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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口蘑
,

是一种大型簇生的食
、

药用真菌
, 。

从

大白口蘑菌丝发酵液中分离出的多糖蛋白复合物 具有抗癌活性并能提高免疫反应
,

以〕
。

其子实体中含有
一

血管紧张素 转变酶 抑制肚
,

该抑制肤

作为一种主要抑制物能竞争性抑制 的活性
,

因此具有抗高血压的药效
, 。

子实体中

化学成分之一的漆酶能抑制艾滋病病毒逆转录酶的活性 叭厄
, 。

大白口蘑的多酚化学成分

具有抗氧化活性
,

并能清除
, 一 一 一

卿 击 耐
, 口

在亚洲
,

由于大白

口蘑具有许多药用特性
,

作为民间药物长期被利用
, 。

虽然大白口蘑具有较大的潜在经济价值
,

但关于该物种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尚不深入
,

为了更科学地

对大白口蘑进行开发利用
,

同时也为大白口蘑的物种保护提供基础性资料
,

我们对大白口蘑的生态环境
、

形态特征及其菌丝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较深入的观察研究
。

材料与方法

方法

到野外进行寻访
、

购买
、

踏查等实地调查
,

再辅以室内文献查阅整理
。

记录大白口蘑的生境特征
、

子实体的形态特点
,

并将子实体做种类鉴定和分离菌丝
,

观察分离菌丝的生物学特性
。

用小培养方法结

合石碳酸
一

品红染色
,

镜检双核菌丝生长情况及其分枝
、

锁状联合
,

以及双核菌丝产生厚垣抱子的情况
。

参照张筱梅等 的方法
,

在 ℃培养
,

观察厚垣抱子的萌发情况
。

供试菌株及分离方法

菌株系野生子实体分离菌株
。

将采集的野生子实体采用 培养基
,

通过柄盖组织分离进行分离培

养
,

经纯化后得到大白口蘑的纯菌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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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培养甚

培养基
,

用于菌丝培养
。

结果与分析

物候

在 以孙
、

年的 月和 月
,

对云南省思茅地区南部和红河州西部进行了大白口蘑生长生

态的实地考察
。

范围覆盖北纬
,

一
‘ ,

东经
, ’

地形属于山地
,

海拔 粼扣吻

不等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

大白口蘑通常分布于竹林
、

常绿阔叶林和林缘灌丛
。

结合对当地采菇者的寻

访
,

大白口蘑每年 月初至次年 月下旬为菌丝越冬休眠期
。

月上旬随着气温回升
,

土壤中菌丝开始

生长
。

月上旬
,

地表下白色菌丝便清晰可见
。

在同一地点
,

气候条件对大白口蘑的发生影响很大
,

如遇

降雨量充裕
,

温度适宜
,

子实体产量增加
,

反之减少
。

在不同地区
,

纬度和海拔的影响也较大
。

这种影

响不仅关系到每年大白口蘑的发生时间
,

而且还关系到大白口蘑的产量
。

降雨和天晴的交替发生有利于

大白口蘑子实体的形成和生长
。

生长所需的土壤湿度为 卯
,

土壤温度为 ℃ ℃
。

一般来说
,

大白口蘑每年只发生一茬
,

出菇时间约为 侧 以上

生幼特征及分布现状

本文所研究的大白口蘑 个菌塘分布于海拔 的范围内 适生生境的土壤以黑壤
、

棕壤和暗

棕壤为主
,

富含腐殖质
,

粒状或颗粒状结构
,

自然肥力高
。

根据调查和文献报道
,

我国大白口蘑生境特

征和分布大致情况见表
。

衰 大白口 , 坡的生境特征

几 别旧心比 日 如用四 纽创扭

产地

义目

生境特征

曲 匆旧

坡度
成”

海拔

】
经纬度

助 即 山

óóóōóó夕自皿公ù妇,矛陌
‘

思茅市曼连

思茅市大寨

ù,‘,扮」‘‘红河州红河县独格

墨江县打东

思茅市三棵桩

思茅市整碗

山竹林地
,

肩竹根照壤 向阳
,

郁闭度印

农舍牲畜圈旁 枯树桩旁空地上
,

暗棕城
,

郁闭度

常绿阔叶林下
,

向阳斜坡
,

棕坡 郁闭度

呜

常绿阔叶林下
,

阴坡
,

暗棕坡
,

郁闭度粼】

枯树桩旁裸地
,

向阳
,

棕城
,

郁闭度

公路边常绿阔叶林缘灌丛旁
,

棕坡
,

郁闭

度

鲤
,

,

,

,

护

勺
,

湖南吉首矮寨
,

山竹林地
,

腐竹根黑坡
,

向阳
, ,

哄
,

广东湛江

仪 二
校园内

,

距凤恩树干约 米的地上
, , ’

云南省红河屏
,

以抖
林地腐殖地表

,

山区菜园旁 》仅刃 印
, , ,

福建省厦门
,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院内
,

风凰木附

近草地上
肠

, , ,

中国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

,

风凰木附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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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体形态特征

