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第 30卷 第 4期 2011年 8月 JOURNALOFANHUITCM 儿LEGE Vo1．30 No．4 Aug．2011 67 

· 方药研究 · 

牡蛎状栓菌的化学成分 

项 晨 。，刘吉开 ，杜子伟 ，王 刚 

(1．安徽 中医学院药学院 现代中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安徽 合肥 230031； 

2．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目的 研究牡蛎状栓菌(Trametes ostreiformis(Berk．)Murr)发酵液的化学成分。方法 牡蛎状栓 

菌发酵液的乙酸乙酯部位经过硅胶 、RP—l8、Sephadex LH一20等 多种材料进行分 离纯化，通过现代波谱技术 

进行结构鉴定。结果 分 离鉴定 了 7个化合物 ，分别为邻苯二 甲酸二异丁酯(1)、过氧 麦角甾醇(2)、dyso— 

densiol(3)、麦 角甾一7，22一二烯一38，5 Ct，6B一三醇 (4)、吲哚 乙酸 (5)、5-羟 甲基糠 醛 (6)、对羟基 笨 乙醇(7)。 

结论 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种真菌中分得 ，其 中化合物 3为首次从该属真菌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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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 状栓 菌 (Tran7etes ostreiforrnis(Berk．) 

Murr)，属多孔菌科栓 菌属高等真菌。 目前 未见该 

菌化学成分的文献报道 。为了从真菌中寻找具有生 

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 ，笔者对牡蛎状栓菌发酵液 

进行 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 ，从其 乙酸 乙酯提取物 

中分离得到 7个已知化合物，经波谱解析分别鉴定 

为 ：邻苯二 甲酸二异 丁酯 (1)；过 氧麦角 甾醇 (2)； 

dysodensiol(3)；麦角甾一7，22一二烯一3f3，5a，6pI三醇(4)； 

吲哚乙酸(5)；5-羟甲基糠醛(6)；对羟基苯乙醇(7)。 

1 仪器与材料 

熔点由四川大学科学仪器厂生产的 XRC-1型显 

微熔点仪测定 ，温度计未 校正；比旋 光值 由 Horiba 

SEPA-300旋光仪测定；IR由 BRUKER TENSOR 27 

FT-IR型红外 光谱 仪测 定；质 谱 由 VG AutoSpec一 

3000质谱仪测定；核磁共振由 Bruker AV 400和 

DRX 500测定 ，其 中 H 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在 400 MHz和 500 MHz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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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珀C NMR在 100 MHz和 125 MHz下测定 ； 

柱层析硅胶和 GF254薄层色谱(thin layer ehroma— 

tography，TLC)预制板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 

Sephadex LH一20为瑞典 Amersham Biosciences公 

司产品；RP一18(40～63 m)为德 国 Merck公 司产 

品；显色方法为荧光灯下波长 254 nm 和 365 nm处 

观察荧光 ，1O 硫酸 乙醇溶液和硫 酸香草醛处理后 

加热显色及碘蒸气显色。 

牡蛎状栓菌于 2000年 8月份采集 于昆明植物 

园元宝山，由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祝 良研究员鉴定，菌 

种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中保存 ，标本存 

于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2 发酵与培养 

对该菌种采用斜面转摇瓶液体培养的方法进行 

发酵培养。培养条件和规模：葡萄糖 5 ，猪肉蛋白 

胨 0．15 ，酵 母粉 0．5 ，KH PO 和 MgSO 各 

0．05 ，160～165 r／rain，25℃摇床发酵 25 d，装液 

量为 350 ml，发酵液总量为 17 L。 

3 提取与分离 

牡蛎状栓菌发酵液 (17L)用 乙酸乙酯萃取3次 ， 

the activities of catalas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and decrease the levels of 1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malondialdehyde in in vitro cultured H9c2 cells． dichlorofluorescein—diacetate (DCFH )labeling showed 

that CYDG increased the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in H2 O2一stressed H9c2 cells．W estern 

blot showed that CYDG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heme oxygenase一1 (Ho一1) in H2 O2一stressed H9c2 

cells．Conclusion CYDG could protect H9c2 myocardial cells from the damage induced by H 2 O2一oxidative 

stress，and increase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cardiac muscl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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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减压蒸干得 4．5 g粗提物，经硅胶柱层析 ，以氯 

