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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且词 担泡子
,

细胞核
,

食用菌类

S : `b j e e t w o r d s b a s i d io s p o r e , e e l l n u e l e u s , E d ib l e f u n g i

担抱子的核相是担子菌现代分类的重要鉴别特征之一
`

”
“ 了, 观察担抱子的核相也

是进行食用菌遗传育种研究的一项从础工作
〔 3 口。

近年来我国的食用菌事业发展 迅 速
,

弓I进和选育了许多人工栽培的食用担子菌种和菌 系
,

但关于这 些食用真菌担泡子的核相

尚缺乏研究
。

我们于 1 9 8 8年开始进行此项工作
,

以期为食用菌的遗传育种工作和分类鉴

定提供依据
。

现将初步结果简报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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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 个菌 系
,

均由豫西农业专科学校果蔬 系

食 用菌教研室提供
,

所有菌 株均在实验室用棉籽壳培养料栽培
L 3 二,

待 长出子实 体 后供

试验使用
。

供试的裂褶菌 S o h i z o 夕h y l lu 。 。 * 。 。 。 。 。 F : i c s 子实体是我们从河南新安 县

的枯桃树枝上直接采得 的
。

1
。

2 方法

取新鲜子实体一块
,

将有子实层的一 面问下放于载玻片上
,

静置数小时后轻轻移去

子实体
,

取载玻片对光观察即可见到抱子印
,

然后按照改进式海登汉氏苏木精核染色方

法
【4 了
进行染色

,

最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和照相
,

并统计各类担抱子的数目及所 占 的

百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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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

1 9种孟要食用菌的担抱子核相情况

表 1 9种盆要食用菌的担袍子核相情况

菌名 菌 种 来 源

检查抱子

总 数 1核

各种核相的抱子数及 百分率

% 2核 % 3核 % 4 核 %

糙皮侧耳 中国农科院原予能所

佛州侧耳 南京林科院

美味侧耳 山西省生物所

榆 黄 蘑 八一农垦 大学

风 尾 菇 北京农业大学

香 菇 河 南农业大学

金 针 菇 北京农科院

裂 褶 菌 采 自河 南新安

黑 木 耳 河北科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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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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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看出
,

金针菇的担泡子以双核的为主
,

双核率达 98
.

85 %
,

单核的仅占。
.

35 %
。

另有 0
.

80 %的担泡子含3 ~ 4个细胞核
; 裂褶菌的担泡子也以双核 的 为 主

,

双 核 率 占

9 7
.

4 3% ; 其它 7种食用菌的担泡子均以单核的为主
,

但也有 0
.

21 % ~ 3
.

88 %的担抱子是

含 2~ 4个细胞核
。

2
.

2 金针菇和橄皮侧耳不同菌系的核相情况

鉴于前述金针菇担泡子的核相比较特殊
,

也为了进一步了解同一种内不同菌系的担

抱子核相情况
,

我们又分别对 10 个金针菇系和 13 个糙皮侧耳菌系的担抱子核相进行了观

察统计
。

表 2 金针菇 10 个菌系的核相情况

检查抱子

总 数 1核

各种核相的抱子效 及百分率

菌系名称 菌 种 来 源

% 2核 % 3核 % 4核 %

S F V
一
1 上海食用菌研究所 3 4 4 3

S F V
一 2 上海食用菌研究所 2 7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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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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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 O T 8 1 0 北京农业大学 3 7 2 6

0 23 黑龙江 省应用微生物所 4 0 0 7

金 C 2 1 中国农科院原子能所 4 4 0 9

三明一号 山西省生物所 5 6 57

关帝金针菇 山西省 生物所 4 9 55

金针菇 1 号 中国农科院原子能所 3 2 3 9

总 计 3 7 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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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 看出
,

供试的 10 个金针菇菌系均以双核担抱子为主
,

对这 10 个菌系 共 统

计了 3 7 7 2 1个担抱子
,

其中双核的 3 73 0 4个
,

占 9 8
.

8 9%
,

1核的仅占 0
.

78 %
, 3 ~ 4核的占

0
.

3 3 %
。

在供 试的 13 个糙皮侧耳菌 系中
,

有论个菌 系的单核担抱子百分率 在 9 4
.

72 % 以 上
,

而 N P菌系的单核担袍子百分率为 8 3
.

7 7%
,

多核 ( 2一 5核 ) 担泡子所 占的百 分 率 高 达

1 6
.

2 3%
。

3 讨 论

l) 关于金针菇的担抱 子
,

过去的文献报逍为含一个细胞核
「’ 〕 ,

而本研究发现供

试的金针菇菌系均以双核担袍子为主
。

另据报道
,

由金针菇的单个担泡子发育成的单核

菌丝也叮以形成子实体
〔 “ ,

这在食用菌担子菌 中是很罕见的情况
,

这种情况是 否 与其

担抱子的双核核相有关 尚不清楚
,

进一步研究金针菇担泡子中两个核的形成过程及这种

核相与该菌生长发育特性之间的关系
,

对于进一步认识该菌的遗传机制和选育优质高产

的食用菌品种
,

将起到积极的作川
。

2 ) 本研究还发现
,

具 2一 4个细胞核的担泡子在糙皮侧耳
、

美味侧耳
、

榆 黄 蘑
、

风尾菇
、

佛州侧耳
、

香菇和黑木耳等 7 种食用菌的各个菌系中均是普遍存在的
,

而过去

育关的报道仅见于双饱蘑菇
、

黑木耳等少数儿种食用菌 中
仁3 卫 ,

这 可能与 以 前的研究者

检查的饱子数较少或核染色效果不够理想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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