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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琅琊山大型真菌资源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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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及合理开发真菌资源，对琅琊山大型真菌种类进行了初步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该区有大

型真菌４纲８目２３科４７属９１种；按经济价值分有食用菌３７种，药用真菌３４种，毒菌６种；按照生态习性分，主要有

木生菌３６种，土生菌２９种，外生菌根菌１６种。该区大型真菌在食用、药用、营林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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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物中子实体大型的一类真菌泛指广义上的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或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译为汉语即为蘑菇或蕈

菌，又称大型真菌［１］，是目前真菌中较有经济开发价

值的一类。据报道，一些真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２６］，其资源丰富，应用前景广阔，倍受国

内外关注。森林是自然界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是

大型真菌重要的繁殖场所。据统计，森林中的大型

真菌种类占真菌总数的８０％，说明大型真菌的分布

与气温、降水量所控制的植物关系密切［１］。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起，我国分类工作者先后在全国各省市著

名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真菌资源调查工作［１５］，但至

今未见安徽琅琊山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方面的研究报

道。因此，为了解琅琊山大型真菌资源状况，作者对

该地区展开了为期２年（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的大型真

菌资源调查，以期为该地区大型真菌资源的综合开

发利用提供参考资料。

１　研究区概况

琅琊山地处江淮之间，地理坐标为１１８°１１′～

１１８°２０′Ｅ，３２°１４′～３２°２０′Ｎ，总面积约４９００ｈｍ
２。

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

足，年平均气温１５．２℃，７月均温２７．４～２７．９℃，

１月均温０．９～１．９℃，极端最高温４１．５℃，极端最

低温－２３．８℃，≥１０℃有效积温为７００～４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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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降水量１０５０ｍｍ
［７］。该区处在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向温带落叶阔叶林过渡的地带，地带性植被为

北亚热带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８］，其成分以

壳斗科、榆科、槭树科、鼠李科的种类居多，落叶阔叶

树种占优势地位。加之人为有效保护，所以植被特

别繁茂，种类多样，区系组成复杂；林下阴暗潮湿，大

量枯落物分解后为大型真菌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

养。这种优越的环境条件，使该区大型真菌资源非

常丰富。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标本的采集

鉴于大型真菌的繁殖与气温和降雨量具有密切

关系，作者采集大型真菌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５～１０月，其余季节零星采集，采集时按一定层次进

行观察、寻找，如草层、落叶层、枯枝、树木等。发现

菌株后先摄像，再记载大型真菌的生境（如林内地

生、树生、草地生、湿地生等）、习性（如单发生、成群

发生、簇生、叠生等）、采集地、采集人、采集时间等相

关内容。每份标本均保持其完整性，包括菌盖表面

的附属物、菌环、菌托及地下部分等。

２．２　标本的分类鉴别

广泛查阅各种大型真菌彩色图谱和分类专著，

依据标本的彩照及形态结构特征、生理特征及生活

习性，有的还需采用制作孢子印、对孢子进行显微观

察等方法，对所采标本进行综合分析、鉴别后分

类［１，９１２］。

２．３　标本保存

参照文献［１３］中干标本保存方法进行。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琅琊山大型真菌的种类组成

　　由表１和表２可知，本次调查已初步鉴别出大

型真菌９１种，隶属４纲８目２３科４７属
［１］，以多孔

菌科（Ｐｏｌｙｐｏｒａｃｅａｅ）、口蘑科（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红

菇科（Ｒｕ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鹅膏菌科（Ａｍａｎｉｔａｃｅａｅ）等占据

优势。按最能反映生态习性的生长基物，将大型真

菌分为木生菌３６种，土生菌２９种，外生菌根菌１６

种，还有少数种类生长于其他基物上，如麦角菌科中

的种类生长在虫体上；按经济价值分，有食用类３７

种，药用类３４种，毒菌６种，尚有部分种不能定论其

经济价值。

表１　琅琊山大型真菌科、属、种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ｉｎＬａｎｇｙ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科名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属数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属数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Ｓｐｅｃｉｅｓ

