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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海藻对肠道茵群及肠道微环境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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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食用海藻对大鼠盲肠肠道菌群及肠道微环境的影响。大鼠喂食添加紫菜等 9种

食用海藻的饲料后，均能对其盲肠微生物区系及代谢产物和血清脂质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使

肠道中的双歧杆菌数量增加，pH 值降低；抑制血清甘油三酯及血清游离脂肪酸含量。从而改善

肠内的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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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紫菜、海带、裙带菜、羊栖菜等是一类食用海藻，近年来对其有效成分的研究颇引人

注 目。研究学者利用动物实验来评价其营养效果和药理效果 ，证明食用海藻具有抗放射、抗

肿瘤、降血压等作用[1矗]，例如山本等人将质量分数为 1．5％～2．o％的食用海藻粉末添加到

饲料中，让大鼠自由摄取，然后在大鼠皮下注射致癌剂 D M H (1，2一二甲基肼)，观察其肠

癌的发生率。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紫菜对致癌的抑制率为 20％，海带可达 30％ 。̈。

    另外 ，食用海藻对肠内菌群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也较多[4~6]。一般认为，双歧杆菌作为优

势菌有助于保持宿主肠内的生态平衡，进而有利于宿主健康。’本文主要就紫菜等食用海藻

对肠道菌群影响及改善肠道微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食用海藻的生理活性

    紫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经济食用海藻，常见的有甘紫菜Porphyra tenera、条斑紫菜

P．yezoens蠡、圆紫菜P．suborbiculata、坛紫菜P ．̂口矗n咒P以s西等近 10种。紫菜属Porphyra 在

分类上归属于藻类植物红藻门红毛菜亚纲 (Bangioideeae) 中红毛菜目 (Bangiales) 的红毛

菜科 (Bangiacea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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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菜具有多种生理活性，紫菜中所含的多糖有促进核酸和蛋白质生物合成，增强免疫

功能及抗衰老等作用[8]。

    小鼠喂食质量 比为 150 m g／kg 的紫菜多糖 (P orphyra Polysaccharide，简称 PP )，能促

进小鼠血清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并有明显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9]。同样量的紫菜多

糖小鼠食后，抗60C o y 射线辐射的能力明显增强，存活率为对照组的 1．8 倍[1 0|。

    周慧萍等[113将紫菜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得到紫菜多糖结晶，采用硫酸一蒽酮比色法测定，

紫菜多糖结晶的糖含量为 68．40％，采用硫酸一咔唑法测定，紫菜多糖结晶的葡萄糖醛酸含

量为 16．40％。

    将紫菜多糖结晶酸水解，进行气相色谱分析，结果表明：PP 可能由L一岩藻糖、D一木糖、

D 一甘露糖、D一半乳糖和 D 一葡萄糖组成，PP 可能是一种含糖醛酸的酸性异多糖。

    海带、裙带菜和羊栖菜也是食用海藻，含有较多的海藻酸、黑角藻多糖和海带多糖等

水溶性多糖类，不能被人体内的消化酶分解，一般被称为食物纤维。据近年来的报道，这

些水溶性多糖具有抗癌、抗肿瘤、抗血液凝固等生理活性∞]。

2  食用海藻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由于食物纤维不能被小肠分解吸收，而直接到达大肠作为肠道菌的主要碳源被利用，从

而对肠内菌群的平衡及其代谢产物产生影响，与人类的健康关系密切。

    在肠内菌群的研究中发现，每克肠内容物含1×1011个微生物，种类达100种以上Ⅲ，其

中双歧杆菌具有免疫活性，若能成为肠道菌群的优势菌，将有助于改害肠道微环境，保持
肠道微生态平衡。

2．1  添加紫菜的饲料对盲肠菌群的影响

    日本学者河津大辅等H1在大鼠的饲料 中添加一些紫菜 ，研究紫菜对大鼠盲肠菌群的影

响。3 只大鼠在喂食前、喂食期间以及停食后，每克盲肠内容物中的总菌数、各菌群的菌数

及各菌群所 占的比例见表 1。    ‘

    表 1 可以看出，大鼠喂食添加紫菜的饲料后对其盲肠菌群的影响较大，使总菌数减少

(P < o．01)。共生有益菌双歧杆菌、消化球菌和拟杆菌的数量虽无显著变化，但它们占总菌

数的比例大大增加，分别为 51．6％、11．5％和 28．1％，成为优势菌；而中间性无益菌肠杆

菌、真杆菌的细胞数显著减少 (P < o．05)，不再占优势；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数在大鼠

喂食添加紫菜饲料期间其数量急剧减少，停止喂食后，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数显著增加

(P < o．01)，恢复至喂食前的水平，甚至更多；肠杆菌细胞数也继续显著减少 (P < o．05)。

  ，因此大鼠喂食添加紫菜的饲料后共生有益菌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成为优势菌，这对

