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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通过形态特征研究和基于 ＩＴＳ 序列的分子系统学分析ꎬ对采自甘肃省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 １ 份形态特殊的胶瘤菌属标本进行分类学研究ꎮ 结果表明:该标本是孔生胶瘤菌(新拟)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ꎬ隶属于担子菌门(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银耳纲(Ｔｒｅｍｅｌｌｏｍｙｃｅｔｅｓ)、银耳目(Ｔｒｅｍｅｌｌａｌｅｓ)、胶瘤菌科(新
拟)(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ｔａｃｅａｅ)ꎮ 该物种代表了中国的 １ 个新记录属、种ꎬ是该属在东亚地区的首次报道ꎮ 孔生胶

瘤菌寄生于多孔菌类真菌的子实体上ꎬ形成胶质状菌瘿ꎬ担子纵裂ꎬ担孢子可萌发后形成分生孢子ꎮ 研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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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ＫＡＳ １１５７６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ｅｎｕｓ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ꎬ Ｌ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胶瘤菌属(新拟)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由 Ｏｂｅｒｗｉｎｋｌｅｒ
和 Ｂａｎｄｏｎｉ 于 １９８２ 年建立ꎬ最初置于异担子菌纲

( Ｈｅｔｅｒｏ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ｅｔｅｓ )、 胶 瘤 菌 科 ( 新 拟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ｔａｃｅａｅ ) 中ꎬ 所 属 目 当 时 未 确 定

(Ｏｂｅｒｗｉｎｋｌｅｒ ＆ Ｂａｎｄｏｎｉꎬ １９８２)ꎮ 该属真菌通常寄

生于某些担子菌子实体或植物上( Ｆｕｎｇｓ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ꎻＣｒｏｕ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常导致宿主的局部组织

肿瘤状生长ꎬ形成透明至半透明胶质状菌瘿结构ꎬ
新鲜时呈无色至淡黄色ꎻ其菌丝末端可同时形成

分生孢子梗和担子ꎮ
孔生胶瘤菌(新拟)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发表于 １９７０ 年ꎬ最初被置于银耳属( Ｔｒｅｍｅｌｌａ)中

(Ｒｅｉｄꎬ １９７０)ꎻ１９８２ 年ꎬＯｂｅｒｗｉｎｋｌｅｒ 和 Ｂａｎｄｏｎｉ 因
其具 菌 瘿状的子 实 体ꎬ 将 其 并 入 了 胶 瘤 菌 属

(Ｏｂｅｒｗｉｎｋｌｅｒ ＆ Ｂａｎｄｏｎｉꎬ １９８２ )ꎻ 但 是 １９８６ 年

Ｇｉｎｎｓ 将胶瘤菌属的模式种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
并入了链孢耳属( Ｓｙｚｙｇｏｓｐｏｒａ)中( Ｇｉｎｎｓꎬ １９８６)ꎬ
自此研究者就胶瘤菌属是否成立产生了争议ꎬ孔
生胶瘤菌的归属问题也悬而未决ꎮ

近年来ꎬ银耳纲的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研究结

果显示ꎬ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Ｇｉｎｎｓ ＆ Ｓｕｎｈｅｄｅꎬ
１９７８)、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ｅ ( Ｆｕｎｇｓ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 和 孔 生 胶 瘤 菌ꎬ 应 隶 属 于 担 子 菌 门

(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银耳纲 ( Ｔｒｅｍｅｌｌｏｍｙｃｅｔｅｓ)、银耳

目(Ｔｒｅｍｅｌｌａｌｅｓ)、胶瘤菌科、胶瘤菌属ꎬ与链孢耳属

亲缘 关 系 较 远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Ｃｒｏｕ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Ｃｒｏｕｓ 等(２０１９)依据分子系统学和形态学

的证据ꎬ发表了物种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ｎ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ｅｎｓｉｓꎬ所
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也支持胶瘤菌属成立ꎬ隶属于

