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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微生态：有望揭开慢性病神秘的“面纱”
▲ 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科   杨云生  周文丽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

科李景南教授介绍，便秘

是危害人们健康的重要因

素，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

改变，患病人群越来越多，

它成为诱发心肌梗死、卒

中、慢性结直肠癌的重要

因素。有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慢性便秘的检出率已

高达到 7%。

李教授指出，肠道菌

群在慢性便秘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从肠道微生态的

角度，当肠道内有足够多

的双歧杆菌时，双歧杆菌

能发酵低聚寡糖等益生元

产生醋酸和乳酸等生理酸

性物质，促进肠道蠕动，

促使粪便排出体外，进而

缓解便秘。长期便秘患者

均存在严重的肠道菌群紊

乱，大量有害菌产生的致

癌物质，不能及时排出体

外，被肠道吸收后进入体

内诱发癌症。长期直接接

触多种细菌产生的毒素可

导致肠黏膜发炎、恶变为

结直肠癌。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

改善慢性便秘的症状，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李教授

指出，肠道菌群处于微生

态平衡时，肠道中有益菌

群占优势种群数量，这些

益生菌具有抗感染作用、

产生营养作用、激活免疫

系统、抗肿瘤、抗衰老等

多种生理功效。

李教授介绍，益生元

是一类非消化物质，可被

肠道正常细菌所利用，选

择性地刺激结肠内有益细

菌生长，改善肠道功能。

有很多研究利用益生元对

便秘进行治疗，在成年男

性、女性、儿童、老年人

等人群中均取得了不俗的

效果。

近期，《Hepatology》

在线发表了厦门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消化内科、厦门

大学医学院微生态研究院

任建林、潘金水团队领衔

完成的粪菌移植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研究论文，研究

选为封面文章。

厦门大学医学院微生

态 研 究 院 任 建 林 教 授 介

绍， 粪 菌 移 植（FMT）

在 世 界 医 学 史 上 至 少 始

于公元 4 世纪。近年来，

得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快 速

发 展。2013 年，FMT 首

次被写入美国医学指南，

用 于 复 发 性 难 辨 梭 状 芽

孢 杆 菌 感 染 的 治 疗。 同

时 其 用 于 炎 症 性 肠 病 等

肠 内 外 疾 病 的 治 疗， 已

引起广泛关注。

任教授指出，随着对

肠 - 肝轴认识的深入，人

们已发现肠道微生态在慢

性肝病的发生发展中都扮

演了一定角色。从这个角

度出发，该研究设计了一

项病例对照、开放标签的

前导性研究，探索了 FMT

在 长 期 核 苷 ( 酸 ) 类 似 物

（NA）治疗后乙型肝炎病

毒 e 抗 原（HBeAg） 仍 未

转阴的慢乙肝患者中的治

疗价值。

对于 HBeAg 阳性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而言，HBeAg

血清学转换是重要的治疗

目标，也是停药的先决条

件之一。任教授介绍，但

NA 治疗时，仅有少部分

患者可实现 HBeAg 清除或

血清学转换率。研究纳入

的 FMT 治疗组患者接受经

胃镜 FMT 治疗，每 4 周 1

次，直到 HBeAg 消失。随

访结束时，FMT 组患者的

HBeAg 滴度较基线水平有

显著下降，并且是在每次

FMT 治疗后逐步下降。

任教授表示，研究成

果 对 慢 性 乙 型 肝 炎 尤 其

是 难 以 停 药 患 者 的 临 床

处 理 策 略 具 有 重 要 启 发

意 义。 该 研 究 结 果 如 能

获 得 大 规 模 临 床 研 究 支

持， 慢 性 乙 肝 的 治 疗 将

迎来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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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消化道微生态研究的逐渐深入，肠道微生态的构成及其对健康与疾病，包括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肠道炎症、神经系统疾

