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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1H, s, 1-OH), 12.23 (1H, s, 8-OH), 9.82 (1H, 
br s, 6-OH), 7.56 (1H, d, J = 2.0 Hz, H-4), 7.24 (1H, 
d, J = 2.0 Hz, H-5), 7.13 (1H, d, J = 1.5 Hz, H-2), 6.66 
(1H, d, J = 1.5 Hz, H-7), 2.36 (3H, s)；13C-NMR (100 
MHz, CD3COCD3) δ: 191.3 (C-9), 182.8 (C-10), 
166.5 (C-1), 166.2 (C-8), 162.7 (C-6), 148.6 (C-3), 
136.1 (C-5b), 134.3 (C-4a), 124.7 (C-2), 121.2 (C-4), 
114.4 (C-1a), 110.6 (C-8b), 109.5 (C-7), 108.7 (C-5), 
22.1 (-CH3)。波谱数据及理化性质与文献报道一致[5]，

故鉴定化合物 3 为 1, 6, 8-三羟基-3-甲基蒽醌。 
4  抗肿瘤活性筛选 

采用人类慢性髓性白血病 K562 细胞系，细胞

培养液采用 10% FBS 的 RPMI1640 培养基，内含有

100 U/mL 青霉素和 100 μg/mL 链霉素，在 37 ℃、

5% CO2 的细胞培养箱中传代培养。 
采用 MTT 法[6]测定了化合物 1、2、3 对 K562

细胞的增殖抑制效果，IC50 值分别为 1.36、19.73、
6.14 μmol/L，（阳性对照药顺铂的  IC50 值＜0.1 
μmol/L）。结果表明，3 个化合物对 K562 细胞显示

中等程度的细胞毒活性，化合物 1 活性较强。同时，

本研究揭示了放线菌株（N2010-37）的主要抗肿瘤 

活性成分是内酯类和蒽醌类化合物，它们对 K562
细胞显示不同程度的增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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