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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托季节 ,加强对家庭式托幼机构的综合治理 ,及

时发现无证经营户。特别要提高临时帮工人员健康

证的办证率 ,并应坚决取缔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经

营单位 ,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积极推行和实施《食

品量化分级管理办法》,扶植和促进家庭式托幼机构

的达标上等级。[5 ,6 ]

加强对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培训和宣

传教育工作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相关的法律法

规。应重点抓好对经营负责人、卫生负责人的全面

卫生知识培训。在日常监督中可通过提问的方式测

试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的掌握情况 ,使其真正提高

卫生意识 ,掌握卫生知识。

加强卫生监测工作 ,定期对家庭式托幼机构进

行餐饮具的卫生质量检测及食品卫生质量监测 ,以

现场监督与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发现隐患 ,减少

食物中毒的发生。

积极帮助家庭式托幼机构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

度 ,加强食品卫生后勤保障 ,完善各种卫生设施。

加强卫生监督员与家庭式托幼机构的定期和不

定期的联系 ,及时掌握食品卫生动向 ,快速通报辖区

内的食品卫生监督执法情况 ,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

还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宣传教育渠道进行广

泛宣传教育 ,提高儿童家长及入托儿童的食品卫生

安全意识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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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与益生元对人体肠道正常菌群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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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益生菌与益生元对人体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选择符合试验要求的成年志愿者 ,分

别食用益生菌和益生元 ,其中益生菌组 150 人 ,益生元组 200 人 ,男女各半。结果表明 : 益生菌与益

生元均可增加人体肠道内的双歧杆菌和乳杆菌 ;均可使肠道内肠杆菌数量下降。但益生菌组双歧

杆菌和乳杆菌增加的数量及肠杆菌和拟杆菌降低的数量均高于益生元组 ,说明在该试验条件下 ,

益生菌组的效果要好于益生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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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n observation on the modulation effect of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on the structure of human

intestinal flora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Bifidobacterium and Lactobacillus in the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 and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Enterobacillus in the intestine , while the effect of probiotics was more prominent than that of the pre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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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调节肠道菌群类的保健食品从原料组

成上大体可分以益生菌为主要原料的活菌类食品和

以益生元为主要原料的非活菌类食品。益生菌是指

能够促进肠内菌群生态平衡 ,对宿主起有益作用的

活的微生物制剂[1 ] 。益生元 (prebiotics) 为一种非消

化性的食品添加剂 ,通过选择性促进一种或几种有

益菌的生长 ,对宿主产生有益的影响 ,从而增进宿主

健康[1 ] 。因此 ,益生菌和益生元的作用机理是不一

样的 ,本文通过给志愿者服用益生菌和益生元 ,比较

益生菌和益生元对健康人体正常菌群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1 　受试样品 　由广东、山东、上海和珠海提供 ,益

生菌制剂活菌数量为 108～1010 CFUΠg。志愿者人群

按相应产品的推荐剂量连续服用 14 d ,除此以外不

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

112 　受试者纳入标准 　1 个月内未患过胃肠疾病

者 ;1 个月内未服用抗生素者。

113 　受试者排除标准 　年龄在 65 岁以上者 ; 妊娠

或哺乳期妇女 ; 过敏体质及对本保健食品过敏者 ;

合并有心血管、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

病及内分泌疾病者 ; 精神病患者 ; 停服受试样品或

中途加服其它药物 ,无法判断功效或资料不全者 ;

短期内服用与受试功能有关的物品 ,影响对结果的

判断者。

114 　观察指标

安全性指标

一般状况 　受试者在试验期间的精神、睡眠及

大小便情况。

委托北京医院对受试者进行血常规、尿常规、便

常规、血液学指标、生化指标及心电图、B 超 (肝、胆、

脾、肾)和胸透检查。

功效性指标 　双歧杆菌、乳杆菌、肠球菌、肠杆

菌、拟杆菌和产气荚膜梭菌。

115 　志愿者人群 　随机分成益生菌组和益生元组 ,

益生菌组 150 人 ,益生元组 200 人 ,男女各半。益生

元的成分为低聚糖 ,益生菌为双歧杆菌和乳杆菌。

志愿者人群试食受试物前 ,无菌采取受试者粪

便 ,检验肠杆菌、肠球菌、拟杆菌、产气荚膜梭菌、双

歧杆菌、乳杆菌等指标。于给受试物最后一次 24 h

后 ,无菌采取受试者粪便 ,再次检验上述指标。

肠道菌群检验方法 　收集受试者新鲜粪便于便

盒中 ,立即送检。定量称取标本 ,10 倍稀释并匀浆后 ,

分别接种至各选择性培养基。检测过程的具体操作

见《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 2003 版[2 ] 。各

指标菌的检测用培养基和培养条件见表 1。
表 1 　各指标菌的检测用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双歧杆菌 BBL 培养基 (OXOID) 37 ℃、48 h 厌氧培养
乳杆菌 MRS培养基 (OXOID) 37 ℃、48 h 培养
肠杆菌 EMB 培养基 (OXOID) 37 ℃、24 h 培养

肠球菌
叠氮钠 - 结晶紫 - 七叶
苷培养基 (自配)

37 ℃、48 h 培养

拟杆菌 改良 GAM培养基 (Merk) 37 ℃、48 h 厌氧培养
产气荚膜梭菌 TSC培养基 (Merk) 37 ℃、24 h 厌氧培养

116 　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 　用 SPSS 1115 软件对各

实验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

211 　试食试验前后各肠道菌变化情况 　见表 2。

从表 2 可见 ,志愿者人群连续服用 14 d 后 ,益

生菌组与益生元组较未服用前均可增加人体肠道内

的双歧杆菌和乳杆菌 ,差异有极显著性 ( P < 0101) ;

均可使肠道内肠杆菌数量下降 ,差异均有极显著性

( P < 0101) ;益生菌组拟杆菌数量减少 ,差异均有极

显著性 ( P < 0101) ,益生元组的肠球菌、拟杆菌和产

气荚膜梭菌的数量在试验前后差异无显著性。

312 　益生菌组与益生元组组间肠道菌指标变化比

较 　见表 2。

从表 2 可见 ,虽然益生菌组与益生元组均可增

加人体肠道内的双歧杆菌、乳杆菌 ,降低肠杆菌数

量 ,但益生菌组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增加的数量及肠

杆菌和拟杆菌降低的数量均高于益生元组 ,说明在

志愿者人群连续服用 14 d 后 ,益生菌组的试验效果

要好于益生元组。

表 2 　人体试食前后的各肠道菌变化情况比较 (log CFUΠg ,�x ±s)

指标
益生菌组 ( n = 150) 益生元组 ( n = 200)

试食前 试食后 试食前 试食后
双歧杆菌 7163 ±0179 8152 ±0183a 7125 ±0187 7190 ±0190a

乳杆菌 7116 ±0186 8120 ±0185a 7100 ±0192 7156 ±0186a

肠杆菌 7144 ±0181 6122 ±1105a 7137 ±0181 7107 ±0182a

肠球菌 6171 ±1107 6160 ±1103 6164 ±0191 6151 ±1109
拟杆菌 9113 ±0152 8185 ±0182a 9104 ±0154 9104 ±0168
产气荚膜梭菌 3165 ±0176 3156 ±0167 3176 ±0172 3161 ±0190

注 :a :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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