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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从发现至今已近一个世纪 袁期间各国科学家对
各类益生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袁并发表了大量的科学专著 袁
益生菌的功效已经得到了各国科学家和消费者的认同遥 人
体肠道内含有大量的专性和兼性厌氧菌袁共有超过 400种
细菌遥 而其中的 30~40种占总数的 99 %以上[1]袁这些微生物
共同构成了人体肠道的微生态环境遥正常的肠道菌群微生
态平衡应具有以下 4方面的特征院淤不同微生物的正常菌
群在空间所处的位置基本固定曰于不同部位的各类微生物
菌群和成员的数量基本固定袁是微生态平衡的关键之一曰盂
微生物和宿主的种属具有特异性袁源自不同宿主的微生物
可能会在其他宿主体内引起不良反应遥 人体的微生态平衡
受宿主的种类尧年龄尧应激反应尧感染尧疾病袁以及食物尧抗生
素尧辐射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袁会发生失衡遥
1 益生菌的安全使用

益生菌在制备过程中保持菌种的纯度和性质至关重

要袁如果污染了杂菌袁会造成益生菌菌种的死亡袁因此要求
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保持相当高的卫生条件袁并且在产品的
标识中注明所添加的菌种名称遥Tuomola等对食品中常用的
益生菌性质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袁认为菌株的粘附性应作
为主要的选择标准袁因为菌株在人体肠道中的粘附和定植
是其与肠道淋巴组织接触并激发免疫调节的前提条件[2]遥但
目前常用的益生菌菌株的粘附性差别较大袁而且同一菌株
对不同体外细胞模型的粘附性也有差异遥 加工过程和胃中
的分泌物对粘附也有影响遥目前对益生菌的研究主要针对
的是活菌袁而对失活菌株的作用则较少涉及遥Temmerman等
和 Hamilton-Miller等对美国和英国市场上的益生菌产品的
菌体存活率进行了调查袁结果在 30种美国产品和 13种英
国产品中袁只有 6种产品中的活菌数达到标准[3]遥 所以在今
后益生菌产品的开发中袁一定要保证所用菌株的功能性和
安全性遥
2 益生菌在临床方面的应用

人体肠道的微生物环境十分复杂遥 在肠道上皮细胞与
食物和正常肠道菌群之间的是肠道粘膜遥 唾液尧胃酸尧胃肠
蠕动尧粘液尧肠道菌群和上皮细胞等能够保护人体不受有害
物质的影响遥 上述因素能够与免疫系统共同消除肠道内的
抗原袁是人体天然屏障的第一道防线遥但许多对人体有害的

物质能够透过这一屏障袁此时袁免疫系统会释放出溶菌体来
消除这些抗原遥临床试验表明袁益生菌调节人体肠道菌群平
衡的功效已被世人所认可袁很多益生菌的菌株已被临床证
明有一定功效遥 益生菌的临床治疗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部
分院淤调节血脂遥 迄今袁学术界仍在争论益生菌是否能够降
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遥于癌症遥许多研究证明结肠中的菌群
与结肠癌的发病率相关袁可能是由于某些细菌会释放致癌
物质尧致癌物质前体或辅致癌物质遥另一方面在低结肠癌危
险的人体内袁乳酸菌的含量更高遥这些有益生菌的抗癌机理
可能是由于它们能够消除肠道中的某些有毒物质遥 盂炎性
肠疾病渊 IBD)遥 虽然 IBD的发病机理仍不太清楚袁但是大量
数据显示细菌抗原能够激发免疫反应袁引起肠炎遥榆预防和
治疗乳糖不耐症遥研究表明袁益生菌制剂能够缓解乳糖不耐
的症状遥对于那些肠道中乳糖酶含量较低的人群袁服用乳制
品后无法分解其中的乳糖袁进入结肠的乳糖会引发胀气尧不
适及腹泻等症状遥虞治疗轮状病毒引发的腹泻遥FAO和WHO
举办的野 益生菌专家会议渊 Expert consultation oProbiotics)冶认
为益生菌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功效在于预防和治疗轮状病毒

引发的儿童急性腹泻遥
3 益生菌的发展前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食用微生物制品在逐
渐增加袁因此研究益生菌对正常人群的益生作用具有重要
的意义遥 通常认为益生菌对健康人的功效在于降低某些疾
病的发病率遥如前面提到的袁益生菌能够降低结肠癌的发病
率遥 但 Hatakka等的的试验证实了长期服用含益生菌的非
发酵乳制品能够降低肠感染的几率袁尤其对于儿童袁效果更
为显著遥
3.1 开发针对不同消费人群的特定产品 在未来的益生

