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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益生菌能有效阻断肠道内致癌物质
本文从消化系统切入，探讨

了益生菌在各个阶段中所扮演
的角色。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及
其发酵制品，有助于维持肠道健
康。此外，适当的运动，多补充
水分，可增强肠道蠕动能力，减
少大肠中毒素进入血液循环的
机会；饮食规律化，避免暴饮暴
食，均衡饮食结构，多摄入富含
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
肪酸、均衡的矿物质及维生素的
食物，减少摄入高油、高糖和刺
激性等食物，减少抗生素药物的
使用，也有助于避免肠道菌群失
衡，影响身体的健康。

传统上，发酵乳因其感官、
风味、质地等感官特性，以及它
们可以被加工成许多其它类型
的食品而受到广泛欢迎。然
而，在最近几年里随着消费者
相信发酵乳拥有营养和健康作
用，发酵乳的消费市场迅速扩
大。尽管感官指标仍然是决定
发酵乳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消
费者对发酵乳的健康需求也是
决定其未来发展、新产品开发
和产品规模的主要指标。食用
发酵乳对消费者的健康能产生
许多有益的作用，这些健康促
进效果除了与乳中的大量高营
养物质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与
发酵乳所用微生物有关。可以
这样讲，这些有利的效果首先
是来源于使用了活的微生物，

经微生物的诱导变化而对肠道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是源
于发酵乳中的代谢产物。一般
讲，食用发酵乳能够产生下列
健康促进效果。

1.改善蛋白质的利用效率
乳酸菌需要多种氨基酸来

满足生长需求，但乳中缺乏足够
的氨基酸来支持它们的生长，因
此乳酸菌会分泌蛋白酶来降解
蛋白质，利用其降解产物。用人
工胃酸模拟试验表明，食用酸乳
后，其中酸乳的蛋白颗粒粒径显
著降低，与不发酵的乳蛋白相
比，非蛋白氮和氨基酸的含量呈
线性增加。这意味着发酵后的
乳蛋白的消化吸收利用率明显
增加。动物模拟试验表明，给小
鼠食用干酪乳杆菌发酵的乳，与
食用未经发酵的乳相比，小鼠胃
中的非蛋白氮和氨基酸的含量
显著增加。

2.缓解乳糖不耐受
当乳发酵后，乳中的乳糖

降解形成乳酸，结果乳中的乳
糖含量降低。事实上，如果给
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食用发酵
乳，与食用未发酵的乳相比，则
乳糖不耐受症状会明显得到缓
解。产生这种益处的主要原因
是，乳中的乳糖经发酵后显著
减少。例如，乳中的乳糖浓度
在4%—5%之间，但经发酵后浓
度已降低到3%。其次，乳酸菌

中的乳糖酶可以在肠胃系统中
分解乳糖，导致乳糖浓度下
降。动物模拟试验表明，给小
鼠食用含有活菌的发酵乳，与
食用未发酵乳或经过巴氏杀菌
后的发酵乳的小鼠相比，则其
血液中的游离半乳糖的含量很
高。（未完待续）

健肠助消化 找益生菌
就对了！

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
快，生活饮食作息不规律，长期
胃肠负担过重，造成消化道疾
病发病率上升。根据国家癌症
中心发布的全国癌症统计数
据，2015年中国十大癌症死亡
率排名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就
占了5位，看到这样惊人的数
据，是时候多了解一下自己的
健康状况了。

肠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人一生中，平均摄入食物

约 70吨，相当于体重的 1000
倍，食物经一连串消化代谢分
解，最终由肠道吸收营养物质，
送到身体各部位，剩余的毒素、
废弃物再由肠道排出；同时肠
道人体中重要的免疫器官，主
要清除外来的病原体，产生免
疫记忆，是身体免疫力获取的
主要来源。肠道功能健全，营
养素吸收好，身体生理功能正
常，自然而然就常保健康。

益生菌如何维持肠道
健康？

益生菌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
细菌，可以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
卫生组织（WHO）联合专家组在
2001年给出的定义，益生菌是“当
摄入足够量的情况下能对宿主产
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益生
菌的种类有很多，美国食品药物管
理局认为安全（Generallyrecog-
nizedassafe,GRAS）的益生菌有
40余种，在酸奶、饮料、牛奶、奶粉、
奶酪等食品中广为应用的主要为
乳酸杆菌、双歧杆菌、乳球菌及链
球菌。益生菌如何在肠道中的作
用，主要有以下4点：

1.益生菌可协助食物分解，
促进维生素及酶的产生

益生菌可以将食品中的大
分子营养物质初步消化成小分
子，提高游离氨基酸量，产生叶
酸、烟酸、硫胺素、核黄素、吡哆
醇等B族维生素（1）；部分用于
酸奶发酵的嗜热链球菌、保加利
亚乳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具有乳
糖酶/半乳糖苷酶活性，能够明
显降低乳糖的浓度，减少因乳糖
酶缺乏导致的肠道消化障碍、肠
胀气、肠痉挛或者腹泻等症状发
生，减轻乳糖不耐受的症状。

2.益生菌可调节肠道微生
态平衡

乳酸菌为肠道内正常存在
的菌群，可产生细菌素（Bacte-
riocin）、有机酸等抑菌物质，降
低肠道内的pH值，抑制鼠伤寒
沙门菌、艰难梭菌、空肠弯曲
菌、大肠埃希氏菌和志贺氏菌
等肠道病原菌的生长，维持肠
内微生态平衡（2）。