鹅膏菌科Ａｍａｎｉ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９ 蜡伞科 Ｈｙｇｒ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２ ４

木耳科Ａｕｒｉｃｕｌ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肉座菌科 Ｈｙｐｏｃｒ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１

粪锈伞科Ｂｏｌｂｉｔ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２ 马勃科Ｌｙｃｏｐｅｒ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２

牛肝菌科Ｂｏｌｅ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２ 鬼笔科Ｐｈａ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

鸡油菌科Ｃａｎｔｈａｒ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３ 光柄菇科Ｐｌｅｕｔ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２

笼头菌科Ｃｌａ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 多孔菌科Ｐｏｌｙｐ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２０

麦角菌科Ｃｌａｖｉｃｉｐｉ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１ 红菇科Ｒｕ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０

鬼伞科Ｃｏｐｒｉ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５ 球壳菌科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丝膜菌科Ｃｏｒｔｉｎ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４ 韧革菌科Ｓｔｅｒｅａｃｅａｅ ２ ３

粉褶菌科Ｅｎｔｏｌ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１ 球盖菇科Ｓｔｒｏｐｈ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灵芝科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２ 口蘑科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４

地星科Ｇｅ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７ ９１

表２　琅琊山大型真菌的生态分布及经济价值统计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ｉｎＬａｎｇｙ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种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生境及其经济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

种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生境及其经济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

白肉鹅膏菌

犃犿犪狀犻狋犪犪犾犫狅犮狉犲犪狋犪

夏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ｍ
ｍｅｒ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ｍｉｘｅｄｉｎ，ｎａｔｉｖｅ

小 脆 柄 菇 犘狊犪

狋犺狔狉犲犾犾犪犮犪犿狆犲狊狋狉犻狊

秋季单生于阔叶林，土生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

白黄鹅膏菌犃犿犪狀犻

狋犪犪犾犫狅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用 Ｓｕｍ
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

ｅｄｉｂｌｅ

灰 光 柄 菇 犘犾狌狋犲狌狊

犮犲狉狏犻狀狌狊

夏季单生于混交林，木生，可食用 Ｓｕｍｍｅｒ
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ｅｄｉｂｌｅ

小托柄鹅膏菌

犃犿犪狀犻狋犪犳犪狉犻狀狅狊犪

夏秋季群生于混交林或阔叶林，土生，有毒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ｏｒｍｉｘ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

狮黄光柄菇犘犾狌狋犲狌狊

犾犲狅狀犻狀狌狊

夏秋季群生于阔叶林，木生，可食用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ｏｒｍｉｘ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

金疣鹅膏菌犃犿犪狀犻

狋犪犻狀犪狌狉犪狋犪

夏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Ｓｕｍｍｅｒ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
ｎａｌ

柱柄丝膜菌 犆狅狉狋犻

狀犪狉犻狌狊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狆犲狊

秋季群生或单生于阔叶林，可形成外生菌根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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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ｏｆ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２

种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生境及其经济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

种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生境及其经济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

美 丽 毒 蝇 鹅 膏 菌

犃犿犪狀犻狋犪犿狌狊犮犪狉犻犪

夏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药用，可形成外生
菌根Ｓｕｍｍｅｒ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白膜丝膜菌 犆狅狉狋犻

狀犪狉犻狌狊犺犻狀狀狌犾犲狌狊

秋季群生于阔叶林，可形成外生菌根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雪白鹅膏菌犃犿犪狀犻

狋犪狀犻狏犪犾犻狊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可形成外生菌根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 ｍｉｘｅｄ，ｆｏｒｍｅｄ
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黄丝膜菌犆狅狉狋犻狀犪狉犻

狌狊狋狌狉犿犪犾犻狊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用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

条缘鹅膏菌犃犿犪狀犻

狋犪狊狆狉犲狋犪

夏秋季散生于阔叶林，有毒，可形成外生菌
根 Ｂｏｒ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ｏｘｉｃ，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毒 粉 褶 菌 犚犺狅犱狅

