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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中“精 灵 ” 一 朝 成 名
———“宁陕小口盘菌”发现始末

记者 田丕

一个新的菌类物种在野外被发现，需要具备
什么？

坚持、直觉，还有一点点运气。
今年 8 月，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研究中

心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All Life》上发表论文，
指出他们在 2020 年 4 月秦岭地区资源调查期间
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次调查中，真菌研究
中心团队在宁陕县发现了一个真菌新种———“宁
陕小口盘菌”。

不经意间的邂逅

作为地球自然环境的“清道夫”，真菌在这个
星球的存在已经超过 10 亿年， 但还是有很多不
为人知的秘密需要被人类发现。 要发现它们，真
的需要一点点好运气。

一次临时的停车，让霍文严他们和“宁陕小
口盘菌”邂逅了。

2020 年 4 月， 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研
究团队结束了一天的科学考察活动，车子随着盘
山公路穿行在秦岭的莽莽林海中。 长时间的行
驶，让全车人都感到疲累，为了舒缓一下身体，他
们把车停在了宁陕县黄花岭区域内 102 省道旁
的一个临时停车位上。

下车休息时，霍文严和刘愚、张黎光等其他
伙伴围着车四下走动，正在这时，他们发现就在
停车位的附近，有一个流水的阴坡，本着职业的
敏感，“我们觉得它的环境特别适合大型真菌的
生长。 ”霍文严说，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们顺着
流水的方向向上攀爬，一探究竟。 在仔细搜索过
一片区域后，在一块埋在腐殖质土层下的腐木上
有了发现。

两株样貌独特的蘑菇直立在深褐色腐木上，
菌冠呈现橘红色圆锥形，敞口处分布着规则的三
角形锯齿，菌柄是奶黄色，整个菌体上分布着细
密的绒毛。“看到这两株大型真菌后，我们当时也
不太确定是否是新种，只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
霍文严说， 他们小心采集了样本带回研究所，后
期经过显微观察和分子系统学分析，确定了它是
小口盘菌属的一个新种。

目前全世界被描述的真菌大约有 15 万种，
其中包括 4 万种的大型真菌。要在数万种真菌里
面找到依据，除了专业还是专业。

助理研究员霍文严说，对于真菌，科研工作
者都会使用核糖体 DNA（rDNA）的基因间隔序
列（即 ITS 序列）进行物种的分子鉴定，ITS 序列
就类似于一个真菌的“指纹”。 一般情况下，如果
一个大型真菌同其他所有已知的大型真菌相比，
其 ITS 序列的一致性都小于 97%，就认为它很可
能就是一个新种，而在宁陕发现的真菌与其他大
型真菌相比，其 ITS 序列的一致性小于 90%。

这意味着，他们在秦岭发现了一种大型真菌
新种。

这个新种隶属于肉杯菌科、小口盘菌属。 目
前已知它仅分布于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所以省
微生物研究所真菌研究团队把它命名为“宁陕小
口盘菌”。 该物种是我国报告的小口盘菌属的第
七个种，这个真菌新种的发现填补了秦岭地区小
口盘菌属大型真菌的空白，也丰富了秦岭地区的

生物宝库。
“当发现新种的时候，心情确实非常开心。 ”

霍文严告诉记者，但是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科学
对待实际情况才是应该做的。“在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谨慎的和小心翼翼地。 因为
要确定一个物种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是一
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需要反复地去观察它
的宏观及显微结构， 进行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还
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以确定这个物种是第
一次被发现；同时，新种的发布也是一个很严谨
的过程，不仅需要提供翔实的实验证据，更重要
的是需要得到国内外相关分类学家的认可才能
正式发布。 ”

隐藏在森林中的“小不点”

真菌作为生态系统的“清洁工”，它的清洁工
具是自身丰富的降解酶类———通过分泌各种酶
类，将淀粉、纤维素、蛋白质、脂肪等大分子降解
为糖、氨基酸、脂肪酸、有机酸等小分子，所以，真
菌在动植物残体的降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同时，真菌还是童叟无欺的“买卖人”。 有的
真菌和植物的根系形成菌根共生体系，植物能将
自身的部分光合产物提供给菌根真菌，而菌根真
菌能够介导植物磷及氮的吸收。菌根真菌还会在
地下形成一张四通八达的网，将生态系统中的植
物连接起来，介导植物间的资源再分配，维持生
态系统多样性。

小小的真菌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毫不起
眼，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巨
大。

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真菌研究中心
主任李峻志， 一位常年和菌类打交道的专家，在
他看来，真菌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人类
了解的还远远不够。

