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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担子菌灰黑拟牛肝菌（!"#$%"&’(’ )*(’$+）新鲜子实体的乙醇提取物中首次分离得到

&# 个化合物，包括 ’ 个酚性成分，& 个含硫成分和 & 个脑苷脂，它们的结构经各种波谱数据

分别鉴定为 ()（%)乙酰氧基苯）)&，$，%，*，’)五乙酰氧基二苯并呋喃（!），()（%)乙酰氧

基苯）)&，$，%)三乙酰氧基)*，’)二羟基二苯并呋喃（"），()（%)羟基苯）)&，$)二乙酰氧基)
%，*，’)三羟基二苯并呋喃（#），$，()二乙酰氧基)%+，%,，"，!)四羟基对联三苯（$），对苯

二酚（%），对羟基苯甲酸（&），茴香酸（’），对羟基苯甲醛（(），硫代乙酐（)）和 &)-)吡
喃葡萄糖基 .（$/，(0，%1，’1，$+0 ）. $ . 2 .（$+ . 羟基棕榈酰）. 3 . 甲基 . %，’ . 45678)
9:;7<878<（!*）。其中化合物 !，"，# 有报道对 % + 脂氧化酶具有选择性抑制活性。$，)，!*
均为首次从该属真菌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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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菌属，见于我国云南高山针叶林区，秋季群生于针叶林地上，当地的藏民有采食的习

惯。该属国内报道两种，即白黑拟牛肝菌 !"#$%"&’(’ #$)*"+$#,’（!"#）!$%&’（卯晓岚，())*）

和亚鳞拟牛肝菌 ! + ’)-’.),+"’,（!"#）,&-. # / 0&12（赵继鼎，())*）。该种为新记录种（据

王向华，3,45 67*86）。有报道从欧洲及日本产 ! + #$*"+$#,’ 中分离得到一系列的对联三苯

类化合物（9$:$;$<;= 等，())>；?@AB"< 等，()*C），该种真菌尚无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作

为系统研究云南野生高等真菌活性成分工作的一部分（D=1，>EE>），我们对采自云南小中

甸的灰黑拟牛肝菌子实体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从提取物的乙酸乙酯和甲醇

部分首次分离和鉴定了 * 个酚性成分：6F（8F乙酰氧基苯）F(，>，8，C，*F五乙酰氧基二苯

并呋喃（!），6F（8F乙酰氧基苯）F(，>，8F三乙酰氧基FC，*F二苯并呋喃二醇（"），6F（8F羟
基苯）F(，>F二乙酰氧基F8，C，*F二苯并呋喃三醇（#），>，6F二乙酰氧基F8G，8H，7，IF四羟

基对联三苯（$），对苯二酚（%），对羟基苯甲酸（&），茴香酸（’），对羟基苯甲醛（(）；

( 个含硫化合物硫代乙酐（)）和脑苷脂 (FJF吡喃葡萄糖基 K（>5，6L，8M，>GL ）K > K N
K（>G K 羟基棕榈酰）K ) K 甲基 K 8，* K <O;=PA$’=BP=PB（!*）。其中 8，)，(E 为首次从该属

真菌中分离得到。9$:$;$<;= 等（())>）的实验结果表明，化合物 !，"，# 对 % + 脂氧化酶

有专一的抑制活性。其中，化合物 # 的活性（(+E*!Q）较好。7 K 脂氧化酶是白三烯生物

合成步骤中的关键酶，而白三烯又与许多炎症及过敏性疾病的病理过程有关，因此，7 K
脂氧化酶的专一性抑制剂有可能成为治疗哮喘、牛皮癣、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药物。化

合物 ) 被确认为松针褐斑病菌 /$*,0"’%(*%, ,*(*"#, 的致病毒素，不仅能伤害寄主植物湿地

松、火炬松，对非寄主植物云南松、华山松也有伤害作用（杨斌，>EEE），因此，灰黑拟

牛肝菌对松林的可能影响以及相互作用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实验部分

熔点用 RLS K ( 熔点仪测定（未校正）。TL 用 U=&FL$’ !95F(67 型分光光度记测定，,U" 压片。质谱用

VW 41-&5OBX 6EEE 型仪器测定，MTFY5 采用 CEBV 的轰击电离源。NYL 由 U"1:B"F8EE 超导核磁共振仪测定，

9Y5 作内标，YBJ3 作溶剂。>EE K 6EE 目柱层析硅胶购自青岛海洋化工厂。反相柱层析硅胶、5BO;$’BZ
D3 K >E 材料及标准品均为 YB": 产品。