狆犺狔犾犾狌狊狊犻狀狌犪狋狌狊

秋季单生或群生于混交林，毒菌，可药用，
可形成外生菌根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ｓｉｎｇｌｅ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ｍｉｘｅｄ，ｖｉｒ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
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黄尖磷鹅膏菌犃犿犪

狀犻狋犪狓犪狀狋犺狅犵犪犾犪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层，有毒

Ｂｏｒｎ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ｌｉｔ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ｔｏｘｉｃ

紫绒丝膜菌 犆狅狉狋犻

狀犪狉犻狌狊狏犻狅犾犪犮犲狌狊

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Ａｕ
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灰 鹅 膏 犃犿犪狀犻狋犪

狏犪犵犻狀犪狋犪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中，土生，可食用Ｓｕｍ
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

ｅｄｉｂｌｅ

鸡 油 湿 伞 犎狔犵狉狅

犮狔犫犲犮犪狀狋犺犪狉犲犾犾狌狊

夏秋季丛生于混交林或阔叶林枯枝落叶层，
可食用 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ｏｒ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ｌｉｔ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ｅｄｉｂｌｅ

毛木耳犃狌狉犻犮狌犳犪狉犻犪

狆狅犾狔狋狉犻犮犺犪

夏秋季丛生于混交林腐朽木上，可食、药用

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ｗｏｏｄ，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蜡 伞 犎狔犵狉狅狆犺狅狉狌狊

犮犲狉犪犮犲狌狊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用Ｂｏｒｎ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ｎ
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

粪锈伞犅狅犾犫犻狋犻狌狊狏犻

狋犲犾犾犻狀狌狊

夏秋季单生或散生于混交林，土生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ｏｒｃａｓｕ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

乳 白 蜡 伞 犎狔犵狉狅

狆犺狅狉狌狊犺犲犱狉狔犮犺犻犻

夏秋季群生于阔叶林，可形成外生菌根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

ｅｓｔ，ｆｏｒｍ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土黄锥盖菇 Ｃｏｎｏ

ｃｙｂｅｓｕｂｏｖａｌｉｓ

夏季单生于阔叶林，土生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ｍ
ｍｅｒ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

灵芝犌犪狀狅犱犲狉犿犪犾狌

犮犻犱狌犿

秋季单生于混交林，木生，可药用 Ａｕｔｕｍｎ
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松林小牛肝菌 犅狅

犾犲狋犻狀狌狊狆犻狀犲狋狅狉狌犿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中，可食用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ｅｄｉｂｌｅ

弯柄灵芝 犌犪狀狅犱犲狉

犿犪犳犾犲狓犻狆犲狊

秋季群生或单生于混交林，木生，可药用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ｍｉｘｅｄ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亚绒盖牛肝菌 犡犲

狉狅犮狅犿狌狊狌犫狋狅犿犲狀狋狅

狊狌狊

夏季单生于阔叶林，可食用，可形成外生菌
根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ｅｄｉｂｌｅ，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
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毛嘴地星 犌犲犪狊狋狉狌犿

犳犻犿犫狉犻犪狋狌犿

秋季散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中，土生，可药
用Ｂｏｒｎ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ｍｉｘｅｄｌｉｔ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
ｄｉｃｉｎａｌ

鸡油菌犆犪狀狋犺犪狉犲犾犾狌狊

犮犻犫犪狉犻狌狊

秋季群生于混交林，可食、药用，可形成外生
菌根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竹黄犛犺犻狉犪犻犪犫犪犿犫狌

狊犻犮狅犾犪

夏秋季群生或单生于竹林中，可药用ｓｕｍ
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ｏｆｂａｍｂｏ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薄 黄 鸡 油 菌 犆犪狀

狋犺犪狉犲犾犾狌狊犪狋犲狉犻狋犻狌狊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可食用，可形成外生
菌根Ｂｏｒ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ｅｄｉｂｌｅ，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粒皮马勃犔狔犮狅狆犲狉

犱狅狀犪狊狆犲狉狌犿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中，土生，可药用Ｓｕｍ
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小 鸡 油 菌 犆犪狀

