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用担子菌—— 鲍氏层孔菌 (桑黄 )的新认识

戴玉成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16)

　　担子菌是真菌中最高等的一类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共发

现 22 500余种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密

切的关系。有些担子菌寄生在植物上 ,能造成植物病害 ,如锈

菌和多孔菌 ;另一些担子菌则是美味佳肴 ,如各种食用蘑菇 ,

少数担子菌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真菌用作药材在我国已有近 2 000年的历史 ,中国最早

的药学专著 《神农本草经》对猪苓 Polyporus umbellatus

( Pers. ) Fries、茯苓 Wol fiporia cocos ( Schw ein. ) Ryva rden

& Gilb.、雷丸 Laccocephalum my littae Cooke et Mass等担

子菌的形态、色泽、气味和功能进行了记载。此后的历代医药

书籍都有对担子菌的记载。 《中国药用真菌图鉴》 1987年版

共收录了我国用真菌 272种 ,其中 246种为担子菌 ,由此可

见担子菌是真菌中最具有药用价值的一类。 近年来芸芝

Trametes versicolor ( L. Fr. ) Pila t和槐耳 Perenniporia

robiniophila ( Mur rill) Rva rden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

开发 ,并生产了多种制剂 ,芸芝和槐耳也都是担子菌。与此同

时国际上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对另外一种担子菌—鲍氏层孔

菌 (桑黄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对该菌抗癌功能的

发现 ,已成为药用真菌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为此本文对该

菌进行全面的介绍 ,并对它的药用价值进行重点阐述。

1　鲍氏层孔菌的由来

鲍氏层孔菌的药用最早记载于《本草纲目》中 ,俗称桑黄

或桑耳 ,这是因为该菌在我国中南地区通常生长在桑属

(Morus L. )植物上 ,且其子实体为黄褐色的缘故。 邓叔群在

《中国的真菌》一书中将之定名为针裂蹄 ,应建浙等在《中国

药用真菌图鉴》中称之为裂蹄针层孔菌。 但在中国及东亚地

区均将其拉丁学名称为 Phellinus linteus ( Berk. & M . A.

Curtis) T eng ,而 P . linteus描述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作者

