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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猫儿屎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Ｇｒｉｆｆ．） Ｈｏｏｋ． ｆ． ＆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ＤＳ３７ 菌株次生代谢产物的化学成分。 方法　 猫

儿屎内生真菌固体发酵物石油醚⁃乙酸乙酯⁃甲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和重结晶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

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交链孢酚甲醚 （１）、 交链孢

酚 （２）、 ７⁃羟基⁃４⁃甲氧基⁃５⁃甲基香豆素 （３）、 ５， ５′⁃二甲基⁃４， ４′， ７， ７′⁃四甲氧基⁃８， ８′⁃双香豆素 （４）、 ５， ５′⁃二甲基⁃
７⁃羟基⁃４， ４′， ７′⁃三甲氧基⁃６， ８′⁃双香豆素 （５）、 ｌｅｐｔｏｓｐｈａｅｐｉｎ （６）、 １， ３⁃二辛酰基⁃２⁃亚油酸甘油酯 （７）、 胡萝卜苷

（８）、 ａｓｐｅｒｐｙｒｏｎｅ Ｃ （９）、 ａｓｐｅｒｐｙｒｏｎｅ Ｄ （１０）。 结论　 化合物 ３～９ 为首次从该发酵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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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ｓｏｎ 系木通科猫儿屎属植物。 是我国传统的民

间中草药， 别名猫屎瓜、 矮杞树等， 为丛生落叶直

立灌木［１］， 茎有圆形或椭圆形的皮孔， 枝粗而脆，
易断， 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和中部地区。 猫儿屎

味辛、 甘、 性平， 据 《陕西中草药》 记载其根及

果实具有清热解毒、 滋润去燥、 抗肿瘤［２］ 等功效。
迄今为止， 对猫儿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化学成

分， 而对其内生真菌的研究较少［３］。 内生真菌次

生代谢产物种类主要有生物碱类［４］、 萜类［５］、 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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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６］、 有机酸类［７］ 等。 为进一步开发猫儿屎植物

的药用成分， 本实验对从猫儿屎茎部分离得到的

ＤＳ３７ 菌株的次生代谢产物进行了研究， 从中分离

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３～９ 为首次从该发

酵物中分离得到。
１　 仪器与材料

１ １　 仪器 　 核磁共振光谱用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Ⅲ⁃４００
ＭＨｚ 核磁共振仪测定 （ＴＭＳ 内标）、 ＥＳＩ⁃ＭＳ 谱用

Ｂｒｕｋｅｒ ｍｉｃｒＯＴＯＦ⁃ＱⅡ 型质谱仪测定 （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Ｒ５０２Ｂ 旋转蒸发仪 （上海市申生科技有限

公司）； ＸＴ⁃５ 显微熔点测定仪 （北京科仪光电仪器

厂）； ＺＨＪＨ⁃Ｃ１１０９Ｂ 型超净工作台 （上海智城分析

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ＹＸ２８０Ｂ 手提式不锈钢压力

蒸汽灭菌锅 （江苏江阴市滨江医疗设备厂）； ＨＺＱ⁃
Ｑ 空气恒温振荡器 （哈尔滨市东联电子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ＤＨ５０００Ｂ 恒温培养箱 （天津泰斯特仪

器有限公司）。
１ ２　 试剂 　 柱层析色谱硅胶 （２００ ～ ３００ 目）、 柱

色谱凝胶和薄层层析硅胶 Ｇ （青岛海浪硅胶干燥剂

厂）。 石油醚、 乙酸乙酯、 甲醇 （天津市红岩试剂

厂）； 氘 代 氯 仿 ＣＤＣｌ３、 氘 代 ＤＭＳＯ （ ＡＲＭＡ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 ３　 药材　 猫儿屎采自陕西秦岭山区， 经本课题

组王鹏飞等［３］ 从其茎部分离得到内生真菌 ＤＳ３７。
通过对其形态学观察结合 ＩＴＳ 序列分析构建系统发

育树， 最终鉴定该菌株为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ｔｕｂ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Ｇｅｎｂａｎｋ 序列号为 ＭＧ４９５０９６）， 保藏在中国典型

