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z, H -8), 6. 45( 1H, d, J= 2H z, H -6), 5. 08( 1H, d, J

= 7H z, g lc-1)。 与木犀草素 -7-葡萄糖苷标准品对

照,二者 Co-TLC的 R f值一致, 因此鉴定Ⅵ 为木犀

草素-7-葡萄糖苷。

化合物Ⅶ : 黄色针状结晶; m p 258℃～ 260℃

(甲醇 ); 1HNM R (DM SO -d6 )δ: 12. 37 ( 1H, s, OH -

5), 8. 68( 1H, s, B-OH 环 ), 6. 64( 1H, s, H -3), 7. 98

(2H, d, J= 7. 4 H z, H -2′, 6′), 6. 96 ( 2H, d, J= 7. 4

H z, H -3′, 5′), 6. 83( 1H, d, J= 2 H z, H -8), 5. 08

( 1H, d, J= 7H z, g lc-1)。以上数据与文献 [ 2]中 4′-羟

黄芩素 -7-葡萄糖苷的数据完全一致, 故鉴定Ⅶ 为黄

芩素-7-葡萄糖苷 ( scu te lla rin)。

化合物Ⅷ : 无色针晶; m p 139℃～ 141℃ (乙酸

乙酯 ), IR与 β -谷甾醇的 IR光谱一致, 与对照品

Co-T LC的 R f值一致, 因此确定Ⅷ 为 β-谷甾醇 (β-

sito ste ro l)。

致谢:原植物由兰州大学生物系张国梁教授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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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霉 A L031真菌次生代谢产物的挥发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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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孢霉 A L 031菌株是本课题组从云南省哀牢

山箭竹上分离筛选到的一株丝状真菌。通过抗菌活

性试验证明, 其次生代谢产物具有良好的抗细菌、真

菌活性,可望开发为药用真菌。该真菌为我们首次获

得,并且通过数年的引种驯化培育,现已可通过液体

发酵,而在实验室中大量制备此真菌。经初步研究,

从该真菌的次生代谢产物中分离到 3, 4-二氢异香

豆素类化合物 (另文报道 )。 异香豆素衍生物具有较

高的生物活性,是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课题
[1 ]
。

然而, 对产生异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头孢霉属真菌及

其次生代谢产物的研究至今 8尚未见报道。

本工作采用毛细管色谱 -质谱联用法,分离并分

析鉴定了头孢霉 A L 031真菌次生代谢产物的挥发

性化学成分的结构, 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法测定了

各成分的结构,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法测定了各成

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为该真菌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奠定了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的制备——真菌的液体发酵

1. 1. 1　菌种: 筛选自滇中哀牢山,经云南大学生物

系杨 发 蓉教 授 鉴 定为 丛 梗 孢 科头 孢 霉 属

C epha losp or ium Co rde真菌。

1. 1. 2　培养基:液体种子和摇瓶发酵培养基: 马铃

薯 20% (取汁 ),葡萄糖和蔗糖 ( 1∶ 2) 2%, 磷酸二氢

钾 0. 1% ,硫酸镁 0. 05% ,维生素 B10. 001% 。

1. 1. 3　培养方法: 500 mL摇瓶装入 200m L培养

基,接入 10%的液体种子,在往复式摇床上于 24℃

培养 4 d。

1. 2　样品制备:培养 4 d的发酵物经过滤分为发酵

液和菌丝体两部分。 取发酵液 10 L,用乙酸乙酯萃

取 6次,回收乙酸乙酯,得浸膏 8 g, 拌 16 g硅胶, 用

石油醚彻底洗脱, 减压浓缩洗脱液得淡黄色有香味

的油状液体 0. 3 g。 菌丝体 1 kg用工业丙酮浸泡 6

次,回收溶剂。 提取浸膏拌入硅胶后,用石油醚彻底

洗脱,减压浓缩洗脱液得黄色有特殊气味的油状物

1. 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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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GC-M S实验条件:仪器: HP5890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仪。气相色谱条件:石英毛细管柱 ( 30m× 0.

