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菌绒孢属(Mycovellosiella)由 Rangel 于 1917
年建立 [1]。根据 Dictionary of the Fungi 第九版 [2]，

菌 绒 孢 属 在 分 类 上 隶 属 于 无 性 态 真 菌

(Anamorphic fungi)，丝孢纲 (Hyphomycetes)，丝 孢

目(Hyphomycetales)，其有性型为子囊菌门球腔菌

科(Mycosphaerellaceae)。菌绒孢属真菌都是植物

寄生菌，能够寄生多种植物引起叶斑病，造成一定

的经济损失[1]。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报道菌绒孢属

真菌 42 种[1]。作者对采自于吉林省的菌绒孢属标

本进行研究，根据该属主要特征 [3]：次生菌丝体表

生，匍匐或攀缘叶毛；分生孢子梗从气孔伸出，或

单根顶生或侧生在表生菌丝上，直立至弯曲，不分

枝或分枝，近无色至有色泽；产孢细胞合生，多芽，

合轴式产孢，具疤痕，老孢痕疤厚而暗，常稍突起；

分生孢子单生或链生，有时成分枝的链，椭圆至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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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近圆柱至纺锤形，倒棍棒形，无隔膜至多隔

膜，无色，近无色至有色，平滑至粗糙，两端钝、圆

或尖，孢脐厚而暗对所研究的标本进行分类和鉴定。

1 香泽兰菌绒孢(图 1)
Mycovellosiella eupatorii-odorati (J. M.Yen) J.

M. Yen, Bull. Trimest. Soc. Mycol. Fr. 97：131, 1981

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点状或少数近圆形，

宽 1.0~4.0 mm，有的多斑愈合成边缘清晰或模糊

的片，甚至整片叶褪绿。叶面斑点褐色至黄褐色，

叶背斑点灰褐色，有时呈绿色或稍褪色。子实体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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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香泽兰菌绒孢(比例尺长度为 4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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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生。初生菌丝体内生；次生菌丝体表生：菌丝

无色，分枝，具隔膜，宽 1.5~2.2μm。子座气孔下

生，近球形，褐色，直径 15.0~35.0μm。分生孢子梗

2~20 簇生在子座上、顶生或作为侧生分枝单生于

表生菌丝上，浅青黄褐色，向顶色泽变浅，宽度不

规则，向顶变窄，直立或稍弯曲，不分枝，0~1 个曲

膝状折点，顶部圆锥形平截，0~2 个隔膜，欠明显，

分生孢子梗 11.0~60.0×3.3~5.2μm。孢痕疤明显

加厚，宽 1.3~3.0μm。分生孢子圆柱形至倒棍棒形，

近无色至浅青黄色，链生并具分枝的链。直立或稍

弯曲，顶部圆至圆锥形平截，基部倒圆锥形平截，

0~4 个隔膜，18.0~78.0×2.6~5.0μm。基脐明显。
山莴苣 Lactuca indica L.：吉林长春市郊大顶

山 (HMJAU 35069)。
中国分布：四川，云南。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1]区别在

于 后 者 造 成 的 叶 斑 近 圆 形 至 角 状 ， 宽 1.0~5.0
mm，叶面斑点近赭褐色至灰褐色，边缘围以暗褐

色细线圈，此外后者子座较大 (17.5~50.0μm)，分

生孢子近无色至青黄色，略短(15.0~62.5μm)。

2 紫穗槐菌绒孢(图 2)
Mycovellosiella passaloroides (G. Winter) J.

K. Bai & M. Y. Cheng, Acta Mycol. Sinica 11(2)：
120, 1992

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点状、近圆形或近椭

圆形，边缘清晰，宽 0.5~2.0 mm，叶面斑点黄褐色

至暗褐色，叶背斑点褐色至暗灰褐色。子实体叶背

面生。初生菌丝体内生；次生菌丝体表生：菌丝从

气孔伸出，近无色至浅青黄色，分枝，具隔膜，宽

1.0~3.0μm，有时攀缘叶毛。子座无至小，仅由少

数 球 形 细 胞 组 成 ， 气 孔 下 生 ， 暗 褐 色 ， 直 径

10.0~26.0μm。分生孢子梗 2~10 根从气孔伸出、
多根簇生在球形细胞之上、顶生或作为侧生分枝

单生于表生菌丝上，青黄色至浅青黄褐色，色泽均

匀，宽度不规则，直立至弯曲，不分枝，0~4 个曲膝

状 折 点 ， 顶 部 圆 锥 形 ，0~3 个 隔 膜 ，8.0~57.0×
3.0~5.5μm。孢痕疤明显加厚，宽 1.5~2.0μm。分生

孢子倒棍棒形、倒棍棒至圆柱形，浅青黄色至青黄

色，链生并具分枝的链，直立或稍弯曲，顶部钝圆

至圆锥形，基部倒圆锥形平截，1~5 个隔膜，在隔

膜处缢缩，10.0~83.0×3.0~5.5 μm。基脐明显。
紫穗槐 Amorpha fruticosa L.：吉林蛟河前进

林场石门岭(HMJAU 31942)；
大豆 Glycine max(L.) Merr.：吉林长春吉林农

业大学教学试验基地(HMJAU 35101)。
中国分布：辽宁。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1]区别在

