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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年6-9月，对内蒙古中西部草原建群植物及优势植物的丛枝菌根共生状况进行了调查。在观察的28
科125种植物中，被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的植物有104种（占83.2%）；在过去认为不能侵染的莎草科植物中发现

卵穗苔草（Carex duriuscula）和黄囊苔草（C. korshinskyi）有侵染现象。在所调查的植物中，多年生草本和

灌木类植物被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的比例较高，占被调查该类植物总数的90.4%；而一年生和二年生草本植物被侵

染的比例仅为47.6%。本地区野生植物的丛枝菌根结构类型多数为Arum类型，占65.38%，尤其在百合科

（Liliaceae）、菊科（Compositae）、豆科（Leguminosae）和蔷薇科（Rosaceae）植物中比例较高；

而Paris类型仅有19.23%，多见于禾本科（Gramineae）、唇形科（Labiatae）、桔梗科

（Campanulaceae）和百合科。丛枝菌根的结构类型与植物的根系类型、生活型和菌根侵染率无关，而与植物
所属的科属关系比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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