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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紫金山夏夜神奇的紫金山夏夜！！
除了萤火虫除了萤火虫，，还有蘑菇会发光还有蘑菇会发光

盛夏来临，南京紫金山的萤火虫进入观赏期，
星星点点的萤火虫翩翩起舞，吸引来大批游客。在
紫金山上，还有一种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不怕人
声嘈杂，在暗夜中闪烁着荧荧绿光，释放出生命的
活力。它们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而是一种稀有
的发光菌，也就是俗称的蘑菇。发光菌比较罕见，
很多专门研究蘑菇等菌物的专家都没见过。近日
多雨，紫金山上的发光菌成长起来，紫牛新闻记者
找到了它们，在黑暗中看到了神奇的发光蘑菇。

紫牛新闻记者 宋世锋

朱力扬和“赶尾人”对紫金山的真菌
资源都赞不绝口。

朱力扬说，有些学者早些年对紫金
山上的菌物资源做过研究，但是只记载
了大约三四百种，存在很多不足，“我们
在实际考察当中能够发现很多还没有收
录的种，有些种可能还是新物种，比如鸡
油菌和鬼伞类菌，在紫金山可能都有新
种分布。”

“赶尾人”空闲时间经常到紫金山进
行考察，据他保守估计，紫金山大型菌物
至少一两千种，其中肯定有不少新物种。
他在紫金山还采集到两种鸡油菌，经过
基因测序研究，确定属于新物种。

他说，紫金山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有
大量的壳斗科植物，还有针叶树、竹子等
植物，它们能和大量的菌物形成菌根，腐
木、落叶、果实也能成为腐生菌的食物，
滋养了非常丰富的菌物物种。

在这些菌物中，能食用的有很多，但
是毒菌的种类也非常齐全，如灰花纹鹅
膏、欧氏鹅膏、肉褐鳞环柄菇等都很常见，

“赶尾人”一直利用各种渠道提醒人们不
要采食。好在南京地区没有采食野生菌的
习惯，中毒事件相比西南地区少很多。

鸡枞菌是一种美味，有人甚至称它
为菌中之王。说起鸡枞菌，朱力扬更有专
业见解，“紫金山位于北纬32度，地理位
置很好，这条纬线是伴生鸡枞菌的那种
白蚁栖息的最北线。根据资料记载，南京
的紫金山和清凉山上都有鸡枞菌。所以
我每次来南京考察，看到鸡枞菌，都感觉
正好是行走在这条纬度线上。”

紫金山游人众多，“赶尾人”发现菌
物并没有受到太多干扰。游人一般都是
走固定路线，踩踏对菌物影响不大。采挖
植物、采伐树木、深挖土地等活动对菌物
有不利影响，但是这类行为在紫金山上
并不多。由于这些原因，紫金山大多数区
域的菌物种群保持得非常好。

朱力扬虽然很喜爱紫金山，但她觉
得这里的环境依然有改进空间。动物、植
物、菌物等生物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综
合保护。她认为，要因地制宜去种植一些
绿化植物，不能因为某种植物的生长耐
受性好，就去种它。

入夜时分，到紫金山看萤火虫
的游人络绎不绝。但是，萤火虫害怕
人流、噪音和灯光的干扰，所以紫金
山上的萤火虫数量已经大大下降。

然而，在紫金山的树林里，一
种会发光的蘑菇在连日阴雨以后
茁壮成长出来，它们毫不理会人来
人往，待到天色暗下，默默放射出
绿色的光芒。

近日，网友“赶尾人”告诉紫牛
新闻记者，他在紫金山上发现了发
光菌，并且拍摄了照片。紫金山上
还有发光的菌类，记者十分好奇，
第二天晚上6点多，记者前往紫金

山寻找这种发光菌。虽然有照片，
但是在山上寻找发光菌还是挺困
难的，因为紫金山上的菌物非常
多，许多菌物很相似。

记者沿着紫金山的山路寻找，
终于发现了发光菌的身影。当时
天还没黑，发光菌长在一段朽烂
的木桩上，开着绿色的小伞，即使
用雨伞把它们盖起来，也看不到
荧光。

看来这发光菌发光还要挑时
辰？记者于是在原地等待，等了大
约两个小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果然看到发光菌的菌丝放射出绿

