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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粘细菌的活性次生代谢产物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活性。方法：利用稻瘟霉模型筛选活性菌株，对活性

菌株Ｍｙｘｏｃｏｃｃｕｓｘａｎｔｈｕｓ０９５Ｂ０６发酵液的甲醇提取物采用硅胶柱色谱、凝胶柱色谱、高效液相色谱等手段进行分离纯化化学

成分，通过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和ＥＳＩＭＳ对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利用纸片扩散法和四甲基偶氮唑盐比色法对单体化合物进

行生物活性评价。结果和结论：从粘细菌０９５Ｂ０６发酵液中分离鉴定了４个大环内酯类化合物、１个甾醇类化合物及１个生

物碱类化合物，它们分别为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Ａ１ａ（１）、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Ａ２ａ（２）、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Ｂ１ａ（３）、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Ｂ２ａ（４）、麦角甾７，２２双

烯３，５，６三醇（赛勒维甾醇）（５）和４喹啉羧酸（６）。化合物１～５为首次从粘细菌中分离得到，且化合物２和４对肿瘤细胞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其ＩＣ５０均为５μ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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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是产生天然活性化合物的天然宝库。为

了提高对微生物资源的利用，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以
往较少研究的微生物类群。近年来，粘细菌作为一
类可产生丰富次级代谢产物的微生物类群日趋受到

重视，成为一类筛选天然药物的新资源。稻瘟霉模
型［１］作为一种快速、灵敏的筛选抗真菌／肿瘤活性的
模型，已被广泛应用。

　　本研究利用这一模型对２０株粘细菌单菌液进
行活性筛选，其中粘细菌０９５Ｂ０６发酵液对稻瘟霉分

生孢子有很强的抑制和诱导变形作用，其最小诱导
变形浓度为１２５６倍。对该菌株进行大规模发酵
后，从其发酵液中先期得到１５个化合物。利用

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ＥＳＩＭＳ等方法鉴定了其中６个

化合物的结构，并对它们进行了抗真菌、细菌和细胞

毒活性评价。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仪器和材料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高效液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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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ｋｅ３００及 Ｂｒｕｋｅ６００核磁共振仪，ＭｉｃｒｏＭａｓｓ

ＱＴＯＦ质谱仪，ＨＰ５９８９Ａ质谱仪。稻瘟霉由日本

东京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提供。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凝胶为 Ｐｈａｍｍａｃｉａ公司；柱层析硅胶（２００～３００
目），薄层层析硅胶（４０μｍ），ＨＳＧＦ２５４高效薄层层析

板均为烟台市芝罘黄务硅胶开发试验厂生产。

１．２　实验菌株和发酵培养条件　实验菌株由采自

中国北京田地土壤中分离纯化。实验菌株０９５Ｂ０６
由山东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鉴定为粘细菌粘

球菌属（Ｍｙｘｏｃｏｃｃｕｓｘａｎｔｈｕｓ０９５Ｂ０６），其发酵培养

基为 ＶＹ／２ （ｇ／Ｌ）：鲜酵母５．０，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５，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１．０，ＶｉｔＢ１２０．５ｍｇ，ｐＨ７．２。培

养液中加１％体积的中性吸附树脂，３０℃，１５０ｒ／

ｍｉｎ，培养６ｄ。

１．３　指示菌和培养条件　指示菌为酿酒酵母（Ｓａｃ

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稻 瘟 霉 （Ｐｙ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ｏｒｙｚａｅ）、黄瓜黑星病菌（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ｃｕｃｕｍｅｒｉ

ｎｕｍ）、枯 草 杆 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ｕｂｔｉｌｉｓ），大 肠 杆 菌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指示真菌培养条件：葡萄糖土

豆（ＰＤＡ）培养基，３０℃，４０ｈ；酵母培养基，３７℃，１８

ｈ；细菌培养条件：牛肉膏蛋白胨（ＢＰＡ）培养基，

３７℃，１８ｈ。指示菌均由本实验室保存。

１．４　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　菌株０９５Ｂ０６的发酵液

过滤取树脂，以１０倍树脂体积的水、甲醇依次浸提。

浸提物４５℃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分别得到水粗提物

和甲醇粗提物。甲醇粗提物进行硅胶柱层析，

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１００１，５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１５１，

