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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蜜环菌是天麻的共生菌。蜜环菌菌丝的化学成分很复杂 ,含有 40多种化合物。蜜环菌的菌丝及发酵液有与

天麻相类似的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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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mil laria mellea, a basidiomyco tina fungus, is a mutualism fungus of Gast rodia

elata. It 's chemical components are v ery complicated, and mo re than forty kinds were reported. The

hypha and fermentation of Armillaria mellea are similar to Gastrodia elata in pharmacolog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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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环菌 [Armil laria mellea ( Vahl ex Fr. ) Qué l. ]

为担子菌亚门真菌 , 属于白蘑科 ( Tricholomataceea) ,

其菌丝体或菌丝索能在暗处发荧光
[ 1]
,是兰科天麻属

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umé )的共生菌 , 它们二

者形成菌根 [2 ]。天麻的药用部分为块茎 , 具有广泛的

疗效 , 《神农本草经》 将其列为上品 , 并记载有 “久

服益气力长功效” ; 《本草纲目》
[3 ]
谓天麻治 “语多恍

惚 ,善惊失忘”。我国古代医药学家均认为天麻有广泛

的治疗效果 ,是镇痉熄风、治疗痫搦惊悸的重要药物。

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天麻具增智、健脑、延缓衰老的

作用 ,对老年性痴呆症有一定疗效
[4 ]

。但是 ,天麻为异

养型植物 , 没有蜜环菌的共生 , 就不能生长发育 , 这

说明天麻和蜜环菌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营养关系 [ 5]。

文献 [6, 7 ]研究证明 , 蜜环菌的菌丝和发酵液都具

有与天麻相类似的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因此 , 许多

学者对蜜环菌菌丝的化学成分和临床疗效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

1　蜜环菌的化学成分

　杨峻山等 [8 ]从蜜环菌菌丝体中分离出 40多个化合

物 , 其中有多元醇、 酚、 有机酸、 酯类化合物、 嘌呤

衍生物 ( 8个 )、 原伊鲁烷型倍半萜芳香酸酯等。并且

对石油醚提取的原伊鲁烷型倍半萜芳香酸酯类化合

物的结构进行了鉴定 ,分别命名为蜜环菌甲素、蜜环

菌乙素
[9 ]

、 蜜环菌丙素
[10 ]

、 蜜环菌丁素、 蜜环菌戊

素 [ 11]、 蜜环菌己素、 蜜环菌庚素 [8 ]、 蜜环菌辛素、 蜜

环菌壬素、蜜环菌癸素 [12 ]。沈业寿等 [ 13 ]从斜面培养的

菌索中分离出蜜环菌胞内多糖 ,分析证明其中含有糖

醛酸、 D-葡萄糖、 D-半乳糖、 D-甘露糖、 D-木糖 , 组

成单体为吡喃糖 , 不含蛋白质。谭周进等
[ 14]
从蜜环菌

的发酵液中分离出一种中性多糖和多种酸性多糖 ,并

且研究发现其中的一种中性多糖为葡聚糖 , 无蛋白

质 , 含 β-型糖苷键。陈晓梅等 [15 ]对蜜环菌的研究表

明 , 菌丝体和发酵液多糖为单一葡萄糖组成的葡聚

糖 ; 菌索和子实体多糖由葡萄糖、 木糖组成 , 这 2种

单糖在菌索多糖中的摩尔比为 1 14,在子实体多糖中

的摩尔比为 1 10。蜜环菌多糖的分子量为 10000～

70000。蜜环菌不同发育阶段多糖含量分别为菌丝体

含 9. 00% ; 发酵液含 0. 87 g /100 m l; 菌索含 1. 12% ;

子实体含 2. 27%。张嘉等 [ 16]从蜜环菌子实体中分离

到 3个新的化合物 ,其中 2个为甾醇类化合物 ,一个为

C-18植物鞘氨醇型神经酰胺。此外 , 还有从蜜环菌子

实体中分离出水溶性葡聚糖和多肽葡聚糖的报道。但

还没有与天麻主要药理活性成分—— 天麻素 [ 4, 17]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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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物质的报道。

2　蜜环菌菌丝及其发酵液的药理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理室新药组 1977

年报道 ,在小鼠腹腔中注射蜜环菌发酵液可以延长小

鼠的睡眠时间 ,并且与天麻水剂一样具有与阈下剂量

的巴比妥钠协同的作用 ; 小鼠尾静脉注射试验证明 ,

蜜环菌发酵液能保护戊四氮引起的惊厥、能降低尼古

丁引起的小鼠死亡数、能增加狗的脑血流量与冠状动

脉血流量 ;小鼠口服蜜环菌发酵液试验证明无毒害作

用 [6, 7 ]。蜜环菌片、蜜环菌冲剂、蜜环菌糖浆等在临床

上可以主治眩晕头痛、 失眠、 惊风、 肢麻及腰、 膝酸

痛等 [18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报道 , 应用蜜环菌片

可以治疗高脂血症 [19 ]。另外 , 杨峻山等试验证明 , 其

中的一些嘌呤衍生物 ,如 N6-( 5-羟基 -2-吡啶 ) -甲基

腺苷 ,还具有脑保护和降血脂等生理活性 ,原伊鲁烷

型倍半萜芳香酸酯类化合物可以显示不同程度的抗

菌活性。大量试验都证明 , 蜜环菌菌丝和发酵液都具

有镇静、抗惊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等功效 , 并无毒

副作用。文献 [20 ]证明 , 经常食用蜜环菌子实体 ,可

以预防视力失常、 眼炎、 夜盲、 皮肤干燥、 粘膜失去

分泌能力 , 并可抵抗某些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的疾

病。文献 [21 ]报道 , 蜜环菌多糖具有抗肿瘤的活性。

谭周进等 [14 ]从蜜环菌发酵液中分离到一种中性多

糖 , 红外光谱在 890 cm- 1处有特征吸收峰 , 表明含 β-

型糖苷键 , 说明该多糖可能具有抗肿瘤活性。另有文

献 [22]研究表明蜜环菌菌索多糖 AMP-1能使正常小

鼠的糖耐量增强 , AM P-1、 AMP-2均能抑制四氧罞啶

糖尿病小鼠血糖升高 , AM P-2能显著降低四氧罞啶

糖尿病小鼠的血糖 , AM P-1、 AMP-2 (灌胃剂量为 10

g kg
- 1 d

- 1 )对供试小鼠无毒性作用 , 内脏器官均正

常无损。从蜜环菌 Am99-1菌株人工发酵菌体分离得

到蜜环菌多糖 Am1,以低能 N+ 离子束为诱变源 ,黑

腹果蝇为受试动物 , 检测 Am1对离子束诱变果蝇的

恢复功能得到的实验结果表明 , 1. 0%和 1. 5%浓度的

蜜环菌多糖 Am1可以提高受试果蝇蛹的孵出率 , 降

低当代及 F2代果蝇突变率 , 同时染色体水平上的检

测也证实了此结论 ,这说明蜜环菌多糖对于低能离子

束诱变有一定程度的防护作用
[23 ]

。临床观察表明
[ 24]
,

西比灵胶囊与天麻蜜环菌片对治疗颈椎病有一定的

疗效。

　　总之 ,加强对蜜环菌深层发酵的研究与利用 ,有

望开发出一系列的保健产品 , 如饮料 [25 ]、 浓缩口服

液、 片剂、 胶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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