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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野生大型真菌物种多样性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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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调查发现上海野生大型真菌物种有 160种,分属于子囊菌和担子菌中的 40科,84 属。其中,食用菌 57

种,药用真菌 29 种,有毒真菌 24 种,用途不明种类 48 种。物种丰度表明采自佘山的野生大型真菌的物种丰度最高,

较能代表上海大型野生真菌物种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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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1-2]

，其重要性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议

题，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也已成为目前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3]
。菌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菌物在物种多样

性中扮演着重要的分解者等角色，同时，很多种大型菌物是重要的经济作物，统计显示，大型菌物中的食用菌产值位于粮、油、

果、菜之后的第五位，已超过了棉花的产值，对国家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所以对菌物尤其是大型真菌多样性的研究在物种保

护、资源保藏和利用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野生大型真菌报道的甚少，仅有吴人坚
[4]
，、谭惠慈

[5]
和冯立才

[6-7]
做过少量研究。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

平均海拔高度仅 4m，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分，雨量充沛，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来说，适合许多大

型真菌的生长繁殖。 

通过多年来对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崇明、奉贤、浦东等地进行多轮次的调查，本

研究发现上海同样有相当多的野生大型真菌，如发现了两种仅在热带和亚热带中心地带才有过报道的尖盾白蚁伞（Termitomyces  

clypeatus R . Heim）和小白蚁伞[ T. microcarPus (Berk. & Broome) R. Heim]。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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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年至今，对上海进行了野生大型真菌物种调查和采集，采集的有关标本分别保存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和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馆（GDGM）。 

1.2方法 

上海市野生真菌物种组成分析：根据多年对上海大型真菌资源进行的调查及已报道的有关文献仁 4刀〕，对该地区大型真菌

资源进行了科、属、种的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上海野生大型真菌多样性构成 

调查发现上海市大型真菌较为丰富，根据初步采集到的标本统计及参考有关文献鉴定「‘一川，涉及到子囊菌门 Ascomycota

和担子菌门 Basidiomycota物种共 160种，隶属于 84 属 40科（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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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上海大型真菌优势科属的统计分析 

2.2.1优势科 

以出现的大型真菌种数大于或等于 5 种以上的科作为统计对象。结果表明，上海大型真菌种类最多的科是伞菌科

Agaricaceae，包含 11 属 32 种，占总种数的 20%；其次为红菇科 Russulaceae，包含 2 属 14 种，占全部种类的 8.75%；第三大

科为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多孔菌科包含 8 属 13 种，占全部总数的 8.12%；第四大科为鹅膏科 Amanitaceae，鹅膏科包含 l

属 9 种，占全部总数的 5.62%；第五大科为膨瑚菌科 Physalacriaceae，包含 4 属 6 种，占全部总数的 3.75%；其他还有牛肝菌

科 Boletaceae、皱孔菌科 Meruliaceae、鬼笔科 Phallaceae、韧革菌科 Stereaceae、炭角菌 Xylariaceae，各含有 5 种，分别

占总种类数的 3.12％。上述优势科包含的种类 99种，占全部总数的 61.87％。 

2.2.2优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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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上海野生大型真菌共有 84个属，其中扇革菌属 Cotrlidia和斑褶菇属 Panaeolus的科级分类学地位未定。种数超

过或等于 4个种的属有 10个共 61种，即蘑菇属 Agaricu,(10）、鹅膏属 Amanita(9）、鬼伞属 CoPrinus(4）、炭团菌属 Hypoxlon(4）、

乳菇属 Lactariu、（4）、马勃属 Lxcoperdon(6）、小皮伞属 Marasmius(4）、红菇属 Russul(10）、韧革菌属 Stereum(5）、栓菌属

Trametes(4)，占上海大型真菌总属数的 37.65%，其中担子菌种类数有 56 种，占该地区全部种类的 35%，子囊菌种类有 4 个，

占该地区全部种类的 2.5％。10个优势属中，世界性分布属鹅膏菌属 Amanita、马勃属勿 coPerdon、红菇属 Russula、小皮伞属

脚瓦 rasmiu、有 4个，占优势属的 40％。 

2.3稀有种类 

在调查的物种中，本研究首次在亚热带北线边缘发现尖盾白蚁伞 Termitom"e,c 加 eatu,R.He 而、小白蚁伞

Termitom"esmicroca印 us(Berk.&Broome)R.Heim和草菇 Vo肠 alriella:o加 acea(Bull.)Singer等原认为只有在热带或亚热带

