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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浦北鳞盖红菇的形态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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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鳞盖红菇是广西浦北红椎林中发生面宽且产量大的一种食用菌根真菌
,

本文对其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
,

并报

道了对其生态环境的考察结果
,

为半人工模拟栽培或人工栽培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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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e d ib le f u n g u s 10 v e r y im p o r t a n t t o t h e loc a l f o r -

e s t f 、 i n g u 、 i n d u s t r y
.

I n t h is s t u d y
,

t h e m o r p h o lo g y o f t h i s f u n g u s w a s d e 、 e r ib e d a n d r e s u lt s o f in v e s t i
-

g a t io n o n i t s e e o l o g y w e r e r e p o r t e d
,

t o p r o v i d e i n f o r m a t io xi f o r t h e e v e n t u a l a r t i f i e ia l e u l t iv a t i o n o f t h i s

im P e r t a n t m u s h r o o m
.

K e y w o r d s R u s s u l a l e P心a ,

m y e o t t h y z a ,

m o r p h o lo g y
, e e o l o g y

广西浦北境内约有 2 0 余万亩 ( l 亩 = 1 / 1 5 h m
Z
)

红椎 ( c as at ne “ h笋 tr l’x ) 林
,

每年 5~ 8 月间
,

林中盛

产数种能食用的
,

群众俗称红椎菌的野生红菇
,

其中

一种发生量大且发生期集中
,

年产量 6 ~ 1 0 t
,

具有相

当大的商品价值
。

该菇种经鉴定为鳞盖红菇 ( R us s ul a

l e万 d a )
。

鳞盖红菇是一种菌根菌 (见图 1
、

2 )
。

为研究了

解这种出菇量大
、

发生面宽的食用菌根真菌的共生生

物学特征
,

从而有效地保护并持续利用这一生物资

源
,

笔者 自 1 9 8 9 年开始对浦北境内的鳞盖红菇进行

形态
、

生态的观察 与调查
,

并在其菌丝体的人工分离
、

扩大培养及半人工模拟栽培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

究试验
。

本文将针对广西浦北野生鳞盖红菇的形态特

征与生态环境作一简述
。

1 9 9 5
一 0 3

一

2 9 收稿
。

,

广西科学院 区直科研基金项目
,

鳞盖红菇由广东微生物研究所练

明忠
、

李泰辉等先生协助鉴定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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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名与分类地位

1 9 8 9 年经广东微生物研究所练明忠
、

李泰辉两

先 生 鉴 定
,

广 西 浦 北 的 红 菇 主 要 种为 R u ss ul a

le p id 。 ( rF
.

) F ier
: ,

即它在真菌分类学上隶属于担子

菌亚门 ( B a s i d io m y e o t i n a ) 伞菌目 ( A g a r i e a le s ) 红菇

科 ( R u s s u la e e a e ) 红菇属 ( R uss
u la )

。

据目前国内外的

有关资料报道
,

该菇种为食用菌根真菌 .l[ 6]
,

主要与壳

斗科 ( F ag ac eae ) 中红椎植物形成外生菌根
。

2 地理概况

广西浦北位于我国南部
,

地跨东经 10 9
0

1 3
`

一

1 0 9
0

5 1 ’ ,

北纬 2 1
0

5 1
’

~ 2 2
0

4 1`

之间
,

南边濒临北部湾

约 60 k m
。

该县地处六万大山西侧
,

东西窄
,

南北长
,

整个地势北高南低
,

而六万大山 自东北向西南伸延
,

形成中部隆起的五黄大岭
。

五黄大岭东北西南走 向再

折 向东南
,

略呈弧形
,

属低 山丘陵地带
。

以海拔 2 00

一 5 0 0 : n 坡度 2 0 ~ 3 5
。

的山丘居多
,

主峰青山顶海拔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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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植被状况

该地域属南亚热带季雨林植被区
。

由于优越的 自

然条件
,

红椎在此有 良好的生长发育条件
,

因而形成

大面积的天然红椎林分布
,

但由于人们过量砍伐
,

现

有森林均为次生杂木林
,

林内树种组成比较简单
,

林

内郁闭度在 0
.

6一 0
.

