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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农村大型真菌多样性现状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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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真菌生物多样性调查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体系的一重要学术组成的部分，并且在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

和正常演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河北保定平原及山区代表性村庄不同生境大型真菌多样性监测及指标测

算，对现状进行评价分析，比对保定农村山区及平原大型真菌多样性差异，结果表明本次调查共发现大型真菌29种，
隶属于19个属，11个科。赵官佐村采集大型真菌20种，分属6科12属。荆山口村采集大型真菌10种，分属6科8属。高
阳县赵官佐村的大型真菌生物多样性指数（2.37）较涞源县荆山口村（1.64）高，平原大型真菌生物多样性更高。保
护野生大型药用真菌生物多样性工作应注重深入林区开展深入野外资源调查，构建生态监测预警网络。加强对大型药

用真菌植物的健康科普与教育，提高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对名贵菌种进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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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包括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真菌多样性

等，是所有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涉

及的内容广泛[1]。大型真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是全球生物

多样性网络的一重要有机组成性部分，并且还在全球保

证真菌生态系统群落的基本稳定状态和群落正常发展演

替之中发挥了着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3]。目前，大型野

生真菌多样性指数的统计测度的方法研究主要就是借助

植物多样性指数研究这种方法，应用种群丰富度、多样

性指数和种群均匀度指数等其它各种相关指标方法来系

统分析野生大型野生真菌种类的群落特点。不同地区环

境因子也对中国大型药用真菌群落的分布数量特征和主

要种类群落的地区分布都有了一定深度的交叉影响，研

究我国大型食用真菌种类与各地环境因子数量的交叉相

关性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科学的意义[4]。

国内开展大型真菌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分类学及生

态学分布方面[5][6]，关于具体某一地区大型真菌生态多

样性的研究较多[7]，有部分关于自然景区、人为干扰较

少地区不同生境大型真菌多样性的研究 [8][9][10][11]，也有

关于大尺度地区间不同人为干扰下大型真菌多样性比对

研究 [12]，显有对人为活动影像较大的小尺度乡村生态系

统不同生境蝴蝶多样性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北保定平

原及山区代表性村庄不同生境大型真菌多样性监测及指

标测算，对现状进行评价分析。比对保定农村山区及平

原大型真菌多样性差异，以期探索乡村生态系统大型真

菌多样性监测及评价，反映多种大型真菌的生境偏好及

其环境质量状况。

1 研究方法及评价指标

研究区域:选取河北保定高阳县赵官佐村作为平原代
表性村庄，涞源县荆山口村作为山区代表性村庄。荆山

口村选取农田、河道、林地、草地四种生境类型，赵官

佐村选取农田、河道、林地、村庄四种生境类型，开展

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工作。

观测的仪器类型及检测工具:采集布袋、采集刀、数码
相机、全球定位系统北斗(GPS)导航定位仪、海拔仪、观
测结果记录表、记录笔、大型真菌标本鉴定技术手册等。

观测技术方法:采用样线法记录种类、数量和生境
状况。统计样线中地表上大型真菌的主要种类、个体数

量。对于某些目前已经无法得到准确的鉴别其种类特征

的大型真菌，记录与保存其样品在最新鲜的状态时的形

态特征，拍摄和采集其原生境中子实体形态特征的照

片，采集或保存了少数的量子实体，将标本为其样品进

行分类或编号标记处理后，放入存储于其相应的类别的

标本盒子内，带回标本保存室内做进一步分析鉴定等研

究工作并继续补充或完善相关野古外观量测仪器与记

录。参照国内外权威的中国植物大型真菌野生真菌分类

和鉴定的指南手册，依据其形态特征对其大型的野生真

菌子实体进行分类、鉴定。

评价性指标:此次所调查到的平原山区和高原山区的
监测点采集的生物遗传多样性的数据，采用优势度指数

(Id)，香农森-维纳指数和Shannon-Weiner index(α多样性指
数)表征生物多样性。
2 结果分析

本次野外调查工作共调查发现了大型野生真菌约29
种，分别定名为盾状小皮伞、大盾盖状小皮伞、黄白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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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亚黄白小杯伞、沟纹小菇、堆金钱菌、双环林地蘑

