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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冬虫夏草是我国的传统名贵中药，是由冬虫夏草菌寄生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土中的蝙蝠蛾幼虫而形
成的菌虫复合体。
天然冬虫夏草资源和分布十分有限，价格昂贵，尚未实现人工栽培。
开展冬虫夏草生物学的研究，对于保护冬虫夏草野生资源、促进人工栽培早日实现，以及对冬虫夏草
进行深度开发等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冬虫夏草菌的生物学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冬虫夏草的研究专著，汇
集了作者张永杰近期在冬虫夏草菌分子生物学、群体遗传学以及冬虫夏草真菌群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全面反映了我国冬虫夏草研究的当代水平。
主要内容包括：冬虫夏草概况；冬虫夏草菌的分离与培养；冬虫夏草菌分子侵染机制；冬虫夏草菌的
交配型基因；冬虫夏草菌的遗传分化；冬虫夏草真菌群落结构等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冬虫夏草菌的生物学研究》多学科知识交叉，知识层次由浅入
深，图文并茂，学术性、理论性与实用性并举，适用范围广，可读性强，是反映冬虫夏草菌生物学研
究最新水平的一部著作。
本书适合综合性大学、农业院校、医药院校等有关微生物学专业、植物保护专业、中药学专业的大学
生和研究生学习，也可供从事菌物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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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永杰，1979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2010年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修，
同年晋升为副教授。
近年来，以冬虫夏草为研究材料开展了真菌分子生物学、群体遗传学及分子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主持或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及
广东省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计划项目等。
在PLoS ONE、BMC Evolutionary Biology、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Fungai　Biology
、Research in Microbiology、Letters in Applied Microbiology、Science China-Life Sciences等SCI收录刊物，
以及菌物学报、微生物学通报、中国食用菌、植物保护等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多次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为首届冬虫夏草国际会议宣传画册《中国冬虫夏草》的
编委会成员，以及菌物学报和中国油料作物学报的审稿专家及菌物学报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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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虫夏草菌MAT1-2-1上、下游序列的扩增与分析三、利用MAT1-2-1特异引物对冬虫夏草菌样品
的PCR扩增四、MAT1-2-1的系统发育分析五、讨论（一）冬虫夏草菌交配型基因的扩增及交配方式的
探讨（二）交配型基因的组织结构第五章 冬虫夏草菌的遗传分化一、研究材料与基因扩增二、冬虫夏
草菌ITS和MAT1-2-1的序列变异三、冬虫夏草菌的单元型四、系统发育分析五、种群遗传结构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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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态鉴定结果（二）基于分子序列的鉴定结果（三）不同部位检测的OTU的比较三、基于非培养
方法的冬虫夏草真菌群落结构研究（一）文库中冬虫夏草菌克隆与其他物种克隆的数量（二）其他真
菌克隆的多样性分析（三）文库中优势OTU分析四、培养方法与非培养方法研究结果的比较五、讨论
（一）野生冬虫夏草外围的菌膜由冬虫夏草菌的菌丝体组成（二）区分不同OTU的阈值（三）培养法
得到的真菌菌株与前人所报道真菌的比较（四）SSCP方法与其他分析方法的比较（五）冬虫夏草真菌
群落研究的重要意义参考文献附录Ⅰ 本书作者发表的冬虫夏草相关的论文附录Ⅱ csp1在GenBank中的
登录序列附录Ⅲ csp2在GenBank中的登录序列附录Ⅳ MAT1-2-1及其旁侧序列在GenBank中的登录序列
后记图版Ⅰ 冬虫夏草采样地点图图版Ⅱ 冬虫夏草菌的组织分离与单子囊孢子分离图版Ⅲ 冬虫夏草菌
分化的子座原基和子座图版Ⅳ 冬虫夏草组织分离菌株XZ08-26分化的子座图版Ⅴ 推测的冬虫夏草菌在
青藏高原上的起源与扩散图图版Ⅵ 天然冬虫夏草样品图版Ⅶ 部分真菌菌株和克隆的SSCP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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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冬虫夏草分布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冬虫夏草遭到人为过度采挖、野生资源急剧减少、市场价格迅速攀升（Winkler
，2008）。
为了缓解冬虫夏草野生资源的短缺，冬虫夏草菌的无性型--中国被毛孢和其他一些分离自冬虫夏草的
真菌已经得到开发利用（表1.1）。
但是，冬虫夏草菌的子座无论在人工培养基上，还是在寄主昆虫上都还没有培育成功。
利用寄主昆虫培育冬虫夏草时，接种感染率低和难以形成子座是目前影响冬虫夏草人工栽培的主要难
题。
针对接种感染率低的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三章对冬虫夏草菌的侵染机制进行了探索。
冬虫夏草菌从僵虫体难以形成子座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冬虫夏草菌有性生殖方式的了解不够。
　　冬虫夏草菌在子座可孕部的子囊壳内产生子囊孢子。
在自然条件下，冬虫夏草菌在6月中旬至8月下旬弹射子囊孢子；每天从一个子座上可弹射出多达40万
个子囊孢子（李黎等，2000）。
冬虫夏草菌子囊孢子的发育可分为原子囊孢子期、原孢子伸长期和子囊孢子形成期3个阶段（梁宗琦
等，1995）。
成熟的子囊孢子由横隔分成许多隔细胞（李玉玲，2002）。
由于子囊孢子可能是冬虫夏草菌在自然条件下重要的侵染源（李泉森等，1998），因此，理解冬虫夏
草菌的有性生殖机制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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