银耳目、胶瘤菌科ꎮ
胶瘤菌属真菌此前在我国未见有报道ꎮ 本研

究对采集自我国的 １ 号该属真菌标本进行了形态

解剖学与分子系统学研究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信息

所研究标本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采自甘肃省兰

州市永登县ꎬ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棚子沟ꎬ针
阔混 交 林 中ꎬ 地 理 位 置 为 １０２° ４４′ ５５. ２５７″ Ｅ、
３６°３７′４２.２８８″ Ｎꎬ海拔 １ ９４１ ｍꎬ主要植被为青海

云杉 ( 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青杄 ( Ｐ.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红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ꎮ 标本采集号为 ｙｅ６２９ꎬ标
本馆保藏号为 ＨＫＡＳ １１５７６５ꎮ
１.２ 形态学观察

使用 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ｌｕｘ １０ 相机拍摄生态照片ꎻ用
解剖镜(Ｍｏｔｉｃ ＳＭＺ－１７１)观察干标本的颜色、形状

等ꎻ制作徒手切片ꎬ使用 ５％的 ＫＯＨ 溶液制作水封

片ꎬ在光学显微镜(ＺＥＩＳＳ ＡＸ１０)下观察显微结构ꎬ
用 Ｃａｎｏｎ ７０Ｄ 相机拍摄显微照片ꎮ 分别选取 ２０ 个

成熟的分生孢子和担孢子进行测量ꎬ长、宽以( ａ)
ｂ~ ｃ (ｄ)表示ꎬａ 和 ｄ 分别表示测量的最小值与最

大值ꎬｂ、ｃ 表示 ９０％的置信区间ꎻ孢子长宽比用 Ｑ
表示ꎬＱｍ ＝ Ｑ 的均值 ± 标准差(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１.３ 分子系统学分析

用 ＣＴＡＢ 法 提 取 标 本 的 总 ＤＮＡꎬ 对 Ｉ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 内转录间隔区片段)进

行扩增ꎬ引物为 ＩＴＳ５ / ＩＴＳ４( ＩＴＳ５:５′－ＧＧＡＡ ＧＧＴＡ
ＡＡＡＧ ＴＣＡＡ ＧＧ －３′ꎬＩＴＳ４:５′－ ＴＣＣＴ ＣＣＧＣ ＴＴＡＴ
ＴＧＡＴ ＡＴＧＣ －３′)(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０)ꎮ ＰＣＲ 产物

由北京奥科鼎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测序ꎬ所
得的基因序列用 ＢｉｏＥｄｉｔ 进行手动校对调整(Ｈａｌｌꎬ
１９９９)ꎬ在 ＮＣＢＩ 中进行 ＢＬＡＳＴ 比对ꎬ最终将准确

的序列信息提交至 ＧｅｎＢａｎｋ 库中ꎮ
参考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结果ꎬ从 ＧｅｎＢａｎｋ

数据库中选取相关的 ＩＴＳ 序列ꎬ加上本研究获得的

序列构建矩阵ꎮ 使用 ＲＡｘＭＬ ８.１.２４ 软件基于最

３６７１１０ 期 朱学泰等: 胶瘤菌属和孔生胶瘤菌———中国新记录属、种



表 １　 构建系统发育树的 ＩＴＳ 序列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ｏ.

样本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标本号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ｏ.

标本来源地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ＪＮ０５３５０１ 孔生胶瘤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ＡＭ２０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ＭＺ１９８２４１ 孔生胶瘤菌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ＨＫＡＳ １１５７６５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ＪＮ０５３４９９ Ｃ.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 ＡＭ６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ＫＹ１０２５５０ Ｃ.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ｅ ＣＢＳ: ９９３１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Ｋ６５９８７３ Ｃ. ｎ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ＲＴ－３１７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Ｆ４４４４７７ 喜润楠考克娃酵母 Ｋｏｃｋｏｖａｅｌｌａ ｍａｃｈｉｌｏｐｈｉｌａ ＣＢＳ: ８６０７ 美国 ＵＳＡ
ＡＦ４４４３３７ 帚状费尔氏酵母 Ｆｅｌｌｏｍｙｃｅｓ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ｓ ＣＢＳ: ５４９２ 美国 ＵＳＡ
ＡＦ４４４３２０ 多形拟梗孢酵母 Ｓｔｅｒｉｇｍ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ｄｉｕｍ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ｕｍ ＣＢＳ: ８０８８ 美国 ＵＳＡ
ＫＹ１０３４１２ Ｆｉｂｕｌ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 ｍｕｒｒｈａｒｄｔｅｎｓｅ ＣＢＳ: ９１９０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注: 加粗字体者为本研究新提交序列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ｌ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大似然法 ＭＬ(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构建系统发育