9 之间
。

林内可分为乔木
、

灌木
、

草木等 3 层
。

乔木层树木分布均匀
,

覆盖度 90 肠左右
,

树干通

直分枝高
,

显得细长
。

林内以红椎的株数最多
,

占乔

木层总株数的 55 %
,

是优势树种
,

其它树种按多少顺

序 分 别 是 细 枝拷 ( C as at en a ca lr es l’i) 白 叶 安 息 香

(S yt ar x :

咖
八了以故 ) 荷 木

,

其 它 还 有 鸭 脚 木

(S
c he f f ler a 、 ot hP 刃 la )

、

乌 榄
、

罗 浮 泡 花 树

( M
e l i o s

ma f
o r

d i i ) 等
。

虽然乔木层郁闭度较大
,

但灌木层依然生长繁

茂
,

种类和数量也较多
,

且分布均匀
,

主要是一些耐

阴湿的种类和上层乔木的幼树
,

此层植物一般高度为

1
.

。一 2
.

s m 覆盖度 75 %左 右
,

以罗伞树 (月dr i s ia

qu i qn ue g

~ ) 为主
,

红椎幼树次之
,

常见的还有 九节

木 〔尸sy hc ot r t’a ur b ar ) 等
。

草木层不发达
,

种类和数量都少
,

反见稀疏分布

的禾草和藏类植物
,

一般高度为 20 一 30
c m

,

覆盖度

20 %左右
,

主要是淡竹叶 ( oL p ha t h er u m g ar cl’ le )
、

扇

叶铁 藏 ( A d i a nt u m fl
a b e l l u l a t u m )

、

三 棱 草 ( S c i r p u s

g r o s s u s )
、

蔓 生荞竹 ( M ic r o s t e g i u m b i f o r m e )
、

铁芒箕

(。 i c r a n o P t e r i 、 l认e a r i s ) 等大型草木
。

4
.

3 发生季节与气候

该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境内处于北回归线

以南
,

年平均温度 21
.

5℃
,

极端最高
、

最低温度分别

为 3 8
.

6℃
、

一 1
.

9 ℃
,

7 月最热
,

均温 28 ℃
。

因濒临

北部湾
,

深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

北面又有六万大 山的

阻挡和抬升
,

夏秋间多台风
,

境内雨量充沛
,

年均降

水量 1 7 6 3 m m
。

但一年中雨量分布不均
,

干湿季区分

较 明显
,

雨量多集中在 4 ~ 9 月
,

其中 6一 8 月多达

27 0一 3 8 0 m m
,

蒸发量除 4 ~ 5 月外
,

其余 7 个月的蒸

发量均超过降雨量
,

所 以容易出现明显的春旱和秋

旱
。

红菇发生的时间
,

在正常年景下
,

主要集中在农

历 4 月 8 日
、

5 月 5 日
、

7 月 1 4 日
、

8 月 2 0 日前后
,

尤其是天气闷热
,

阵雨较多的 5 月 5 日端午节
、

7 月

14 日前后
。

据此分析
,

该菇种子实体的分化形成需要

比较高的气温
,

属偏高温高湿的菇种
。

4
.

4 土壤结构

浦北县处于南亚热带季雨林砖红壤地带
,

又称赤

红壤分布带
,

土壤的分化层次明显
,

富含铁铝
,

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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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淡红
。

在红菇发生的低丘
、

台地地区含石砾较多
,

约 4 0 %
。

表土层有机质含量较高约 2
.

8 %
,

心土质较

少约 0
.

4 %
,

土壤呈酸性至弱酸性
。

但在红菇发生量

较大的局部地区
,

表土较疏松
,

有机质含量更为丰富
。

在该菇发生量较大处所采土壤的分析结果为
:

有机质

3
.

7 4 %
,

有机碳 2
.

17 %
,

碳氮比 13
: l

,

速效磷
、

钾

分别为 0
.

1 9 m g / 1 0 0 9
、

13
.

6 4 m g / 1 00 9
、

交换性钙
、

镁分别为 0
.

s 6O 7 m官/ 1 0 0 9
,

0
.

2 20 2 m g / 10 0 9
、

有效

铜
、

锌分别为 0
·

7 3 5 p p m
,

5
·

2 4 0 p p m
·

5 小结

广西浦北鳞盖红菇发生历史悠久
,

然而仅在五黄

大岭一带的发生量能形成市场规模
。

据分析
,

红菇的

发生与该地区的地形地貌
、

植被
、

气候条件
、

土壤结

构等因素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

尤其是植被与气候起

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

通过对该地域食用菌根真菌—
鳞盖红菇的形态特征描述及其生态环境的考察

,

为半

人工模拟栽培打下了基础
。

对该菇种的个体生态及子

实体形成的生理生化的进一步研究
,

将为开展食用菌

根真菌的人工栽培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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