培 养 物 保 藏 中 心 （ 保 藏 编 号 为 ＣＣＴＣＣ Ｍ
２０１８１４７）。
２　 提取与分离

菌株 ＤＳ３７ 经过活化后， 从斜面接种到装有

４００ ｍＬ 察氏培养基的 １ ０００ ｍＬ 锥形瓶中， 在

２８ ℃， １８０ ｒ ／ ｍｉｎ 下振荡培养 ７ ｄ 制备成种子培养

液。 将装好大米培养基的发酵瓶置于手提式不锈钢

压力蒸汽灭菌锅内灭菌 ２０ ｍｉｎ， 然后按照 １０％ 的接

种量将种子培养液接种于上述大米培养基中， 共计

接种 ３００ 瓶， 在室温下静置培养 ３５ ｄ。
猫儿屎内生真菌固体发酵物 （９ ２ ｋｇ） 用石油

醚⁃乙酸乙酯⁃甲醇浸提 ８ 次， 合并提取液并过滤，
回收混合溶剂， 减压浓缩， 得到粗品浸膏 １ ５００ ｇ。
粗品浸膏在硅胶色谱柱上，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甲
醇 （１ ∶ ０ ∶ ０、 ０ ∶ １ ∶ ０、 ０ ∶ １ ∶ １、 ０ ∶ ０ ∶ １） 洗

脱， 得 ４ 个组分 Ｆｒ Ａ （１１０ ｇ）、 Ｆｒ Ｂ （ ４２０ ｇ）、
Ｆｒ Ｃ （７００ ｇ）、 Ｆｒ Ｄ （１００ ｇ）。 取 Ｆｒ Ｂ 组分２００ ｇ

与硅胶 １ ∶ １ 拌样， 经硅胶柱，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０ ∶ ０、 １００ ∶ ２０、 １００ ∶ ５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０ ∶ １００） 和乙酸乙酯⁃甲醇 （１００ ∶ ２０、 １００ ∶ ５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０ ∶ １００） 洗脱， 得 １０ 个组分 Ｆｒ Ｂ１⁃
Ｆｒ Ｂ１０。 Ｆｒ Ｂ４ 再经硅胶柱，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０ ∶ ０、 １００ ∶ ２５、 １００ ∶ ５０、 １００ ∶ ７０、 １００ ∶ ９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３０、 １００ ∶ １５０、 １００ ∶ １８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０ ∶ １００） 洗脱， 重结晶得化合物 １
（１ ２ ｇ）、 ２ （２ １ ｇ）、 ７ （３ ５ ｇ）、 ９ （１７ ３ ｍｇ）、
１０ （６ １ ｍｇ）； Ｆｒ Ｂ５ 经硅胶柱和重结晶得化合物

５ （ ７２ ４ ｍｇ）、 ６ （ １２０ ８ ｍｇ）、 ８ （ １０６ ２ ｍｇ）；
Ｆｒ Ｂ６ 经硅胶柱，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０ ∶ ０、
１００ ∶ １０、 １００ ∶ ２０、 １００ ∶ ２５、 １００ ∶ ３０、 １００ ∶ ５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０ ∶ １００） 洗脱， 得 ９ 个组分