１０１，Ｖ／Ｖ）梯度洗脱，每２５０ｍｌ洗脱液为一收集

单位，ＴＬＣ检测洗脱进程，共分得１５个组分。利用

稻瘟霉模型对１５个组分进行活性筛选，选择活性较

好的Ｆ、Ｈ、Ｊ组分进行分离纯化。Ｆ组分（２ｇ）通过

ＯＤＳ硅胶柱层析，Ｈ２ＯＣＨ３ＯＨ（１１，１３，１４，

１９，Ｖ／Ｖ）梯度洗脱，合并 Ｈ２ＯＣＨ３ＯＨ（１９，

Ｖ／Ｖ）洗 脱 液，并 利 用 ＨＰＬＣ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Ｃ１８
（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８８％ＭｅＯＨ，１．０ｍｌ／ｍｉｎ，２１８

ｎｍ检测］纯化得到化合物１。Ｈ组分进行硅胶柱层

析，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５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Ｖ／Ｖ）梯

度洗脱，每１００ｍｌ洗脱液为一收集单位，ＴＬＣ检测

洗脱进程，将４～１０馏分合并再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凝胶柱层析，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２１，Ｖ／Ｖ）为流动

相，得到化合物２；１６～２０馏分合并后进行Ｓｅｐｈａ

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层析，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２１，Ｖ／

Ｖ）为流动相，最后经 ＨＰＬＣ［ＡｇｉｌｅｎｔＣ１８（４．６ｍｍ
×２５０ｍｍ），８５％ＭｅＯＨ，１．０ｍｌ／ｍｉｎ，２１８ｎｍ 检

测］纯化后得到化合物３。Ｊ组分通过硅胶柱层析

（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梯度洗脱），合并３２～４０馏分后通

过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层析［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
（２１，Ｖ／Ｖ）为流动相］得到化合物４；馏分４１～５０
合并后再次进行硅胶柱层析（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梯度洗

脱）得到化合物５；馏分５０～７０合并后经 ＨＰＬＣ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ａｎｔｉｓ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１８％

ＭｅＯＨ，１．０ｍｌ／ｍｉｎ，２１８ｎｍ］检测纯化得到化合物

６。

１．５　样品对真菌和细菌的抑制活性　滤纸片法检

测样品对各种指示菌的抑制活性。每张５ｍｍ直径

的新华滤纸片吸附２０μｇ的化合物，室温下挥发除

尽溶剂，以抑菌圈直径（ｍｍ）表示活性的大小。

１．６　样品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　用１０％ＤＭＳＯ
溶解样品，样品浓度为１ｍｇ／ｍｌ。在９６孔培养板

上，ＭＴＴ法［２］分析样品对宫颈癌 ＨｅＬａ细胞株系和

肝癌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细胞株系的抑制活性。各个样品

均测定８个梯度，ＩＣ５０值为细胞的生长一半被抑制

时所需要的样品含量，肿瘤细胞株系均由本实验室

保存。

２　结　果

２１　化合物１的鉴定　分子式为Ｃ４９Ｈ７４Ｏ１４，白色

粉末，易溶于氯仿。ＥＳＩ（ｍ／ｚ）：８８７（Ｍ＋Ｈ），９０９３
（Ｍ＋Ｎａ），９２５３（Ｍ＋Ｋ），确定相对分子质量为

８８６。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３３１（１Ｈ，ｑ，

Ｊ＝２４Ｈｚ，Ｈ２），５３９５（１Ｈ，ｍ，Ｈ３），１８１５（３Ｈ，

ｓ，Ｈ４ａ），３９７４（１Ｈ，ｍ，Ｈ５），３５０５（３Ｈ，ｓ，Ｈ５ａ），

４０３２（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６），４６６２（２Ｈ，ｍ，Ｈ
８ａ），５８８３（１Ｈ，ｍ，Ｈ９），５７２７（１Ｈ，ｍ，Ｈ１０），

５７４１（１Ｈ，ｍ，Ｈ１１），２５２３（１Ｈ，ｄ，Ｈ１２），１１６９
（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２ａ），３９３６（１Ｈ，ｂｒｓ，Ｈ１３）

１４９７（３Ｈ，ｓ，Ｈ１４ａ），５０１０（１Ｈ，ｍ，Ｈ１５），２２８８
（２Ｈ，ｍ，Ｈ１６），３８５８（１Ｈ，ｍ，Ｈ１７），０８７８（１Ｈ，

ｍ，Ｈ１８），１７８５（１Ｈ，ｍ，Ｈ１８），５３９０（１Ｈ，ｍ，Ｈ

１９），１４６１（１Ｈ，ｍ，Ｈ２０），２０１４（１Ｈ，ｍ，Ｈ２０），

５７６０（１Ｈ，ｍ，Ｈ２２），５５４７（１Ｈ，ｄｄ，Ｊ＝９６，２４
Ｈｚ，Ｈ２３），２２８８（１Ｈ，ｍ，Ｈ２４），０９２３或０９０４
（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２４ａ），３４９６（１Ｈ，ｍ，Ｈ２５），