25mm ), 程序升温 100℃～ 280℃ ( 6℃ /m in), 进样

口温度 320℃,进样量 0. 2μL, 载气 He,分流比 50

∶ 1,柱前压 50. 92× 103 P a,流速 1. 0mL /m in。质谱

条件: E I源,离子源温度 320℃,电子能量 70 eV,扫

描质量范围: 50～ 450。

2　结果与讨论

2. 1　对头孢霉 A L 031真菌发酵液和菌丝体两个样

品进行了气相色谱 -质谱联机分析, 共得到 31个色

谱峰,鉴定了 28个成分。 用归一化法确定了各成分

的相对百分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1　头孢霉 AL031真菌发酵液和菌丝体挥发性化学成分

发酵液 菌丝体

峰号 化合物
相对含量

(% )
峰号 化合物

相对含量

(% )

1 苯乙酸 2. 15 1 4-甲基 -5-苯基 唑 0. 86

2 2, 6-二叔丁基 -4-甲基苯甲醛 2. 33 2 6-[ ( 2Z ) -丁烯基 ]-1, 4-环庚二烯 2. 81

3 8-羟基 -3-甲基 -3, 4-二氢异香豆素 63. 66 3 十七烷 0. 82

4 十四酸 2. 09 4 庚烷 0. 93

5 2-丁基 -1-辛醇 0. 83 5 1, 7, 7-三甲基 -三环 [5. 4. 0. 5, 7 ]-2-十一烯 -4-酮 1. 31

6 (Z, E )2, 5-庚二烯 -1-醇 0. 93 6 8-羟基 -3-甲基 -3, 4-二氢异香豆素 12. 34

7 2-甲氨基 -3-甲基苯甲醛 1. 44 7 1-甲基 -1H -吡咯 -2-乙腈 1. 04

8 2-硝基 -1, 4-二甲苯 1. 22 7 顺 -4-(对 -硝基苯基 )环己醇 2. 09

9 三十六烷 1. 01 9 (Z ) -7-十六碳烯酸甲酯 1. 31

10 十八酸甲酯 1. 65 10 十六酸甲酯 49. 28

11 2-羟基环十五碳酮 1. 31 11 十四酸内酯 10. 31

12 9-十六碳烯酸 15. 81 12 2-十六烷醇 1. 01

13 硫代硫酸 -S -( 2-氨基乙基 ) -乙酯 0. 79 13 (Z ) -9-十八烯酸 0. 96

14 十八酸 1. 06 14 十六酸 0. 87

2. 2　分析结果表明, 头孢霉 A L 031真菌发酵液和

菌丝体中的挥发性化学成分, 除都含有 8-羟基 -3-甲

基 -3, 4-二氢异香豆素 (蜂蜜曲菌素 )外,其余成分均

不相同。蜂蜜曲菌素是发酵液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占

其挥发油峰面积的 63. 66% ;它在菌丝体挥发性成

分中的相对百分含量也很高 ( 12. 34% ),仅次于十六

酸甲酯 ( 49. 28% )。据文献报道, 8-羟基 -3-甲基 -3, 4-

二氢异香豆素具有抗真菌、杀虫和抗肿瘤活性 [2 ],这

与我们进行的头孢霉 A L031真菌发酵液和菌丝体

挥发性成分抗菌活性试验结果 (另文报道 )相符,同

时也表明, 头孢霉 A L031真菌可望开发为药用真

菌,是一值得进步深入研究的微生物。

2. 3　经反复试验证明,采用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法不

能提取出头孢霉 A L031真菌发酵液和菌丝体中的

挥发性成分,而采用本文报道的方法则可成功的得

到其挥发油。此外, 头孢霉 A L031真菌的次生代谢

产物中挥发性成分不复杂, 可能与发酵所采用的原

料、发酵方式、发酵条件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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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 2001年增刊征订启事

为了促进中药现代化的研究进程, 加强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的信息交流, 商讨我国入关后中药产业的发展新对策, 推动

西部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中草药》杂志编辑部拟于 2001年 10月中旬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第三届中药新药研

究与开发信息交流会暨《中草药》杂志第七届编委会”。为了配合此次会议的召开,经国家科技部国科财便字 ( 2001) 066号文批

准, 我们编辑出版了《中草药》杂志 2001年第 32卷增刊。本增刊共收载论文 150篇, 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内十多位知名专

家和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就中药新药研究的热点问题撰写综述文章 (文题见《中草药》杂志 2001年第 7期 )。另外,还有反映国内

近年来中药植化、药理、分析、制剂、药材及临床等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就的科研论文和综述性文章 140余篇。

增刊为大 16开本, 200页 (约 50万字 ), 天津市报刊增刊特许准印证 ( 2001)第 098号, 定价 65元,另加包装费、邮费 5元。

凡订阅者请向我部索取订单: 300193　天津市鞍山西道 308号《中草药》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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