Ｆｒ Ｂ６ １⁃Ｆｒ Ｂ６ ９， Ｆｒ Ｂ６ ８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

分离纯化， 得化合物 ３ （４ ２ ｍｇ）、 ４ （７ ６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晶体（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２７３ ０７４ ５ ［ Ｍ ＋ 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５ Ｈ１２ Ｏ５， ｍｐ
２７７～ ２７８ ℃。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７ １８ （１Ｈ， ｄ， Ｊ＝ １ ８ Ｈｚ， Ｈ⁃６）， ６ ７１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５′）， ６ 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２ ４ Ｈｚ， Ｈ⁃３′），
６ ５９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４）， ３ ９０ （３Ｈ， ｓ， Ｈ⁃
８）， ２ ７１ （ ２Ｈ， ｓ， Ｈ⁃７′）；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６５ ９３ （ Ｃ⁃５ ）， １６４ ５２ （ Ｃ⁃７ ），
１６４ ００ （ Ｃ⁃３）， １５８ ４３ （ Ｃ⁃４′）， １５２ ４７ （ Ｃ⁃２′），
１３８ １７ （ Ｃ⁃６′）， １３７ ５７ （ Ｃ⁃１）， １１７ ４７ （ Ｃ⁃５′），
１０８ ６２ （ Ｃ⁃１′）， １０３ ０７ （ Ｃ⁃６）， １０１ ５２ （ Ｃ⁃３′），
９８ ９１ （Ｃ⁃４）， ９８ ２６ （Ｃ⁃２）， ５５ ６２ （Ｃ⁃８）， ２４ ８９
（Ｃ⁃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

为交链孢酚甲醚。
化合物 ２： 白色粉末（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２５９ ０５９ ９ ［ Ｍ ＋ 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４ Ｈ１０ Ｏ５， ｍｐ
２６４～ ２６６ ℃。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７ ２４ （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７１ （ １Ｈ， ｓ， Ｈ⁃５′）， ６ ６３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３７ （１Ｈ， ｓ， Ｈ⁃４）， ２ ７０ （３Ｈ， ｓ，
Ｈ⁃７′）；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６５ ３３
（Ｃ⁃５）， １６４ ６３ （Ｃ⁃７）， １６４ ０２ （Ｃ⁃３）， １５８ ３４ （Ｃ⁃
４′）， １５２ ５６ （Ｃ⁃２′）， １３８ ２３ （Ｃ⁃６′）， １３８ ０５ （Ｃ⁃
１）， １１７ ４６ （ Ｃ⁃５′）， １０８ ９２ （ Ｃ⁃１′）， １０４ ２４ （ Ｃ⁃
６）， １０１ ５４ （Ｃ⁃３′）， １００ ８０ （Ｃ⁃４）， ９７ ３５ （Ｃ⁃２），
２５ １５ （Ｃ⁃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９］基本一致， 故

鉴定为交链孢酚。
化合物 ３： 红色针晶（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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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 ０８１ ４ ［ Ｍ ＋ 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１ Ｈ１０ Ｏ４， ｍｐ
１８９～ １９１ ℃。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０ ２８ （１Ｈ， ｓ， ７⁃ＯＨ）， ６ ７３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６）， ５ ５８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８）， ４ １６ （１Ｈ，
ｓ， Ｈ⁃３）， ３ ９５ （３Ｈ， ｓ， ４⁃ＯＭｅ）， ２ ６０ （３Ｈ， ｓ， ５⁃
Ｍｅ）；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６９ ６８
（Ｃ⁃２）， １６１ ７５ （Ｃ⁃７）， １５８ ５０ （Ｃ⁃４）， １５３ ９３ （Ｃ⁃
９）， １３７ ０９ （Ｃ⁃５）， １１５ ５６ （Ｃ⁃６）， １０６ ０８ （Ｃ⁃１０），
１０５ ７０ （ Ｃ⁃８）， ８６ ４６ （ Ｃ⁃３）， ５６ ５５ （ ４⁃ＯＭｅ），
２３ ２１ （５⁃Ｍｅ）。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７⁃羟基⁃４⁃甲氧基⁃５⁃甲基香豆素。