仿～甲醇梯度洗脱得 7个流分 。流分 2(氯仿一甲醇 

50：1洗脱部分)经硅胶柱层析 ，以石油醚一乙酸乙酯 

(8：1)洗 脱 ，再 经 反相一高 效 液相 色谱 法 (reverse 

phase～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RP—HPLC)制备柱色谱得化合物1(1．3 rag)。流分4 

(氯仿一甲醇3O：l洗脱 部分)经硅胶柱层析 ，以石 油 

醚一乙酸 乙酯 (4：1)洗脱，通过重结晶得到化合物2 

(5．2 rag)；经 Sephadex LH一20柱层析 ，以氯仿一甲醇 

(1：1)洗脱得化合物3(2．1 mg)。流分5(氯仿一甲醇 

20：1洗脱部分)经硅胶 柱层析 ，以石油醚一乙酸乙酯 

(3：1～1：1)洗脱 ，进一步通过 Sephadex LH一20柱层 

析，以氯仿一甲醇(1：1)洗脱，得化合物4(8．7 mg)、化 

合物5(6．5 rag)、化合物6(1．5 rag)、化合物7(4．7 

mg)。 

4 结构鉴定 

1)化合物 1：邻苯二 甲酸二异丁酯 ，C HzzO ， 

无色油状物；电子轰击一质谱 (electron impact—mass 

spectrometry，EI—MS)m／z(oA)：279[M+ H] 

(10)，241(7)，223,(16)，205(13)，191(7)，149 

(100)，135(6)，123(9)，109(10)，95(11)，81(7)，69 

(10)，57(9)； H—NNR(CDC1 ，500 M Hz)8：7．72 

(2H，m，H一3和 H一6)，7．53(2H，m，H一4和 H一5)， 

4．08(4H，d，J一6．7 Hz，H一2 和 H一2 )，2．03(2H， 

m，H～3 和 H一3 )，0．94(12H，d，‘，一6．6 Hz，H一4 ， 

H一4 ，H一5 和 H一5”)； 。C—NMR(CDCl。，125 MHz)6： 

167．7(s，C一1 和 C一1 )，132．3(s，C一1和 C一2)，130．9 

(d，C一4和 C一5)，128．8(d，C一3和 C一6)，71．8(t，C一2 

和 C一2 )，27．7(d，C一3 和 C一3 )，19．1(q，C 4 ，C一4 ， 

C一5 和C一5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1]相符。 

化合物 1 化合物 2 

2)化合物 2：过氧麦角 甾醇 ，C。sH o。，无色针 

晶；熔点 186～187。C；E1～MSⅢ／ ( )：428[M] 

