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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届届届届乳酸菌乳酸菌乳酸菌乳酸菌与与与与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国国国国际际际际研研研研讨讨讨讨会会会会隆重召隆重召隆重召隆重召开开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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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乳酸菌产业以其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健康时尚的综合优势，一直保持

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年6月10-12日，继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乳酸菌与健康国际研讨会

后，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养乐多、丹尼斯克、蒙牛等国内外领军企业共同支持的

“第四届乳酸菌与健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年会”在美丽的海滨

之城青岛隆重召开。 
 

 
 

 

 
  “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乳业遭受重创。而在整个乳业市场的恢复性增长中，乳酸菌

产业因其明确的功能定位依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为乳业中恢复最快的品类。而乳酸菌产品

受到消费者喜爱的重要原因是——关注肠道健康。 
 
  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生活饮食习惯的紊乱，肠道对健康的重要性已引起消费者的普遍

关注，“乳酸菌与肠道健康”也成为本届大会的研讨主题。会议邀请荷兰、日本、中国等国

内外知名科学家、企业家及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会同产、学、研各界近120名代表，对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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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菌产业发展趋势、肠道健康研究进展、新产品、新资源的开发与应用、《食品安全法》与

标准体系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一一一、、、、产业产业产业产业前景依然美好前景依然美好前景依然美好前景依然美好 
 
  乳酸菌作为一个多元化朝阳产业，早已涵盖食品、医疗、养殖、环保、新材等多个领

域。而在食品工业的应用中，投入使用的益生菌种类就已超过20种，益生菌产品总数超过

380种。国内外知名品牌如蒙牛、伊利、三元、光明、养乐多、达能、雀巢、丹尼斯科、科

汉森等更是纷纷投入重兵，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并获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于1997年成立的国

内最早炒作乳酸菌概念的太子奶集团，在成立11年后，却悄然退出重组。中国乳酸菌产业的

发展，在2009年面临新一轮的整合与发展。 
 
  日本的益生菌产品开发较早且早已形成产业规模。欧洲作为全球最大的益生菌市场，

2007年益生菌产业收入达57亿美元。美国益生菌产业市场已跃居第二且增长迅速，预计到

2010年该市场收入将超过46亿美元。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理事长、浙江大学生工食品学院副院长何国庆教授指

出，中国益生菌产业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产值高速增长，人均酸奶购买量由2000年的

1.12Kg，上升至2007年的3.97Kg，7年间增长了254.5%，持续5年增长率高于10％。高速增长

的市场为益生菌产业发展带来契机，预计到2010年全球益生菌产业产值将超过200亿美元，

益生菌产品的开发应用前景无限光明。 
 
二二二二、、、、肠肠肠肠道菌群道菌群道菌群道菌群与与与与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备备备备受受受受关关关关注注注注 
 
  据WHO预测，从2006至2015的10年，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将给中国国民收入带来

5580亿美元的损失。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

院长赵立平教授结合大量新的科学证据，认为过度进食高脂肪、高蛋白、高糖的食品，植物

多糖等养分严重不足，会增加肠道里条件致病菌的数量，减少保护肠屏障功能的细菌，最后

使肠屏障功能下降，导致血液中病菌的抗原增加，刺激人体免疫细胞产生炎性反应。长期、

低度、全身的发炎，最终会破坏胰岛素受体、损伤血管壁，导致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发

作。 
 
  人是一种“超级生物体”：人体内生活着大量的共生细菌，其中大部分在人的肠道里，

称为肠道菌群，其细胞数量是人自身细胞的10倍，编码的基因数量是人的基因组的100倍，

具有十分重要的营养、代谢和免疫功能，被称为人的“第二基因组”。在消化管炎症疾患的

发病机理中，如肠炎性疾病和大肠关联性癌，共生性肠内细菌粘液性免疫系统的异常回应起

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对其内在联系却知之甚少。养乐多中央研究所松本敏主任研究员