化合物 ４： 棕色粉末（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４３９ １３７ ６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２４Ｈ２２Ｏ８， ｍｐ ２９７～
２９８ ℃。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７ ０２
（２Ｈ， ｓ， Ｈ⁃６， Ｈ⁃６′）， ５ ６５ （２Ｈ， ｓ， Ｈ⁃３， Ｈ⁃３′），
３ ９７ （６Ｈ， ｓ， ４⁃ＯＭｅ， ４′⁃ＯＭｅ）， ３ ７６ （６Ｈ， ｓ， ７⁃
ＯＭｅ， ７′⁃ＯＭｅ）， ２ ７１ （６Ｈ， ｓ， ５⁃Ｍｅ， ５′⁃Ｍｅ）； １３Ｃ⁃
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６９ ３５ （ Ｃ⁃４， Ｃ⁃
４′）， １６１ ４０ （ Ｃ⁃２， Ｃ⁃２′）， １５９ １６ （ Ｃ⁃７， Ｃ⁃７′），
１５２ ８０ （Ｃ⁃９， Ｃ⁃９′）， １３８ ２８ （Ｃ⁃５， Ｃ⁃５′）， １１１ ５６
（Ｃ⁃６， Ｃ⁃６′）， １０７ ５８ （Ｃ⁃８， Ｃ⁃８′）， １０６ ７４ （Ｃ⁃１０，
Ｃ⁃１０′）， ８７ ３８ （ Ｃ⁃３， Ｃ⁃３′）， ５６ ７２ （ ４⁃ＯＭｅ， ４′⁃
ＯＭｅ）， ５６ １１ （７⁃ＯＭｅ， ７′⁃ＯＭｅ）， ２３ ４４ （５⁃Ｍｅ， ５′⁃
Ｍｅ）。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１］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５， ５′⁃二甲基⁃４， ４′， ７， ７′⁃四甲氧基⁃８， ８′⁃双香

豆素。
化合物 ５： 棕色粉末（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４２５ １２２ ０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２３Ｈ２０Ｏ８， ｍｐ ３０５
～３０７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０ ２０
（ｓ， ７⁃ＯＨ）， ７ ０２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７３ （１Ｈ， ｓ， Ｈ⁃
８）， ５ ６４ （ １Ｈ， ｓ， Ｈ⁃３）， ５ ５８ （ １Ｈ， ｓ， Ｈ⁃３′），
３ ９７ （ ３Ｈ， ｓ， ４′⁃ＯＭｅ）， ３ ９５ （ ３Ｈ， ｓ， ４⁃ＯＭｅ），
３ ７６ （ ３Ｈ， ｓ， ７′⁃ＯＭｅ）， ２ ７２ （ ３Ｈ， ｓ， ５′⁃Ｍｅ），
２ ６０ （３Ｈ， ｓ， ５⁃Ｍｅ）；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ｄ６）： δ １６９ ６６ （Ｃ⁃４）， １６９ ３５ （Ｃ⁃４′）， １６１ ７２ （Ｃ⁃
２′）， １６１ ３７ （ Ｃ⁃２）， １５９ １８ （ Ｃ⁃７′）， １５８ ４７ （ Ｃ⁃
７）， １５３ ９５ （ Ｃ⁃９）， １５２ ８１ （ Ｃ⁃９′）， １３８ ２６ （ Ｃ⁃
５′）， １３７ ０７ （ Ｃ⁃５）， １１５ ５６ （ Ｃ⁃６）， １１１ ５７ （ Ｃ⁃
８′）， １０７ ５９ （Ｃ⁃６′）， １０６ ７８ （Ｃ⁃１０′）， １０６ １６ （Ｃ⁃
１０）， １０５ ７１ （Ｃ⁃８）， ８７ ３９ （Ｃ⁃３）， ８６ ４９ （Ｃ⁃３′），
５６ ７１ （ ４′⁃ＯＭｅ ）， ５６ ５４ （ ４⁃ＯＭｅ ）， ５６ １１ （ ７′⁃
ＯＭｅ）， ２３ ４３ （５′⁃Ｍｅ）， ２３ １９ （５⁃Ｍｅ）。 以上数据

与文献 ［１２］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５， ５′⁃二甲基⁃
７⁃羟基⁃４， ４′， ７′⁃三甲氧基⁃６， ８′⁃双香豆素。

