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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作为 21 世纪新的健康法 , 益生菌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开发

中 , 本文主要综述了近年对乳酸杆菌代田株的研究成果 ,
同时对今后在益生菌领域中科研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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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益生元及合生素作为 21 世纪身体健康

的关键词 , 在国际上普遍受到科学家、企业家及消费

者的高度关注。早在 18 世纪初 , Leewenhoek 用自制

的显微镜对人粪便进行观察 , 发现人体肠道中有大

量细菌存在。又经过 150 年的岁月 , 直至 Pasteur 及

Koch 分别创建灭菌法后, 才使肠内细菌学研究产生

了新的进展。继 1886 年 Escherich 从乳儿的粪便中

分离出大肠菌后, 1899 年 Pasteur 研究所的 Tissier 从

母 乳 营 养 儿 的 粪 便 中 分 离 出 嫌 氧 性 乳 酸 菌

Bifidobacterium; 1900 年 澳 大 利 亚 的 儿 科 医 生 Moro

从 人 工 营 养 儿 的 粪 便 中 分 离 出 乳 酸 菌 的 一 种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1930 年日本京都大学医学

系微生物研究所代田稔博士对从人体肠内分离出来

的乳酸杆菌代田株( Lactobacillus casei strain Shirota)

的耐酸性等成功地进行强化培养 , 这些均为今天的

肠内菌丛的发展及益生菌在食品产业上的广泛应用

奠定了基础。笔者针对以乳酸杆菌代田株为代表的

益生菌领域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 并同时对今后该领

域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1 Lactobacillus casei s tra in Shirota 的 有

益 性

1.1 乳酸杆菌代田株在学术界被命名为Lactobacillus

casei YIT9029, 它来源于健康人体的肠道 , 经过强化

培养 , 增加了其他大部分乳酸菌所不具备的耐胆汁

酸、胃液的性能 , 能 以 存 活 形 式 到 达 小 肠 [1], 见 图 1,

图2。

1.2 乳酸杆菌代田株进入小肠后继续增殖, 代谢产

生乳酸会使肠内保持弱酸性 , 形成一个适应双歧杆

菌等有益菌的环境 , 减少大肠菌等有害菌及有害物

质, 如图 3, 图 4[2,3]。

1.3 乳酸杆菌代田株代谢产生乳酸及醋酸 , 从而提

高肠内蠕动 , 调节大便的水分 , 其结果能明显改善便

秘或腹泻, 见图 5[4,5]。

乳酸杆菌代田株的生理作用
及 21 世纪益生菌研究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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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工胃液耐性实验(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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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乳 酸 杆 菌 代 田 株 在 肠 道 内 代 谢 产 生 乳 酸 及 醋

酸, 能起到预防肠管出血性大肠菌 O157 等病原菌在

肠内增殖及流感病毒感染的作用, 见图 6, 图 7[6～8]。

1.5 乳酸杆菌代田株通过吸附致癌物质将其排除体

外, 从而起到降低患癌的危险性[9]。实验证明, 每天给

浅恶性膀胱癌切除手术后的患者饮用 300 亿个活性

乳酸杆菌 , 与不饮用组相比 , 癌的再发率有明显减

少, 见图 8, 图 9[10]。

1.6 免疫学上把人体内自动防御病原菌与病毒等入

侵的机制称为免疫 , 而活跃在免疫最前线的是属于

淋巴系细胞的一种称为 NK 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的细胞, NK 细胞的活性度是测量机体免疫力高低的

指标。实验证明, 连续 3 周给健康人群每日饮用 400

亿个活性乳酸杆菌 , NK 活性有明显上升 , 并且乳酸

杆菌饮用前 NK 活动越低的人群越显著, 见图 10[11]。

另外, 乳酸杆菌代田株对体液性过敏中 IgE 的产生有

较强的抑制作用[12], 见图 11。

1.7 利用白鼠进行的动物实验证明 , 乳酸杆菌代田

株对白鼠血液中总胆固醇含量有降低作用, 见图 12[13]。

另外 , 让短肠症患者摄取乳酸杆菌及益生元的实验

也表明 , 两者并用对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有显著效

果, 见图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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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乳酸菌研究发展趋势

伴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饮食方面也

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 , 以保健食品为代表的高附

加价值食品的研究与开发将越来越受到重视。食品

营养学及预防医学的科学家们也逐渐把注意力转向

对近几年有增加趋势的大肠癌、高血压、高血脂、糖

尿、脑血栓、食物过敏等成人病 ( 生活习惯病) 有预防

作用的益生菌方面的研究中来。以下, 笔者对今后的

益生菌研究方向列举一些看法以供参考。

2.1 基础性研究

对益生菌的分子育种及 DNA 的快速简易测定

法的研究; 对肠菌丛生态学自动解析装置的研究 ; 对

不同人群( 包括人种、年龄、性别等) 间肠内菌丛的差

异性研究; 对不同菌种营养要求性与最适培养基的

研究 ; 对生活习惯病有预防效果的乳酸菌种的探索

研究。

2.2 应用性研究

对益生菌在延寿效果方面的研究 ; 对发酵乳中

功能性肽及多糖生成物的功效研究 ; 益生菌饮料对

手术后肠管蠕动的促进作用 ; 对益生菌与美容之间

的关联性研究 ; 对来源于益生菌的免疫强化物质、自

我免疫疾患发症预防、血糖调节、降低胆固醇、血压

调节物质的功能性食品的应用研究 ; 对菌体中功效

成分的研究; 益生菌对短肠综合症协助治疗的可行

性研究; 对益生菌体内酶活性的应用研究。

2.3 其他研究

益生菌在污水处理中的利用; 益生菌在青储饲

料中的利用; 乳酸菌的除臭效果; 乳酸菌在食品储藏

中的有效利用 ; 乳酸菌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聚合乳

酸在食品包装产业中的利用。

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 , 其安全性已被证实的

乳酸菌对人体健康所起的有益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随着科学家们对益生菌生理效果及其原理的不断明

晰 , 相信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开发会有更大的突破

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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