(10)， 410(4)，395(1O0)，393(35)，271(7)，255 

(37)，251(14)，152(30)，107(22)，69(63)； H—NM R 

(CDC1 ，400 M Hz)艿：6．50 (1H ，d，J一 8．4 Hz， 

H一7)，6．24(1H，d，J一 8．4 Hz，H一6)，5．22(1H ， 

dd，J一7．6，7．5 Hz，H 22)，5．13(1H，dd，I，一 7．6， 

7．5 Hz，H一23)，3．97(1 H ，m ，H 3)，0．99(3H ，d， 

J一6．6 Hz，H一21)，O．9O(3H，d，J一 6．5 Hz， 

H一28)，0．88(3H ，s，H一19)，0．83(3H ，d，J一 6．5 

Hz，H一27)，0．82(3H，d，J一 6．5 Hz，H一26)，0．8O 

(3H，s，H一18)；”GNMR(CDCl。，100 MHz)6：135．4 

(C一22)，l35．2(C一7)，132．3(C一23)，l3O．7 (C～6)， 

82．1(C一8)，79．4(C一5)，66．4(C一3)，56．2 (C一17)， 

51．6(C一9)，51．0(C一4)，44．5(C一13)，42．7(C-24)， 

39．7(C一20)，39．3(C一12)，36．9(C一1)，36．9(C一14)， 

34．7(C一10)，33．O(C一25)，30．1(C一2)，28．6(C一16)， 

23．4(C一15)，20．8(C一11)，20．6 (C-26)，19．9(C一 

27)，19．6(C～21)，18．1(C一19)，17．5(C一28)，12．8(C一 

18)。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2]一致。 

3)化合物 3：dysodensiol，Cl5 H22 O2，白色粉末 ； 

EI—MS ／ ( )：234IN—H2 0] (38)，219(5)，191 

(100)， 173(10)，145(24)，123(9)，1O5(19)，91 

(21)； H—NMR(CDC1。，400 MHz)：6：1．28(1H，m， 

H一1)，1．23(1H ，m ，H一2 )，2．14(1H ，m，H一2”)， 

2．17(1H ，m，H～3 )，2．48(1H ，m ，H一3 )，7．18(1H， 

br．s，H一5)，1．9O(1H ，m ，H一6)，1．18(1H ，m，H一7)， 

1．67(1H ，m，H～8 )，1．2O(1H ，m，H一8”)，1．84(1H ， 

m ，H一9 )，1．44(1H ，m ，H一9”)，2．21(1H ，m ，H一11)， 

0．80(3H，d，I，一 7。o Hz，H一12)，O。93(3H，d，J一 

7．0 Hz，H一13)，1．11(3H ，s)；̈ C—NM R(CDCI。，100 

M Hz)6：48．9(C一1)，21．9(C一2)，24．8(C一3)，13O．2 

(C一4)，142．6(C一5)，40．7(C～6)，45．7(C一7)，22．1 

(C一8)，41．9(C-9)，72．3(C一10)，26．1(C一11)，15．2 

(C一12)，21．4(C一13)，20．5(C一14)，172．4(C一15)。以 

上波谱数据与文献[3]一致。 
： 

HoOC 

化合物 3 化合物 4 

4)化合物 4：麦角甾一7，22一二烯一3B，5a，6 三醇 ， 

c 。H o。，白色无定型粉末 ；熔点 253～255℃；EI— 

MS re~z( )：430[M] ，412[M—H 0] (35)，394 

IN一2H o] (37)，379(65)，376 EM一3H O] (15)， 

269(33)，251(62)，69(100)； H～NM R(C5D5N ，400 

MHz)8：0．54(3H，s，H-18)，0．84(3H，d，J一6．7 

Hz，H一26)，0．85(3H，d，J一 6．7 Hz，H-27)，0．94 

(3H ，d，J一 6．8 Hz，H一28)，1．07(3H ，d，J一 6．5 

Hz，H一21)，1．53(3H，s，H一19)，4．32(1H，br．d，J一 

4．8 Hz，H一6)，4．84(1H ，m ，H一3)，5．16(1H，dd， 

．，一15．3，7．4 Hz，H一22)，5．24(1H，dd，J一 15．3， 

7．4 Hz，H一23)，5．74(1H，s，H一7)；” C—NM R 

(C5Dj N，100 M Hz)8：32．6(t，C一1)，33．8(t，C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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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d，C一3)，42．0(t，C一4)，76．1(s，C一5)，74．3(d， 

