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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接合孢子囊的形成及特征 

观察实验的改进探索 

徐德 强 ，王英 明 ，肖义平 

(复旦 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真菌接合孢子囊的形成及特征观察是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内容之一。采用蓝色犁头霉“+”和“一” 

菌株 为实 验菌种 (取代以往常用 的匍枝根霉)，并 以“八”字 型划线接 种 ，同时拍 摄 了该 菌种形 成接合孢 子囊 

的 5个生 长阶段典型特 征的显微镜照片用 于实验教学 ，不但减轻 了以往 匍枝根霉孢囊孢 子等易污染实验 室 

环境 的现象 ，也避免 了该菌种 对培养温度较敏感 、常易 引起实 验结果 不理想 的状况 。同时使 学生知 识学得 

更活 、更扎实 ，并对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也具有一定 的指 导意义 ，因而提高 了该实 验教学 的效果 ，受 到学生 的 

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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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character observation experiment of formation process 

0±zygosporangzum in Fungi and an analysis on its teaching effect ． ● 一 一 ● ‘· 

Xu Deqiang，W ang Yingm ing，Xiao Yiping 

(College of I ife Scienc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 observation of formation process of zygosporangium in Fungi is one of teaching contents 

in microbiological experiments．The“+ ”and”一 ”strains of Absidia coerulea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 

species，instead of Rhizopus stolonifer，frequently used before．Then，Fungi were inoculated by streaking plates 

according tO the shape of“八 ”．Some micrographs were taken tO serve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These micro— 

graphs described typical characters of 5 growth phases through which this species formed zygosporangium．This 

will decrease the pollution phenomenon caused by using sporangiospore of Rh izopus stolonifer，and also avoi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is species is hypersensitive to cultural temperature，resulting in bad experiment result．Mean 

while，this will give students a live study and make them have great basic knowledge．In addition，this is helpful 

for developing students’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This process has received much welcome from students be— 

cause of enhancing experiment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Fungi；absidia coerulea；zygosporangium；experiment 

真菌接合孢子囊的形成及特征观察是高校微生物 

学实验之一，通常采用匍枝根霉为实验菌种(少数学校 

也采用蓝色犁头霉 ，但其教材中介绍内容极为简单 ，更 

无“八”字型划线接种及蓝色犁头霉“十”、“一”菌株形 

成接合孢子囊 的 5个生长阶段典 型特征 的显微镜照 

片)21-4~，但该菌生长对温度很敏感 (有性生殖在 23～ 

25℃)，温度稍高实验结果常不理想。同时培养该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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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皿盖上常存在菌丝及大量孢子囊、孢囊孢子等生长 

物，观察该菌特征时易污染实验室环境。对此，我们选 

用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为实验菌种 ，并以“八” 

字型划线接种进行 了该菌种接合孢子囊形成及特征观 

察的探索 ，并取得了很好 的教学效果 。 

1 方法 

1．1 接种培养 

采用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为实验菌种 ，并 

以“八”字型划线接种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平板，并将此 

平板置于 25～28℃恒温箱培养 4～5 d。 

e 
理 

管№ 

d  

与  

术 

技 

验帆 e 实．⋯ p L蓦 



徐德强，等：真菌接合孢子囊的形成及特征观察实验的改进探索 

1．2 特征观察 

1．2．1 肉眼观察 

一 般接种第 2 d就能观察到平板上“+”和“一”菌 

株的菌丝各 自向两侧生长现象 ，而当培养至 4～5 d时 

可见到异性菌株问有一条黑色的接合孢子囊带 。 

1．2．2 显微镜观察 

(1)培养物直接观察。打开皿盖 ，在接合孢子囊 

带上压一块载玻片，轻轻按一下，使载玻片贴近接合孢 

子囊层 ，然后将此平板生长物直接置于显微镜 载物 台 

上观察接 合孢 子囊带 不 同部位 ，以了解 蓝色犁 头霉 

“+”和“一”菌株形成接合孢子囊的过程 。 

(2)培养物制片观察 。用无菌解剖针挑取蓝色犁 

头霉“+”和“一”菌株所形成 的接合孢子囊不同部位的 

生长物和乳酸苯酚液等制作临时封 片，然后用显微镜 

观察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形成接合孢子囊及 

其生长不同阶段的特征。 

2 结果 

(1)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在马铃薯葡萄糖 

琼脂平板上所形成的接合孢子囊带见图 1。 

(a)原配千囊的形成 

图 1 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在马铃薯葡萄糖 

琼脂平板上所形成的接合孢子囊带 

图 1表明，在蓝色犁头霉有性生殖后期可见到“+”和 
“

一 ”菌株生长物间有一条黑色的接合孢子囊带。 

(2)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形成接合孢子囊 

的过程见图 2。 

(b)配子囊的彤成 

(c)质配、核配 (d)幼接合孢予囊 (e)成熟的接合孢子囊 

图 2 蓝色犁头霉接合孢子囊形成过程 特征 图 

图 2展示 了蓝色犁头霉有性生殖形成接合孢子囊 

的 5个生长阶段的典型特征 ，即原配子囊的形成(图中 

两原配子囊间有横壁)一 配子囊的形成(每个原配子 

囊产生横壁将原配子囊分为两部分，横壁前端为配子 

囊 ，另一端为配子囊柄)一质配 、核配(两个配子囊中间 

横壁消失)一 幼接合孢子囊 (未膨大 )一成熟的接合 

孢子囊(暗黑色球形)。 

3 教学效果分析 

(1)作者采用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为实验 

菌种 ，并采用“八”字型划线接种方法 ，使学生在 同一时 

间观察到该菌接合孢子囊形成的不同生长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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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节省 了实验 观察时问 ，又利于教师对 实验时 间的 

安排 。 

(2)由于采用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为实验 

菌种 ，从而在实验结果观察过程 中明显减轻 了实验菌 

种孢子囊及孢囊孢子等对实验室环境的污染。 

(3)由于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形成接合孢 

子囊的培养温度较宽(25～28℃为较适宜 )，即使温度 

下降至 23℃或上升至 30℃ ，对实验结果也无太大影 

响 ，因而实验成功率也得到明显提高。 

(4)以往高校 中普遍采用匍枝根霉为实验菌种 ， 

其形成接合孢子囊的几个生长阶段的特征至今也仅有 

从国外相关文献 中引入的人工绘制的示意图一 。而 

作者拍摄的蓝色犁头霉“+”和“一”菌株形成接合孢子 

囊 5个生长阶段典型特征的显微镜照片非常便于学生 

结合详细文字介绍 、对照实物进行特征观察，学生不但 

兴趣大增 ，而且也使学生学知识学得更活、更扎实 ，实 

验教学效果很好 。 

(5)作者拍摄并用于实验教学 的蓝色犁头霉“+” 

和“ ”菌株形成接合孢子囊的 5个生长阶段 的典型特 

征的显微镜 照片，属国内首见 ，国外罕见 ]，对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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