灰黑拟牛肝菌新鲜的子实体收购于云南小中甸。样品（3,45 67*86）由王向华女士鉴定。

该菌新鲜子实体用 )7[工业乙醇在室温下提取 6 次，残渣 7C7 A 用工业乙醇回流提取。合并所有提

取液，减压浓缩，水悬浮，用乙酸乙酯萃取 7 次，浓缩得乙酸乙酯部分（M）。萃余部分浓缩干后用干燥

甲醇（>EE \ 7 QD）室温溶解，得甲醇可溶部分（Y）。M（8> A）经硅胶柱层析（*EE A，>EE K 6EE 目），

S3S.6 K YBJ3 梯度洗脱，合并相同 L] 值的洗脱液得 8 个部分。!"+( 经反相柱层析（(+7 \ >E XQ）得化合

物 $（((+> QA，87[ YBJ3 洗脱），化合物 "（87 QA，7E[ YBJ3 洗脱）；!"+> 经 YBJ3 重结晶得化合物 )
（(> QA）；!"+6 经 YBJ3^ 3>J（( ^ (，V^ V）重结晶得化合物 #（I* QA），母液经反相柱层析得化合物 !（6>
QA，*7[ YBJ3 洗脱）；!"+8 经反相柱层析得化合物 !*（>> QA，YBJ3 洗脱）。Y（C A）经 5BO;$’BZ D3 K
>E 柱层析（> \ 87 XQ）得化合物 %（C+C QA，6E[ YBJ3 洗脱）、化合物 &（I+E QA，87[ YBJ3 洗脱）、化

合物 ’（>+6 QA，8E[ YBJ3 洗脱）和化合物 (（(+> QA，I7[ YBJ3 洗脱）。

化合物 ! 粉 红 色 针 晶（YBJ3^ 3>J），QO >E( K >E6_；MTY5，Q^ 2：7)>［Y］‘ （(7），77E［Y K

(S3>SJ］‘ （>(），7E*［Y K >S3>SJ］‘ （66），8II［Y K 6S3>SJ］‘ （(EE），8>8［Y K 8S3>SJ］‘ （7*），6*>

［YK 7S3>SJ］‘ （8>），68E［Y K IS3>SJ］‘ （6>），6(E（>*），>)6，>CC，>76，>6C，()C，(7>，(E7；TL",U"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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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3 4"（567"）：+89（):(&），+(*（):+(），++(（):*&）；;.< 数据

与文献（=2>2?2@?A 等，$99+）对照一致。

化合物 ! 淡紫色针晶（./01B 1+0），"C $9+ # $9%D；EF.G，"B H：(9+［.I +J1+J0］I （*），((&［.

I $J1+J0］I （$&），(&8［.］I （$%），)**［. # J1+J0］I （$8），)+)［. # +J1+J0］I （)’），%8+［. #

%J1+J0］I （’(），%)&［. # )J1+J0］I （$&&），%$&（+)），+9%，+’’，+(%，+%’，$9’，$(+，$&(；负 离 子

KLM.G：(&9［.I N5O # 1］I （*），(&’［. # 1］I （$%），)*(［. # J1+J0 # 1］I （+8），)+%［. # +J1+J0 #

1］I （()），%8$［. # %J1+J0 # 1］I （(’），%%9［. # )J1+J0 # 1］I （$&&）；F<#PMQ"23 !"# $：%*&& # +8(&，

$’’&，$*%&，$(+(；,-!./01
"23 4"（567"）：%+%（):(&），+(+（):+(），++&（):+8）；;.< 数据与文献（=2>2?2@?A

等，$99+）对照一致。

化合物 " 棕色针晶（./01B 1+0），"C +&$ # +&%D；EF.G，"B H：(9+［. I )J1+J0］I （)），((&［. I

%J1+J0］I （’），(&8［.I +J1+J0］I （$+），)**［.I J1+J0］I （+9），)+)［.］I （)’），%8+［.# J1+J0］I

（(%），%)&［.# +J1+J0］I （$&&），%$&（%+），+9%，+’’，+(%，+%’，$9’，$(+，$&(；负离子 KLM.G，"B H：($(
［.I N5O # 1］I （(），)+%［. # 1］# （$&），%8$［. # J1+J0 # 1］I （$&&），%%9［. # +J1+J0 # 1］I （*+）；

F<#PMQ"23!"# $：%*(& # +)%&，$’*&，$*+(，$(+(；,-!./01
"23 4"（ 567"）：%+’（):%(），%&&（):(+），+*&（):%+），

++(（):(+），+$&（):(8）；;.< 数据与文献（=2>2?2@?A 等，$99+）对照一致。

化合物 # 棕 色 针 晶（./01），"C，1<EF.G，KLM.G， F<，,-，$1，$% J ;.< 数 据 见 文 献（1R，

+&&$）S
化合物 $ 针晶（./01），"C $’+D；EF.G，"B H：$$&［.］I （$&&），8$（)9），((（9’）；$1 ;.<：*:*$

（)1，@，1# +，%，(，*）；$%J ;.<：$($:%（J # $，)），$$*:9（J # +，%，)，(）。经 =TJ 与标准品对照，化

合物 $ 的 <U 值与对苯二酚相同。

化合物 % 棕色针晶（./01），"C +$% # +$)D；EF.G，"B H：$%8［.］I （*），$+$（$8），9%（)’）；$1
;.<：’:9%（+1，"，1 # +，*），*:8’（+1，"，1 # %，(）；$% J ;.<：$’&:+（J001），$*%:+（J # )），