大白口蘑子实体中等至大型
,

簇生
。

菌盖厚
,

边缘内卷
,

直径 一
,

厚 一 如
,

初期半球

形或扁半球形
,

白色至微棕色
,

后期扁平至稍平展
,

色变暗
,

表面平滑
。

菌肉白色
,

致密
,

伤不变色
。

菌褶白色至象牙白色
,

直生至弯生
,

密
,

初期窄后变宽
。

菌柄长 一
,

粗 一
,

白色
,

直
,

中生
,

幼时粗壮明显
,

膨大似瓶
,

实心
,

如图 所示
。

抱子印白色
。

抱子光滑
,

卵圆或宽椭圆形
,

一

、

一 林
。

具有褶缘囊状体
,

褶缘囊状体大小为 一 、 一
。

菌髓为平行粗壮菌丝体
,

直径 以 ,

菌丝具锁状联合
。

图 大白口蘑子实体形态

姗

苗株曹养菌丝的形态特征

在 平板中培养的菌落呈白色
,

絮状
,

气生菌丝多且致密
,

但菌丝生长缓慢
,

菌丝体 开始扩

展
,

两个星期向周围延伸
。

在光学显微镜下
,

菌丝有规律的包含两个细胞核
。

如图
一

所示
,

菌丝

细胞壁较薄
,

有隔膜
,

无色透明
,

均一
,

分枝均匀
,

菌丝直径 林
。

锁状联合明显
。

图 大白口蘑菌丝锁状联合和厚垣袍子 菌丝锁状联合 仪 厚垣抱子 。洲

《拟

口 以洲〕



菌 物 学 报 卷

厚坦抱子的形态特征

大白口蘑厚垣饱子的产生与菌丝培养时间
、

环境条件直接相关
,

在 ℃ ℃冰箱保存下
,

随着生

长时间的延长
,

一般在 一 个月便可观察到厚垣抱子的产生
。

并且保存时间越长
,

厚垣抱子产生量越多
,

这是对低温等逆境条件的一种反应
。

如图
一

所示
,

厚垣抱子在菌丝上的着生方式绝大多数为顶生
,

卵

圆形
,

大小为 一 一 林
。

观察发现大白口蘑的厚垣抱子主要由气生菌丝产生
,

甸甸菌丝 培养基

表面菌丝 和基内菌丝很少见到厚垣抱子的产生 也未见到象白绒鬼伞 伽 等高等真菌产

生无性饱子时伴随出现的液滴或分泌物
, 。

厚垣抱子萌发的最适温度为 ℃ ℃
。

℃培养 后
,

其萌发率可达 以上
,

但少数己萌发

的厚垣饱子其芽管不能继续生长
。

温度对厚垣饱子的萌发结果影响不大
,

但对萌发速度有明显影响
。

由

单个厚垣饱子萌发长成的菌丝具有明显的锁状联合
,

在光学显微镜下
,

可观察到有规律的包含着两个细

胞核
。

多次重复观察
,

结果一致
。

讨论

从生物学特性看
,

大白口落是一种较耐高温的菌类
,

其子实体的生长尤其适合于春夏及夏季的气候
,

因此可以填补这段时间里食用菌适栽品种少的不足
。

夕叭】年印度园艺研究所的 在西孟加拉
,

用稻草作培养基袋栽大白口蘑获得成功 叨。 朋
, 。

现在许多国家将其作为珍稀食用菌推广栽培

。 ,

儿
,

刘月廉等
,

郭翠英和沈育芬
, 。

根据大白口蘑生长的生境特点
,

以及其营养菌丝具有锁状联合
,

并可进行人工栽培等特点
,

可明确

断定大白口蘑并非菌根菌 本研究结果与氏目 等 和 氏 等 以” 的研究相互印证
。

虽然担子菌类产生的无性抱子的种类或现象比较稀少 杨新美
,

的
,

但少数伞菌也被证明可以通

过厚垣袍子进行无性繁殖
,

如 灰盖鬼伞 。 , 山璐 嘛址 ,

和草菇

山、, 。

在本研究中
,

观察到了大白口蘑双核菌丝

产生的厚垣抱子
,

并且菌丝的保存时间与厚垣抱子的产生量呈正相关
。

大白口蘑厚垣抱子在菌丝上的着生

方式绝大多数为顶生
,

宽卵圆形
,

萌发快
,

存活率高
。

由于厚垣抱子是由己存在的菌丝细胞逐渐被一层厚

细胞壁所包被整个转化而来
,

这不仅构成了大白口蘑生活史中的无性小循环
,

丰富了大白口蘑生活史的内

容
。

更为重要的是
,

厚垣抱子保持亲本的遗传稳定性
,

具有抗低温
、

干燥
、

无氧等逆境的能力
,

在菌种保

存中可防止菌种退化
,

利于长期保藏
,

可为大白口落的人工培养提供遗传稳定的菌种
。

大白口蘑作为一种珍贵的资源
,

不同地方的野生菌塘子实体具有丰富的遗传变异 汤洪敏等
, ,

颇具开发利用价值
。

其野生菌塘在云南分布较多
,

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
。

但在对大

白口蘑开发利用过程中
,

应广泛收集不同地区的野生种质资源
,

为其人工栽培选育更多的优质菌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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