化合物 ６： 无色晶体（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２００ ０５６ １ ［ Ｍ⁃Ｈ ］ －， 分 子 式 为 Ｃ８Ｈ１１ ＮＯ５， ｍｐ
２１４～ ２１６ ℃。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０ ０３ （１Ｈ， ｓ， ＮＨ）， ７ ４５ （１Ｈ， ｄ， Ｊ ＝ ３ ２ Ｈｚ， Ｈ⁃
３）， ５ １７ （１Ｈ， ｄｄ， Ｊ ＝ ９ ８， ３ ０ Ｈｚ， Ｈ⁃４）， ４ ８３
（１Ｈ， ｍ， Ｈ⁃５）， ３ ７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１ ０， ６ ０ Ｈｚ，
Ｈ⁃６ａ）， ３ ４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１ ０， ６ ６ Ｈｚ， Ｈ⁃６ｂ），
２ ０７ （３Ｈ， ｓ， ８⁃Ｍｅ）；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ｄ６）： δ １６９ ５８ （Ｃ⁃１）， １６９ ０２ （Ｃ⁃７）， １２７ ５０ （Ｃ⁃
２）， １２６ ５０ （ Ｃ⁃３）， ８１ ５１ （ Ｃ⁃４）， ７１ ４１ （ Ｃ⁃５），
６２ ６２ （ Ｃ⁃６）， ２２ ９５ （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３］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ｌｅｐｔｏｓｐｈａｅｐｉｎ。
化合物 ７： 黄色油状 （石油醚）。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 ３５ （４Ｈ， ｍ， Ｈ⁃９″， Ｈ⁃１０″， Ｈ⁃
１２″， Ｈ⁃１３″）， ５ ２６ （１Ｈ， ｍ， Ｈ⁃２）， ４ ３２ （２Ｈ， ｄｄ，
Ｊ＝ １４ ２ Ｈｚ， Ｈ⁃１ｂ， Ｈ⁃３ｂ）， ４ １８ （２Ｈ， ｄｄ， Ｊ＝ １４ ２
Ｈｚ， Ｈ⁃１ａ， Ｈ⁃３ａ）， ２ ７８ （ ２Ｈ， ｍ， Ｈ⁃１１″）， ２ ３３
（４Ｈ， ｔ，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２′， Ｈ⁃２‴）， ２ ３１ （２Ｈ， ｔ，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２″）， ２ ０５ （４Ｈ， ｍ， Ｈ⁃８″， Ｈ⁃１４″）， １ ６２
（６Ｈ， ｍ， Ｈ⁃３′， Ｈ⁃３″， Ｈ⁃３‴）， １ ３１ （２８Ｈ， ｍ， Ｈ⁃
４′， Ｈ⁃５′， Ｈ⁃６′， Ｈ⁃７′， Ｈ⁃４″， Ｈ⁃５″， Ｈ⁃７″， Ｈ⁃１５″， Ｈ⁃
１６″， Ｈ⁃１７″， Ｈ⁃４‴， Ｈ⁃５‴， Ｈ⁃６‴， Ｈ⁃７‴）， ０ ８９ （９Ｈ，
ｂｔ， Ｈ⁃８′， Ｈ⁃８‴， Ｈ⁃１８″）；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７２ ８３ （Ｃ⁃１″）， １７２ ７９ （Ｃ⁃１′）， １７２ ３８
（Ｃ⁃１‴）， １２９ ７０ （Ｃ⁃１３″）， １２９ ５０ （Ｃ⁃１２″）， １２７ ５６
（Ｃ⁃１０″）， １２７ ３９ （Ｃ⁃９″）， ６８ ３９ （Ｃ⁃２）， ６１ ６１ （Ｃ⁃
１ｂ）， ６１ ６１ （Ｃ⁃３ｂ）， ６１ ６１ （Ｃ⁃１ａ）， ６１ ６１ （Ｃ⁃３ａ），
３３ ６９ （ Ｃ⁃２″）， ３３ ５５ （ Ｃ⁃２′）， ３３ ５２ （ Ｃ⁃２‴），
３１ ４４ （ Ｃ⁃１６″）， ３１ ４２ （ Ｃ⁃６′）， ３１ ０３ （ Ｃ⁃６‴），
２９ ２８ （ Ｃ⁃７‴）， ２９ ２２ （ Ｃ⁃５‴）， ２９ ０４ （ Ｃ⁃４‴），
２８ ８４ （ Ｃ⁃１７″）， ２８ ６９ （ Ｃ⁃１５″）， ２８ ６３ （ Ｃ⁃７″），
２８ ５９ （ Ｃ⁃５″）， ２８ ５５ （ Ｃ⁃８″）， ２６ ７０ （ Ｃ⁃１４″），
２６ ６８ （ Ｃ⁃３′）， ２５ １３ （ Ｃ⁃３″）， ２４ ３７ （ Ｃ⁃１１″），
２４ ３４ （ Ｃ⁃３‴）， ２４ １９ （ Ｃ⁃４″）， ２２ ２０ （ Ｃ⁃７′），
２２ ２０ （Ｃ⁃５′）， ２２ ０９ （Ｃ⁃４′）， １３ ６２ （Ｃ⁃８′）， １３ ６２
（Ｃ⁃８‴）， １３ ５８ （Ｃ⁃１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１， ３⁃二辛酰基⁃２⁃亚油酸甘