3.益生菌可通过肠道黏膜
屏障提升机体免疫力

益生菌进入肠道内，一方
面可以在肠道内定殖，维持肠
道微生物菌群的平衡；另一方
面是益生菌可通过肠道黏膜屏
障（Intestinalbarrierfailure），通
过M细胞直接与淋巴细胞接触
诱发肠道免疫，促进巨噬细胞
活性，通过增强B、T淋巴细胞
对抗原刺激的反应性，从而提
升机体的免疫力（3）。

4.益生菌能有效阻断肠道
内致癌物质，降低癌症发生风险

乳酸菌在肠道内可结合由
饮食产生的致癌物，包括亚硝
酸盐类化合物、次级胆酸、杂环
胺类及环境化学致癌物（1,2-
二甲肼、亚硝基胍、氧化偶氮甲
烷）等物质，对宿主产生保护作
用（4-6）；益生菌可维持肠道微
生态水平，提高肠道内乳酸菌
和双歧杆菌的数量，借以降低
致病菌β-葡萄糖苷酶活性及
引发结肠癌粪便酶的水平，有
效预防癌症的发生（7-8）。

乳制品知识科普：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了一项医学研究，美国科学家
报告称，婴儿出生后其肠道内的病毒定植，受到母乳喂养的
调控。该研究表明病毒定植是分阶段发生的，而如果采取混
合或纯母乳喂养或将能保护婴儿不受部分人类病毒的影响。

当微生物从不同环境落到人体，并能在一定部位定居和
不断生长、繁殖后代，这种现象即为定植。人类刚刚出生时，
其肠道内没有病毒，但是出生后不久便有病毒之类的微生物
定植，一直以来，科学家都对这一病毒定植的过程不甚明了。

为了调查婴儿生命之初的病毒定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研究人员福雷德里克?布什曼及其同事，分析了20名健康
婴儿的粪便样本。在婴儿出生后的4天内，无法检测到病毒
样颗粒。但是一个月后，在大部分的样本中都能检测到。为
了确定病毒的来源，研究者做了基因组测序，发现在婴儿出
生后不久，先锋细菌首先在婴儿肠道内定植；婴儿一个月大
时，噬菌体（感染细菌的病毒）是病毒组的主要来源。婴儿四
个月大时，在人体细胞中复制的可辨认病毒（如腺病毒和小
核糖核酸病毒）变得愈加明显。

研究团队再将得到的病毒数据与喂养史、出生方式和性
别等变量进行对比，发现母乳喂养与可在人体细胞内复制的
病毒的低聚集相关。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人员获取了另外125名婴儿的
粪便样本，取样时间为婴儿3个月至4个月大时，最后在30%
的喝配方奶的婴儿的粪便样本中检测到人体病毒。相比之
下，在纯母乳喂养或混合喂养的婴儿中，这个比例为9%。

（科技日报）

喂 养 方 式 影 响
婴儿体内病毒定植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与老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农产品作为食品的源
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对于
老百姓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近年来，虽然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现状总体趋好，然而
一些违规使用农药的现象时有
发生，影响了产业发展。通常，
存在于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等
化学性污染物含量很低，而农
产品样品基质相对复杂，部分
目标物采用常规方法从样品中
准确高效提取出来较困难。分
子印迹聚合物，俗称人工抗体，
可量身定制，对目标物具有特
异性识别能力，能够从复杂农
产品中把所需要的目标物精准
“抓取”出来，但以往的分子印
迹聚合物，多是基于单一目标
化合物的特异性提取而设计，
不适合样品中一类目标物的同

步提取。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

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的专利
成果“三嗪类除草剂及其代谢
物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其制备
方法及应用”，在发现双模板分
子结构及配比与聚合物非均一
性结合位点增加的相关性规律
基础上，发明了“类特异性”分
子印迹设计技术，突破了分子
印迹聚合物识别种类少的技术
瓶颈，大大扩展了一次可同时
“抓取”目标物的种类。该专利
实现了硫三嗪、氯三嗪和氧三
嗪3类17种三嗪类除草剂同时
分离富集，吸附通量显著提
升。在该专利成果及其相关技
术基础上，通过设计虚拟模板、
表面印迹、核壳结构等新型技
术，相继研发了17种三嗪类、
29种磺酰脲类、20种三唑类、
10种瘦肉精类、7种有机锡类、

4种氯氨吡啶羧酸类、阿托品、
草甘膦、氯霉素、灭蝇胺、三聚
氰胺、壬基酚等覆盖上百种药
物残留的高效前处理技术产
品，这些专利成果通过一次性
转让或实施许可等途径实现了
成果转化，目前该类专利产品
已由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规模化生产和市场
销售。该类成果被列为“舌尖
上的安全”六大成果之一，分别
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全国农业科技重大成果展
展出，部分成果先后获北京市
科学技术一等奖、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该专利成果开发的分子印
迹固相萃取柱不仅可用于色谱
质谱分析，而且可与拉曼光谱、
离子迁移谱等快检设备以及免
疫检测试剂盒、试纸条等产品配
套使用。

三嗪类农药等分子印迹
聚合物制备技术及其应用

餐桌“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