０９０４或０９２３（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２６ａ），０９４１
（３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８），４７７４（１Ｈ，ｄ，Ｊ＝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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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Ｈ１′），１５７０（１Ｈ，ｍ，Ｈ２′），２２２１（１Ｈ，ｍ，Ｈ

２′），３６２０（１Ｈ，ｍ，Ｈ３′），３４３３（３Ｈ，ｍ，Ｈ３′ａ），

３２４０（１Ｈ，ｔ，Ｊ＝９０Ｈｚ，Ｈ４′），３８３５（１Ｈ，ｄｑ，Ｊ＝

９０，６０Ｈｚ，Ｈ５′），１２５６（１Ｈ，ｄ，Ｊ＝９０Ｈｚ，Ｈ

６′），５３９０（１Ｈ，ｄ，Ｊ＝３０Ｈｚ，Ｈ１″），１５２０（１Ｈ，ｍ，

Ｈ２″），２３２９（１Ｈ，ｍ，Ｈ２″），３４２１（１Ｈ，ｍ，Ｈ３″），

３１６３（１Ｈ，ｔ，Ｊ＝９０Ｈｚ，Ｈ４″），３７７２（１Ｈ，ｄｑ，Ｊ＝

９０，６０Ｈｚ，Ｈ５″），１２７５（１Ｈ，ｑ，Ｊ＝９０Ｈｚ，Ｈ

６″）；１３Ｃ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Ｃｌ，δ）：１７３９９（Ｃ１），

４５７７（Ｃ２），１１８４４（Ｃ３），１３６１８（Ｃ４），１９８７（Ｃ

４），７７０１（Ｃ５），５７７９（Ｃ５），７７６４（Ｃ６），８０６２（Ｃ

７），１３９９０（Ｃ８），６８１８（Ｃ８），１１９６９（Ｃ９），１２４９１
（Ｃ１０），１３７７１（Ｃ１１），３９８１（Ｃ１２），２０２４（Ｃ１２），

８２０６（Ｃ１３），１３５２１（Ｃ１４），１５１２（Ｃ１４），１１８４４
（Ｃ１５），３４５６（Ｃ１６），６８４３（Ｃ１７），３６６８（Ｃ１７），

６８２８（Ｃ１９），４０５５（Ｃ２０），９５８３（Ｃ２１），１３６１８
（Ｃ２２），１２７９１（Ｃ２３），３０６３（Ｃ２４），１６４０（Ｃ２４），

７５０１（Ｃ２５），３５２９（Ｃ２６），１２９６（Ｃ２６），２７５６（Ｃ

２７），１２０３（Ｃ２８），９５０１（Ｃ１′），３４２９（Ｃ２′），７９４２
（Ｃ３′），５４４９（Ｃ３′），８０６２（Ｃ４′），６７３２（Ｃ５′），

１７６８（Ｃ６′），９８５８（Ｃ１″），３４２９（Ｃ２″），７８２６（Ｃ

３″），５４３９（Ｃ３″），７６２２（Ｃ４″），６８４３（Ｃ５″），１８４１
（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３］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１
为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Ａ１ａ。

２２　化合物２的鉴定　分子式为Ｃ４９Ｈ７６Ｏ１５，白色

粉末，易溶于氯仿。ＥＳＩ（ｍ／ｚ）：９０５４（Ｍ＋Ｈ），

９２７４（Ｍ＋Ｎａ），９４３４（Ｍ＋Ｋ），确定相对分子质量

为９０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３３１（１Ｈ，

ｑ，Ｊ＝２４ Ｈｚ，Ｈ２），５３９２（１Ｈ，ｍ，Ｈ３），１８２１
（３Ｈ，ｓ，Ｈ４ａ），３９６９（１Ｈ，ｄ，Ｊ＝６０ Ｈｚ，Ｈ５），

３５０９（３Ｈ，ｓ，Ｈ５ａ），４０３７（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

６），４６６５（２Ｈ，ｍ，Ｈ８ａ），５８２７（１Ｈ，ｍ，Ｈ９），

５７２８（１Ｈ，ｍ，Ｈ１０），５７３９（１Ｈ，ｍ，Ｈ１１），２５２９
（１Ｈ，ｄ，Ｈ１２），１１７０（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２ａ），