曾详细研究了 P . linteus的模式标本及其他产于中美洲和

南美洲的标本 ,并与中国、日本、韩国及俄罗斯的材料进行了

对比研究 ,证实东亚地区称为桑黄的担子菌并不是 P . lin-

teus,桑黄的真正拉丁学名应为 P . baumii Pilat [1]。 P . bau-

mii Pila t描述于与我国接邻的俄罗斯海参崴地区 ,作者也详

细研究了 P . baumii Pila t的模式标本 ,确认桑黄与 P . bau-

mii Pila t等同。 按照真菌的现代分类学和命名法规 P . bau-

mii Pila t的中文名称应为鲍氏层孔菌 ,因为该菌归在层孔菌

属 ,其种加词来源于德国植物学家 Hugo Baum.由此桑黄的

现代科学名称为鲍氏层孔菌 ,而桑黄、桑耳、针裂蹄、裂蹄针

层孔菌等其他名称均为鲍氏层孔菌的异名。

2　鲍氏层孔菌的主要特征

2. 1　宏观形态: 鲍氏层孔菌的子实体为多年生 ,无柄 ,单生 ,

新鲜时硬木栓质 ,干燥后变为木质且质量明显变轻 ,可达到

10 cm长 , 7 cm宽及 5 cm厚。 菌盖通常为蹄形或半圆形 ,上

表面初期有微细绒毛 ,后期光滑并有不规则龟裂 ,初期为黄

褐色 ,随年龄的增加变为黑褐色至栗褐色 ,有同心环沟。菌肉

褐色 ,硬木栓质 ,可达 1 cm厚。菌肉和菌管组织在氢氧化钾

试剂中变黑。

2. 2　微观形状: 鲍氏层孔菌为二系菌丝系统 ,菌丝无锁状联

合。生殖菌丝无色 ,薄壁至稍厚壁 ,浅黄色 ,通常简单分隔 ,偶

尔分枝 ,直径为 1. 8～ 4. 5μm;骨架菌丝黄褐色 ,厚壁且有一

窄或宽的空腔 ,有时分隔 ,很少分枝 ,在菌肉中规则排列 ,在

菌管中平行于菌管排列 ,直径为 2. 1～ 6μm,生殖菌丝和骨

架菌丝在菌肉中均比在菌管中粗。子实层中通常有大量的锥

形刚毛存在 ,黑褐色 ,厚壁 ,大小为 14～ 24μm× 5～ 9μm。担

孢子长筒形 ,着生 4个担孢子梗 ,基部有一简单分隔 ,大小为

7. 5～ 11μm× 4. 5～ 6μm;类担子占多数 ,形状与担子相似 ,

但比担子稍小。子实层中通常有大量的菱形结晶体存在。担

孢子广椭圆形 ,黄色 ,厚壁 ,光滑 ,在 Melze r试剂及棉兰试剂

中均无变色反应 ,大小为 3. 3～ 4. 5μm× 2. 4～ 3. 5μm。

2. 3　鲍氏层孔菌的寄主: 在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鲍

氏层孔菌的天然寄主主要为丁香属 ( Sy ringa L. )植物 ,特别

是暴马丁香 S. amurensis ,偶尔也生长在白腊树属 (Frax inus

L. )、李属 (Prunus L. )等植物上。 在我国中南地区及韩国主

要生于桑属 (Morus L. )植物上 ,偶尔也生长在其他被子植物

上。日本的鲍氏层孔菌寄主为丁香属、桑属。由于鲍氏层孔菌

的寄主范围广泛 ,在不同地区可能对寄主有一定的专化性 ,

故其种下生物种有可能存在。

2. 4　鲍氏层孔菌与相近种的区别: 层孔菌是多孔菌中一个

大属 ,全球共有描述的分类单位 250余个 ,我国到目前共发

现 62种 [2]。由于该属的很多种类具有褐色蹄形的子实体 ,因

此宏观上与很多种具有相似之处。担子菌特别是多孔类担子

菌的现代分类主要根据它们的显微形状。鲍氏层孔菌与美洲

的 Phellinus linteus最相拟 ,但后者的担孢子为近球形 ,大小

为 4. 3～ 5. 5μm× 3. 9～ 4. 8μm,因而明显地比鲍氏层孔菌

的担孢子大 ,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此外 P . linteus的菌管

菌丝比鲍氏层孔菌的粗 ,且非平行于菌管排列。 鲍氏层孔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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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属中其他种的区别参见文献 [1, 2 ]。

3　鲍氏层孔菌的药用价值

鲍氏层孔菌的抗癌功能最早被日本学者 Tetsuro

Ikekaw a[3]等发现 ,研究表明鲍氏层孔菌野生子实体的提取

物对小鼠肉瘤 180的抑制率为 96. 7%。 研究还表明具有抗

癌作用的物质是鲍氏层孔菌子实体中的多糖 [3, 4]。 Naruse

等 [5]和 Ch ung等 [6]用鲍氏层孔菌人工培养菌丝的提取物做

抗癌试验 ,并证实菌丝提取物对小鼠肉瘤 180同样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Kong等 [7]还发现鲍氏层孔菌的多糖对肿瘤的

生长和转移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鲍氏层孔菌的多

糖对体液细胞具有免疫调解功能 [8 ]。 Chung等 [9]还证明鲍氏

层孔菌的多糖片段能够使小鼠产生对肉瘤的体液免疫反应。

Song等 [10 ]指出鲍氏层孔菌的多糖进一步研究也发现其免疫

调解功能。 Oho等 [11]指出鲍氏层孔菌多糖的免疫调解功能

与其对 β淋巴细胞的功能调解有关。 之后 Song等 [12]对调解

β淋巴细胞的多糖进行了纯化 ,并对其物理和化学特性进行

了研究。 Lee等 [13]从鲍氏层孔菌子实体和培养菌丝中分离出

多糖 ,并对其特性进行了研究。 Kim等 [14]在研究多种担子菌

抗癌多糖时发现 ,芸芝和灵芝的多糖主要是 β -1, 3和 1, 6-D-

葡萄糖 ,而鲍氏层孔菌多糖除葡萄糖外 ,还有半乳糖、甘露

糖、阿拉伯糖和墨角藻糖等 ,因此鲍氏层孔菌的抗癌多糖要

比其他多糖担子菌的抗癌多糖复杂。不同的学者还从鲍氏层

孔菌中发现了多种不同的抗癌多糖 ,其中为 β -1, 3-葡聚糖在

C-6有葡萄糖分支的抗癌效果最好。 Lee等 [15]研究发现鲍氏

层孔菌中具有免疫调解功能的糖肽的联结型 ,丝氨酸和苏氨

酸存在于联结部位。

4　鲍氏层孔菌的人工栽培和市场

由于鲍氏层孔菌是兼性寄生 ,但以腐生为主 ,因此对该

菌进行人工培养理论上是可行的。最近韩国已经成功地培养

出该菌的子实体 [16 ]。 Lee等 [17]在研究影响鲍氏层孔菌生长

的环境因子时发现不同碳源的培养基对多糖的产生有直接

的影响。 虽然葡萄糖是菌丝生长的最好碳源 ,而甘露糖却是

多糖生产的最好碳源。

由于鲍氏层孔菌是已知高等真菌中抗癌效果最好的菌

类 ,故其市场前景非常乐观。 在韩国鲍氏层孔菌的子实体一

直作为灵丹妙药出售 ,其价格达每千克 2 300美元 ;在日本

鲍氏层孔菌也已经开始进入市场。鲍氏层孔菌作为桑黄在我

国虽然从明朝开始药用 ,但一直没有形成市场 ,其主要原因

是对其药用价值不太了解 ,特别是对其抗癌功能的最新研究

成果缺乏了解和认识 ;另一方面是由于野生鲍氏层孔菌越来

越稀少 ,很难找到大量子实体 ,这也限制了鲍氏层孔菌的市

场开发。但鲍氏层孔菌人工栽培的成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前景。 鲍氏层孔菌的子实体可以加工成茶剂饮用 ,也可进

一步提取成高纯度的多糖制剂及其他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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