“世界上真菌物种的数量估计有 220 万种至
380 万种，人类已知的种类大约只有 5%。 菌物在
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人类的生活也与
菌物活动十分密切。 ”从 2000 年初开始，陕西省
微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参与到秦岭生物多
样性的资源调查中，李峻志和他的团队对秦岭地
区的真菌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广袤的森林中， 真菌在生态环境中起着
“分解者”的作用，它们分解凋亡的大量植物，“如
果没有这些清道夫，秦岭成千上万年的枯枝落叶
得不到及时清除，生态环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了。”李峻志说，真菌在生态系统中的关系是一个
大问题，研究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这个上下求索
的过程中， 发现新物种就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
作，对于描述、进而保护秦岭特有的生态系统具
有重要的作用。

在历次专题科考中，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真
菌研究团队对秦岭太白山、天华山、观音山、黄柏
塬等地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考察，阐述了大型真菌
在一些重点区域的分布特点，发现了一系列新种
和新分布种， 特别是 2021 年以来对大熊猫国家
公园宁太分局的考察中， 一个阶段就发现了 35
个潜在新物种和大量新分布种，目前已在国内外

权威期刊上发布的 3 个新物种均发现于安康市
宁陕县， 在宁陕天华山发现的陕西省新分布种
“红星头鬼笔”也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

近二十年来，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研究
团队持续对秦岭的大型真菌资源开展科考调查、
收集保藏和资源研究，建立起一支汇聚了微生物
学、生态学专业人才的秦岭大型真菌科考研究队
伍。 有了人才队伍的保证，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
研究团队于 2010 年建立了国内唯一的专门收
集、保藏、研究秦岭大型真菌资源的“秦岭菌物标
本馆”，该馆获得了国际标本馆认证，也是陕西省
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由小见大的环境改变

新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安康秦岭山
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成效，李峻志说：“发现的
一些新物种和新分布种，在经验上都发生在人为
扰动少、 自然环境郁闭度高的良好生态环境中，
这也从一个角度标示着秦岭生态保护工作的可
喜进展。 ”

秦岭自然生态是宁陕最大的资源优势，这里
森林覆盖率达到 96.2%，居全国第一，素有“秦岭
之心”的美誉。

近年来， 宁陕县制定了生态保护区建设规
划，先后建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 6 个、 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 2 个，
开展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国家公园建设试点
和前期工作。 各类保护地的建立，有效保护了动
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大熊猫、羚牛、金丝猴、
朱鹮“四大国宝”数量稳步增长，特别是朱鹮由
2007 年放飞时的 26 只增加到现在的 400 余只。

同时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对水源地、重
要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封禁、绿化，累计退耕
还林 11.26 万亩、人工造林 32 万亩、森林封育 50
万亩， 森林覆盖率从 20 年前的 75%提高到目前
的 96.2%， 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4402 个每立方厘
米， 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评定为 “中国天然氧
吧”。县域内实施综合整治，完成小流域治理 7 条
150 平方公里。

不断向好的生态环境也让科学考察活动收
获颇丰，在这样良性的循环下，科考和生态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

“希望通过对秦岭地区的大型真菌生物多
样性持续、系统进行调查、研究，不断丰富种质
资源库，为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和菌物资源的研
究留下宝贵的资料。 ”李峻志说，下一阶段，他
们将进一步完善“秦岭菌物标本馆”建设，在建
立数字化标本馆，实现标本和种质资源信息化
共享方面力争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 ，提升考察
能力 ，拓宽合作渠道 ，加速摸清秦岭大型真菌
“家底”的进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多收集物
种标本和信息 、多发现新种和新分布种 ；针对
一些在生态环境中有特殊作用的大型真菌开
展专项研究， 争取重点突破一批科研成果 ；加
大科普工作的力度， 尽力唤起广大人民群众 ，
特别是青少年对于秦岭瑰丽多姿大型真菌的
探索、保护的兴趣和热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学雷锋活动
常态化、制度化 思政课落实好

共青团、少先队活动丰富多彩

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强化制度约束
强师德、正师风、应教尽教

开齐开足美育课
合理设置课内容

安全管理放心上
防范事故保平安

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上好体育课，学生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

家长学校有阵地 教育培训千万家

文体活动有场所 活动开展有保障

公益性文化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青少年活动中心、市级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等为成长保驾护航

绿色上网我先行 不去网吧我带头

学校门前交通设施全
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清

文明校园创建实
校园文明树新风

（安康市创文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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