中心地带才有的种类，说明蚁伞菌和草菇等物种的分布范围比推测中的范围大。同时，发现了两个在国际真菌界科级分类学上

地位未有定论的物种扇革菌 CotrlidiasP．和钟型斑褶菇 Panaeolu、。。mp。。ulatus(L.)Qu 目．，说明上海大型野生真菌，具有

一定的地域特色。 

2.4上海新记录种类 

经调查，上海新发现大型真菌新记录种 40种，分属于伞菌属 Agaricus(6）、鹅膏属 Amanita(4）、薄孔菌属 Antrodiell。（l）、

秃马勃属 Calotia(1）、斜盖伞属 aitopilus(1）、金钱菌属 collrbia(1）、革孔菌属 CorioZoPsis(1）、鬼伞属 CoPrl'l,1ls(1）、

扇革菌属 Glidia(1）、鳞盖伞属 Gtrama(2）、囊皮菌属 Cxstoderma(l）、粉褶覃属 Eotozon，。（l）、地星属 Ceastrum(2）、裸脚伞

属卿 mnoPus(2）、环柄菇属 LePiota(2）、马勃属勿 Coperdon(2）、小皮伞属 Ilaras(2）、奥德蘑属 Oudemansiella(l）、鬼笔属

Phallu、（l）、红菇属尺 Russula(2）、韧革菌属 Stereum(l）、白蚁伞属 Termitomyces（2）、小苞脚菇属 VolvalrieZla(1）和炭

角菌为 Zaria(1)，新发现的科有地星科 Geastraceae、离褶伞科 Lyophyllaceae、类脐菇科 Omphalotaceae 和原毛平革菌科

PhanerOChaetaCeae4个科。 

2.5用途分析 

统计表明，上海野生大型真菌中，具有食用价值的种类有 57 种，药用价值的有 29 种，有毒种类 24 种，另外还有 48 种用

途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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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区系成分初步分析 

地理分布分析表明，上海野生大型真菌的 84 个属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世界广布属：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而没有特殊分布中心的属
[12-13]

。在上海发现的子囊菌中有虫草属 Cordyceps，、马鞍菌

属 Helvella、炭团菌属 Hypoxylon、羊肚菌属 Morchella 、盘菌属 Peziza、炭角菌 Xylarta 共 6 个属，担子菌中有伞菌属 

Agoricus 、鹅膏属 Amanita 、牛肝菌属 Boletus 、杯伞属 Clitocybe 、鬼伞属 CoPrinus 、腊蘑属 Laccaria、环柄菇属 

LePiota 、香蘑属 Lepista 、马勃属 Lycoperdon、小皮伞属 Marasmiu 、、鳞伞属 Pholiota 、侧耳属 Pleurotus、多孔菌属

Polyporus 、红菇属 Russula 、裂褶菌属 Schizophyllum 、栓菌属 Trametes 等 53 个属。世界广布属占上海大型真菌全部

属的 70 . 24 ％。 

温带分布属：包括北美以及欧亚等温带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地区等地区分布属
[13]

。在子囊菌中有马鞍菌属 Helvella 、羊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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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属 MorcheUa 等 2 个属，担子菌中鸡油菌属 Cantharellus 、斜盖伞属 Clitopilus 、丝盖伞属 Inocybe 、乳菇属 

Lactarius 、木层孔菌属 Phellinu 、、乳牛杆菌属 Suillus 等 6 个属，温带分布属占上海大型真菌总属数的 9 . 52 ％。 

泛热带分布属：指分布于东、西两半球热带或可达亚热带至温带，但分布中心仍在热带的属
[14]

。全部为担子菌，有革孔菌

属 Coriolopsis 、粉褶覃属 Entoloma 、灵芝属 Ganoderm 纵散尾菌属 LrsuruS 、小奥德蘑属 Oudemansiella 、白蚁伞属 

Termitolmyces、小苞脚菇属 Volvariella 共 7 个属，占上海大型真菌总属数的 8 . 33 ％。 

3 讨论 

上海是一个从事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和农户式栽培生产并存的地区，且食用菌产量巨大，从事食用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需要，但也有可能会形成栽培种饱子飘移到野外而对野生种类造成严重干扰的情况。如本研究在上海

调查时发现了野生草菇，通常情况下上海地区被认为没有野生草菇，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最大可能是上海人工栽培的草菇饱子

逃逸到了野外。当然，被发现的野生草菇是否是纯正的野生草菇资源亦或是栽培种逃逸出去的抱子萌发而形成，还有待于进一

步调查和研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发现的野生灵芝这一物种。因此研究野生菌种质资源和栽培资源的遗传情况也是保护大型

真菌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函待重视。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原认为只有在热带或亚热带中心地带才生长的蚁巢伞，而且同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蚁巢伞。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物种的分布可能比人们推测的分布范围更广，在上海发现蚁巢伞物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蚁巢伞的分布、传播

路线、演化及其机制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进一步促进科学工作者对物种更深人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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