于后者造成的斑点为点状、近圆形、多角形至不规

则形，无明显边缘，宽 0.5~5.0 mm，常多斑愈合，

叶面斑点褐色至红褐色，具黄色或浅黄褐色晕，分

生孢子梗分枝，略宽(4.0~6.5 μm)，分生孢子略宽

(3.5~6.5 μm)。

3 石蚕菌绒孢(图 3)
Mycovellosiella teucrii (Schwein.) Deighton,

Mycol. Pap. 137：28, 1974

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点状、多角形至不规

则形，宽 1.0~3.0 mm，有时愈合成不规则的大斑

块，叶面斑点灰白色至浅褐色，边缘围以深褐色或砖

褐色圈，叶背斑点浅褐色。子实体叶两面生，扩散型，

有菌绒层。初生菌丝体内生；次生菌丝体表生：菌丝

浅青黄褐色，分枝，具隔膜，宽 2.0~4.0 μm。子座无

或仅由几个褐色球形细胞组成。分生孢子梗 2 至

多根簇生，从气孔伸出、顶生或作为侧生分枝单生

于表生菌丝上，青黄褐色至中度褐色，色泽均匀，

宽度极不规则，直立至弯曲，不分枝，2~7 个曲膝

状 折 点 ， 顶 部 圆 锥 形 平 截 ，0~4 个 隔 膜 ，

10.0~79.0×3.5~5.5 μm。孢 痕 疤 明 显 加 厚 ，宽

2.0~2.6 μm。分生孢子倒棍棒形至圆柱形，浅青黄

褐色至青黄褐色，单生或链生并具分枝的链，直立

或稍弯曲，顶部圆，基部倒圆锥形平截，1~7 个隔

图 3 石蚕菌绒孢(比例尺长度为 40 μm)

图 2 紫穗槐菌绒孢(比例尺长度为 4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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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7 页)各材料植株体内 SOD 和 POD 值变化

均随时间的延长呈上升趋势，014 号组合接种与

未接种植株体内 SOD、POD 活性变化幅度大于其

它 3 种材料，而庆丰品种接种与未接种植株体内

SOD、POD 活性变化幅度最小。说明受病原菌感

染后，植株体内酶活性含量的变化程度可反映其

抗病性强弱，而且抗病品种比感病品种保持了较

高的酶活性。
前人的研究表明，SOD、POD 等能防御活性氧

及过氧化自由基对细胞膜系统的伤害，增强植物

对不同环境的抵抗能力 [8]。可有关甘蓝黑腐病抗

性与酶的关系研究国内还少见报道。酶类与甘蓝

对黑腐病抗性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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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32.0~78.0×4.0~6.0μm。基脐明显。
益母草 Leonurus artemisia (Lour.) S. Y. Hu：

吉林蛟河前进林场 (HMJAU 31845)；吉林长春市

郊大顶山(HMJAU 35015)。
中国分布：四川。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1]区别在

于 后 者 分 生 孢 子 梗 略 长 而 宽 (13.0~136.0×
4.3~6.5 μm)，分生孢子颜色略深(青黄褐色)，且较

长(40.0~140.0)。

4 葡萄菌绒孢(图 4)
Mycovellosiella vitis Y. L. Guo & X. J. Liu,

Acta Mycol. Sinica Suppl. 1：338, 1986

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形状不规则，直径

1.0~5.0 mm，常多斑愈合成大型斑块，有的半个叶

片褪绿变褐，叶面斑点褐色、黄褐色，叶背斑点灰

褐色。子实体叶两面生。初生菌丝体内生；次生菌

丝体表生：菌丝近无色至非常浅的褐色，分枝，具

隔膜，宽 2.0~3.0 m，常形成菌丝绳并攀缘叶毛。无

子座。分生孢子梗从气孔伸出、顶生或作为侧生分

枝单生在表生菌丝上，近无色至浅青黄色，色泽均

匀，宽度不规则，有的甚至上部宽下部窄，直立或

弯曲，不分枝，多个曲膝状折点，顶部圆锥形至圆

锥形平截，1~4 个隔膜，26.0~81.0×2.5~4.5 μm。孢

痕疤明显加厚，稍突出，宽 1.3~3.0 μm。分生孢子圆

柱形、倒棍棒形，近无色至青黄褐色，链生并具分枝

的链，直立或稍弯曲，顶部钝至圆锥形平截，基部倒

圆锥形平截，0~3 个隔膜，12.0~45.0×2.6~4.5 μm。
基脐明显。

五 叶 地 锦 Parthenocissus quiquefolia (L.)
Planch.：吉林长春净月潭(HMJAU 35061，35066)。

中国分布：湖北。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1]区别在

于 后 者 造 成 的 斑 点 近 圆 形 至 不 规 则 形 ， 直 径

2.0~15.0 mm，常多斑愈合成大的斑块，叶面斑点

浅褐色、褐色至几乎呈黑色，具 1~6 条轮纹圈。此

外后者子实体叶背生，分生孢子梗分枝，孢痕疤较

窄(宽 1.0~1.7 μm)，分生孢子圆柱形、倒棍棒形至

棍棒形，色泽略浅(近无色至非常浅的青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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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葡萄菌绒孢(比例尺长度为 40 μm)

!!!!!!!!!!!!!!!!!!!!!!!!!!!!!!!!!!!!!!!!!!!!!!

40 34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