３９５０（１Ｈ，ｂｒｓ，Ｈ１３），１４３８（３Ｈ，ｓ，Ｈ１４ａ），

４９８０（１Ｈ，ｍ，Ｈ１５），２３１７（２Ｈ，ｍ，Ｈ１６），３７６８
（１Ｈ，ｍ，Ｈ１７），０８５５（１Ｈ，ｍ，Ｈ１８），１７８０（１Ｈ，

ｍ，Ｈ１８），５３１０（１Ｈ，ｍ，Ｈ１９），１４３８（１Ｈ，ｔ，Ｊ＝

１２Ｈｚ，Ｈ２０），２００７（１Ｈ，ｄｄ，Ｊ＝１２６，３６Ｈｚ，Ｈ

２０），１６６２（１Ｈ，ｄｄ，Ｊ＝１３２，３０Ｈｚ，Ｈ２２），１９８０
（１Ｈ，ｄｄ，Ｊ＝１３２，３６Ｈｚ，Ｈ２２），３７７５（１Ｈ，ｍ，Ｈ

２３），１５８８（１Ｈ，ｍ，Ｈ２４），０９０８（３Ｈ，ｄ，Ｊ＝６６

Ｈｚ，Ｈ２４ａ），３５３３（１Ｈ，ｍ，Ｈ２５），１５４５（１Ｈ，ｍ，Ｈ

２６），０８７７（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２６ａ），１４８２（２Ｈ，

ｍ，Ｈ２７），０９６７（３Ｈ，ｔ，Ｊ＝７８Ｈｚ，Ｈ２８），４７６５
（１Ｈ，ｄ，Ｊ＝３６Ｈｚ，Ｈ１′），１５６４（１Ｈ，ｍ，Ｈ２′），

２２１８（１Ｈ，ｍ，Ｈ２′），３５７２（１Ｈ，ｍ，Ｈ３′），３４３１
（３Ｈ，ｓ，Ｈ３′ａ），３２４４（１Ｈ，ｔ，Ｊ＝９０Ｈｚ，Ｈ４′），

３８３２（１Ｈ，ｄｑ，Ｊ＝９０，６０Ｈｚ，Ｈ５′），１２５８（１Ｈ，

ｄ，Ｊ＝６０Ｈｚ，Ｈ６′），５３９２（１Ｈ，ｍ，Ｈ１″），１５２７
（１Ｈ，ｍ，Ｈ２″），２３４０（１Ｈ，ｍ，Ｈ２″），３４８０（１Ｈ，ｍ，

Ｈ３″），３４２３（３Ｈ，ｓ，Ｈ３″ａ），３１６５（１Ｈ，ｔ，Ｊ＝９０

Ｈｚ，Ｈ４″），３７６８（１Ｈ，ｄｑ，Ｊ＝９０，６０Ｈｚ，Ｈ５″），

１２７８（１Ｈ，ｑ，Ｊ＝６０ 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Ｃｌ，δ）：１７３７９（Ｃ１），４５６２（Ｃ２），１１８２３
（Ｃ３），１３６１３（Ｃ４），１９８９（Ｃ４），７６９１（Ｃ５），

５７７８（Ｃ５ａ），７７４３（Ｃ６），８０５５（Ｃ７），１３９９３（Ｃ

８），６８１９（Ｃ８ａ），１１９６０（Ｃ９），１２４８８２（Ｃ１０），

１３７６１（Ｃ１１），３９６８（Ｃ１２），２０２４（Ｃ１２ａ），８１７１
（Ｃ１３），１３５６７（Ｃ１４），１５１２（Ｃ１４ａ），１１７５１（Ｃ

１５），３４４７（Ｃ１６），６８１０（Ｃ１７），３６４０（Ｃ１８），

６７６４（Ｃ１９），４０７２（Ｃ２０），９９６３（Ｃ２１），４１１６Ｃ

２２），６８８６（Ｃ２３），３５７０（Ｃ２４），１３７５（Ｃ２４ａ），

７０７８（Ｃ２５），３５１１（Ｃ２６），１２４１（Ｃ２６ａ），２７２５
（Ｃ２７），１１７８（Ｃ２８），９４８２（Ｃ１′），３４１７（Ｃ２′），

７９３１（Ｃ３′），５６４５（Ｃ３′），８０３９（Ｃ４′），６７２４（Ｃ

５′），１８３７（Ｃ６′），９８４９（Ｃ１″），３４１７（Ｃ２″），７８１６
（Ｃ３″），５６３７（Ｃ３″ａ），７６０７（Ｃ４″），６８２９（Ｃ５″），

１７６５（Ｃ６″）。根据文献［３］比对，与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Ａ２ａ
数据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２为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Ａ２ａ。

２３　化合物３的鉴定　分子式为Ｃ４８Ｈ７２Ｏ１４，白色

粉末，易溶于氯仿。ＥＳＩ（ｍ／ｚ）：８７３４（Ｍ＋Ｈ），

８９５４（Ｍ＋Ｎａ），９１１４（Ｍ＋Ｋ），确定相对分子质量

为８７２。与化合物１对照，化合物３的氢谱中 Ｈ５
明显向低场位移，碳谱中Ｃ５位向高场位移，且氢谱

和碳谱中都缺少一甲氧基信号，其他数据和化合物

１基本一致。１ＨＮＭＲ（３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２８３
（１Ｈ，ｑ，Ｊ＝２１ Ｈｚ，Ｈ２），５４０９（１Ｈ，ｍ，Ｈ３），