$%9:%（J # $），$%%:+（J # +，*），$++:’（J # $，%）。经 =TJ 与标准品对照，化合物 % 的 <U 值与对羟基苯

甲酸相同。

化合物 & 针晶（./01），"C $8+:( # $8%D；EF.G，"B H：$(+［.］I ，（$&&），$%(［. # 01］I （’(），

$+&［.V01VJ1%］，（+），$&’［.# J001］I ，9%（$%），’’（+(），*%（$’）；$1 ;.<：9:+（$1，WQXS，J001），

8:&&（+1，"，1# +，*），*:9(（+1，"，1# %，(），%:9（%1，@，J1%）。质谱数据与文献（于德泉等，$999）

对照一致。

化合物 ’ 针晶（./01），"C $$( # $$*D；EF.G，"B H：$++［.］I ，（’(），$+$［.# 1］I （$&&），9%［.
# J01］I （*&），*(（’&），(&（$(），%9（8(）；$1 ;.<：9:’)（$1，@，J01），’:’*（+1，"，1# +，*），*:89

（+1，"，1# %，(）；$%J ;.<：$9+:8（J01），$*(:)（J # )），$%%:)（J # $），$%&:%（J # +，*），$$’:&（J #
%，(）。质谱数据与文献（于德泉等，$999）对照一致。

化合物 ( 无色片状晶体（./01），"C $)& # $)+D；负离子 KLMEF.G，"B H：+&9（［. # 1 I N5O］I ，

（(8），$$’［.# 1］I ，（$&&）；$1 ;.<：+:(*（*1，@）；$%J ;.<：$’*:$（J0），+9:8（J1%）。光谱数据与文

献（高锦明等，+&&$）对照一致。

化合物 )* 白色粉末，［$］Y I (:+（! &:%，./01）；负离子 KLM # .G，"B H：’+*［.# $］I （$&&），(*)
［.# 1# $*+］I （()）；EF.G：$1 ;.<：8:%*（$1，X，Z [ 8:’ 1H，;1），(:9’（+1，"，1# )，(），(:+(（$1，

"，1# 8），):9&（$1，X，’:*，1# $\），):’(（$1，"，1# +），):*9（$1，XX，Z [ (:)，$&:’ 1H，1# $），):(’
（$1，"，1# +\），):)8（$1，WQXS，Z [ $$:( 1H，1# *]），):%%（$1，XX，Z [ (:&，$$:8 1H，1# *]），):+&（$1，

"，1# %]），):&%（$1，"，+]），%:89（$1，"，1 # (]），+:$)（$1，"，1 # *），+:&&（$1，"，1 # $&），$:’)
（$1，WQX，1# %\），$:*$（$1，@，1# $9），$:%’（$1，"，1# $$），$:+(（WQXS，1# $+ ^ $(），&:8*（$1，_，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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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 #），’12"3（* & (），’)1"1（* & /），’)’"!（* & 2），

’3/")（* & ’4），.("1)（* & /4，)4），.2"#（* & !4），.1"2（* & )），.1"1（* & 10），.’"/（* & 24），!#"()（* &
’），!1"!（* & !4），/2"/（* & 1），)/"/（* & )0），)#"(（* & !），)1"#)（* & .），)1"(!（* & ’3），)’"#（* & ’!），

1("1（* & ’1），1#"( & 1#"2（* & ’1 5 ’/，* & 20 5 ’)0），11"(（* & ’/0），11".（* & ’.），’/"#（* & ’#），’2"1（*
& ’!0），’2"’（* & ’(）。+,- 数据与文献（$6789: 等，’##2）对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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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云南植物研究》

《云南植物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办。创刊于 ’#.# 年，是创刊较

早的植物学专业学术期刊。现已成为植物科学研究发表论文的主要学术性刊物之一，中国自然科学核心

期刊，我国生命科学的常用期刊，并获 1333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133’ 年进入“中国期刊方

阵”，1331 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向 T*X 推荐的科技期刊之一。

国内外二次文献收录《云南植物研究》摘要的有：中国科学引文索引（*T*X），中国生物学文摘

（*J\），中国药学文摘（*_\），中国农业文摘（B+U）和中国林业文摘（B[U），美国的 *\，J\，科学

引文索引的 *X 部分，英国的生物科学的当代进展（*\JT）及俄罗斯文摘杂志（W!）等。’##! 年 ’’ 月加

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1333 年加入中国期刊网及万方数据库网。

《云南植物研究》主要刊登植物学各学科具有创新性或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始论文和简报；植物学领域

的新发现及重大应用价值的新成果快报；结合本人工作，反映本学科重要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的

综述等。

《云南植物研究》为双月刊，双月 1/ 日出版，133) 年每期定价 ’/ 元，需要的单位或个人请到当地邮局

订阅，邮发代号：!2 & ’’。若错过订阅时间的，可将款直接汇至编辑部，我部将按期定时给您邮寄。联系

地址：云南昆明市北郊黑龙潭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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