C一6)，12O．4(d．C一7)，141．6(s，C一8)．43．8(d，C一9)， 

38．1(s，C一10)，22．4(t，C一11)，40．1(t．(：12)，43．9 

(s，C一13)，55．2(d，C l4)，23．5(t，C一15)．28．2(t， 

C一16)，56．5(d，C一17)，12．3(q，C一18)．18．8(q， 

C—l9)，40．4(d，C一20)，21．3(q，C 21)，135．2(d， 

一 22)，132．5(d，C一23)，42．8(d，C一24)，33．1(d， 

C一25)，19．9(q，C 26)，20．1(q，C 27)，17．6(q， 

C 28)。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4]一致 。 

5)化合物 5：吲哚乙酸，C 。H。NO2，无色晶体 ；EI- 

MS m／z( )：175(35)，130(100)； H—NMR(CIX；1。，500 

MHz)6：10．11(1H，br．s，H一9)，7．6O(1H，d，J一8．0 Hz， 

H 7)，7．38(1H，d，J一8．0 Hz，H一4)，7．29(1H，d，-，一 

2．1 Hz，H一2)，7．10(1H，d，J一8．0 Hz，H-5)，7．01(1H， 

d，J一 8．0 Hz，H-6)，3．75(2H，s，H一8)；”G NMR 

(CDCl ，125 MHz) ：124．5(d，C_2)，109(s，(2 3)，128．5 

(s，(2-3 )，122．1(d，C_4)，119．5(d，H-5)，119．5(d，H-6)， 

137．5(s，C-7a)，31．4(t，G8)，173．3(s，C_9)。以上波谱 

数据与文献[5]一致。 

。H 

化合物 5 化合物 6 化合物 7 

6)化合物 6：5-羟 甲基糠醛 ，C H。O。，黄色油状 

物；EI—MS m／z(9／6)：126[M] (13)，125(13)，109 

(100)，97(27)，81(14)，69(6)，53(5)； H—NM R 

(CDCl ，500 M Hz)5：9．56(1H ，s，2 CHO)，7．22 

(1H，d，J一3．5 Hz，H一3)，6．51(1H，d，J一3．5 Hz， 

H一4)，4．71(1H ，s，5-CH2OH )； C—NMR (CDCl。， 

125 M Hz)8：l52．3(s，C一2)，122．9(d，C一3)，109．9 

(d，C一4)，16O．7(s，C一5)，1 77．7(d，CH())．57．5 (t， 

CH zoH)。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E6]一致。 

7)化 合物 7：对羟基苯 乙醇 ．(、 H () ，无 色晶 

体 ；EI—MS m／z( )：138[M]川(28)，]O7(100)，77 

(14)；。H NNR(CDCl ，500 M Hz)8H ：6．94(2H ，d， 

J一8．5 Hz，H一2，6)，6．66(2H，d，-『一8．5 Hz，H一3， 

5)，3．61(2H，t， 一6．8 Hz，H一8)，2．63(2H，'t， 、一 

6．8 Hz，H一7)；13 C—NmR(CDCI ，125 MHz>aC： 

l29．4(s，C一1)，129．6．(d，C一2／6)，】1 5．0(d，C一3／5)， 

l54．8(s，C一4)，37．8(t，C一7)，64．2(t，C 8)。以上波 

谱数据与文献[7]·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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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rametes ostrei[ormis 

XfA』＼，G Chen ，LjU —Kai ，DUZ —wei ～，W_ANG Gang 一 

(1．Scbool of Pharmacy。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hui Key Laboratory for 

Mordern Chinese Materia Medica，A M̂ Hefei 230031，Chi7la；2． State’KeY Laboratory for Phyto— 

chemistry and Sustained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in WP China，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Yunnan 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chemical instituents from the fermentation broth of Tranzetes 

ostrei formis(Berk．)M urr．Methods The ethyl acetate extracts of the fermentation broth of Trametes os— 

treiformis(Berk．)Murr were separ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gel。RP一18，Sephadex I H一2O column chro— 

matography，respectively．Their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using spectroscopic analysis．Results A total 

of 7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Diisobutyl phtha[ate(1)，5“，8a—Epidiory一(22E，24R)一ergos— 

ta一6，22-dien一38一ol(2)，dysodensiol(3)，(22E，24R)一Ergosta一7，22一dien一3 ，5a，6 —triol(4)，3-indoleacetie acid 

(5)，5-Hydroxymethyl一2一furancarboxaldehyde(6)，4-Hydroxy phenethyla1coho1(7)．Conclusion All corn— 

pounds are isolated from this fungus for the first time．Compound 3 is firstly isolated from this genus． 

[Key words]Trametes ostrei formis；chemical components；3rindoleacetic ac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