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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制剂及其在功能食品中的

应 用

摘 要 微生态保健食品已成为人们防病治病的重要生物武器，

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概述了微生态制剂在食品中的应

用，包括它的保健功能及其理论基础、安全性、有效性以

及在功能食品中的应用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以期人们能公正客观地对待微生态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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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生态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范

围从医用、兽用、农用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医用微生

态制剂除广泛应用于临床上对多种疾病的防治，还

成为人们有病辅治、未病防病、无病保健的重要生物

武器，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上庞大的微生态保健制品

产业。但是，目前商业化应用已领先于基础理论研

究，造成了一些宣传消费的误区。尽管如此，微生态

制 剂 能 改 善 人 体 健 康 水 平 的 事 实 已 为 广 大 公 众 接

受。本文就对微生态制剂及其在功能食品中的应用

现状作一概述，以期人们能客观地对待微生态保健

食品。

! 微生态制剂的定义和类型"!#$%

微生态制剂（>#"3*$"*+*,#"1）是在微生态学理论

的指导下，调整微生态失调、保持微生态平衡、提高

宿主（人、动植物）健康水平或增进健康状态的生理

性活菌制品及其代谢产物以及促进这些生理菌群繁

殖的物质制品。目前，国际上已将其分成三个类型，

即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素。

益生菌（?3*@#*2#"1）又称益生素，是指投入后通过

改善宿主肠道菌群生态平衡而发挥有益作用，达到

提高宿主健康水平的活菌制剂及其代谢产物。益生

菌活菌制剂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人或动物正常生理菌

群的成员，经过选种和人工繁殖制成。选择标准一般

有 7 条（A6B6(&%%*"C）：&6在肠粘膜上具有粘附和结

合能力；@6能产生抑制病原菌的物质，并能提高宿主

的免疫力；"6能促进宿主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或合成宿

主的必需营养物；’6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并经得

起活菌保藏；$6无毒、无害；.6生物学特性稳定。目前，

应用于人体的益生菌有双歧杆菌、乳杆菌、肠球菌、

大肠杆菌、枯草杆菌、蜡样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丁酸梭菌和酵母菌等。

益生元（?3$@#*2#"1）是指能够选择性地促进宿主

肠道内原有的一种或几种有益细菌（益生菌）生长繁

殖的物质，通过有益菌的繁殖增多，抑制有害细菌生

长，从而达到调整肠道菌群，促进机体健康的目的。

这种物质最早发现的是双歧因子（@#.#’01 .&"2*3），如

各种寡糖类物质或称低聚糖。常见的有乳果糖、蔗

糖、低聚糖、棉籽低聚糖、异麦芽低聚糖、玉米低聚糖

和大豆低聚糖等。除低聚糖外，其它尚有一些有机酸

及其盐类，如葡萄糖酸和葡萄糖酸钙以及我国的某

些中草药类，如人参、党参、黄芪或茶叶提取物亦能

起到益生元的作用。

合生素（1-%@#*2#"1）是指益生菌和益生元同时并

存的制剂。此类制品是以益生菌和益生元同时并用，

更有利于发挥抗病保健的作用。

$ 微生态制剂保健功能的理论基础"!#&%

$’! 生态平衡理论

宿主、正常微生物群和外环境构成一个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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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正常条件下，这个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当由于抗生素、放射治疗、手术和过敏性疾患等因素

