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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内生真菌是指在生活史的某一阶段或全部

阶段生活在健康植物组织内又不对植物组织造成明

显病害症状的菌株。 它不仅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提

高植物有效成分含有量， 优化生态环境， 还可以产

生一些与宿主植物相似或相同的生物活性成分， 因

此极具新药开发前景［１⁃２］。
新疆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 是伞

形科阿魏属植物［３］， 全国仅在新疆伊犁地区有少

量分布［４］， 树脂为其药用部位， 具有消积、 化癥、
散痞、 杀虫等作用［５］。 由于生长环境恶劣、 花后

结实即死等生理缺陷以及采胶方式错误、 过度放牧

等人为因素， 新疆阿魏已被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名录》 纳入三级重点保护濒危植物。 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 研究濒危药用植物内生真菌的化学成

分对于缓解濒危植物压力、 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大

意义。
目前， 课题组从新疆阿魏中分离得到内生菌

３３７ 株， 经过筛选， 内生菌株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 ＴＡ２６⁃
１６ 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 本研究对新疆阿魏内

生菌株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 ＴＡ２６⁃１６ 固体发酵产物的甲

醇提取物进行化学成分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且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菌中分离

得到。
１　 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 Ⅲ ６００ 核 磁 共 振 波 谱 仪 （ 德 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ＥＹＥＬ４ 旋转蒸发仪 （广州爱浪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 ＳＡ⁃１５００⁃１ 超净工作台 （上海上

净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柱层层析硅胶 （青岛海洋

化工厂）； 薄层色谱硅胶板 ＧＦ２５４ （烟台市化学工业

研究所）。
内生真菌分离自新疆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陈

娟研究员鉴定为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 ＴＡ２６⁃１６， 菌种保藏

于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微生物实验室， 编

号 ６６２６。
土豆培养基， 土豆去皮， 切成约 ２ ｃｍ３ 的小

块， 加 １ ０００ ｍＬ 蒸馏水煮沸 ２０ ｍｉｎ， 玻棒搅拌，
双层纱布过滤， 取滤液加 ２０ ｇ 葡萄糖、 １６ ｇ 琼脂，
补足滤液至 １ ０００ ｍＬ， 自然 ｐＨ。

大米培养基， 取 ６０ ｇ 大米放于锥形瓶中， 倒

入 ８０ ｍＬ 蒸馏水， 自然 ｐＨ， 高压灭菌 ２０ ｍｉｎ。
菌株发酵产物， 菌株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 ＴＡ２６⁃１６ 接

种于土豆培养基 ２５ ℃下培养 ５ ｄ， 再接种至大米培

养基上 ２５ ℃恒温发酵培养 ３０ ｄ。

２　 提取与分离

用等量甲醇萃取菌株发酵产物 ３ 次， 每次

２４ ｈ， 得甲醇提取物 ４２ ｇ， 再用 ３００ ｇ 硅藻土拌样，
依次以石油醚、 二氯甲烷、 乙酸乙酯洗脱， 分别得

相应部位 １０ ６、 ９ ４、 ８ ７ ｇ。
石油醚部位经硅胶柱分离， 石油醚⁃乙酸乙酯

梯度洗脱 （１００ ∶ １ ～ １ ∶ １）， 得 １４ 个组分 （Ｆｒ ２⁃
１～１４）， Ｆｒ ２⁃３ 经硅胶柱分离，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２０ ∶ １～１ ∶ １） 梯度洗脱， 得化合物 １ （６ ４ ｍｇ）、
２ （７ ９ ｍｇ）。 取馏分 Ｆｒ ２⁃７ 凝胶柱分离， 甲醇洗