狋犺犪狉犲犾犾狌狊犿犻狀狅狉

夏秋季群生于混交林，可食、药用，可形成外
生菌根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

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
ｒｈｉｚａｌ

梨形马勃犔狔犮狅狆犲狉

犱狅狀狆狔狉犻犳狅狉犿犲

夏秋季散生或单生于混交林中，土生，可药
用Ｃａｓｕ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ｍｉｘｅｄ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ｂｏｒｎ，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五棱散尾鬼笔 犔狔

狊狌狉狌狊犿狅犽狌狊犻狀

夏秋季群生于混交林（溪边），土生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ｓｔｒｅａｍ），ｎａｔｉｖｅ

白鬼笔犘犺犪犾犾狌狊犻犿

狆狌犱犻犮狌狊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
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蝉 花 犆狅狉犱狔犮犲狆狊

狊狅犫狅犾犻犳犲狉犪

夏秋季生于混交林中昆虫的虫体上，可药用

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ｍｉｘｅｄ

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ｃａｎｂ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洁粉 孢 菌 犃犿狔犾狅狊

狆狅狉狌狊犮犪犿狆犫犲犾犾犻犻

夏秋季群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ｗｏｏｄ，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灰盖鬼伞 犆狅狆狉犻狀狌狊

犮犻狀犲狉犲狌狊

夏季散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用 Ｂｏｒｎｉｎ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ｃａｓｕａｌ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

云芝 犆狅狉犻犾狌狊狏犲狉狊犻

犮狅犾狅狉

秋季叠生于混交林腐朽木上，可药用Ｓｔａｃｋ
ｗａｓ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ｍｉｘｅｄｗｏｏｄ，ｄｅｃ
ａｄ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褶纹鬼伞 犆狅狆狉犻狀狌狊

狆犾犻犮犪狋犻犾犻狊

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Ａｕ
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紫 带 拟 迷 孔 菌

犇犪犲犱犲犾犲狅狆狊犻狊 狆狌狉

狆狌狉犪

秋季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引起木材腐朽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ｃａｕｓｅｄ

林生鬼伞 犆狅狆狉犻狀狌狊

狊犻犾狏犪狋犻犮狌狊

秋季丛生于混交林，木生 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ｕ
ｔｕｍｎ，ｔｈｅｗｏｏｄ

大孔菌 犉犪狏狅犾狌狊犪犾

狏犲狅犾犪狉犻狊

秋季生于阔叶林，木生，可药用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
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白黄小脆柄菇犘狊犪

狋犺狔狉犲犾犾犪犮犪狀犾犾犲犪狀犪

夏秋季群生于混交林，土生或木生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ｏｒｗｏｏｄ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

木蹄层孔菌 犉狅犿犲狊

犳狅犿犲狀狋犪狉犻狌狊

夏秋季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可药用Ｂｏｒｎ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粉肉拟层孔菌 犉狅

犿犻狋狅狆狊犻狊犮犪犼犪狀犱犲狉犻

秋季生 于 混 交 林，木 生，引 起 木 材 腐 朽

Ｍｉｘｅｄ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ｃａｕｓｅｄ
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俏红菇犚狌狊狊狌犾犪狆狌犾

犮犺犲犾犾犪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层，可食用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ｌｉｔｔｅｒｌａｙ

ｅｒ，ｅｄｉｂｌｅ

药用拟层孔菌 犉狅

犿犻狋狅狆狊犻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秋季单生于混交林，木生，可药用 Ａｕｔｕｍｎ
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变 黑 红 菇 犚狌狊狊狌犾犪

狉狌犫犲狊犮犲狀狊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Ｂｏｒｎ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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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ｏｆ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２

种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生境及其经济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

种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生境及其经济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

红缘拟层孔菌 犉狅

犿犻狋狅狆狊犻狊狆犻狀犻犮狅犾犪

秋季生 于 混 交 林，木 生，引 起 木 材 腐 朽

Ｍｉｘｅｄ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ｃａｕｓｅｄ
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菱红菇犚狌狊狊狌犾犪狏犲狊