１８５９（３Ｈ，ｓ，Ｈ４ａ），４２８０（１Ｈ，ｍ，Ｈ５），３９５７
（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６），４６７３（２Ｈ，ｍ，Ｈ８ａ），

５８３２（１Ｈ，ｍ，Ｈ９），５７２４（１Ｈ，ｍ，Ｈ１０），５７２４
（１Ｈ，ｍ，Ｈ１１），２５２３（１Ｈ，ｄ，Ｈ１２），１１５２（３Ｈ，ｄ，

Ｊ＝６９Ｈｚ，Ｈ１２ａ），３９２４（１Ｈ，ｂｒｓ，Ｈ１３），１４７７
（３Ｈ，ｓ，Ｈ１４ａ），４９４３（１Ｈ，ｍ，Ｈ１５），２２８３（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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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１６），３８５９（１Ｈ，ｍ，Ｈ１７），０８４４（１Ｈ，ｍ，Ｈ

１８），１７８５（１Ｈ，ｍ，Ｈ１８），５３８８（１Ｈ，ｍ，Ｈ１９），

１４３６（１Ｈ，ｔ，Ｊ＝１２Ｈｚ，Ｈ２０），２０１０（１Ｈ，ｄｄ，Ｊ＝

１２６，３６Ｈｚ，Ｈ２０），５５３９（１Ｈ，ｄｄ，Ｊ＝９９，２７

Ｈｚ，Ｈ２２），５７７３（１Ｈ，ｍ，Ｈ２３），２２８３（１Ｈ，ｍ，Ｈ

２４），０９００（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２４ａ），３４６８（１Ｈ，

ｍ，Ｈ２５），１６２０（１Ｈ，ｍ，Ｈ２６），０９１５（３Ｈ，ｄ，Ｊ＝

６９Ｈｚ，Ｈ２６ａ），１６１０（２Ｈ，ｍ，Ｈ２７），０９２２（３Ｈ，

ｔ，Ｊ＝７５Ｈｚ，Ｈ２８），４７５８（１Ｈ，ｄ，Ｊ＝３０，Ｈ１′），

１５７９（１Ｈ，ｍ，Ｈ２′），２２１２（１Ｈ，ｍ，Ｈ２′），３６２０
（１Ｈ，ｍ，Ｈ３′），３４２８（３Ｈ，ｓ，Ｈ３′ａ），３２３１（１Ｈ，ｔ，

Ｊ＝９０Ｈｚ，Ｈ４′），３８２２（１Ｈ，ｄｑ，Ｊ＝９３，６３Ｈｚ，

Ｈ５′），１２４２（１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６′），５３８８（１Ｈ，

ｄ，Ｊ＝３０Ｈｚ，Ｈ１″），１５１６（１Ｈ，ｍ，Ｈ２″），２３５２
（１Ｈ，ｍ，Ｈ２″），３４６８（１Ｈ，ｍ，Ｈ３″），３４１１（３Ｈ，ｓ，

Ｈ３″ａ），３１５３（１Ｈ，ｔ，Ｊ＝９０ Ｈｚ，Ｈ４″），３７５７
（１Ｈ，ｄｑ，Ｊ＝９３，６３Ｈｚ，Ｈ５″），１２６４（１Ｈ，ｑ，Ｊ＝

６６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Ｃｌ，δ）：

１７３７４（Ｃ１），４５７９（Ｃ２），１１８０６（Ｃ３），１３８０９（Ｃ

４），１９８９（Ｃ４ａ），６７７５（Ｃ５），７９２１（Ｃ６），８０５６
（Ｃ７），１３９７２（Ｃ８），６８４０（Ｃ８ａ），１２０４４（Ｃ９），

１２４７７（Ｃ１０），１３８０９（Ｃ１１），３９８４（Ｃ１２），２０１６
（Ｃ１２ａ），８１９７（Ｃ１３），１３５１６（Ｃ１４），１５０９（Ｃ

１４ａ），１１８４４（Ｃ１５），３４５３（Ｃ１６），６８４０（Ｃ１７），

３６７０（Ｃ１８），６８４７（Ｃ１９），４０５４（Ｃ２０），９５８０（Ｃ

２１），１２７８５（Ｃ２２），１３６１９（Ｃ２３），３０６１（Ｃ２４），

１６３８（Ｃ２４ａ），７５０１（Ｃ２５），３５２６（Ｃ２６），１２９４
（Ｃ２６ａ），２７５４（Ｃ２７），１２０１（Ｃ２８），９４９８（Ｃ１′），

