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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菌寄生菌属真菌 Ηψποµψχεσ ƒ ×∏菌丝体的化学成分 ∀方法  用硅胶柱色谱法进行

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和光谱数据进行结构鉴定 ∀结果  从菌丝体中分得两个化合物 命名为  ≤Ι和

 ⁄ΙΙ ∀结论  Ι和 ΙΙ均为新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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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讯作者  ×     ∞2   

  醌类化合物在自然界中主要来源于一些真菌

的代谢产物 数目虽然不多 但是由于其复杂的立体

化学特性和诱人的生物活性 尤其是其光动力活

性≈
而受到广泛的研究和关注 ∀作者从自然界中

采集到一株寄生菌属真菌

Ηψποµψχεσ 并对其发酵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 ∀

目前发酵工艺成熟 可批量生产菌丝体 ∀前文≈ ∗ 

曾从该菌菌丝体中分离出多种 醌类化合物 ∀在对

其菌丝体化学成分的进一步研究中 又分得两个化

合物 ∀本文报道这两个新的 醌类化合物的分离和

结构鉴定 ∀

化合物 Ι  橙黄色细针状晶体 遇碱呈红色 加

酸又变为橙黄色 有强烈的黄色荧光 ∀ 
≤ 给出

个碳原子信号 

 显示 个质子信号 ∞2≥

µΠζ  

 ∀ 

≤  示有  个接氧碳∆ 1 !

1和 ∆1 由 ≤可知 ∆1的碳与甲氧基

相连 而
 只显示 个馒头状的醇羟基∆1

峰 说明分子中还应有 个醇羟基 故该化合物的分

子式为 ≤   ∀ ∂2√光谱与 醌类化合物相

似≈ 
但明显紫移 说明 醌环的共轭程度降低 另

外 常见 醌类化合物的酚羟基氢一般在 ∆  左

右  醌类化合物的醌羰基碳在 ∆ 左右 而该化

合物的  个酚羟基氢为 ∆ 1  个醌羰基碳为

∆1 说明该羰基碳少一共轭双键 ∀

在 ≤ 中 ∆ 1的氢2与 ≤2 !≤2和

≤2有远程相关 表明 ≤2∆ 1与 ≤2相连 ∆

1的氢又与 ≤2和 ≤2相关 结合 ∆ 1的氢

2甲基与 ≤2 !≤2和 ≤2有相关点 可确定 ≤2

分别与 ≤2和 ≤2相连 ∀由  ±≤ 知 ∆ 1

的氢和 ∆ 1的氢为同碳氢 在 ≤ 中他们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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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 ≤2相关 确定 ≤2与 ≤2相连 ∀∆ 1

