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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点评

虫生真菌——新型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来源 
范黎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虫生真菌指寄生于昆虫、蜘蛛的幼虫或成虫的真菌, 它们进入虫体后较长时间保持虫体不腐烂。虫生真

菌这种独特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使得它们有可能产生多种独特的化合物, 事实上, 虫生真菌已经成为人们发

现新化合物和新型生物活性物质的最具潜力的类群之一[1−5]。 

本期介绍李康乐、胡丰林等的文章“拟细羽束梗孢发酵菌丝体中自由基清除活性成分分析” [6]。拟细羽束

梗孢(Isaria gracilioides)是拟细虫草(Cordyceps gracilioides)的无性型 [7], 其寄主为鞘翅目幼虫 [8]。作者用

DPPH 自由基法对拟细羽束梗孢 RCEF3279 的菌丝体不同溶剂提取物进行的自由基清除活性分析表明, 其甲

醇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活性, 当菌丝浓度为 10 g/L 时, 甲醇提取物的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2.4%±0.3%。经 DPPH

自显影-薄层色谱分析和高分辨液质联用和活性联合分析发现, 提取物中有 4 个成分具有活性, 它们可能的

分子式分别为 C15H16NO3 (1)﹑C32H40N2O18 (2)﹑C30H55N5O5 (3)和 C17H14N2O2 (4)。化合物 3 和 4 可能分别为

Viscumamide 和 Dehydrocyclopepti, 首次见于虫生真菌代谢产物中; 化合物 1 和 2 具有较好的自由基清除活

性, 可能是两种新的化合物。这一研究工作有助于对虫生真菌生物活性物质的认识和利用, 同时为虫生真菌

的化学生态学研究以及虫菌相互关系研究等积累了基础数据和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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