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研究报告 REPORTS

厚网藻脂类化合物的化学分析及抑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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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厚网藻 (Pachydictyon coriaceum Okamura) 中提取粗脂肪, 经硅胶柱用 3种溶剂洗脱, 得

到乙醇、苯及石油醚 3种洗脱组分, 它们分别占总洗脱组分的 94. 4% , 3. 0% 和 2. 6 %。色谱-

质谱( GC- MS)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石油醚洗脱组分主要为 C15~ C29系列烷烃化合物, 而苯洗

脱组分只含有一种化合物即 1- Naphthalenamine, N- Phenyl(一种含苯基的萘胺化合物)。抑菌

实验显示 3种洗脱组分分别对供试的真菌具有抑制作用, 其中石油醚洗脱组分能够抑制中华

根霉( Rhizopus chinensi )、产黄青霉( Penicillium chrysogenum)和稻瘟病菌( Piricularia oryzae) 3种真

菌, 而乙醇洗脱组分只能抑制中华根霉, 但其抑制活性最强。3种洗脱组分中只有乙醇洗脱组

分具有抗细菌 (枯草芽孢杆菌 ( Bacillus subtili )、金黄色葡萄球菌 ( Staphylococcus aureu)、滕黄八

叠球菌( Sarcina lutea)和甘薯薯瘟病原细菌( Fasarium oxyssporam)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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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作为藻类植物体的重要成分之一, 不仅担负

着重要的生理功能, 而且还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一些

微藻细胞中的油脂类化合物被认为是沉积地层中石

油形成的母质来源 [ 1 ], 许多海藻的脂类化合物具有抗

菌作用, 一些有效成分也逐渐被鉴定 [ 2 , 3]。由于海洋

环境与陆地环境的差异, 海藻中的有效成分具有明显

的特殊性和新颖性,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中国海

岸线漫长, 海藻资源丰富, 在海藻抗菌活性方面已开

展了一些筛选研究
[ 4 , 5]

, 但对与抗菌活性有关的化合

物的化学分析研究甚少。厚网藻 ( Pachydictyon cor-i

aceum Okamura)属于褐藻门的网地藻科( Dictyotaceae) ,

是福建沿岸常见的种类, 作者分离了该藻脂类化合物

的不同组分, 进行了色谱- 质谱 ( GC- MS) 分析和抗

细菌抗真菌活性测定, 以期为海藻抗菌物质的研究和

开发提供有用的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 1 海藻样品和菌种的来源

海藻于 2001年 5月采自福建平潭岛, 经鉴定为

厚网藻。藻体洗净阴干后, 经粉碎、过筛后备用。实验

用的 12种菌(其中 6种细菌, 6种真菌)分别取自福建

师范大学微生物实验室和福建农林大学植保系 (植物

病原菌)。

1. 2 脂类的提取和分离
称取 10 g干藻粉, 以乙醚 (分析纯) 为溶剂在索

氏提取器上回流抽提 72 h, 然后用旋转蒸发器减压蒸

去有机溶剂,获得脂类粗提物,恒温干燥,称质量。

脂类粗提物经硅胶 ( 60型) 柱层析分离, 先后以

石油醚、苯、无水乙醇为溶剂进行洗脱, 得到石油醚洗

脱组分(非极性脂)、苯洗脱组分(弱极性脂)和乙醇洗

脱组分 (强极性脂) , 挥去溶剂后, 恒温干燥, 称质量,

再分别加入以上 3种溶剂配置成浓度为 100 g/ L的提

取液,用于成分分析和抑菌实验。

1. 3 抑菌实验
采用纸片法: 按文献 [ 5] 的方法进行, 细菌琼脂

平板 18~ 24 h、真菌琼脂平板 48~ 72 h后分别观察结

果,测量抑菌圈宽度的大小。

1. 4 GC- MS仪器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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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洗脱组分因极性强, 难以气化, 故只对石油