脱， 得化合物 ３ （５ ３ ｍｇ）。 取馏分 Ｆｒ ２⁃１４ 硅胶柱

分离，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２０ ∶ １） 洗脱， 得化合物

４ （６ ２ ｍｇ）。
二氯甲烷部位经硅胶柱分离， 石油醚⁃乙酸乙

酯梯度洗脱 （ １００ ∶ ０ ～ ０ ∶ １００）， 得 １７ 个组分

（Ｆｒ ３⁃１～１７）， Ｆｒ ３⁃３ 经硅胶柱分离， 石油醚⁃乙酸

乙酯 （６０ ∶ ４０） 洗脱， 得化合物 ５ （９ ２ ｍｇ）、 ６
（７ ４ ｍｇ）。 Ｆｒ ３⁃１５ 经硅胶柱分离， 氯仿⁃甲醇

（３０ ∶ １） 洗脱得化合物 ７ （６ ３ ｍｇ）。
乙酸乙酯部位经硅胶柱分离， 氯仿⁃甲醇梯度

洗脱 （１００ ∶ ０～ ０ ∶ １００）， 最后用甲醇洗脱。 得 １９
个组分 （Ｆｒ ４⁃１ ～ １９）， Ｆｒ ４⁃５ 经硅胶柱分离， 氯

仿⁃甲醇 （２０ ∶ １ ～ ０ ∶ １） 梯度洗脱， 得化合物 ８
（６ １ ｍｇ）。 Ｆｒ ３⁃１５ 经硅胶柱分离， 氯仿⁃甲醇

（３０ ∶ １） 洗脱， 得化合物 ９ （１０ ８ ｍｇ）。 Ｆｒ ４⁃１３
利用半制备液相分离， 甲醇⁃水 （７５ ∶ ２５）， 得化合

物 １０ （６ ５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淡黄色针晶 （甲醇）。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１５ ［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６ ０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４ Ｈｚ， Ｈ⁃６）， ５ ７３ （１Ｈ， ｓ， Ｈ⁃
４）， ５ ２６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０， １５ ２ Ｈｚ， Ｈ⁃２３）， ５ ２０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０， １５ ２ Ｈｚ， Ｈ⁃２２）， １ ０５ （３Ｈ， ｄ，
Ｊ ＝ ６ ６ Ｈｚ， Ｈ⁃２１）， ０ ９９ （ ３Ｈ， ｓ， Ｈ⁃１９）， ０ ９５
（３Ｈ， ｓ， Ｈ⁃１８）， ０ ９３ （３Ｈ， ｄ， Ｊ＝ ６ ８９ Ｈｚ， Ｈ⁃２８），
０ ８４ （３Ｈ， ｄ， Ｊ＝ ７ １ Ｈｚ， Ｈ⁃２７）， ０ ８２ （３Ｈ， ｄ， Ｊ＝
８ １ Ｈｚ， Ｈ⁃２６）；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３４ ３ （Ｃ⁃１）， ３４ ４ （Ｃ⁃２）， １９９ ７ （Ｃ⁃３）， １２３ １ （Ｃ⁃
４）， １６４ ６ （ Ｃ⁃５）， １２４ ６ （ Ｃ⁃６）， １３４ ２ （ Ｃ⁃７），
１２４ ６ （Ｃ⁃８）， ４４ ４ （Ｃ⁃９）， ３６ ９ （Ｃ⁃１０）， １９ １ （Ｃ⁃
１１）， ３５ ７ （Ｃ⁃１２）， ４４ １ （Ｃ⁃１３）， １５６ ３ （Ｃ⁃１４），
２５ ５ （ Ｃ⁃１５）， ２７ ９ （ Ｃ⁃１６）， ５５ ８ （ Ｃ⁃１７）， １９ １
（Ｃ⁃１８）， １６ ８ （ Ｃ⁃１９）， ３９ ４ （ Ｃ⁃２０）， ２１ ４ （ Ｃ⁃
２１）， １３５ １ （Ｃ⁃２２）， １３２ ７ （Ｃ⁃２３）， ４３ ０ （Ｃ⁃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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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２ （ Ｃ⁃２５）， １９ ８ （ Ｃ⁃２６）， ２０ １ （ Ｃ⁃２７）， １７ ８
（Ｃ⁃２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基本一致， 故鉴定