３４２７（Ｃ２′），７９３９（Ｃ３′），５６４９（Ｃ３′），８０４３（Ｃ

４′），６７３１（Ｃ５′），１８３９（Ｃ６′），９８５５（Ｃ１″），３４２７
（Ｃ２″），７８２５（Ｃ３″），５６３７（Ｃ３″ａ），７６１８（Ｃ４″），

６８１７（Ｃ５″），１７６７（Ｃ６″）。经与文献［４］数据比较，

确定化合物３为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Ｂ１ａ。

２４　化合物４的鉴定　分子式为Ｃ４８Ｈ７４Ｏ１５，白色

粉末，易溶于氯仿。ＥＳＩ（ｍ／ｚ）：８９１４（Ｍ＋Ｈ），

９１３４（Ｍ＋Ｎａ），９２９４（Ｍ＋Ｋ），确定相对分子质量

为８９０。与化合物２对照，化合物４的氢谱中 Ｈ５
明显向低场位移，碳谱中Ｃ５位向高场位移，且氢谱

和碳谱中都缺少一甲氧基信号，其他数据和化合物

１基本一致。１ＨＮＭＲ（３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２９３
（１Ｈ，ｑ，Ｊ＝２４ Ｈｚ，Ｈ２），５４２６（１Ｈ，ｍ，Ｈ３），

１８７９（３Ｈ，ｓ，Ｈ４ａ），４２８８（１Ｈ，ｍ，Ｈ５），３９６０

（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６），４６８１（２Ｈ，ｍ，Ｈ８ａ），

５８５５（１Ｈ，ｍ，Ｈ９），５７５６（１Ｈ，ｍ，Ｈ１０），５７５６
（１Ｈ，ｍ，Ｈ１１），２５２９（１Ｈ，ｍ，Ｈ１２），１１７５（３Ｈ，ｄ，

Ｊ＝６９Ｈｚ，Ｈ１２ａ），３９５０（１Ｈ，ｂｒｓ，Ｈ１３），１５１２
（３Ｈ，ｓ，Ｈ１４ａ），４９８８（１Ｈ，ｍ，Ｈ１５），２３２１（２Ｈ，

ｍ，Ｈ１６），３７６３（１Ｈ，ｍ，Ｈ１７），０８５４（１Ｈ，ｍ，Ｈ

１８），１７８３（１Ｈ，ｍ，Ｈ１８），５３２２（１Ｈ，ｍ，Ｈ１９），

１４２３（１Ｈ，ｍ，Ｈ２０），２０１０（１Ｈ，ｍ，Ｈ２０），１６７０
（１Ｈ，ｄｄ，Ｊ＝１３８Ｈｚ，３０，Ｈ２２），１９８０（１Ｈ，ｄｄ，

Ｊ＝１３８，３０ Ｈｚ，Ｈ２２），３７８１（１Ｈ，ｍ，Ｈ２３），

１６１２（１Ｈ，ｍ，Ｈ２４），０９１２（３Ｈ，ｄ，Ｊ＝６９Ｈｚ，Ｈ

２４ａ），３５６６（１Ｈ，ｍ，Ｈ２５），１５５８（１Ｈ，ｍ，Ｈ２６），

０８８０（３Ｈ，ｄ，Ｊ＝６３Ｈｚ，Ｈ２６ａ），１４７９（１Ｈ，ｍ，Ｈ

２７），０９６９（３Ｈ，ｔ，Ｊ＝７５Ｈｚ，Ｈ２８），４７６７（１Ｈ，ｄ，

Ｊ＝３３ Ｈｚ，Ｈ１′），１５７９（１Ｈ，ｍ，Ｈ２′），１５６４
（１Ｈ，ｍ，Ｈ２′）２２２２（１Ｈ，ｍ，Ｈ２′），３６２９（１Ｈ，ｍ，

Ｈ３′），３４４２（３Ｈ，ｓ，Ｈ３′ａ），３２４４（１Ｈ，ｔ，Ｊ＝９３

Ｈｚ，Ｈ４′），３８３１（１Ｈ，ｄｑ，Ｊ＝９３，６３Ｈｚ，Ｈ５′），

１２４１（１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６′），５３９６（１Ｈ，ｄ，Ｊ＝

３０Ｈｚ，Ｈ１″），１５３０（１Ｈ，ｍ，Ｈ２″），２３４０（１Ｈ，ｍ，

Ｈ２″），３４８１（１Ｈ，ｍ，Ｈ３″），３４３１（３Ｈ，ｓ，Ｈ３″ａ），

３１６３（１Ｈ，ｔ，Ｊ＝９３Ｈｚ，Ｈ４″），３７６３（１Ｈ，ｄｑ，Ｊ＝

９３，６３Ｈｚ，Ｈ５″），１２８２（１Ｈ，ｑ，Ｊ＝６６Ｈｚ，Ｈ

６″）；１３ＣＮＭＲ（３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Ｃｌ，δ）：１７３５３４（Ｃ１），