引起正常菌群变化，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利用宿主

体内的正常微生物优势菌群成员的益生菌制成的微

生态制剂，可以调节失调的菌群，使宿主体内恢复正

常的微生态平衡。

!"! 生物屏障理论

正常菌群定植于粘膜或皮肤上皮细胞上形成生

物膜样结构，从而影响过路菌或外来致病菌的定植、

占位、生长和繁殖。肠内菌群的代谢产物如乙酸、乳

酸、丙酸、过氧化氢及细菌素等活性物质共同组成化

学屏障，可阻止或杀灭病原微生物在体内的定植。

!"# 生物夺氧理论

肠道有益菌大部分都是厌氧菌。利用无毒、无

害、非致病性微生物（如蜡样芽孢杆菌）暂时在肠道

内定植，使局部环境中氧分子浓度降低，氧化还原位

下降，造成适合正常肠道优势菌生长的微环境，促进

厌氧菌大量繁殖生长，最终达到微生态平衡。

!"$ 三流循环学说

微生态制剂可以作为非特异性免疫调节因子，

促进机体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促进 + 淋巴细胞产

生抗体的能力。这不仅可以抑制腐败菌和致病菌的

生长，还可 降 解 肠 道 的 有 毒 物 质 （如 氨 、酚 、内 毒 素

等），保证微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物质流、基因流的

正常运转。

# 微生态制剂的保健功能%$&’(

长期以来，科学界对微生态制剂的保健功能作

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防治各种肠道疾病

益生菌制剂对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慢性肠炎、腹

泻、乳糖不耐症、过敏性肠综合症等具有良好的预防

和治疗效果。特别是对医源性感染疾病（如抗生素相

关性腹泻、伪膜性肠炎）具有明显疗效。

#"! 增强免疫

益生菌可加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反应，激

活巨噬细胞，增加细胞因子水平，提高杀死细胞的活

力，增加免疫球蛋白特别是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 的

水平。活菌细胞、死细胞及它们的发酵产物都能提高

免疫活力，从而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抑制肿瘤。

#"# 防治癌症

微生态制剂能对抗结肠或其它部位的突变和基

因毒（-*, 损伤）产生效应。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于益

生菌及其产物能影响结肠表皮细胞的动力学性质，

减少癌细胞的增殖。同时，还能促进机体吞噬细胞的

活力，增强免疫功能，降解肠内亚硝胺等致癌物质，

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抗过敏反应

粘膜屏障破坏时，一些外界抗原进入粘膜层引

发过敏反应。微生态制剂能提高粘膜屏障功能，因此

被认为能改善过敏反应及其症状。目前，减少牛奶的

过敏反应并改善其症状的研究已被证实，而对其它

过敏反应的临床研究还未得到证实。

#"* 防治各种胃病

益生菌能阻止幽门螺杆菌的定植，抑制其活性，

从而减少幽门螺杆菌引发的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胃癌的发生。

#"+ 保持泌尿生殖系统的健康

泌尿生殖系统的细菌来源于结肠的菌群。乳酸

杆菌是唯一一种对泌尿生殖系统有益的菌群，使结

肠定植大量乳酸杆菌特别是产生过氧化氢的乳酸杆

菌，作为泌尿生殖系统有益菌的来源，防止念珠菌等

有害菌的感染。这一结论已被人体试验证实。

#", 降低胆固醇

研究表明，双歧杆菌群的微生态制剂，可使胆固

醇转化为人体不吸收的粪甾醇类物质。人体试验已

经证实，食用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的酸奶，可降低血

液胆固醇含量的 ./0’"/，可用于治疗和缓解胆固

醇血症。

#"’ 防治高血压

瑞士乳杆菌、啤酒酵母的发酵奶制品中分离出

两种三肽（%12345&345&，627345&345&），能降低高血压

的发生及其症状。此外，干酪乳杆菌的细胞壁和细胞

抽提物也有抗高血压的功能。

#"- 其他功能

双歧杆菌和乳杆菌活菌能抑制肠道腐败菌和产

生尿毒酶细菌生长，从而降低肝炎、肝硬化和肝昏迷

患者血液中的内毒素水平。益生菌制剂还用于向外

科手术病人提供营养。

$ 微生态制剂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由于益生菌是利用人畜正常微生物群进行体外

纯化、人工繁殖而制成的，益生元不为人体肠道消化

吸收，因此，可以认为即使微生态制剂的保健功能不

显著，但仍然是相当安全的。目前，我国药用益生菌

制剂已形成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质量控制要求，对益

生菌及其制剂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等有详细的

规定和检验方法，这对保健食品中微生态制剂的审

批及质量控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关于其有效性，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许多人认

为，成年人的肠道微生态系统是相当稳定的，只有在

特定的情况下（如抗生素、放射治疗、手术和过敏性

疾患），正常菌群才发生变化，且机体自身具有一定

的修复能力。益生菌具有定植性、排他性及繁殖性，

因而对肠道微生态失调恢复正常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外源性的益生菌即使数量很多，也不可能永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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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于肠道中，大约两个星期后就不被检出。外源菌

