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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作为促进人体健康的微生物制剂，具

有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调节免疫功能和促进营

养物质的代谢吸收等重要作用，因此，适当的饮

用益生菌产品对肠道菌群紊乱、功能性消化不

良、肠胃炎、腹泻、便秘、肠绞痛、肠易激综合

征、炎症性肠病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胃肠道

疾病具有良好的应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联合专家委员会在 2001 年首次明确了

益生菌的科学定义，即益生菌是指当摄取足够数

量时，对宿主健康有益的活的微生物。如今    
20 多年过去了，科学界对益生菌的功效和作用机

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进一步证实了

益生菌对人体健康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就动物益

生菌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的应用做了较为广泛的

研究，拓宽了益生菌的应用范围，为益生菌相关

微生物菌剂和产品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促进

了全球益生菌产业市场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随着微生物组学学科领域的快速发

展，进一步揭示了肠道共生菌群在糖尿病、心血

管疾病和心理疾病，以及肿瘤的形成与治疗方面

的重要作用和机制，部分证实了人体肠道共生菌

的促健康作用，为新型益生菌的研发指明了方

向，也为益生菌的科研与产业方向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发展机遇；同时，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和生

物信息学及人工智能在微生物组分析方法的快

速发展，也促进了益生菌菌株的筛选与功能评价

技术的升级。 
在此背景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微生物组学

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与益生

元分会与《微生物学报》合作组织了本次益生菌

专题，目的是促进国内益生菌相关研究人员的学

术交流，展现本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进

展。专题共收录了 10 篇益生菌相关的研究报告

和综述文章，分别从益生菌在胃肠道微生态平衡

与健康的机制、皮肤健康微生态的结构与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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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方面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在

益生菌菌株筛选、益生元和后生元制剂的应用和

作用机制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益生菌促进人体肠道微生态平衡与健康的

机制一直以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的朱宝利团队，对益生菌促进胃肠道

健康的机制及应用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详

细介绍了益生菌在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参与营

养物质分解和合成、产生活性物质方面的重要作

用，以及影响肠道菌群组成，进一步诱发疾病的

机制。文章还阐明了不同的益生菌菌株作用机制

差异，以及单一菌株和多菌株机制的作用。 
代谢性疾病与人体肠道微生态失调有直接

关系，如肥胖症、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等；我国居

民代谢性疾病的患病率已经高达 20%左右，严重

影响国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往更多的研究

集中在常见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机理，而对肠道微

生态干预改善疾病状态鲜有报导。来自北京联合

大学的张波团队报道了葛仙米多糖对高脂饲料

喂养小鼠血脂和肠道微生物的影响。葛仙米多糖

作为一种重要的肠道短链脂肪酸刺激物，可对机

体的代谢产生影响，实验过程中，葛仙米多糖降

低了高脂高胆固醇饲料喂养小鼠的血脂，减少了

肝脏组织的脂肪沉积，改善了肠道微生物的多样

性和丰富度。该研究为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症

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MS)是一种

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与脱髓鞘和轴

突损伤相关，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多发性硬化症与

人体肠道微生物组菌群结构的变化和失衡相关。

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的樊卫平团队，探索了复合益

生菌制剂对双环己酮草酰二腙诱导的小鼠脑内

神经脱髓鞘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后的小鼠大脑

胼胝体内的神经脱髓鞘明显减少，回肠绒毛排列

整齐致密，结肠腺体增多，炎症细胞浸润减少，

脑组织 LPS 水平显著降低，TLR4、NF-κB 及

P-IκB/IκB 蛋白表达量下降。这项研究不但证明了

多发性硬化症与肠道微生态相关，同时也验证了

益生菌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结构缓解中枢神经

系统的疾病状态。 
过敏性疾病与人体免疫状态相关，而免疫状

态与人体微生态的平衡直接相关。以往的研究证

实了婴儿出生时的生产方式、出生后的母乳喂养

和婴幼儿的抗生素滥用是造成过敏性疾病的主

因，因此，我国目前的过敏性疾病在儿童中的发

病率在逐年增高，研究如何干预人体肠道微生态

从而缓解过敏性疾病症状越来越受重视。来自四

川大学的何方团队通过模式动物小鼠实验评估

了嗜酸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对特应性皮炎和过

敏性哮喘小鼠的干预作用，发现益生菌的使用可

显著降低特应性皮炎小鼠耳肿胀和皮肤损伤，并

显著降低 IL-4 分泌，小鼠哮喘症状得以明显缓

解，说明益生菌的使用可通过菌株特异性地调节

免疫机能，改善组织损伤，缓解特应性皮炎和哮

喘症状。 
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钟瑾团队

就益生菌、益生元和后生元对食物过敏的影响和

作用机制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系统的介绍了微

生物-宿主的相互作用与食物过敏的关系，阐明了

健康的微生物菌群在促进宿主在生命早期建立

成熟的免疫系统，减少食物过敏易感性方面的作

用，以及益生菌、益生元和后生元在改善肠道菌

群、调节机体免疫和改善机体对食物过敏方面的

重要性。 
南京农业大学的姚文团队采用益生菌和益

生元组成的合生元制剂进行溃疡性结肠炎小鼠

的干预实验，结果发现合生元制剂组小鼠单位体

重的肝脏重量显著增加，肠道微生物基因组的碳

水化合物代谢通路显著上调，表明合生元菌剂可

缓解 DSS 所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相关临床

症状。 
在益生菌与皮肤健康研究方面，来自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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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吴清平团队探究了益生菌对皮肤光老

化的修复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发现日光中

的紫外辐射可直接损伤 DNA，产生的活性氧可降

解细胞外基质并诱发炎症，从而加速皮肤老化；

而益生菌菌剂的使用可保护皮肤微生态平衡，通

过抗氧化、减少细胞外基质降解和抑制炎症因子

的表达，延缓皮肤光老化。 
在益生菌菌剂生产技术与临床应用效果研

究方面，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陈峰团队，探

讨了固体微囊和液体微囊水凝胶形式的益生菌

在改善口腔微生态方面的差异性，阐明了水凝胶

独特的三维交联网状结构能吸收大量水和体液

而不溶解，能更好地帮助益生菌适应加工、储存

环境及人体内微环境，特别是适应口腔微环境；

这种特殊的益生菌水凝胶的应用将加速口腔益

生菌在临床研究和药物研发上的进程。在益生菌

制剂保存和运输过程中的后酸化的研究方面，来

自四川大学的齐世华团队通过筛选弱后酸化的

瑞士乳杆菌，获得了 1 株可以改善发酵乳后酸化

问题的菌株，其特点是发酵过程中产酸变慢，对

直投式发酵剂的开发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益生菌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具有非常广

泛的应用前景，而微生物组学及生物信息学快

速发展为新型益生菌的研发指明了方向，相信

未来的益生菌不但在人类健康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也会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特别是家畜

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专题的出版将为益生菌功

能研究和产业化研发提供新的视野，将助力推

动我国的益生菌在食品、营养、药品、化妆品

以及农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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