４５７９６（Ｃ２），１１８０７６（Ｃ３），１３８０４１（Ｃ４），１９８８
（Ｃ４ａ），６７６９０（Ｃ５），７９３８７（Ｃ６），８０４４０（Ｃ７），

１３９８５２（Ｃ８），６８３５２（Ｃ８ａ），１２０４４８（Ｃ９），

１２４８８３（Ｃ１０），１３８０５０（Ｃ１１），３９８０３（Ｃ１２），

２０２２１（Ｃ１２ａ），８１７９５（Ｃ１３），１３５７７３（Ｃ１４），

１５１６６（Ｃ１４ａ），１１７７６１（Ｃ１５），３４２２１（Ｃ１６），

６８４１０（Ｃ１７），３６４５５（Ｃ１８），６７６９０（Ｃ１９），

４０８０８（Ｃ２０），９９４３５（Ｃ２１），４１１９９（Ｃ２２），

６９８８０（Ｃ２３），３５７５８（Ｃ２４），１３８０９（Ｃ２４ａ），

７０９１９（Ｃ２５），３５１５０（Ｃ２６），１１８９９（Ｃ２６ａ），

２７３３３（Ｃ２７），１１３９４（Ｃ２８），９４９０８（Ｃ１′），

３４３９９（Ｃ２′），７９３０７（Ｃ３′），５６３７５（Ｃ３′），８０５１２
（Ｃ４′），６７２９１（Ｃ５′），１８４１８（Ｃ６′），９８６１７（Ｃ

１″），３４２２１（Ｃ２″），７８３２０（Ｃ３″），５６４０８（Ｃ３″ａ），

７６１０９（Ｃ４″），６８２１０（Ｃ５″），１７４０７（Ｃ６″）。和文

献［３］对照，确定化合物４为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Ｂ２ａ。

２５　化合物５的鉴定　分子式为Ｃ２８Ｈ４６Ｏ３，白色

粉末，易溶于甲醇。ＥＩ／ＭＳｍ／ｚ（％）：４１２（１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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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１４５），３９７（７４１），３９５（１８１），３９４（９４０），３８３
（１２６６），３８０（７３２），３７９（２４５０），２６９（１７５４），２５１
（２０８９）。１ ＨＮＭＲ（３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０９１
（１Ｈ，ｍ，Ｈ１），２０５８（１Ｈ，ｍ，Ｈ１），１８３２（２Ｈ，ｍ，