株经口服到肠道则要经过胃酸和胆汁屏障，其存活

取决于菌株种类及剂型和其他因素。目前，关于其存

活机理、细菌粘附和定植机制研究还在进行之中。

活菌的种类及其数量是微生态制剂的灵魂。双

歧杆菌和乳杆菌都是一些较难长期保藏的革兰氏阳

性、无芽孢、不运动的厌氧菌。虽然死菌对人体也有

一定作用，但活菌的生理意义更大。不同剂型，保质

效果差别极大。冻干粉优于凝胶类或水剂类；在冻干

粉中，微胶囊又优于一般胶囊、片剂或粉剂。

益生元不仅可以提高微生态制剂的质量，还有

可能使人们摆脱从外源“补菌”的旧观念，并由此更

主动、积极地扶助内源益菌，“扶正祛邪”，使处于劣

势的原籍菌增殖，进而优化肠道微生态平衡。

! 微生态制剂在功能食品中的应用现状"#$!$%$&’(

目前，国内注册的微生态制剂有 89 种，开发上

市的有 4: 种。微生态保健食品品种繁多，除酸奶、奶

酪外，市场上见到的商品有单独的益生菌培养物或

益生菌粉剂（如“昂立一号”、“盐水瓶生态口服液”、

“肠康宁胶囊”、“北斗双歧活菌粉”、“双歧豆奶”），单

独的双歧因子（如“天元甘露液”、“纵横牌异麦芽低

聚糖”、“华北牌异麦芽糖浆”），由益生菌和双歧因子

组成的 9;9 联剂，由益生菌培养物和中药配成的混

合制剂（如“百林双歧胶囊”）。

作为一合格的微生态制剂商品，应按临床试验

所确定的日服剂量和该菌在保质期内的存活率等数

据来确定其合理的含菌量。<)&#2*=（9::5）曾建议治

疗用的微生态制剂在有效期内应保证活菌含量不低

于 95: 个 > ,。目前，国际市场上已有活菌含量达 968?
9595 个 > , 的产品出现，内含 @ 种乳杆菌、A 种双歧杆

菌和 9 种双歧因子———寡果糖，以胶囊形式口服。而

国内市场上的胶囊和片剂类产品，其标签活菌数也

仅有 95B 个 > ,，口服液类仅为 958C95D 个 > ,，与国外差

距很大。所有的微生态保健品中，除酸奶外，不管是

胶囊、片剂、粉剂或口服液，一般都标明其保质期为

“一年”，这与实测结果差距很大。

益生菌用于食品工业，要考虑菌体载体对菌存

活率的影响，通常都用干酪和酸牛乳作其载体，能使

益生菌在 EF4 的胃液环境中能较好地存活。随着一

些保护剂和微胶囊的应用，其应用范围更大。益生元

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如乳制品（乳粉、豆乳粉、发

酵乳、乳酸菌饮料）、饮料、冷冻食品、面包点心等。

) 展望

我国保健食品在经历了一度的高潮之后，处于

停滞不前状态，主要原因是商业应用超前于基础研

究，给消费者带来损失，消费者们变得谨慎而又理

智。我国微生态保健事业应加强基础研究，积极利用

生物工程技术改造菌群遗传基因，选育优良菌种，并

且提倡使用有益菌的生长促进因子，本着“活菌”就

是生命，保证微生态制剂的质量，使我国微生态保健

事业更快、更稳健的发展，“面向 49 世纪的微生态

学，为人人享有健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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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益生菌是指在人体肠道内的双歧杆菌和

乳酸杆菌等多种有益于肠道卫生和健康的菌，它

们 在 肠 道 内

繁 殖 滋 生 还

有 驱 除 有 害

菌类如痢疾杆菌及其引起肠道疾病菌类的功效。

近年来，益生菌已经发展成为美国人主要消

费的饮食补助剂，它们以活菌和饮食补助剂的形

式或直接消费，或添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

健康食品酸奶制品中，更有酸奶油、卡泰琪奶酪、

酸奶发酵剂“凯菲亚”、液态酸奶饮料和各种婴幼

儿 食 品 中 都 有 添 加 了 益

生 菌 添 加 剂 的 产 品 出 现

于市场。最近某食品公司

生产的冰淇淋和奶酪产品也添加了益生菌。为了

保持身体健康，这些添加了益生菌补助剂的新产

品市场人气极好，甚受欢迎，销量巨大。

!盛国华"

美国市场盛行益生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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