ (9/(6-,）目 前

仅在我国热带地区发现。

由于粒毛盘菌属的研究缺少世界性的专著，还

有很多地区尚待真菌学家去调查研究，因此，上述分

布型有可能会随调查的深入和调查范围的扩大而发

生变化。

!# $" 海拔高度与物种的分布

调查结果表明，在 FD L )BDD 6 的海拔高度范围

内均有粒毛盘菌属真菌分布，./,0-12 /:-#’2& 0%1A
/:-#’2&，.5 :’/("6"&-(&，短 毛 粒 毛 盘 菌（ .5 :’&%"8"6#7
(12），肉色粒毛盘菌（ .5 ,/’-&#612），.5 >6/%"$1612，

.5 0*/6#81(，.5 ?12/#-",12，.5 6/-/’",&8(，.5 61(07
/-&-(&，.5 8/62/&，.5 8)&’"$#80*6612，.5 (,6&’#)"" 和 .5
%"’<"-&12 的 垂 直 分 布 范 围 比 较 宽，而 .5 /:-#’2&
0%1A ("-#)’#8",12，.5 /))&-1/)12 和 .5 ("-<&’"/-12 垂

直分布范围比较窄，通常在海拔 !DDD L )DDD 6 的地

区分布。此外，许多种由于调查取样和资料的局限

性，难以得出物种垂直分布的结论。

!# %" 生境、基物与物种的分布

一般地说，物种的分布与生境、基物密 切 相 关。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物种的生境范围广，物种的分

布虽 然 与 寄 主 没 有 密 切 的 相 关 性（ =%-9(. M N8O
6492，!HE"），然而，野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种对

生境、基物确实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如 ./,0-12 /:7
-#’2& 0%1A /:-#’2&，.5 :’/("6"&-(&，.5 :’&%"8"6#(12，.5
,/6#(8#’12 和 .5 (,6&’#)"" 通 常 着 生 在 腐 木 或 枯 死 的

树皮、枝 条 上；.5 >6/%"$1612，.5 6/-/’",&8(，.5 #-,#7
(8&’2/)12，.5 8)&’"$#80*6612 和 .5 ("-<&’"/-12 生 长

在各 种 不 同 的 蕨 类 植 物 上；而 .5 ?12/#-",12，.5
8(&1$#(,6&’#)"" 和 .5 ,5A ()"816",#6/ 多发生在腐烂竹子

的叶 鞘 或 茎 秆 上；.5 8/62/&，.5 8’")=&6"/-12 0%1A
8’")=&6"/-12，.5 8’")=&6"/-12 0%1A 6#-<"8"6#(12 和 .5
8’"%12 则发生在枯死的棕榈科植物上。

!# &" 物种多样性分析

通过随机采样，比较广东、广 西、云 南、海 南、香

港和台湾 F 个地区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可以发现，除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数据不够完整外，海南的物种

丰富度（+ P ))）和物种多样性指数（3@ P )A FFHF）最

高，云南与广西的物种丰富度相似，但前者较后者的

物种多样性指数稍高（ 见表 )）。

!# ’" 物种相似性分析

除了广东与海南、海南与台湾间的群落系数低

于 DA " 外，其他均在 DA "E L DA FB 之间（ 表 C）。群落

系数越大，两者间的相似性程度越高。由表 C 看出，

表 $" 不同地区粒毛盘菌属真菌的群落系数
$%&’( C# Q4(55-,-(92 45 ,46689-23 45 ./,0-12 5146 78%9:/49:，
78%9:;-，<899%9，=%-9%9 %9/ $%-?%9

广西

78%9:;-
云南

<899%9
海南

=%-9%9
台湾

$%-?%9

广东 78%9:/49: DA F! DA F! DA " DA FB

广西 78%9:;- DA F DA FG DA "E

云南 <899%9 DA GH DA "E

海南 =%-9%9 DA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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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与海南、广东与台湾之间的群落系数最大，分别

为 &’ ($ 和 &’ ()，因而它们的相似性程度最高。

!" 结论

物种多样性研究是当前国内外生物多样性研究

的核心和热点内容，而物种数量则是衡量物种多样

性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尺度。本文是在通过细致

的分类学工作基本搞清我国热带粒毛盘菌属真菌的

物种的基础上，对我国热带粒毛盘菌属真菌的物种

组成、地理分布型、海拔高度、生境及基物与物种的

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讨，这无疑是对我

国真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是，

与动植物的物种多样性研究相比，由于真菌野外调

查的艰难，收集相关资料的局限性以及缺少世界性

的专著，因此，本研究有待于更深入的调查。

物种多样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物种的形成与

不断分化，地理变异的研究证据表明地理成种是目

前普遍接 受 的 物 种 形 成 模 式（*+,-，".#!）。!" #$%
&’()* /+-’ +,&’-(’.,/0)，!" $#&&#1&+*，!" /23,&4(,%
/0)，!" 5(#&03#-0)，!" 6#,&#&*&+*，!" 30+6#&*&+*，!"
)#.,(,#&0) /+-’ +,&*&+*，!" .(,-7*3,#&0) /+-’ 3’&5,.,%
3’+0)，!" .(,80)，!" .+*04’+/3*(’-,, ，!" +0$.25)#*0)
和 !" -#,9#&*&+* 等特有成份目前仅在我国热带地区

发现，占分类 单 元 总 数 的 0#1 ，这 是 否 说 明 中 国 热

带粒毛盘菌属的物种多样性丰富度高，还有待对全

球真菌物种多样性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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