病等慢性病的影响正在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肠道微生物可被成为肠道的另一“器官”，有百万亿微生物定居在肠道内，对宿主的肠道环境甚至整个个体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其定居环境共称为“肠

道微生态”。肠道微生物的数量是人体细胞数量的 10 倍，其基因编码数量是人类的 100 倍以上。所以，肠道微生物及其编码分子有巨大的潜能影响肠

道环境和系统环境。

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营

养的“供应站”，管理好肠

道是控制慢性疾病的关键途

径。除此之外，肠道还是机

体免疫应答的重要场所。肠

道相关淋巴组织由集合淋巴

结、独立淋巴滤泡、肠系膜

淋巴结等组成，占人体免疫

系统的 80% 左右。由此可见，

肠道具有巨大的免疫潜能，

可有效地抵抗病原体毒素及

其代谢物的入侵。

肠道微生态的作用

肠道微生态，无论是在

能量利用方面还是促进肠道

黏膜免疫系统成熟方面均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肠道菌群可以分解机体难以

利用的膳食纤维，产生短链

脂肪酸，后者既是肠道上皮

细胞的能量利用来源，也可

以被其他共生菌所利用。而

且，肠道菌群对上皮屏障的

完整和修复具有重要的作

用。这些微生物的存在扩大

了人类的食物范围，从某种

意义上，是促进了肠道的人

类的进化。

肠道微生态与肥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肥胖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肥胖是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高危因

素。所以，其越来越受到科

学工作者的关注。生活中人

们很早就发现即使相似的饮

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有的

人仍然会比较胖。研究者发

现其可能和肠道微生物构成

的不同有关。

通过对肠道主要菌群的

分析，研究者发现拟杆菌有

促进脂肪沉积肥胖形成的潜

能，而大肠埃希菌、乳酸杆

菌和双歧杆菌起到的作用相

反。此外，很早就有人提出

并证明嗜酸乳杆菌对胆固醇

具有同化作用。后来，有学

者证明乳酸菌对胆固醇有共

沉淀作用。通过小鼠模型的

研究，发现肥胖小鼠与正常

小鼠相比，拟杆菌的数量减

少了 50%，而厚壁菌门菌的

数量有所增加。肥胖个体体

内的肠道微生态与健康个体

相比存在差异。因此，将肠

道微生态作为治疗靶点进行

研究，通过改善肠道微生态

平衡，对控制肥胖可能是一

种可行而有效的途径。

肠道微生态与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分泌

不足引起的血糖代谢紊乱，

其长期进展会导致各种并发

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现在人们发现肠道微生

态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存

在密切关系。通过对糖尿病

患者肠道菌群的分析，发现

其体内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

显著降低，而且拟杆菌、双

歧杆菌等有益菌群数量减

少，而腐败梭菌等有害菌的

数量增加。

肠道微生态与其他慢
性病

除了肥胖和糖尿病之

外， 研 究 还 发 现 其 他 多

种慢性疾病，如高血压、

冠心病和各种慢性胃肠道

疾病等均与肠道微生态的

构成变化有密切联系。对

于其影响机制，可能是益

生菌和有害菌处于相对平

衡的状态，益生菌数量太

少就不能抑制有害菌的生

长，就会引起肠道微生态

失衡，进而引起各种慢性

炎症，这种低度的、全身

性炎症产生炎性因子，炎

性因子随着血液流动影响

人全身的细胞，会使人出

现萎靡不振以及种种不适

症状。长期、低度的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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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破坏人的细胞的

很多机能，例如使胰岛

素受体失活就会出现糖

尿病，或者血管壁受损，

开始堆积胆固醇，就会

出现血栓。在慢性炎症

的打击下，各种慢性疾

病就会出现。

科 学 管 理 好 肠 道，

可能有效控制慢性病。

换句话说，要防治慢性

病就要维持胃肠道菌群

的平衡。除此之外，饮

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生活中首先可以做到的

就是健康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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