犮犪

夏秋季单生于阔叶林，土生，可食用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ｓ，ｎ
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

桦 褶 孔 菌 犔犲狀狕犻狋犲狊

犫犲狋狌犾犻狀犪

夏秋季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可药用Ｂｏｒｎ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炭 球 菌 犇犪犾犱犻狀犻犪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犻犮犪

秋季 群 生 于 阔 叶 林，木 生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ｗｏｏｄａｎｄ

褐红小孔菌 犕犻犮狉狅

狆狅狉狌狊犪犳犳犻狀犻狊

夏秋季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引起木材腐朽

Ｂｏｒ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ｗｏｏｄ，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ｃａｕｓｅｄ

红紫韧革菌犛狋犲狉犲狌犿

狉狅狊犲狅犮犪狉狀犲狌犿

秋季单生于阔叶林，木生，引起木材腐朽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ｗｏｏｄ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ｄ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贝 状 木 层 孔 菌

犘犺犲犾犾犻狀狌狊犮狅狀犮犺犪狋狌狊

秋季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可药用Ｂｏｒｎｉｎ
ｔｈｅｆａｌｌ，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轮纹韧革菌犛狋犲狉犲狌犿

犳犪狊犮犻犪狋狌犿

秋季单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

ｔｕｍｎｏｆ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ｗｏｏ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橘 红 多 孔 菌 犘狅犾

狔狆狅狉狌狊犳狉狌狓犻狀犲狌狊

秋季群生于混交林腐朽木上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

ｔｕｍｎｏｆｍｉｘｅｄｗｏｏ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浅色拟韧革菌犛狋犲狉

犲狅狆狊犻狊犱犻犪狆犺犪狀狌犿

秋季群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黑 柄 多 孔 菌 犘狅犾

狔狆狅狉狌狊犿犲犾犪狀狅狆狌狊

秋季单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可药用Ｂｏｒｎ
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ｗｏｏｄ，ｄｅｃａ
ｄ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黄伞 犘犺狅犾犻狅狋犪犪犱犻

狆狅狊犪

秋季丛生于混交林，木生，可食用 Ｍｉｘｅｄｉｎ
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ｅｄｉｂｌｅ

朱红栓菌 犜狉犪犿犲狋犲狊

犮犻狀狀犪犫犪狉犻狀犪

秋季群生于阔叶林，木生，可药用 Ａｕｔｕｍｎ
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
ｎａｌ

黄小密环菌犃狉犿犻犾犾

犪狉犻犲犾犾犪犮犲狆犻狊狋犻狆犲狊

夏秋季群生于混交林腐朽木上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

东方栓菌 犜狉犪犿犲狋犲狊

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秋季叠生于阔叶林，木生，可药用Ｓｔａｃｋｗａｓ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乳酪金钱菌 犆狅犾犾狔

犫犻犪犫狌狋狔狉犪犮犲犪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用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

绒毛栓菌 犜狉犪犿犲狋犲狊

狆狌犫犲狊犮犲狀狊

秋季群生于阔叶林，木生，可引起木材腐朽

Ａｕｔｕｍ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ｗｏｏｄａｎｄｃａｎ
ｃａｕｓｅ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亚白杯伞 犆犾犻狋狅犮狔犫犲

犮犪狋犻狀狌狊

秋季群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上，可食用 Ａｕ
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ｌｉｔｔｅｒ，ｅｄｉｂｌｅ

香 栓 菌 犜狉犪犿犲狋犲狊

狊狌犪狏犲犾狅犲狀狊

秋季生 于 混 交 林，木 生，引 起 木 材 腐 朽

Ｍｉｘｅｄ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ｃａｕｓｅｄ
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红 蜡 蘑 犔犪犮犮犪狉犻犪

犾犪犮犮犪狋犪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Ｂｏｒｎ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玫色栓菌 犜狉犪犿犲狋犲狊

狊狌犫狉狅狊犲犪

秋季生于阔叶林，木生，引起木材腐朽 Ｂｏｒｎ
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ｗｏｏｄ
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ｄ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乳白黄小皮伞 犕犪