树ꎬ碱基替代模型为 ＧＴＲＧＡＭＭＡＩꎬ其余参数设置

均 为 默 认 值 ( Ｓｔａｍａｔａｋｉｓꎬ ２０１４ )ꎻ 使 用 ＭＥＧＡ
７.０.２６ 软件基于邻接法 ＮＪ(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ｊｏｉｎｉｎｇ)进行

系统发育分析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均重复 １ ０００ 次以获得统

计学支持ꎮ
所选序列的物种名称、来源地及 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

录号见表 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基于 ＩＴＳ 序列ꎬ采用最大似然法和邻接法构建

系统发育树ꎬ二者的拓扑结构基本一致ꎬ仅支持率

略有差异ꎬ最大似然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见图 １ꎬ
ＭＬ 和 ＮＪ 的支持率 Ｂ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分别

用 ＢＰ １和 ＢＰ ２表示ꎮ 结果显示ꎬ本研究的序列与来

自西班牙的孔生胶瘤菌标本 ＡＭ２０ 序列聚在一起ꎬ
获得很高支持率( ＢＰ １ ＝ １００ꎬ ＢＰ ２ ＝ １００)ꎬ且与包

括模式种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 在内的胶瘤菌属

物种以高支持率(ＢＰ １ ＝ ９９ꎬ ＢＰ ２ ＝ ９８)聚为一支ꎮ
基于标本 ＨＫＡＳ １１５７６５ 进行的形态特征研

究ꎬ结果如下ꎮ
寄生于多孔菌的子实层上(图 ２)ꎬ形成半透明

至透明的胶质状菌瘿ꎬ新鲜时稍具乳白色ꎬ干燥后

变薄膜状ꎬ呈土褐色至黑褐色ꎮ 分生孢子梗与分

生孢子常见ꎻ分生孢子梗短棒状ꎻ分生孢子长椭圆

至纺锤形ꎬ光滑ꎬ薄壁ꎬ无色ꎬ(３.５) ４.４ ~ ５.４ (８.０) ×
(１.５) ２.５~３.０ (４.５) μｍꎬＱｍ ＝ １.８０ ± ０.１２ꎮ 担子

分支上从左到右分别为最大似然法(ＭＬ)和邻接法(ＮＪ)经
１ ０００ 次重复后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支持率ꎮ
Ｔｈ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ＢＰ)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Ｌ)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ＮＪ)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１ ０００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图 １　 基于 ＩＴＳ 序列采用最大似然法
构建的分子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 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ＩＴ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近球形ꎬ９.８~１２.８ × ８.８ ~ １１.０ μｍꎬ具纵向分隔ꎻ小
梗 ２ 个或 ４ 个ꎬ长可达 ８ μｍꎻ担孢子球形至近球

形ꎬ无色ꎬ(４.８) ５.０ ~ ５.５ (６.０) × (４.５) ４.６ ~ ４.８
(５.１) μｍꎬＱｍ ＝ １.１０ ± ０.０１ꎬ可萌发后形成分生孢

子(图 ３)ꎮ 有锁状联合ꎮ
综合形态特征与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ꎬ确认

该标本为孔生胶瘤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 Ｄ. Ａ. Ｒｅｉｄ ) Ａ. Ｍ.

Ｙｕｒｋｏｖꎬ ２０１５
＝ Ｔｒｅｍ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Ｄ. Ａ. Ｒｅｉｄ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ｒ.