为麦角甾⁃４， ６， ８ （１４）， ２２Ｅ⁃四烯⁃３⁃酮。
化合物 ２： 无色油状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０１

［Ｍ＋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７ ９６
（２Ｈ， ｍ， Ｈ⁃３， ６）， ７ ７７ （２Ｈ， ｍ， Ｈ⁃４， ５）， ４ ５６
（４Ｈ， ｔ， Ｊ＝ ６ ０ Ｈｚ， Ｈ⁃８， ８′）， １ ９６ （４Ｈ， ｍ， Ｈ⁃９，
９′）， １ ６８ （４Ｈ， ｍ， Ｈ⁃１０， １０′）， １ ２１ （６Ｈ， ｔ， Ｊ ＝
６ ０ Ｈｚ， Ｈ⁃１１， １１′）；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３４ ４ （Ｃ⁃１， ２）， １３０ ９ （Ｃ⁃３， ８）， １３３ ０ （Ｃ⁃４，
５）， １７０ ４ （Ｃ⁃７， ７′）， ６７ ６ （Ｃ⁃８， ８′）， ３２ ８ （Ｃ⁃９，
９′）， ２１ ３ （Ｃ⁃１０， １０′）， １５ ８ （Ｃ⁃１１， １１′）。 以上数

据与文献 ［７］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邻苯二甲酸二

异丁酯。
化 合 物 ３：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８２

［Ｍ］ ＋。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 ３７ （２Ｈ，
ｍ， Ｈ⁃９， １０）， ２ ３７ （２Ｈ， ｔ， Ｊ＝ ７ ５ Ｈｚ， Ｈ⁃２）， ２ ０７
（４Ｈ， ｍ， Ｈ⁃８， １１）， １ ６５ （ ２Ｈ， ｍ， Ｈ⁃９， １０），
１ ３３～１ ２７ （２０Ｈ， ｍ， Ｈ⁃４⁃７， １２⁃１７）， ０ ９１ （３Ｈ，
ｍ， Ｈ⁃１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８０ １
（Ｃ⁃１）， ３４ ８ （Ｃ⁃２）， ２５ ２ （Ｃ⁃３）， ３０ ３⁃２９ ９ （Ｃ⁃４⁃
７）， ２８ ０ （ Ｃ⁃８， １１）， １３０ ５ （ Ｃ⁃９）， １３０ ８ （ Ｃ⁃
１０）， ２９ ８ ～ ２９ ４ （Ｃ⁃１２⁃１５）， ３２ ７ （ Ｃ⁃１６）， ２３ ２
（Ｃ⁃１７）， １４ ８ （Ｃ⁃１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油酸。
化合 物 ４： 白 色 固 体。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７ ９３ （２Ｈ， ｄ， Ｊ＝ ２ ２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１
（２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３， ５）， ２ ５８ （ ３Ｈ， ｓ， ４⁃
Ｃ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９７ ３ （ １⁃
ＣＨＯ）， １３０ ３ （Ｃ⁃１）， １３１ ０ （Ｃ⁃２， ６）， １１５ ３ （Ｃ⁃
３， ５）， １６０ ３ （Ｃ⁃４）， ２６ ３ （４⁃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

