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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Phyfoalexins in Dracaena cockinchinensis resin．Wang Jinliamg。Ruan Dec}tun，Cheng Zhiying and Zhou IAgang 

(K nmi F InstitM 。厂t~otan 。A ademia Sinica，Kunming 650204)-Chin』 Appl＆ ，1999 10(2)：255～ 

256 

A ter the tn】nk。f Draraea~t ca'hinchinensis was separately inoeolated with Fusarium graminum dracaena， F 

rami m v自 ， "4 啪 is and Cladosporium carpophilum for 5～ 15 days。small red circles emerged around its in— 

OCtllated pos Ltions and gradually enlarged with increasing days and the redness also gradually became deep+Antifungal 

experiment and HPLC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7。4’d}tydroxy{[avan ，7-hydroxy-4’一methoxyflavan an d Loureirin A 

~-e~e the three phy~oalexins which were extracted and identified from the red xylems 

Key words Dragon’s b~oed reStTJ。Dracena cochinchin~sis Pbytoalexins 

剑叶龙血讨(Dracaena cochinchinensis)系龙舌兰科龙血树 

届 常绿乔木或灌木，在云南主要分布于勐连、勐腊、思茅、普 

洱、涪源、晟东等县 在广西也肯分布 剑叶龙血树删已成为我 

同传统中药血竭的{要基源植物之 一 近几年 对 竭化学 

成分、血竭树脂形成的机理 及m竭树脂的化学l牛态学进行 ， 

研究 t ．初步证 明国产血竭是由禾谷镰刀 翦龙血树变种 

(ns丑ri“m graminum v缸 dmc船m)等真菌侵入剑叶龙血树树 

下后逐渐形成的 植物被致病菌侵染或外来刺激受伤后 便会 

： ：防卫反应而形成相应的艏卫素 卜 本文仅对剑叶龙血树 

被禾谷镰刀翦等真菌感染后形成的植物防卫素作一报导，这也 

是从此舌兰科龙血树属植物中得到的植物防卫素 

2 柯料与方法 

2 1 供试菌砷 

禾符镰7』菌龙血树变种、禾谷镰刀菌云南变种(Fusarium 

g r~minum vaF ymnan~is)和技孢嗜果掩霉(CMdosporium衄r一 

， )3十。菌种发酵液的制备见江东福等 0 

2 2 接种和墨取 

在勐连县城郊石灰岩IIJ坡上选自然生长的九树 3栋 用注 

射器将上述 3种菌种发酵液分别接种于龙血树枝条上(接种前 

取样，怍却原始对照 )，每棵大树接种各茁种 30～40个点 

(次)3玩重复 对照为清水 接种前取样作为原始聪照 接种后 

5、10、1 5d取样观察。每次取样10～12个 电(次)样舶从枝条上 

切 卜后切碎晒I『：。称墩切碎的样品 6～9 用隶氏抽提器加A 

250m1甲醇回流提取 8～10h，减 浓缩至干，过硅胶拄(10g)。 

用 100ml氯仿冼脱、浓缩． 醇定容待测定 提取和测定重复 2 

谈 

2 3 标榉化台物 

．
4"-： 羟基黄垸、7～ 纂一0甲氧基黄烷和 Loureiriu A从中 

国科学院西取版纳热带植物园药厂 1990年 3月出产由剑叶龙 

血树树脂为原料的云南雨林牌血竭中分离得到 

2 4 } Lc分析测定 

色谱条件：色谱 柱 N一18 chromato poekings center 4× 

1 50ram；流 动相 甲醇 ：水 =7：3；流速 0 4ml·min ；波 长 

280nm。定量方法为外标法 标准曲线：称取标样化合物 l、2和 

3为 0．995、1．07、1 01mg·min 。分别用微量注射 器吸取 

1+300、2 100和 3 300ta置于 10／d容量瓶内 用 醇定窑后，分 

别称取上述混合标物 5、10、15、20、25／,l进行色谱测定，数据处 

理机设定峰面积。 峰面积值为 轴， 防卫素量为 轴作标 

准曲线，计算得到线性方程，3个化合物分别为 Y=1 00 

2 5 抗营试验 

在马铃薯培养基中接入枝孢嗜果疮霉菌，制成平板 在琼 

脂营养培养基上分别接入乐替镰刀菌龙血树变种和禾谷镰刀 

苗云南变种制成平板 用灭菌的滤纸H沾取 2 5％浓度的待测 

样品分别敢入不同菌种的培养皿中 在 28℃下放置 2～3d．以 

空白滤纸片作对照，测量抑菌田的大小(匕{mm为单位) 

3 结果与讨论 

3 1 防卫素含量变化 

禾谷镰刀菌龙血树变种、禾谷镰 茼云南变种及枝孢嗜果 

疮霉3个菌种分别接种子龙血树树干后．第3无观察到受伤部 

位的周围出现略带红色的小圈，5d后这个小圈晕鲜红色，l0和 

1 5d后这个红色小圈逐渐扩大，红色也逐渐加抹，经石蜡 [刀片井 

细胞学观察。在受伤外围细胞内开始现出着色探的颗粒，然后 

增多，10d后这些着色颗粒开始聚集并逐步呈块状 又经 TLC 

薄层检查，未接种的龙血树树干木辱部的甲醇提取液与接种后 

3、5、10、15d的样品甲醇提取液比较，拉示接种后提取液在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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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化台物的数量旧显增多．运用 HPLC方法检查与 TLC方法 

的结果 一致．峰数明显增多 根据 HPLC中的保留时间，其中7． 

4 二羟基黄烷、7一羟基一4．甲氧基黄烷和 Loureirin A 3十化合物 

在龙血讨树 冲 从无到有，并且5、10、15d的含量逐步增加(表 

1)此外，从对照部分也能测得上进 3种化台物的含量．其含量 

也呈增加趋势．只是其增加趋势要缓慢，含量要明显偏低．可 

认为，产生原因与试验在 自然林中进行有关，龙血树树干未作 

任何杀菌处 ，圈而往射器的机械损伤为树干上的真菌微生物 

提供 ，侵入的机会，这 与自然环境中血竭形成相似 固此，它们 

也佐证了血竭形成与真菌侵八有关 

表1 3个化舍物的含量变化 

Table 1 Content of three c0mp叫nds 

表 2 3个化台物的抗菌活性c押菌田直径mm 
Table 2 Antiflmgal activity of three compounds 

1O卷 

3 2 防卫素抗苗活性 

3个防卫素抗菌活性见表2综台上述结果，7，4二羟基黄 

烷、7一羟基一 甲氧基黄烷和 Loure~rln A应是剑叶龙血树受禾答 

镰刀苗龙血树变种．禾答镰刀菌云南变种 及枝孢嗜果疮霉感 

染后形成的植物防卫素．其化学结构如图 l所示 

B 

A 

∞  c一 吼  

舯 ： ： e 
腰 1 3种化台物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 ure o』th pe compounds 

A Loureirin A．B 7．4。-二羟基黄烷7，4'-dlhydmxy{[avan，C 7羟基4 

甲氧基黄烷 7-hydroxy-4’methox,rfl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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