Ｍｙｃｏｌ. １９７０
分布:英国(Ｒｅｉｄꎬ １９７０ꎻ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２００７)、北美

４６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Ａ. 宿主菌的背面观ꎻ Ｂ. 宿主菌的腹面观ꎻ Ｃ. 宿主菌子实层及生长于其上的胶质状孔生胶瘤菌菌瘿ꎮ ａ. 胶质状的孔生胶瘤菌菌

瘿ꎮ 标尺: Ａꎬ Ｂ＝ ５ ｍｍꎬＣ＝ ２ ｍｍꎮ
Ａ.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ｅｒꎻ Ｂ.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ｅｒꎻ Ｃ. 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ｌａｔｉｎｏｕｓ ｍｙｃｏｃｅｃｉｄｉｕｍ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ｏｎ
ｉｔ. ａ. Ｇｅｌａｔｉｎｏｕｓ ｍｙｃｏｃｅｃｉｄｉｕｍ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Ｂａｒｓ: Ａꎬ Ｂ＝５ ｍｍꎬ Ｃ＝２ ｍｍ.

图 ２　 孔生胶瘤菌及其宿主菌的宏观形态
Ｆｉｇ. ２　 Ｆｒｕｉｔ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ｅｒ

Ａ. 孔生胶瘤菌的原担子ꎻ Ｂ. 孔生胶瘤菌纵裂的成熟担子ꎻ Ｃ. 孔生胶瘤菌的担孢子萌发ꎻ Ｄ. 孔生胶瘤菌的分生孢子梗ꎻ Ｅ. 孔生

胶瘤菌的椭圆形分生孢子ꎻ Ｆ. 孔生胶瘤菌的近球形担孢子ꎻ Ｇ. 宿主菌的腊肠形担孢子ꎮ 标尺 ＝ ５ mｍꎮ
Ａ. Ｐｒ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ꎻ Ｂ. Ｂａｓｉ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ｓｅ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ꎻ Ｃ. Ｂａｓｉｄｉｏｓｐｏｒ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ꎻ
Ｄ. Ｃｏｎｉｄｉｏｐｈｏｒｅ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ꎻ Ｅ.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ｃｏｎｉｄｉａ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ꎻ Ｆ. Ｓｕｂｇｌｏｂｏｓｅ ｂａｓｉｄｉｏｓｐｏｒｅ ｏｆ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ꎻ Ｇ. Ｂｏｔｕｌｉｆｏｒｍ ｂａｓｉｄｉｏｓｐｏｒ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ｅｒ. Ｂａｒｓ＝５ mｍ.

图 ３　 孔生胶瘤菌和宿主菌的显微结构
Ｆｉｇ. ３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ｅｒ

(Ｓｅｔｌｉｆｆꎬ １９８２)、西班牙(Ｍｉｌｌａ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波
兰(Ｋａｒａｓｉńｓｋｉ ＆ Ｗｏłｋｏｗｙｃｋｉꎬ ２０１５)、中国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分子系统学与形态学的研究结果

证实采自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标本 ＨＫＡＳ
１１５７６５ 为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ꎬ是我国新记录属、

种ꎮ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源于希腊文 Καξχοςꎬ意为“癌症、
肿瘤”ꎬ又因其胶质状的子实体ꎬ故将其中文名拟为

“胶瘤菌”ꎻ其种加词“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表示该物种常寄生

于多孔菌类真菌的子实层上ꎬ所以本文将该种的中

文名拟定为“孔生胶瘤菌”ꎮ 王耀等(２０１０)报道链

孢耳菌(Ｓｙｚｙｇｏｓｐｏｒａ ｍｙｃｅｔｏｐｈｉｌａ)在中国的分布时ꎬ
曾提及该物种所属的科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ｔａｃｅａｅꎬ但并未

给出相应的中文名称ꎬ本文根据词语含义ꎬ将其中

５６７１１０ 期 朱学泰等: 胶瘤菌属和孔生胶瘤菌———中国新记录属、种



文名拟定为“胶瘤菌科”ꎮ
系统 分 类 研 究 方 面ꎬ 胶 瘤 菌 属 的 模 式 种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 曾被研究者置于链孢耳属

中(Ｇｉｎｎｓꎬ１９８６)ꎬ链孢耳属目前隶属于线黑粉菌

目 ( Ｆｉｌｏｂａｓｉｄｉａｌｅｓ)、 线 黑 粉 菌 科 ( Ｆｉｌｏｂａｓ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
(Ｍｉｌｌａ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ꎬ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系统目前采信这一处理ꎬ 将胶瘤菌属放置