油酯。
化合 物 ８： 白 色 粉 末 （ 甲 醇 ）， ｍｐ ２９４ ～

２９５ ℃。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５ ３４
（１Ｈ， ｍ， Ｈ⁃６）， ４ ８９ （１Ｈ， ｍ， Ｈ⁃１′）， ４ ４３ （２Ｈ，
ｔ， Ｊ＝ １１ ６ Ｈｚ， Ｈ⁃６′）， ４ ２１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
４′）， ３ ６５ （１Ｈ， ｍ， Ｈ⁃３）， ０ ９６ （３Ｈ， ｍ， Ｈ⁃２１），
０ ９１ （３Ｈ， ｍ， Ｈ⁃１９）， ０ ９０ （３Ｈ， ｄ， Ｊ＝ ６ ４ Ｈｚ，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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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 ８３ （３Ｈ， ｍ， Ｈ⁃２９）， ０ ８１ （３Ｈ， ｍ， Ｈ⁃２７），
０ ６６ （３Ｈ， ｓ， Ｈ⁃１８）；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ｄ６）： δ １４０ ４３ （Ｃ⁃５）， １２１ ３０ （Ｃ⁃６）， １００ ６３ （Ｃ⁃
１′）， ７６ ９０ （Ｃ⁃３）， ７６ ７２ （Ｃ⁃３′）， ７３ ４２ （Ｃ⁃２′），
７０ ０９ （ Ｃ⁃４′）， ６１ ０４ （ Ｃ⁃６′）， ５６ １４ （ Ｃ⁃１４ ），
５５ ３９ （Ｃ⁃１７）， ４９ ５１ （Ｃ⁃９）， ４５ １０ （Ｃ⁃２４）， ４１ ９０
（Ｃ⁃１３）， ４０ １０ （Ｃ⁃１２）， ３８ ２７ （Ｃ⁃４）， ３６ ８０ （Ｃ⁃
２０）， ３６ １８ （Ｃ⁃１）， ３５ ５０ （Ｃ⁃１０）， ３３ ３０ （Ｃ⁃２２），
３１ ３２ （Ｃ⁃７）， ２９ ３０ （Ｃ⁃２）， ２８ ６５ （Ｃ⁃２５）， ２７ ７７
（Ｃ⁃１６）， ２５ ３７ （Ｃ⁃２３）， ２３ ８３ （Ｃ⁃１５）， ２２ ５６ （Ｃ⁃
２８）， ２０ ５２ （Ｃ⁃１１）， １９ ６９ （Ｃ⁃２６）， １９ ０７ （Ｃ⁃１９），
１８ ８６ （ Ｃ⁃２１ ）， １８ ５４ （ Ｃ⁃２７ ）， １１ ７５ （ Ｃ⁃１８ ），
１１ ６４ （Ｃ⁃２９）。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胡萝卜苷。