菇、球基蘑菇、瓦鳞蘑菇、麻脸蘑菇、小白蘑菇、紫褐

蘑菇、裂皮白环菇、绒毛栓菌、扇形小孔菌、毛栓菌、

云芝、粪生光盖伞、细毛柄丘伞、褐黄木耳、腐木生侧

耳、花盖红菇、栎小皮伞、尖顶丝盖伞、厚环粘盖牛肝

菌、短柄黏盖牛肝菌、林生鬼伞、白黄小脆柄菇、褐白

小脆柄菇。隶属于小19个菌亚科属种(小皮伞属、杯伞
属、小菇属、金钱菌属、蘑菇属、白环菇属、栓菌属、

小孔菌属、云芝属、光盖伞属、丘伞属木耳属、侧耳

属、红菇属、小皮伞属、丝盖伞属、乳牛肝菌属、粘盖

牛肝菌属、鬼伞属、脆柄菇属)，11个菌科属类(小白蘑
科、蘑菇科、多孔球菌科、球盖菇科、粉褶菌科、木耳

科，侧耳科、红菇科、丝蘑菌科、牛肝菌科、鬼伞科)。
其中，赵官佐村采集大型真菌20种，分属6科12属。荆山
口村采集大型真菌10种，分属6科8属。
高阳县赵官佐村农田、河道、村庄、林地4类生境12

条样线共采集大型真菌20种，分属6科12属。白蘑科种类
数量占大型真菌总种数的30%，蘑菇科种类数量占总种数
的35%，多孔菌科种类数量占总种数的20%，其余3科种
类数量占总种数的15%（表1）。

表1 高阳县赵官佐村大型真菌属种组成

序号 科名 属数 占总属数百分比（%） 种数 占总种数百分比（%）

1 白蘑科 4 33.34 6 30.00

2 蘑菇科 2 16.67 7 35.00

3 多孔菌科 3 25.00 4 20.00

4 球盖菇科 1 8.33 1 5.00

5 粉褶菌科 1 8.33 1 5.00

6 木耳科 1 8.33 1 5.00

合计 12 100.00 20 100.00

赵官佐村农田和村庄生境中，优势种均为毛栓菌，

优势度指数分别为93.75%和75%，河道生境中主要为堆金
钱菌，优势度指数为32.1%，林地生境主要为双环林地蘑
菇，优势度指数为36.84%。赵官佐村整体优势菌为毛栓
菌，优势度指数为31.41%。河道生境分布有12种，生物

多样性指数为2.09，为赵官佐村生物多样指数最丰富的生
境。其次为林地生境，分布7种，多样性指数为1.59。农
田生境分布有2种大型真菌，多样性指数为0.33。村庄生
境分布2种，多样性指数为0.56（表2）。

表2 高阳县赵官佐村大型真菌多样性
生境类型

�����α多样性指数
农田 河道 村庄 林地 赵官佐村

优势度指数 Id（%） 93.75 32.10 75.00 36.84 31.41
香农维纳指数

Shannon-Weiner index
0.33 2.09 0.56 1.59 2.37

荆山口村农田、河道、草地、林地4类生境12条样线
共采集大型真菌10种，分属6科8属。鬼伞科种类数量占
大型真菌总种数的30%，牛肝菌科种类数量占总种数的
20%，白蘑科种类数量占总种数的20%，其余4科种类数
量占总种数的30%（表3）。农田和河道生境生境中只发
现了褐白小脆柄菇种，草地和林地生境主要为腐木生侧

耳，优势度指数为34.2%，其次为栎小皮伞（28%），短
柄黏盖牛肝菌（16%），褐白小脆柄菇（9.7%），林地鬼
伞（7.3%），花盖红菇、尖顶丝盖伞、大盖小皮伞、厚
环黏盖牛肝菌以及白黄小脆柄菇占种类数量占总数量的