通过实验证明，干酪乳酸杆菌对于消化管炎症疾患的治疗有特殊疗效。 
 
三三三三、、、、益生菌功能明益生菌功能明益生菌功能明益生菌功能明确确确确，，，，新新新新产产产产品品品品、、、、新新新新资资资资源源源源研研研研究更加深入究更加深入究更加深入究更加深入 
 
  益生菌有益于肠道健康和人的健康，已成为活跃的功能性食品配料之一。但是由于益生

菌受到储存条件和加工工艺的限制，传统应用都以发酵乳制品为主，功效上也多见肠道和免

疫调节的研究。产业各界在益生菌的功效研究、食品的应用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为了让益

生菌能够成为随时随地“移动”着的健康伴侣，丹尼斯克突破性地把益生菌加入到吸管中，

让长货架期常温保存的食品也有了选择益生菌作为健康概念的可能。荷兰国家应用科学院

（TNO）开发的动态计算机控制体外肠胃道模型，以其独特的性能取代体内实验方法，检测

益生菌和益生元通过肠胃道时生物功效变化，应用于新型功能性乳制品的开发。 
 
  中国传统发酵食品的制作及食用已有几前年的历史，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乳酸菌资源。中

国辽阔的地域、不同地区多变的自然环境以及加工工艺的千差万别，造就了中国乳酸菌资源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目前为止，许多自然发酵食品的制作仍然沿用几千年的传统工艺，对其

中的乳酸菌资源的生物多样性了解非常少，更谈不上开发利用。与会专家呼吁业界重视中国

传统发酵食品中蕴藏的生物多样性各异的乳酸菌资源，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这样不仅有利

于我国传统发酵食品的工业化生产，同时在食品、饲料、农业、医学、工业等领域也会有着

广泛的用途。 
 
四四四四、、、、法法法法规规规规与与与与标标标标准是大准是大准是大准是大会会会会关关关关注的注的注的注的热热热热点点点点 
 
  乳酸菌独特的益生作用越来越引起人类的重视，而构成益生菌类产品功效的三大要素是

菌种、活菌数及保藏条件。因此对乳酸菌产品的法规、标准的制订与检验成为各方关注的热

点。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乳酸菌在功能食品

领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评价乳酸菌产品质量的核心指标自然是乳酸菌的含量以及乳酸

菌的鉴定。与会代表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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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公公公公众众众众科普科普科普科普启动启动启动启动消消消消费费费费者者者者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孟素荷高级工程师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她指

出：“乳酸菌产品是中国乳品行业中率先走出“三聚氰胺”阴影的品类，目前的市场恢复仍

在加速中，今夏主要企业已经呈现出10%以上的增长。它表明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喜爱。健

康的产品需要良性的发展，更需要科技界和企业界的互补合作。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

菌分会的成立及其五年间有效率的工作，就显示了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对这一行业的关注

和支持。”她同时指出，“企业的品牌宣传应与公众科普同步，才会有更具容量、更健康的

乳酸菌市场。因为消费者的信任，是乳酸菌行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依仗”会议的安排

似乎印证了她的思考。10日下午，以“一石激起千层浪，七嘴八舌‘益’生菌”为主题的

“养乐多消费者课堂”，吸引了近百位消费者参加。专家幽默生动的语言、大学生志愿者热

情的服务、专业到位的答疑让广大消费者真正体会“科学、理性消费”的益处及乳酸菌对自

身健康的影响。公众科普由这家“世界乳酸菌发明企业”紧贴会议启动。 
 
  与此同时，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对乳酸菌行业的支持与服务力度加大。11日下午，中

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理事会召开。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乳酸菌

分会秘书长邵薇高级工程师总结了分会2008年的主要工作。与会者对分会2009年工作计划及

今后工作的实施重点进行了探讨。确定将于7月初，由邵薇率阵容强大的中国乳酸菌代表团

赴新加坡参加“第五届亚洲乳酸菌研讨会”。同时经过理事会选举程序，增补了张和平、生

庆海、王荫榆、刘志峰等十多位业界精英为分会新增理事，以构建中国乳酸菌行业的人才优

势。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对乳酸菌行业的支持在向多层次传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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