文献 ［９］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对甲基苯甲醛。
化合物 ５： 白色晶体 （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０ ６３ （３Ｈ， ｓ， Ｈ⁃１８）， ０ ８２ （３Ｈ，
ｓ， Ｈ⁃２７）， ０ ８３ （３Ｈ， ｓ， Ｈ⁃２６）， ０ ８５ （３Ｈ， ｓ， Ｈ⁃
２９）， ０ ９１ （３Ｈ， ｓ， Ｈ⁃２１）， １ ０２ （３Ｈ， ｓ， Ｈ⁃１９），
３ ５３ （１Ｈ， ｍ， Ｈ⁃３）， ５ ３６ （１Ｈ， ｂｒｓ， Ｈ⁃６）；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３７ ３ （Ｃ⁃１）， ３１ ７ （Ｃ⁃
２）， ７１ ８ （Ｃ⁃３）， ４２ ３ （Ｃ⁃４）， １４０ ８ （Ｃ⁃５）， １２１ ７
（Ｃ⁃６）， ３１ ９ （ Ｃ⁃７）， ３１ ９ （ Ｃ⁃８）， ５０ ２ （ Ｃ⁃９），
３６ ５ （ Ｃ⁃１０）， ２１ １ （ Ｃ⁃１１）， ３９ ８ （ Ｃ⁃１２）， ４２ ４
（Ｃ⁃１３）， ５６ ８ （ Ｃ⁃１４）， ２４ ３ （ Ｃ⁃１５）， ２９ ８ （ Ｃ⁃
１６）， ５６ １ （ Ｃ⁃１７）， １１ ９ （ Ｃ⁃１８）， １９ １ （ Ｃ⁃１９），
１９ ８ （ Ｃ⁃２０）， １８ ８ （ Ｃ⁃２１）， ３６ ０ （ Ｃ⁃２２）， ２６ ２

（Ｃ⁃２３）， ４５ ９ （ Ｃ⁃２４）， ２９ ５ （ Ｃ⁃２５）， １９ ３ （ Ｃ⁃
２６）， １９ ８ （ Ｃ⁃２７）， ２３ １ （ Ｃ⁃２８）， １２ ０ （ Ｃ⁃２９）。
以上数据和文献 ［１０］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β⁃谷
甾醇。

化合物 ６： 淡黄色油状液。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８０
［Ｍ］ ＋。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 ３４ （４Ｈ，
ｍ， Ｈ⁃９， １０， １２， １３）， ２ ８０ （２Ｈ， ｍ， Ｈ⁃１１）， ２ ３３
（２Ｈ， ｔ，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２）， ２ ０５ （ ４Ｈ， ｍ， Ｈ⁃８，
１４）， １ ６３ （２Ｈ， ｍ， Ｈ⁃３）， １ ２５ ～ １ ３１ （１４Ｈ， ｍ，
Ｈ⁃４⁃７， Ｈ⁃１３⁃１６）， ０ ９７ （ ３Ｈ， ｔ， Ｈ⁃１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７９ ９ （Ｃ⁃１）， ３４ １ （Ｃ⁃２），
２４ ７ （ Ｃ⁃３）， ２９ ０ ～ ２９ ７ （ Ｃ⁃４⁃７）， ２７ ２ （ Ｃ⁃８），
１３０ ０ （Ｃ⁃９）， １２８ １ （Ｃ⁃１０）， ２７ ５ （Ｃ⁃１１）， １３０ ２
（Ｃ⁃１２）， １２８ １ （ Ｃ⁃１３）， ２７ ２ （ Ｃ⁃１４）， ２９ ８ （ Ｃ⁃
１５）， ３２ ０ （ Ｃ⁃１６）， ２２ ７ （ Ｃ⁃１７）， １４ １ （ Ｃ⁃１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１１］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亚

油酸。
化合物 ７： 白色固体。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２１ ０６

［Ｍ ＋ 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７ ０２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７， ８）， ６ ６９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６， ９）；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３０ ９４ （Ｃ⁃１）， １５６ ７０ （Ｃ⁃５）， １１６ ０８ （Ｃ⁃６， ９），
１３０ ８５ （Ｃ⁃７， ８）。 以上数据与与文献 ［１２］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 ２⁃ｏｘａｂｉｃｙｃｌｏ ［ ３， ２， ２］ ｎｏｎａ⁃５，
７， ８⁃ｔｒｉｅｎｅ。