狉犪狊犿犻狌狊 犫犲犽狅犾犪犮狅狀

犵狅犾犻

夏秋季丛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层 Ｍｉｘｅｄｉｎ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污白干络菌 犜狔狉狅

犿狔犮犲狊犪犿狔犵犱犪犾犻狀狌狊

夏秋季生于混交林腐朽木上，引起木材腐朽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ｍｉｘｅｄ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

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ｃａｕｓｅｄ

绒柄小皮伞 犕犪狉犪狊

犿犻狌狊犮狅狀犳犾狌犲狀狊

夏秋季丛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层，可食用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ｌａｙ

ｅｒ，ｅｄｉｂｌｅ

裂干酪菌 犜狔狉狅犿狔

犮犲狊犳犻狊狊犻犾犻狊

秋季群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马鬃小皮伞 犕犪狉犪狊

犿犻狌狊犮狉犻狀犻狊犲狇狌犻

夏秋季丛生于竹林草丛中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ｍ

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ｂａｍｂｏｏｂｕｓｈｅｓ

绒盖干酪菌 犜狔狉狅

犿狔犮犲狊狆狌犫犲狊犮犲狀狊

秋季生于阔叶林腐朽木上，可药用，可引起
木材腐朽 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ａｎｃａｕｓｅ
ｗｏｏｄｄｅｃａｙ

硬柄小皮伞 犕犪狉犪狊

犿犻狌狊狅狉犲犪犱犲狊

夏秋季群生于阔叶林，土生，可食、药用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

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松 乳 菇 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

犱犲犾犻犮犻狅狊狌狊

夏秋季单生于阔叶林，可食用，可形成外生
菌 根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ｅｄｉｂｌｅ，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
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琥珀小皮伞 犕犪狉犪狊

犿犻狌狊狊犻犮犮狌狊

夏秋季散生于阔叶林，土生 Ｂｏｒ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ｃａｓｕａｌ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ｎ
ａｔｉｖｅ

稀褶乳菇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

犺狔犵狉狅狆犺狉狅犻犱犲狊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用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ｎａｔｉｖｅ，ｅｄ
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棕灰口蘑犜狉犻犮犺狅犾狅

犿犪狋犲狉狉犲狌犿

夏秋季单生于混交林，可食用，可形成外生
菌根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ｍｉｘｅｄ，ｅｄｉ
ｂｌｅ，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白 乳 菇 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

狆犻狆犲狉犪狋狌狊

夏秋季单生于阔叶林，可食、药用，可形成外
生菌 根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松口蘑 犜狉犻犮犺狅犾狅犿犪

犿犪狋狊狌狋犪犽犲

秋季群生于阔叶林，可食、药用，可形成外
生菌根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
ｒｈｉｚａｌ

绒白乳菇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

狏犲犾犾犲狉犲狌狊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有毒，可形成外生菌
根 Ｂｏｒ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ｔｏｘｉｃ，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洁小菇 犕狔犮犲狀犪狆狌

狉犪

夏秋季丛生于混交林枯枝落叶层，可食、药
用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ｘｅｄ

ｌａｙｅｒ，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多汁乳菇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

狏狅犾犲犿狌狊

秋季单生于阔叶林枯枝落叶层，可食、药用

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ｌｉｔｔｅｒｌａｙ

ｅｒ，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盔 盖 小 菇 犕狔犮犲狀犪

犵犪犾犲狉犻犮狌犾犪狋犪狀犪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的腐朽木上，可食、药
用 Ｂｏｒ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ａｎｄ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黄 斑 红 菇 犚狌狊狊狌犾犪

犪狌狉犪狋犪

夏秋季群生或单生于混交林，土生，可食、药
用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ｂｏｒｎｉｎｍｉｘｅｄｆｏｒ