于线黑粉菌目、线黑粉菌科(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ｎｄｅｘ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Ｎａｍｅｓ / ＮａｍｅｓＲｅｃｏｒｄ. ａｓｐ? ＲｅｃｏｒｄＩＤ ＝
８２３０５７)ꎮ 但是ꎬＬｉｕ 等(２０１５)构建的银耳纲系统

发育树显示ꎬ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Ｃ.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ｅ
和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以高支持率单独聚为一支ꎬ形成银

耳目中的 １ 个单属科———胶瘤菌科ꎻ链孢耳属的模

式种 Ｓｙｚｙｇｏｓｐｏｒａ ａｌｂａ 则位于线黑粉菌目、线黑粉菌

科的分支上ꎬ与胶瘤菌属亲缘关系较远ꎮ
形态特征方面ꎬ胶瘤菌属物种大多寄生于担子

菌的子实体上ꎬ在宿主上形成菌瘿ꎬ担子近球形或

圆柱形ꎬ成熟后具有纵向或十字形分隔ꎻ线黑粉菌

科物种多寄生在地衣上ꎬ担子管状或长棒状ꎬ无隔ꎮ
目前ꎬ分子系统学和形态解剖学的证据均显示ꎬ胶
瘤菌属应隶属于银耳目、胶瘤菌科ꎬ而非线黑粉菌

目、线黑粉菌科ꎬ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系统中胶瘤菌属的

系统发育位置相关信息需要进行订正ꎮ
胶瘤菌属目前确认的物种仅 ４ 种: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 ( 模 式 种 ) ( Ｇｉｎｎｓ ＆ Ｓｕｎｈｅｄｅꎬ １９７８ )、
Ｃ.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ｅ(Ｆｕｎｇｓ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Ｃ. ｎ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ｏｕ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和孔生胶瘤菌 (Ｃ. ｐｏｌｙｐｏｒｉｎａ)
(Ｒｅｉｄꎬ １９７０)ꎮ 作为寄生型的真菌ꎬ这些物种的寄生

方式复杂而独特ꎬ如 Ｃ. ｅｆｆｉｂｕｌａｔｕｓ 目前仅发现寄生

在栎金钱菌(Ｃｏｌｌｙｂｉａ ｄｒｙｏｐｈｉｌａ)的子实体上(Ｇｉｎｎｓꎬ
１９８６)ꎻ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ｎ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ｅｎｓｉｓ 被发现寄生于红

心凤梨(Ｂｒｏｍｅｌｉａ ａｎｔｉａｃａｎｔｈａ)的叶片上ꎬ同时是紫

花风铃木 ( Ｈａｎｄｒｏａｎｔｈｕｓ ｉｍｐｅｔｉｇｉｎｏｓｕｓ) 的内生菌

(Ｃｒｏｕ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孔生胶瘤菌的已知宿主有奶

油波斯特孔菌 ( Ｔｙｒｏｍｙｃｅｓ ｌａｃｔｅｕｓ) 和波状薄孔菌

(Ａｎｔｒｏｄｉａ ｓｉｎｕｏｓａ)(Ｒｅｉｄꎬ １９７０ꎻ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２００７)ꎮ 本

研究标本的宿主总 ＤＮＡ 未能获得ꎬ仅根据子实体擦

伤变蓝、担孢子腊肠形等形态特征ꎬ推测是波斯特

孔菌或其近缘类群ꎬ准确的鉴定还有待更多标本的

获得和研究ꎮ
孔生 胶 瘤 菌 此 前 在 欧 洲、 美 国 均 有 报 道

(Ｒｅｉｄꎬ １９７０ꎻＳｅｔｌｉｆｆꎬ １９８２ꎻ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２００７ꎻＭｉｌｌａ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此次在我国的发现ꎬ是该物种在东

亚地区的首次报道ꎮ 随着真菌多样性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拓展ꎬ孔生胶瘤菌和胶瘤菌属其他物

种必然会在更多的地方被发现ꎬ其分布规律和生

态特征也会更加明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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