化合物 ８： 淡黄色油状物。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７ ０４ （２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７８
（２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３， ５）， ２ ８４ （２Ｈ， ｔ， Ｊ＝ ７ １
Ｈｚ， Ｈ⁃７）， ４ ２４ （２Ｈ， ｔ， Ｊ ＝ ７ １ Ｈｚ， Ｈ⁃８）， ２ ０３
（３Ｈ， ｓ， Ｈ⁃９）；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２９ ３ （Ｃ⁃１）， １３０ ０ （Ｃ⁃２， Ｃ⁃６）， １１５ ４ （Ｃ⁃３， Ｃ⁃
５）， １５４ ７ （Ｃ⁃４）， ３４ １ （Ｃ⁃７）， ６５ ６ （Ｃ⁃８）， ２１ １
（Ｃ⁃９）， １７２ １ （Ｃ⁃１０）。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９］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 ２⁃ （４⁃羟基苯基） 乙酸乙酯。
化合物 ９： 黄色无定型粉末。１Ｈ⁃ＮＭＲ （ａｃｅｔｏｎｅ⁃

ｄ６，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２８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７１ （１Ｈ， ｄ， Ｊ＝ ２ ５ Ｈｚ， Ｈ⁃５′）， ６ ６１ （１Ｈ， ｄ， Ｊ＝
２ ５ Ｈｚ， Ｈ⁃３′）， ６ ３７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４），
２ ７７ （３Ｈ， ｓ）； １３Ｃ⁃ＮＭＲ （ａｃｅｔｏｎｅ⁃ｄ６，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４０ ３ （Ｃ⁃１）， １６６ ７ （Ｃ⁃３）， １０２ １９ （Ｃ⁃４）， １６６ ８０
（Ｃ⁃５）， １６６ ８１ （Ｃ⁃７）， １５４ ９２ （Ｃ⁃２′）， １６０ ０８ （Ｃ⁃
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３］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ｏｌ。
化合物 １０： 浅紫色非晶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７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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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Ｍ］ ＋。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１ ７９
（１Ｈ， ｓ， ２⁃ＯＨ）， １０ ７９ （ １Ｈ， ｓ， １０⁃ＯＨ）， ７ １８
（１Ｈ， ｂｒｓ， Ｈ⁃５）， ６ ７１ （１Ｈ， ｄ， Ｊ＝ ２ ０ Ｈｚ， Ｈ⁃１１），
６ 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９）， ３ ９０ （３Ｈ， ｓ， Ｈ⁃
４ＯＣＨ３）， ２ ７２ （ １Ｈ， ｓ， ８⁃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９９ ３ （ Ｃ⁃１）， １６４ ６ （ Ｃ⁃２），
９８ ４ （ Ｃ⁃３）， １６６ ２ （ Ｃ⁃４）， １０１ ６ （ Ｃ⁃５）， １３７ ９
（Ｃ⁃６）， １１７ １ （Ｃ⁃７）， １３８ ６ （Ｃ⁃８）， １０３ １ （Ｃ⁃９），
１５２ １ （ Ｃ⁃１０ ）， １０８ ６ （ Ｃ⁃１１ ）， １５８ １ （ Ｃ⁃１２ ），
１６４ １ （Ｃ⁃１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ｏｌ⁃４⁃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４　 讨论

内生菌在植物中广泛分布， 生物多样性丰富，
参与植物生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１５］， 并且参与植

物次生代谢成分的转合， 是天然产物的重要来源，
其中大部分为新型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１６］。 近年研究发现， 内生菌除产生抗癌物质

外， 还可产生具有其他药用价值的活性物质， 如抗

生素、 植物生长激素等［１７］。 现已有学者在药用植

物内生菌中成功提取分离得到生物碱类、 芳香族、
萜类及挥发油类、 黄酮类及其苷类、 酚类和内酯

类［１８⁃１９］。 本研究从新疆阿魏内生真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
ＴＡ２６⁃１６ 中分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所有化合物均

为首次分离得到， 以期为今后药用植物内生真菌的

研究提供实验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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