菌开发过程中袁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菌株的作用机制袁筛选出
具有特定功能袁能够满足不同年龄的各类患者需要的菌株遥
为达到这一目的袁需要研究双歧杆菌对不同年龄人肠道粘
膜的粘附性以及菌株在粘附后对疾病的影响遥
3.2 开发含非活菌的食品 目前对非活菌益生菌制品的

研究很少遥 与活菌制剂相比袁非活菌制剂具有以下的优势院
货架期更长尧安全性更高而且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不需冷
藏遥 Kaila等通过试验证实了非活菌益生菌制剂对轮状病毒
引起的腹泻的治疗作用[4]遥 此外袁Vesa等也证明了非活菌制
剂对乳糖不耐症的疗效[5]遥 另一方面袁对益生菌进行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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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近年来对益生菌功能的研究情况袁并对益生菌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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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在用热失活的产品作对照时袁应考虑非活菌对空
白样的影响遥
3.3 其他方面 益生菌主要被用来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和活动袁但实际上袁人体内驻留的正常菌群也可能成为益生
菌调节的目标遥 口腔中微生物的组成与肠道中的同样复
杂袁其中一 些细菌对宿主的健康不利袁例如能够引发龋齿
或牙周炎遥Petti等研究了酸奶对口腔菌群的影响袁发现酸奶
能够减少口腔中引发龋齿的突变链球菌的数量[6]遥而且早在
1994年袁Meurman等就在唾液样品中发现有乳酸菌的存在[7]袁
但至今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遥 人体泌尿系统中的微生物
大约有 50 种袁 其中占优势的是 H202 的乳杆菌遥 此外袁
Cangemi等还在人的鼻腔和咽喉内发现有乳杆菌的存在袁认
为应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遥
4 展望

越来越多的研究使对益生菌的健康功效得到更广泛的

认可袁特别是酸奶菌种对糖不耐症尧轮状病毒引发的腹泻以
及过敏症的治疗作用已经被充分的验证遥 通过体外试验和
动物试验袁可进一步规范益生菌菌株的选择标准和产品的

加工遥但对于益生菌的其他功能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袁特
别是其对健康人群的作用遥 因此袁在生产益生菌产品时因
考虑益生菌对不同人群的作用袁这些都是未来益生菌研究的
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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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袁带黄斑遥 表 3表明随着芒萁水提液浓度的增加袁叶绿素
含量降低遥

3 讨论

植物生化他感作为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袁广泛存在
于陆生生态系统及水生生态系统中遥 作为植物适应环境的
一种生态机制袁随着对植物生化他感作用研究的深入袁推动
了植物种间关系理论的发展袁并在农业生产尧森林抚育尧植
物保护和生物防治等方面日益显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芒萁水提液对受体植物的淀粉酶活性尧
可溶性糖含量和叶绿素含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种子
萌发过程是一需能过程袁在芒萁水提液的作用下袁受体植物

萌发中种子的淀粉酶活性降低袁导致可溶性糖含量明显降
低袁间接影响到种子的呼吸代谢和能量供给袁从而影响种子
萌发尧幼苗成苗及植物后期的生长发育遥植物生长发育过程
中主要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袁产生碳水化合物袁供植物生
长发育需要遥在芒萁水提液的处理作用下袁受体植物的叶绿
素含量表现出明显降低袁导致光合作用效率降低袁从而影响
植物生长发育遥
研究发现袁 生化他感物质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被释放到

外界环境的主要途径有根系分泌尧植物地上部淋溶尧挥发尧
植物残体被微生物分解等[7]遥 在自然状态下袁芒萁生化他感
物质通过一定途径释放到周围环境袁抑制周边其他植物种
子的萌发及生长发育袁从而形成单优势种的群落遥对于芒萁
生化他感物质的分离尧鉴定及其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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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芒萁水提液对受体植物萌发种子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

注院*表示 0.05水平上有差异袁**表示 0.01水平上有差异遥 下表同遥

浓度椅g渊 Fw冤 /ml 大豆 刺苋
0渊 CK冤 8.12依0.11 1.91依0.01
0.05 7.14**依0.15 1.56**依0.020.1 5.59**依0.13 1.32**依0.010.2 4.02**依0.01 1.03**依0.03
0.4 3.46**依0.09

表 3 芒萁水提液对受体植物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mg/g(Fw)
浓度椅g渊 Fw冤 /ml 大豆 刺苋
0渊 CK冤 1.413依0.081 1.359依0.087
0.05 1.174*依0.049 1.127**依0.0830.10 0.971**依0.052 0.893**依0.0630.20 0.872**依0.079 0.790**依0.057
0.40 0.842**依0.120 0.713**依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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