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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竹黄为肉座菌科竹黄属真菌竹黄（./0-,0,
1,213405’(, 6788）的干燥子座，系中国南方地区的

民间药材，盛产于南方的产竹区。该药材性平略偏

温、甘淡，有活血化瘀之功，民间用于治疗风湿性及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 9#:";。为进一步研究其药理作

用，笔者对真菌竹黄的化学成分进行深入研究，除

获得文献已报道的竹红菌素甲、乙、脂肪酸及其酯

和甘露醇之外 9%:<;，尚发现含有未见文献报道的甾醇

类成分。本文系对真菌竹黄甾醇部分的初步研究结果。

8 药材、仪器及试剂

原药材购自成都荷花池药材市场，经彭州市药

检 所 检 验 为 肉 座 菌 科 竹 黄 属 真 菌 竹 黄（./0-,0,
1,213405’(, 6788）干燥子座。

=-35> ?@:A"$$ 型 超 导 核 磁 共 振 仪 为 瑞 士

=-35> 公司生产，内标为 B+.；&CD$D$E 型质谱仪为

英国 &C 公司生产；AE!%# 型旋光仪为美国 A7->08:
E(27- 公司生产；熔点仪为天津大学生产，温度计未

校正。柱层析和薄层层析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

生产。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9 提取和分离

真菌竹黄 ! >F 以乙酸乙酯回流提取，提取液减

压浓缩至小体积，以水萃取，水层抽干，以甲醇重结

晶，活性炭脱色即得到白色片状晶体（甘露醇）。乙

酸乙酯层以硅胶柱层析分离分别得到化合物!和

竹红菌素甲、乙、脂肪酸和脂肪酸酯。

: 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化 合 物!为 白 色 针 晶 ， 易 溶 于 氯 仿 、 丙 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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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5/,-S 反应阳性。ET:+. 2U V（W）：%!<（+X，D），

%#$（+:#<，#%），"KH（+:"!，K"）及 其 他 裂 解 信 息 与

甾醇类化合物相似，特殊的仅是 "KH（+:!YZ，K"）的

次强峰，提示可能有过氧键。#6:*+[#（@L@("）：H)%K
和 H)!"（各 #6\S\]^<)O6V\@H，D:6）示为一对环内双键，

其偶合简单，示两侧与季碳相连；O)!!（#6\SS\]^#O)!\
H)!6V\@!!:6）和 O)#$（#6\SS\]^#O)!\D)%6V，@!":6）示有

直链烯烃结构，且两侧各链有一个叔碳，"] 值提示为

反式烯；")KDN#6\2\@":6P较一般常见的 @":Z6 甾醇

的 ":6N#")H_P更向低场移动，表明 @:" 附近存在能

产生较强去屏蔽效应的基团。#"@*+[#N@L@("P：侧链

真菌竹黄中的过氧麦角甾醇的分离

刘雅峰，潘 勤

摘要：;目的<测定真菌竹黄中过氧麦角甾醇的含量。;方法<用乙酸乙醇回流提取，以水萃取，经理化性质和光

谱鉴别确认。;结果<其中一个为较少见的过氧甾醇，即 !""#"$过氧麦角甾$%&’’($二烯$)$$醇。;结论<真菌竹黄

中含有极小量的过氧麦角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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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麦角甾醇相同，./)%0121345和 6!)#0121365处
在较低场，化学位移较环上羟基的季碳大，推测这

两个碳之间连有过氧桥；77)%018213"5处在较高 场

（常见甾醇的 !13" 为 .#9."），表明 13" 位受到过氧

桥较强空间 "3效应影响。因此，推测该化合物为一

种较少见的 4263过氧甾醇。进一步与 4#26#3过氧麦

角甾372!!:3二烯3"$3醇的文献比较碳谱、氢谱、质

谱 、熔 点 和 旋 光 值 ;/<，结 果 一 致 。因 此 ，确 认 本 品 为

4#26#3过氧麦角甾372!!:3二烯3"$3醇。化学结构

式见图 #。

8 讨论

过氧麦角甾醇为一类较少见的甾醇，多见于一

些海洋低等生物当中，少见于一些菌藻类生物，偶

见于高等植物。该化合物结构特殊，可能具有抗癌

等多种活性。真菌竹黄为一种南方常用草药，以前

研 究 人 员 多 将 注 意 力 放 在 其 中 所 含 的 醌 类 化 合

物———竹红菌素甲、乙上，而发现的这种过氧甾醇

也可能充当着竹红菌素甲、乙体内作用递体的角色

从而起到协同作用，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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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清解灵配合胆管减压引流对急性重症胆管炎
大鼠脏器中磷脂酶 L! 和氧自由基含量的影响 M
赵承梅，沈 彬，华潜棠，刘 !，富光华

摘要：;目的<观察中药清解灵配合胆管减压引流对急性重症胆管炎大鼠脏器组织中磷脂酶 L!（?@L!）和氧自

由基（NOP）含量的影响。;方法<制造胆道急性感染模型和胆管减压内引流模型。实验大鼠随机分为正常、L1QR、

减压和中药 % 组。采用电子自旋共振仪检测组织中的 NOP 含量。采用酸滴定法检测组织中 ?@L! 活性。;结果<急
性 重 症 胆 管 炎 大 鼠 回 肠 黏 膜 、肝 、肺 组 织 中 的 NOP 含 量 ，与 正 常 组 比 较 显 著 升 高（! 值 分 别 为 ：S$)$4，S$)$#，

S$)$$#），?@L! 活性与正常组比较明显增强（! 值分别为：S$)$4，S$)$#，S$)$$#）。与 L1QR 组比较，中药组 NOP 含

量和 ?@L! 活性降低为著（! 值均S$)$4）。;结论<中药清解灵配合胆管减压引流治疗，可有效地降低脏器中的炎症

介质 NOP 含量和 ?@L! 活性，减轻由于过度炎症反应所造成的损伤，从而起到保护组织器官的作用。

关键词：急性重症胆管炎；氧自由基；磷脂酶 L!；清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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