4.8%。林地和草地生境分布有10种，生物多样性指数为
1.47，为荆山口村生物多样指数最丰富的生境。其次为农
田和河道生境。

表3 荆山口村大型真菌属种组成

序号 科名 属数
占总属数百
分比（%）

种数
占总种数百
分比（%）

1 侧耳科 1 12.5 1 10

2 红菇科 1 12.5 1 10

3 白蘑科 1 12.5 2 20

4 丝膜菌科 1 12.5 1 10

5 牛肝菌科 2 25 2 20

6 鬼伞科 2 25 3 30

合计 8 100.0 10 100.0

经此次调查分析，高阳县赵官佐村的大型真菌生物

多样性指数（2.37）较涞源县荆山口村（1.64）高，其中
侧耳科和白蘑科为共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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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对策

大型经济真菌还在调节生态系统内部的生命能量平

衡和促进物质的循环代谢中发挥起重显要的作用，除此

之外，一些大型的经济真菌物种还是目前人们经济的

一些主要生计来源。为了可以更好地组织对这些大型野

生真菌标本进行综合评估整理和研究保护，便于国家有

关部门人员和学术界人士尽快制定一些相对应措施的措

施，开展大型真菌种类多样性监测工作意义重大。

3.1  要深入开展微生物野外环境调查，构建生物监测
工作网络。依托省"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微生物专项，
尽快着手查明我省河北省及保定市两个农村地区大型病

原真菌生态本底。深入开展微生物野外生存环境调查评

估和地下菌丝资源检测，进一步准确澄清出其自然生存

状况。建立科学布局结构合理、功能较为完善系统的多

样性监测研究网络体系，掌握中国大型野生真菌多样性

动态与变化趋势。

3.2  要加强对大型动物真菌等的宣传科普及教育，提
高我国公众环境保护科学意识。利用现有各种宣传新闻媒

体，结合地方民族饮食文化特色宣传普及和公众普及有

关大型濒危真菌科学保护认识与生物合理加工利用技术知

识，提升全体公众积极参与科学研究保护利用大型珍稀真

菌多样性开发利用的社会积极性度和学习主动性。

3.3  建议我国各级有关政府环保部门和国家林业部门
尽快采取积极有效科学的自然资源统一经营管理政策措

施，制定水资源采集、利用许可与自然保护补偿的政府

相关经济法规，有一定计划逐步地实行限制性的开发，

严禁所谓"连根刨"的、"一锅端"的自然资源掠夺式行为。
3.4  并建议全省各待开发商品林区应对块头菌、羊肚

菌、牛肝菌、鸡油菌、香菇松茸号等和一些菌类名贵资

源产品的优良林间育苗栽培繁育技术尽快进行技术研究

试验和品种引进，营造一些可大面积繁育野生名贵经济

食用菌种子的天然特种商品林，增加这些野生珍稀菌类

种的产量，缓解对此类菌种的威胁压力。

结束语：

1）本次调查共发现大型真菌29种，隶属于19个属，
11个科。赵官佐村采集大型真菌20种，分属6科12属。荆
山口村采集大型真菌10种，分属6科8属。

2）高阳县赵官佐村的大型真菌生物多样性指数
（2.37）较涞源县荆山口村（1.64）高。平原大型真菌生
物多样性更高，平原地区比山区虽然人口密度和活动强

度均较大，但温度相对较高，气候作用更明显。

3）大型真菌在生态系统的能量和物质循环中起重要
作用，开展大型真菌种类多样性监测工作意义重大。需要

深入开展野外调查，构建监测网络。加强大型真菌的科普

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对名贵菌种的林间栽培技术进

行研究和引进，营造可繁育名贵食用菌的特种商品林，增

加野生菌类的产量，缓解对此类菌种的威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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