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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16S类rR，NA碱基序列的比较分析，整个生物被划分为细菌fBacterial、古菌(Archaea)及真核生
物(Eukaryotes)三大超界(Domain)(Woese and Fox，1 9771。
真菌无疑是真核生物超界的成员。
然而，它在真核生物超界中的系统地位究竟如何?一直是科学家所探讨的重要课题。
自19世纪初(1801一)至20世纪中叶约一个半世纪以来，真菌及裸菌曾被当作植物界的组成部分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
自20世经中叶以来，真菌及裸菌等生物类群才被从植物界中分出而独立为真菌界。
近年来发现，当时所谓的真菌界(简称旧真菌界)实际上并非一个单一的生物界，亦即并非单系类
群(monophyletic，group)，而是一个由不同祖先的后裔组成的若干生物界的混杂体，亦即复系和并系
共存的类群fpolyphyletic and·paraphyleticgroups)。
这个混杂的生物类群，或旧真菌界，通常被称做菌物。
现代概念中的真菌界(简称新真菌界)只包括壶菌门(Chytridiomycota)、接合菌门(Zygomycota)、子囊菌
门(，Ascomycota)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以及它们的无性型。
因此，菌物或旧真菌界既包括新真菌界，也包括属于管毛生物界(Stramenopila)的部分成员，如卵，菌
门(Oomycota)、丝壶菌门(Hyphochytriomycota)及网菌门(Labyrinthulomycota)。
而管毛生物界的硅藻与褐藻通常是由藻类学家进行研究。
至于在亲缘关系上更远离于新真菌界的裸菌生物(gymnomycetes)，由于它们本身的各个门类也是来自
不同祖先的复系类群，因而，它们作为彼此相对独立的根肿菌门(Plasmodiophoromycota)、 网柄菌
门(Dicteosteliomycota)、集胞菌门(Acrasiomycota)及黏菌门(Myxomycota)四个类群而被暂置于原生生物
界(Protista)。
　　《普通真菌学》所涉及的生物类群与现代概念的新真菌界相一致，从而使该书在概念上反映了本
学科的最新进展。
为了兼顾植物病理学专业的读者。
编著者将属于管毛生物界的卵菌门、丝壶菌门及网菌门作为附录置于新真菌界的壶菌门下，既不妨碍
现代真菌学新概念的介绍，也不影响该书结构的完整性。
由于国内迄今所编著的真菌学教程多以形态学、结构学与分类学为主，而《普通真菌学》除了形态学
、结构学及分类学以外，还以较大篇幅介绍了真菌生理学、真菌生态学及真菌遗传学等领域的基础知
识。
因此，它在这方面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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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
本书是以真菌生物学为主体的教材，根据学科特点，加大了生化、生理部分的比重，更适于教学的需
要。
内容包括真菌的形态结构、细胞营养、菌体生长、真菌的生殖、生理代谢、遗传变异、腐生真菌、寄
生真菌、共生真菌以及真菌分类等18章。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生物学专业和农林院校的教科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硕士生的参考教材，
亦可供从事工、农、医方面的生物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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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真菌广泛分布于地球表面，从高山、湖泊到田野、森林，从海洋、高空到赤道、
两极，到处都有。
真菌虽然不在空气中生长繁殖，但是它的孢子却成群地飘浮在空中，只要稍微注意，你会发现人类原
来是生活在真菌的汪洋大海中。
然而，正像c．J．A1exopou1os在《IntroductoryMyco1ogy》（1979）一书的绪论中所说的：在今天这样
一个科学的世界，在原子核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里，却很少有人认识到我们的生活与真菌的关系
如此密切!老实说，我们没有一天不直接或间接地在受到这些微观世界中的居民们的益处和损害。
真菌学家确实是很蹩脚的宣　　传员。
　　当今世界，生物技术已迈入世界经济支柱产业的行列，真菌学在生物技术革命的大潮中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
真菌是原始的真核生物，具有广泛的多样性，生长和繁殖迅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可得到比植物和动
物多得多的后代，能够直接、快速地进行遗传性状分离的分析。
因此，真菌可以作为研究基本生物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真菌基因的多样性以及真菌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为生物技术产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真菌已不再只是真菌学家们关心的事了，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已经涉足到真菌
学的研究领域，使得现代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技术与微电子学向真菌学渗透，使真菌学的研究
快速地步入了分子生物学领域。
　　真菌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包括分类学、形态学、细胞学、遗传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
基础上建立的一门综合性科学。
因此，应该改变过去以分类学和形态学为主的教学体系，代之以全面介绍真菌概貌的教科书，这也是
作者编写本书的宗旨。
　　真菌界是一个古老的谱系，种类丰富，已描述的种类约1万属、7万余种。
我国真菌学家戴芳澜教授（1893-1973）估计我国真菌的数量约4万种，在其所著的《真菌总汇》中仅
记载了7千余种。
Hawksworth在1991年估计自然界实际存在的真菌，从广义的角度约100万～150万种。
这意味着尚有大量的真菌物种等待人们去发现、描述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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