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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滚中活跃真菌菌丝的捕捉和常见种类的简易识别法

类 隆 后
(北京衣业大掌)

土维中以菌丝状态存活的真菌是活跃的生物

类攀之一
。

它们在土族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l]
。

有关这类真菌的分离方法曹有不少人研究过 [z]
,

但至今还没有一个被公认的简易有效的方法
,

使

土维试菌研究工作的进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

本文

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研究方法一一一恶滴玻片捅捉

法
,

以及用此法分离到的常见土族真菌的简易检

索表
。

瓜瀚玻片抽捉法 生物学用的悬滴 玻片
,

每两片可做一套捕捉片 (图 1 )
。

做时先准备好灭

菌的悬滴玻片
,

准备方法有两种 : (l) 把两片玻片

的穴相对
,

合成有一个双凸透镜形空室的一套玻

片
,

将一套或几套包在纸中
,

放在烤箱中干热灭菌

后备用 ; (2)将玻片洗浮泡酒精中
,

做捕捉片时
,
用

摄子取出
,

在灯焰上烧去酒精井灭菌
,

然后放在灭

菌的器皿中冷却
,

备用
。

在灭菌操作条件下
,

将每对玻片排好
,

露出每

套中的一片的穴
。

用无菌的滴管
,

取不加链霉素

的马丁氏洋菜培养蓦 1),

滴一小滴于露出的穴中
,

使穴半满
,

等培养墓冷凝后
,

将另一玻片合上
,

使

两穴相对
。

把千浮的橡皮圈浸泡在70 %酒情中10 分钟杀

菌
,

然后用灯焰上灭过菌的镊子夹出橡皮圈
,

去掉

乡余的酒情
,

放在灭菌的器皿中
,

干后
,
用来捆捕

捉片两端
,

捆时手耍洗千浮
,

或同时表面消毒
,

注

意不要使手指接触捕捉片中央部分
,

以免 污染
。

做好的捕捉片应该立郎使用
。

带往埋片地点时
,

可用无菌纸或无菌器皿包装
。

在埋片处
,

按照要求深度用铲挖出土攘
,

自下

而上分层放片
。
用手持捕捉片两端

,

将片平放坑

底
,

再放回厚层土维
,

轻轻拍实后
,

继续放上一层

的捅捉片
。

取出 日期
,

一般为 3一 6 天 (7 2一1钊小

时 )
,

在不同的情况下可根据当地条件
、

试验要求

和预备试验情况来决定
。

取出时仍要用灭菌纸或器皿包装好
,

带回试

验室检查菌丝进入玻片和小室情况
、

用蜡笔标明

盛
菌丝生长位借井编号后

,

分离每一个生长出的菌

落(菌丝生长较少的菌落
,

可放在湿室中婚养两三

夭后再分离)
。
用接种针挑取穴内一小块生长菌

丝的培养墓移到马丁氏洋菜增养墓平板上
,

每一

菌落应该分别移出两小块
,

以便对照检查
。

这些

肉眼观察到的每个单独菌落
,

有时可能是两三种

不同真菌组成的
,

在菌生出后
,

应该及时将它们分

离纯化
。

如果巳经掌握了大部分菌的生长特点
,

又能及时检查分离
,

也可以值接移到试管斜面上
,

但耍注意初期检查
,

有两三种菌开始生长时
,

立即

移植到另一些试管斜面上
。

一般试管斜面培养都

采用马铃落蔗塘洋菜培养墓
。

倪菌简易检索表 这里将几年来在各地土

维中经常捕捉到的
,
而且培养特征比较稳定的真

菌种类
,

列成一个简易的检索表
。

这些种类中有

一些是在我国土竣中巳经被发现的 [3J ; 有些种类

已知在土维中有特殊作用 [l]
。

这表主耍是根据最

容易掌握的特征
,

提供认识常见种类的初步方法
。

至于确定各个种的精确分类地位时
,

还应该参考

有关文献〔4 ]
,

详细核对
。

培养特征
,

主耍是依据马铃薯蔗塘洋菜斜面

上 10 一20 天的培养物 (24 一2 8
。

温度 )情况
。

至

于所指出的一些抱子和特殊结构的观察日期
,

有

时更要长一些
。

有些特殊颇色名称
,

请参看科学

出版社已 出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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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捕 捉 片

上: 已做好的 ; 下 : 菌丝伸入生长情况
。

图 2 率 抱

气

图 3 绒 鬼 伞

左: 幼年子实体 : 右 : 液化的菌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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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

菌丝聚成不定形菌丝团块 (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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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菌核 ( Sc 介fo ti “二 ) 的许多种

(最常见的是橙色小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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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菌核褐色
,

后期出现子实体
,

菌盖老时

变黑液化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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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有子实体而无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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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丝绒毛或乱囊状
,

有些部位出现粘块状物

(分生抱子堆)
,

初期淡黄
,

后期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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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块上

的泡子为典型的 Mar tie lla 型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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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为主
,

夹杂有灰
、

褐及黑色斑块
,

气生菌丝也有部分灰或棕色
。

常出现不定形
,

长

宽不超过 2一3 毫米的小粒 (分生抱子座 )
。

小粒

初期粉色
、

黄色
,

后期加大变黑色
。

抱子近回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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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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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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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

菌丝上无分生抱子
,

有时可看到厚垣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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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分生抱子座后
,

一般都是渐尖桔镰刀菌)

A A
.

气生菌丝 (菌落表面)不是白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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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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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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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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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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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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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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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外沿或其它部位形成球形菌丝团
,

菌丝团

由白色渐变为绿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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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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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时捕捉到的频率较高
,

能达到总株数的 10 肠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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