的氢2甲基与 ≤2 ≤2和 ≤2有相关点 说明

≤2分别与 ≤2和 ≤2相连 至此可推出 Ι的平

面结构与前文≈报道的  ΙΙΙ的平面结

构相同 ∀由 ∞≥≠图 可知 Ι的 2 与 2≤

在空间上相近 若 ≤2和 ≤2的构型与 ΙΙΙ中相应

碳的构型相反 则由于 2≤ 在 Ι和 ΙΙΙ中与芳环

的距离不同 2≤ 上碳和氢的化学位移在 Ι和

ΙΙΙ中将差别较大 而实测数据表 非常接近 故 Ι

的 ≤2和 ≤2 的构型与 ΙΙΙ相同 此外 ΙΙ中 2

≤ 上碳和氢的化学位移与 Ι和 ΙΙΙ中的差别较

大 可进一步确证 Ι中 ≤2和 ≤2的构型 ∀Ι中 ∆

1的氢2甲基与 ∆1的低场氢2有相

关点 而 ΙΙΙ中 ∆ 1的氢2甲基与 ∆ 1的高

场氢2相关 可确定在 Ι中 ≤2的相对构型与

ΙΙΙ中 ≤2的相对构型相反 另外 Ι中 2甲基的化

学位移是 1 而 ΙΙΙ 中 2甲基的化学位移为

1 说明 2甲基的空间位置不同 并且 Ι中 ≤2∆

1和 ≤2∆ 1的化学位移与 ΙΙΙ中 ≤2∆

1和 ≤2∆ 1的化学位移有较大的差别 

其他碳原子的化学位移则很接近 故可进一步确证

Ι的相对立体构型 ∀该化合物为一新化合物 命名

为  ≤ ∀

化合物 ΙΙ  橙红色的片状晶体 遇碱呈红色 加

酸又变为橙红色 有强烈的黄色荧光 ∀ 
≤ 给出

个碳原子信号 

 有 个质子信号 ∞2≥

µΠζ  

 故该化合物的分子式为 ≤   ∀

紫外光谱与 Ι和 ΙΙΙ相似 由 ≤和  ±≤推出的

平面结构与 ΙΙΙ相同 ∀在 ∞≥≠ 中 2甲基上的氢

∆1与 ≤2上的高场氢∆1相关 说明 ≤2

的相对构型与 ΙΙΙ相同 2 与 ≤2上的低场氢∆

1相关 2甲氧基上的氢与 2甲基上的氢有相

关点 说明 2甲氧基与 2甲基在空间上相近 故

≤2的相对构型与 ΙΙΙ相同 而 ≤2的相对构型与

ΙΙΙ相反 ∀从 ΙΙ中 ≤2∆1 !≤2∆1 !≤2

∆ 1和 2甲氧基∆ 1与 ΙΙΙ中相应碳的

化学位移分别为 ∆1 !1 !1和 1相差

较大可进一步证明 ≤2的构型是相反的 ∀该化合

物为另一新化合物 命名为  ⁄∀

ƒ∏  ≥∏∏ ∞≥≠ ∏ΙΙΙ   ΙΙΙ

实验部分

÷ ≤2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未校正 2

ƒ×≥2型红外光谱仪 岛津 ∂2紫外光谱

仪 ∏⁄ ÷2 核磁共振仪 °2 型质谱

仪 ∀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

品 ∀菌寄生菌属真菌 Ηψποµψχεσ由云南大学生

物系杨发蓉教授鉴定 ∀

1  发酵

液体培养基 每 马铃薯汁中添加葡萄糖  

蛋白胨  °  ≥#  1 ∂ 

∀

将菌种接入 °⁄ 培养基上 在  ε 下恒温培

养  备用 ∀在  锥形瓶装入液体培养基 

 ε 水蒸气灭菌  冷却后将菌种接入 

在旋转式摇床上  ε 恒温培养  转速为 

# ∀

2  提取分离

培养液经纱布过滤 将菌丝体在  ε 下烘干 

得菌丝体 1 ∀以  为溶剂避光热提 次 

减压浓缩得浸膏  ∀浸膏经硅胶 ∗ 目

柱色谱 用 ≤≤ ≤≤2 混和溶剂梯度洗脱 ∀

经反复柱色谱 得 Ι  Ι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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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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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ΙΙ  ⁄≥2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Ι  橙黄色细针状晶体 

∗  ε ∞2≥ µΠζ   1  

1 1 1 ∀ 


  

                

   ∀ ∂Κ

¬  1 1 

1 1 1 1 

 和


≤ 数据见表  ∀

化合物 ΙΙ  橙红色片状晶体  ∗  ε 

∞2≥ µΠζ   1  1 

1 1 1 1 

1  


        

               

  ∂Κ

¬   1  1 

1 1 1 1 

 

⁄≥2∆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 1  2≤  1  2 

1  2≤ 1  ϑ  1 2

 1  ϑ  1 2 1  

2 1  2 ∀
≤ 数据见表  ∀

化合物 ΙΙΙ和 ΙΙΙ以 ≤≤2Β为展开

剂时 ×≤的  值分别为 1 !1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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