化合物 ９： 橘色晶体（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５７１ １５９ ７ ［ Ｍ ＋ Ｈ］ ＋， 分子式为 Ｃ３２ Ｈ２６ Ｏ１０， ｍｐ
２９２～２９４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５ ２５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２ ８４ （ １Ｈ， ｓ， ５′⁃ＯＨ）， ７ ０６
（１Ｈ， ｓ， Ｈ⁃９）， ６ ９９ （１Ｈ， ｓ， Ｈ⁃１０）， ６ ４５ （１Ｈ，
ｄ， Ｊ＝ ２ ２ Ｈｚ， Ｈ⁃９′）， ６ ３５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２１
（１Ｈ， ｄ， Ｊ ＝ ２ ２ Ｈｚ， Ｈ⁃７′）， ６ ０２ （１Ｈ， ｓ， Ｈ⁃３），
４ ０４ （３Ｈ， ｓ， １０′⁃ＯＭｅ）， ３ ８０ （３Ｈ， ｓ， ６⁃ＯＭｅ），
３ ６３ （ ３Ｈ， ｓ， ８′⁃ＯＭｅ）， ３ ４５ （ ３Ｈ， ｓ， ８⁃ＯＭｅ），
２ ５０ （３Ｈ， ｓ， ２⁃Ｍｅ）， ２ １４ （３Ｈ， ｓ， ２′⁃Ｍｅ）；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８４ ０６ （Ｃ⁃４）， １８２ ４３
（Ｃ⁃４′）， １６７ ００ （ Ｃ⁃２）， １６６ ３８ （ Ｃ⁃２′）， １６２ ３１
（Ｃ⁃５）， １６１ １１ （Ｃ⁃８′）， １６０ ６４ （Ｃ⁃１０′）， １５９ ５５
（Ｃ⁃６）， １５６ ４４ （Ｃ⁃５′）， １５６ １８ （Ｃ⁃８）， １５４ ６１ （Ｃ⁃
１０ｂ′）， １５０ ３５ （Ｃ⁃１０ａ）， １４０ ３１ （Ｃ⁃６ａ′）， １４０ １６
（Ｃ⁃９ａ）， １１６ ６５ （ Ｃ⁃７）， １１０ １４ （ Ｃ⁃５ａ）， １０８ ９０
（Ｃ⁃３′）， １０８ １３ （ Ｃ⁃４ａ′）， １０７ ５１ （ Ｃ⁃３）， １０６ ８５
（Ｃ⁃６′）， １０５ ５４ （Ｃ⁃９）， １０４ ５６ （Ｃ⁃１０ａ′）， １０３ ７５
（Ｃ⁃４ａ）， １０１ ０８ （Ｃ⁃１０）， ９６ ５２ （Ｃ⁃９′）， ９５ ８８ （Ｃ⁃
７′）， ６０ ７１ （５′⁃ＯＨ）， ５５ ７２ （８⁃ＯＭｅ）， ５５ ４８ （１０′⁃
ＯＭｅ）， ５４ ６８ （ ８′⁃ＯＭｅ）， ２０ １６ （ ２⁃Ｍｅ）， ２０ ０３
（２′⁃Ｍｅ）。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基本一致， 故鉴

定为 ａｓｐｅｒｐｙｒｏｎｅ Ｃ。
化合物 １０： 橘色晶体 （甲醇）， ＥＳＩ⁃ＨＲ⁃ＭＳ

ｍ ／ ｚ： ５５７ １４２ ２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３１ Ｈ２４ Ｏ１０，
ｍｐ ２６８～２７０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５ １２ （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２ ９８ （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０ ２４ （１Ｈ， ｓ， ８⁃ＯＨ）， ７ ３４ （１Ｈ， ｓ， Ｈ⁃９）， ７ １５
（１Ｈ， ｓ， Ｈ⁃１０）， ６ ５５ （１Ｈ， ｄ， Ｊ ＝ ２ ２ Ｈｚ， Ｈ⁃９′），
６ ５２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２２ （１Ｈ， ｄ， Ｊ ＝ ２ ２ Ｈｚ， Ｈ⁃