醚和苯洗脱的组分进行 GC- MS分析, 仪器系安捷伦

6890/ 5973n色质联用仪, 色谱柱为HP- FFAP毛细管

柱, 程序升温 70~ 290 e , 炉温 40~ 220 e , 进样口温
度 250 e 。质谱仪电子轰击能量 70 eV, 分流进样, 分

比为 20B1,载气为氦气, 进样量 1. 0 LL。

2 实验结果

2. 1 厚网藻脂类化合物的含量
经索氏抽提后测得厚网藻粗脂肪的含量为 9%,

硅胶柱层析后的石油醚 (非极性) 洗脱组分、苯 (弱极

性)洗脱组分和乙醇(强极性)洗脱组分分别占总洗脱

组分的 2. 6 % , 3. 0 % 及 94. 4% , 表明厚网藻的脂溶

性化合物中强极性脂占绝大多数, 而非极性脂和弱极

性脂的含量很低。

2. 2 厚网藻脂类化合物洗脱组分的化学成

分分析
2. 2. 1 石油醚(非极性)洗脱组分的 GC- MS分析

GC- MS 分析结果表明, 石油醚洗脱组分主要为

浓度相当的 C15~ C29系列烷烃化合物。

2. 2. 2 苯(弱极性)洗脱组分的 GC- MS分析

GC- MS 分析结果表明, 苯洗脱组分的色谱图只

有一个明显的主峰, 表明该组分可能只含有一种化合

物 , 经质谱棒图分析 , 该化合物的名称是 1- Naph-

thalenamine, N- Phenyl(一种含苯基的萘胺化合物)。

2. 3 厚网藻脂类化合物的抑菌作用
2. 3. 1 3种洗脱组分对细菌的抑制作用

实验结果见表 1, 在 3种洗脱组分中, 由石油醚

洗脱的非极性脂组分和苯洗脱的弱极性脂组分对供

试的细菌均无抑制作用, 只有乙醇洗脱的极性脂组分

具有抗细菌活性, 能够抑制 4种细菌即枯草芽孢杆菌

( Bacillus subtili)、金黄色葡萄球菌 ( Staphylococcus au-

reu)、滕黄八叠球菌 ( Sarcina lutea)和甘薯薯瘟病原细

菌 (Fasarium oxyssporam) , 其中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

制活性最强。乙醇洗脱组分对大肠杆菌 ( Escherichia

coli)和普通变形杆菌( Proteas valgari)没有抑制作用。

2. 3. 2 3种洗脱组分对真菌的抑制作用

与抗细菌作用不同, 3种洗脱组分分别对真菌

(至少 1种) 都具有抑制作用 (表 1) , 但总体上抑制活

性弱于对细菌的抑制活性。在抗真菌作用中, 石油醚

洗脱组分能够抑制的真菌最多 , 达 3种即中华根霉

( Rhizopus chinensi )、产黄青霉 ( Penicillium chryso-

genum) 和稻瘟病菌 ( Piricularia oryzae) , 苯洗脱组分能

够抑制黑曲霉 ( Aspergillusnige) 和产黄青霉 (Penicillium

chrysogenum) 2种, 而乙醇洗脱组分只能抑制中华根霉

1种,但其抗真菌活性最强。

3 讨论

研究表明藻类的脂类粗提物用不同极性有机溶

剂经硅胶柱洗脱后, 不同极性的脂类化合物的含量有

很大的差异。吴庆余 [ 6 , 7]等报道的 2种微藻的脂溶性

化合物中强极性脂组分占总洗脱组分的 90%以上,

在本实验中, 厚网藻的 3种洗脱组分中也是以乙醇洗

脱的强极性脂组分为主。藻类脂溶性化合物中烃类化

合物的组成和含量通常与种类有关, Clark
[ 8 ]
等对一些

海洋真核藻类的研究表明, 它们的烃类化合物中 n-

C15和 n- C17的含量最高,其次是 n- C27和 n- C30,在作

者测定的厚网藻石油醚洗脱组分中主要为 n- C15~

n- C29烃类化合物, 但它们的含量相当。

从 20世纪 50年代发现海藻提取物具有抗菌活

性至今, 已经有许多世界不同地区海藻抗菌活性的筛

选研究 [ 9 , 10], 但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是以未经分离纯化

的有机溶剂粗提物来测定的。这些研究还表明海藻的

抗菌活性与采用的溶剂有关, Rao
[ 11]
等报道丙酮、氯

仿、醋酸乙酯及甲醇等不同溶剂的提取物表现出不同

的抗菌效果, 表明具有抗菌作用的有效成分存在于不

同的提取溶剂中。帅然新 [ 4 ]等采用索氏提取方法, 以

乙醚为溶剂提取的粗脂肪具有较好的抗菌活性。

海藻脂类化合物中含有不同极性的组分, 但对于

它们在抗菌作用上的差异目前还不清楚。作者研究表

明, 厚网藻的抗细菌有效成分主要存在于乙醇洗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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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ude grease extracted from a marine alga, Pachydictyon coriaceum Okamura, was eluted on silica gel

column using three solvents. Ethanol fraction, benzene fraction and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occuping at 94. 4% , 3. 0% ,

and 2. 6% proportion, respectively. Chemical analysis by GC- MS technique indicated that hydrocarbons of n- C15~ n-

C29 exist in the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while the benzene fraction contains compound, 1- Naphthalenamine, N- Phenyl.

The test against microorganisms by the method of agar disc diffusion showed that among the three elution fractions only the

ethanol fraction has antibacterial activity ( against Bacillus subtili, Staphylococcus aureu, Sarcina lutea and Fasarium

oxyssporam) , but each fraction inhibited at least one fungus tested. The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could inhibit three fungi

( Rhizopus chinensi , Penicillium chrysogenum and Piricularia oryzae) , but the strongest activity against Rhizopus chinensis

was by the ethanol fraction.

(本文编辑:张培新)

强极性脂组分中, 而抗真菌成分在 3种洗脱组分中都

有, 但强极性脂洗脱组分的抗菌活性最强。这些研究

结果将为海藻抗菌的有效成分的进一步提纯和应用

提供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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