Ｈ２），４０５０（１Ｈ，ｍ，Ｈ３），１６７６（２Ｈ，ｍ，Ｈ４），

３５６３（１Ｈ，ｍ，Ｈ６），５３１８（１Ｈ，ｍ，Ｈ７），１９８６
（１Ｈ，ｍ，Ｈ９），１５５１（２Ｈ，ｍ，Ｈ１１），１５８８（２Ｈ，ｍ，

Ｈ１２），１９３６（１Ｈ，ｍ，Ｈ１４），１５７０（１Ｈ，ｍ，Ｈ１５），

１４８１（１Ｈ，ｍ，Ｈ１５），１７５６（１Ｈ，ｍ，Ｈ１６），１３２１
（１Ｈ，ｍ，Ｈ１６），１３０８（１Ｈ，ｍ，Ｈ１７），０６１１（３Ｈ，ｓ，

Ｈ１８），１０６１（３Ｈ，ｓ，Ｈ１９），２０４１（１Ｈ，ｍ，Ｈ２０），

１０１４（３Ｈ，ｄ，Ｊ＝６９Ｈｚ，Ｈ２１），５１９５（１Ｈ，ｍ，Ｈ

２２），５２１１（１Ｈ，ｍ，Ｈ２３），１８６８（１Ｈ，ｍ，Ｈ２４），

１５１３（１Ｈ，ｍ，Ｈ２５），０８２５（１Ｈ，ｄ，Ｊ＝５１Ｈｚ，Ｈ

２６），０８４３（３Ｈ，ｄ，Ｊ＝５１Ｈｚ，Ｈ２７），，０９１９（３Ｈ，

ｄ，Ｊ＝６９Ｈｚ，Ｈ２８）；１３ＣＮＭＲ（３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Ｃｌ，

δ）：３１１８７（Ｃ１），３２５４２（Ｃ２），６７０３５（Ｃ３），

４０６７２（Ｃ４），７５７０７（Ｃ５），７３８８８（Ｃ６），１１９２６８
（Ｃ７），１４２１３６（Ｃ８），４２９２１（Ｃ９），３６７７３（Ｃ１０），

２１７３４（Ｃ１１），３９０６３（Ｃ１２），４３４２２（Ｃ１３），

５４４９８（Ｃ１４），２２６８２（Ｃ１５），２７７３２（Ｃ１６），

５５７５０（Ｃ１７），１１９７０（Ｃ１８），１８０４１（Ｃ１９），

４０２２０（Ｃ２０），２０８１５（Ｃ２１），１３５２８０（Ｃ２２），

１３１８３７（Ｃ２３），４２６０２（Ｃ２４），３２８４７（Ｃ２５），

１９３２５（Ｃ２６），１９６４０（Ｃ２７），１７２９０（Ｃ２８）。以上

数据与文献［５］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５为赛勒维甾

醇（ｃｅｒｅｖｉｓｔｅｒｏｌ）。

２６　化合物６的鉴定　分子式为Ｃ１０Ｈ７Ｏ２Ｎ，白色

粉末，易溶于甲醇。ＥＩ／ＭＳｍ／ｚ（％）：１７２（４９７），

１５６（２３１），１２８（５５８），８５（６０３１），７１（８２９７），５７
（１００）。１ＨＮＭＲ（３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８７８８（１Ｈ，

ｄ，Ｊ＝３９Ｈｚ，Ｈ２），７４５９（１Ｈ，ｄ，Ｊ＝３９Ｈｚ，Ｈ

３），８００６（１Ｈ，ｄｔ，Ｊ＝８４，１８ Ｈｚ，Ｈ５），７６９２
（１Ｈ，ｔｄ，Ｊ＝８７，８４，１８Ｈｚ，Ｈ６），７５５２（１Ｈ，ｔｄ，

Ｊ＝８７，８４，１８Ｈｚ，Ｈ７），８２０６（１Ｈ，ｄｔ，Ｊ＝８４，

１８ Ｈｚ，Ｈ８）；１３ＣＮＭＲ（３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Ｃｌ，δ）：

１４９２７１（Ｃ２），１１８６２１（Ｃ３），１４１６７０（Ｃ４），

１２８７５０（Ｃ５），１３０１７１（Ｃ６），１２７６９８（Ｃ７），

１２５２１１（Ｃ８），１４７６７０（Ｃ９），１２４２５５（Ｃ１０），

１６９９９７（４ＣＯＯＨ）。经与文献［６］数据对比，确定化

合物６为４喹啉羧酸（４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１～６的结构见图１。

图１　化合物１～６的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１６

２７　活性筛选结果　粘细菌的次生代谢产物化合物

１～６对酿酒酵母、黄瓜黑星病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

均无抑制活性，化合物１～５对稻瘟霉有轻微的抑制

活性，这５种化合物都能抑制肿瘤细胞ＳＭＭＣ７７２１、

Ｈｅｌａ的生长，且化合物２和４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的生长（图２），其ＩＣ５０均为５μ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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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化合物２和４对ＳＭＭＣ７７２１
肝癌细胞株的生长抑制作用

Ｆｉｇ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ａｎｄ４

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ＭＭＣ７７２１ｃｅｌｌｌｉｎｅ

３　讨　论

　　本实验首次对从粘球菌 Ｍｙｘｏｃｏｃｃｕｓｘａｎｔｈｕｓ

０９５Ｂ０６的次生代谢产物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ｓ为菌株 Ｍｙｘｏｃｏｃｃｕｓｘａｎｔｈｕｓ０９５Ｂ０６
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且 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ｓ及赛勒维甾

醇均首次从粘细菌中发现，化合物６（４喹啉羧酸）曾

在粘细菌 Ａｒｃｈａｎｇｉｕｍｇｅｐｈｙｒａ 的代谢产物中报

道［６］。生物学活性结果表明化合物１～５具有细胞

毒活性，化合物１～４为一系列衍生物，化合物１、２

结构中Ｃ５位有甲氧基取代，化合物３、４结构中Ｃ５
位有羟基取代，化合物１、３结构中在２２和２３位有

一双键，化合物２、４结构中２２和２３位无双键，且Ｃ

２３位有羟基取代。结合活性推测２２和２３位无双

键且Ｃ２３位有羟基取代可使活性增强，而Ｃ５位羟

基被甲基化对活性无明显影响，由于本文筛选得到

的该类化合物数量较少，该类化合物的构效关系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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