７′）， ６ ０９ （１Ｈ， ｓ， Ｈ⁃３）， ３ ９３ （３Ｈ， ｓ， １０′⁃ＯＭｅ），
３ ７６ （ ３Ｈ， ｓ， ６⁃ＯＭｅ）， ３ ５８ （ ３Ｈ， ｓ， ８′⁃ＯＭｅ），
２ ４８ （３Ｈ， ｓ， ２⁃Ｍｅ）， ２ １３ （３Ｈ， ｓ， ２′⁃Ｍｅ）；１３ Ｃ⁃
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８３ ９０ （ Ｃ⁃４），
１８２ ４５ （ Ｃ⁃４′）， １６８ ５２ （ Ｃ⁃２）， １６８ ２５ （ Ｃ⁃２′），
１６２ ０７ （ Ｃ⁃５）， １６１ ２４ （ Ｃ⁃８′）， １６０ ８０ （ Ｃ⁃１０′），
１５９ ５３ （ Ｃ⁃６）， １５６ ２８ （ Ｃ⁃５′）， １５５ ８９ （ Ｃ⁃８），
１５４ ４８ （ Ｃ⁃１０ｂ′）， １５０ １２ （ Ｃ⁃１０ａ）， １４０ ３４ （ Ｃ⁃
６ａ′）， １３９ ９７ （Ｃ⁃９ａ）， １１６ ４１ （Ｃ⁃７）， １１０ ０５ （Ｃ⁃
５ａ）， １０８ ５２ （Ｃ⁃３′）， １０７ ５４ （Ｃ⁃４ａ′）， １０７ ３２ （Ｃ⁃
３）， １０６ ７８ （ Ｃ⁃６′）， １０５ ４５ （ Ｃ⁃９）， １０４ ８５ （ Ｃ⁃
１０ａ′）， １０３ ２４ （Ｃ⁃４ａ）， １０２ ０６ （Ｃ⁃１０）， ９６ ５４ （Ｃ⁃
９′）， ９６ ５２ （Ｃ⁃７′）， ６１ ０５ （５′⁃ＯＨ）， ５６ ０８ （１０′⁃
ＯＭｅ）， ５５ ０５ （ ８′⁃ＯＭｅ）， ２０ １１ （ ２⁃Ｍｅ）， １９ ９１
（２′⁃Ｍｅ）。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７］ 基本一致， 故鉴

定为 ａｓｐｅｒｐｙｒｏｎｅ Ｄ。
４　 结论

通过对猫儿屎内生真菌 ＤＳ３７ 发酵物进行提取

分离， 从中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３～ ９ 为

首次从该发酵物中分离得到。 本实验发现该菌株发

酵物中不仅含有目前报道的生物碱类、 甾体类、 有

机酸类等化合物， 还含有香豆素类化合物。 本研究

丰富了猫儿屎内生真菌代谢产物的化学成分， 以期

为天然产物的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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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不同产地香薷 Ｍｏｓ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ｒｕ’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并测定 ７ 种成分的含有量。 方法　 香

薷 ９５％ 乙醇提取液的分析采用 Ｄｉａｍｏｓｉｌ Ｃ１８色谱柱 （２５０ ｎｍ×４ ６ ｎｍ， ５ μｍ）； 流动相乙腈 （Ａ） ⁃０ ２％ 磷酸 （Ｂ）， 梯

度洗脱； 柱温 ３０ ℃； 体积流量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检测波长 ２１０ ｎｍ。 结果　 １２ 批样品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中有 １４ 个共有峰，
相似度均大于 ０ ９６。 ７ 种成分在各自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Ｒ２ ≥０ ９９８ １）， 平均加样回收率 ９４ ５８％ ～ ９５ ７２％ ，
ＲＳＤ１ ４２％ ～２ ０６％ 。 结论　 该方法准确稳定， 重复性好， 可用于不同产地香薷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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