色的光芒，看上去很奇幻，虽然亮
度比萤火虫要弱一些，但在黑夜中
很容易看见。

“赶尾人”研究蘑菇等菌物已
经好多年，一直在微博上科普菌
物知识，义务鉴定毒蘑菇。他告诉
紫牛新闻记者，他在紫金山发现
这种发光菌也是偶然。那是一天
晚上，他到紫金山上考察菌物，在
一段木桩周围发现有剧毒的拟灰
花纹鹅膏菌，想把它们的照片拍
摄下来。拍完照片一关灯，发现木
桩子在发光，仔细一看，原来正是
他寻觅已久的发光菌。

“赶尾人”以前在广西读书，晚
上经常到野外寻找发光菌，但在四
年时间里一直没找到过。

直到大学毕业后，他在广东才
第一次见到发光菌。当时他在路边
看到一种长得比较奇怪的蘑菇，就
采下来装进包里带回家研究。到家
后一打开书包，他发现包里有光，
原来它是一种发光菌。

正在吉林农业大学攻读菌类
作物专业博士学位的朱力扬，为了
做研究，从东北跑到海南，从新疆

跑到东部沿海，最近她又一次带着
标本包，到紫金山进行考察。

朱力扬判断，紫金山上的这种
绿色发光菌在分类上属于真菌界担
子菌门蘑菇纲蘑菇目小菇科小菇
属，但是具体种类还不清楚，她已经
获得了标本，准备用基因测序技术
进行准确鉴定。

她介绍说，小菇科作为蘑菇目
中的重要成员，全世界的种数超过
700种，地理分布广泛，在自然界
中具有分解枯枝落叶的生态作用，

其中一些种类具有食用或药用等
经济价值。在小菇科中，小菇属、半
小菇属和胶孔菌属的一些真菌有
荧光现象，菌丝在晚上会发出一些
微弱的绿光。

她在野外见过五六种理论上
可以发光的蘑菇，不过都是在白天
发现的。发光菌的荧光反应非常脆
弱，采集回去晚上处理标本时，它
们的生物活性可能已经降低，或者
子实体已死亡，所以她还没见过蘑
菇发光。

菌物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
它的物种非常丰富，包括真菌和
粘菌、卵菌等，人们常见的蘑菇、
木耳等生物都属于真菌。截至
2015年，有记录的菌物已经达到
12万多种，估计一共存在 160万
个菌物物种。

目前已经发现的发光菌大约
有100余种，比例相对非常少。

在发光菌中，假蜜环菌的名气
大一些。据有些资料记载，这种蘑
菇会发出蓝色的荧光。

“赶尾人”在紫金山上发现过
假蜜环菌，他把其子实体采集回
去，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进行观
察，但是没有看到荧光，在野外观
察生长假蜜环菌的木桩也没有看
到荧光。他怀疑假蜜环菌的发光部

位是菌丝，而菌丝生长在地下，无
法观察到。但这只是猜测，真实原
因有待研究。

发光菌的发光部位不一样，有
的是子实体发光，有的是菌丝体发
光。紫金山上的这种发光菌就是菌
丝体发光。

朱力扬说，与植物、动物的生
理研究相比，全世界对菌物的生理
学研究都很落后。对于发光菌的发
光机制，现在的研究很少。它们生
长到什么阶段才开始发光、是幼体
时就发光还是成熟子实体发光，目
前都是谜。

“赶尾人”说，发光菌好像有
“生物钟”，如果是白天，就算在完
全黑暗的环境下也不发光，但是一
入夜就发光。“曾经有人用子实体

发光的蘑菇做实验，人工调控光
照，颠倒日夜环境，或者把光照循
环延长到24小时以上，结果它们
的生物钟真的发生了转变，按照人
工赋予的生物钟发光。”

紫金山的这种发光菌在夜间
能观察到明显的荧光，不过是否只
在夜间发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蘑菇发光的作用也不清楚，或许它
们可能是用荧光引诱昆虫，增加孢
子散播的概率。但这只是猜测，还
需要更多实验来证明。

国外有些专家对发光菌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仿生学方面，比如用
它的发光机制对昆虫进行调控。

发光菌有发光基因，它们的荧
光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或许可以培
养成观赏菌物。

晚上拍蘑菇照片偶然找到发光菌

这是“赶尾人”第二次见到发光菌

蘑菇为什么发光？现在还是个谜

紫金山的真菌资源
让两位专家赞不绝口

记者拍摄的紫金山上的发光菌
（图中白色高亮为发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