ｅｓｔ，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红 汁 小 菇 犕狔犮犲狀犪

犺犪犲犿犪狋狅狆狌狊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腐朽木上，可食用

Ｂｏｒｎ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ａｎｄｄｅｃａｄｅｎｔｗｏｏｄ，ｅｄｉｂｌｅ

稀 褶 黑 菇 犚狌狊狊狌犾犪

狀犻犵狉犻犮犪狀狊

夏秋季散生于混交林，土生，有毒 Ｂｏｒｎ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ｍｉｘｅｄ，ｎ
ａ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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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琅琊山大型真菌的资源评价

由以上研究可知，该林区有３７种大型真菌是可

食用的，占已知总数的４０．６６％，主要的食用菌以红

菇科（犚狌狊狊狌犾犪犮犲犪犲）、口蘑科（犜狉犻犮犺狅犾狅犿犪狋犪犮犲犪犲）、鹅

膏菌科（犃犿犪狀犻狋犪犮犲犪犲）中的一些种类占据优势，常见

的食用大型真菌有松乳菇（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犱犲犾犻犮犻狅狊狌狊）、

红汁小菇（犕狔犮犲狀犪犺犪犲犿犪狋狅狆狌狊）等；该地区的药用

大型真菌有３４种，占已知总数的３７．３６％，常见的

种类有绒盖干酪菌（犜狔狉狅犿狔犮犲狊狆狌犫犲狊犮犲狀狊）、云芝

（犆狅狉犻狅犾狌狊狏犲狉狊犻犮狅犾狅狉）、灵芝（犌犪狀狅犱犲狉犿犪犾狌犮犻犱狌犿）

等，其中很多种类是食用与药用兼具，如毛木耳

（犃狌狉犻犮狌犾犪狉犻犪狆狅犾狔狋狉犻犮犺犪）、松乳菇（犔犪犮狋犪狉犻狌狊犱犲犾犻

犮犻狅狊狌狊）等。毒菌作为大型真菌的一部分，用途广泛，

具有很好的开发价值［１４１６］。目前对于毒菌的研究越

来越多，且取得了可喜成果［１７２１］。此次调查中共发

现６种毒菌，占调查总数的６．５９％，常见的种类有

小托柄鹅膏菌（犃犿犪狀犻狋犪犳犪狉犻狀狅狊犪）、稀褶黑菇（犚狌狊

狊狌犾犪狀犻犵狉犻犮犪狀狊）等。外生菌根真菌是指菌丝只长于

细胞间隙，而不侵入寄主植物细胞内壁的一种菌根。

外生菌根可增加共生植物的养分吸收，提高植物水

分的传递速率、抗旱性及抗病性，在植树造林方面有

重要的应用前景。中国有极为丰富的外生菌根菌，

例如伞菌类中的红菇属、乳菇属、鹅膏菌属、牛肝菌

属等。研究应用外生菌根菌，对发展林业育苗、促进

林木生长发育以及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

要作用［１，２２］。此外，对进一步驯化野生食用菌，扩大

优质食用菌栽培生产也具有实际意义［１］。此次调查

中共发现外生菌根菌１６种，占已知种类的１７．５８％，

其中大部分种类具有食药用或其他重要开发价值。

４　结论与讨论

根据大型真菌生长基物的不同，将本次调查的

大型真菌分为木生（含腐朽木）３６种、土生（含粪生）

２９种、菌根菌（本研究仅指外生菌根）１６种３大类，

另有虫生真菌１种，枯枝落叶层９种；从经济价值角

度分有食用菌３７种，药用菌３４种，毒菌６种，另有

一些种类尚不能定论其经济价值。对琅琊山野生大

型真菌种类进行调查，可为其今后综合开发利用提

供参考，但在开发过程中，应掌握资源现状，加强管

理，遵守“物尽其用，综合开发，持续利用，获得最大

经济效益”的原则，对于有价值的野生种类资源，应

变野生为半野生或家生，建立生产基地，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社会需求。野生大型真菌的自然发生与气

温、降水量等环境因素关系密切，在不同季节大型真

菌发生的种类有所不同，在较短时期内，对某一地区

的大型真菌种类很难全部调查清楚，需要多年调查

积累，今后尚需做一些调查补充其中。另外，由于客

观条件所限，暂不能对所有的种进行明确鉴别，是否

会发现新种尚难确定，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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