于维持大鼠肠道微生态平衡和改善微环境有很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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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添加质量分数为 2％的紫菜饲料对大鼠每克盲肠内容物中盲肠菌群

    (菌数的对数平均值±标准差) 的影响

    注：a) 表示与喂食前的显著性差异 (P < o．01)；b) 表示与喂食前的显著性差异 (P -< O．05)；c) 表示与喂食期间

的显著性差异 (P < o．01)；d) 表示与喂食期间的显著性差异 (P < o．05)；( ) 表示该细菌与总菌数的百分比；[ ] 表

示已测数 目与样品数 目之 比。

    表 2 含质量分数为 1％的海带、裙带菜或裙带菜孢子叶的饲料对大鼠每克

盲肠内容物中盲肠微生物群落 (菌数的对数平均值±标准差) 的影响

注：各测定值在大鼠喂食含有不同藻类的饲料 7 d 后测定。

a) 表示与对照差异显著 (P < o．05)；b) 表示与对照差异显著 (P < o．01)；以下表 3～5 的表注与表 2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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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食用海藻对盲肠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久田孝 ö用含质量分数分别为 1％和 5 oA 的 6 种可食用海藻的饲料喂食雄性大鼠 1 星

期，结果见表 2 至表 5。结果表明：含有不同藻类的饲料对盲肠微生物区系有不同的作用。

    从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大鼠分别喂食添加质量分数为 1％的海带、裙带菜、裙带菜孢

子叶、海蕴和石莼的饲料后，双歧杆菌与总菌数的比率均明显提高，含裙带菜孢子叶的饲

料，使双歧杆菌数量显著增加 (P < 0．05)，从而使双歧杆菌与总菌数的比率显著增加 (P <

0．01)；而含海带的饲料也可以使肠杆菌数量显著减少 (P < O．01)。

表 3 含质量分数为 1％的褐色海带、海蕴或石莼的饲料对大鼠每克盲肠内容物中

    盲肠微生物群落 (菌数的对数平均值±标准差) 的影响

表 4 含质量分数为 5％的海带、裙带菜或裙带菜孢子叶的饲料对大鼠每克

  盲肠内容物中盲肠微生物群落 (菌数的对数平均值±标准差) 的影响

    从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出，大鼠喂食添加质量分数为 5％的裙带菜的饲料时却使双歧杆

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显著减少 (前者P < O．05，后者 P < O．01)；大鼠分别喂食添加质量分

数为5％的海带、石莼、裙带菜、裙带菜孢子叶的饲料后，拟杆菌数量显著减少 (前两者P

< o．05，后两者 P < O．01)；大鼠喂食添加质量分数为 5％的海蕴的饲料后，消化球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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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 (P < O．05)。

    表 5 含质量分数为 5％的褐色海带、海蕴或石莼的饲料对大鼠每克盲肠内容物中

    盲肠微生物群落 (菌数的对数平均值±标准差) 的影响

3  食用海藻对肠道内微环境的影响

3．1 对盲肠内容物 pH 值的影响

    大鼠在喂食添加质量分数为 2％的紫菜的饲料期间，其肠内容物 pH 值显著降低，由

7．48±0．09 降至 7．09±0．05 (P < o．01)，停止喂食后，pH 值又显著上升至 7．64±0．19

(P < o．01)[4]。而用质量分数为 5％的石莼的饲料喂食大鼠后，其盲肠内容物 pH 值要比对

照组高‘引。

3．2 对盲肠内容物中氨含量的影响

    大鼠喂食含质量分数为 2％的紫菜的饲料后，每克盲肠内容物中氨含量发生变化。在喂

食期间，氨含量由喂食前的 (2．38±0．67) m g／g 减少为 (o．81±0．22) m g／g，差异显著

(P < o．01)，停止喂食后，氨含量增加至 (1．27土0．45) m g／g。用含质量分数为 1％的海蕴，

质量分数为 5％的裙带菜、裙带菜孢子叶、褐色海带及石莼的饲料喂大鼠后，其盲肠内容物

氨含量也显著减小n]。

3．3 对血清脂质水平的影响

    用添加食用海藻的饲料喂大鼠后，其盲肠微生物群落和血清脂质水平均受到影响[5]。大

鼠分别喂食添加质量分数为 1％的海蕴，质量分数为 5％的褐色海带及石莼的饲料，血清脂

质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抑制，喂食其它饲料，其也有被抑制的趋势；分别喂食添加质量分数

为 1％的海带，质量分数为 5％的海带、褐色海带及海蕴的饲料的大鼠，其血清游离脂肪酸

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除了添加质量分数为 1％的裙带菜孢子叶和褐色海带的饲料外，喂其它

饲料时，大鼠的血清游离脂肪酸也有被抑制的趋势。另一方面血清胆固醇含量在喂食添加



吕琴等：食用海藻对肠道菌群及肠道微环境影响的研究    · 63·

各种海藻的饲料时差别不大 (见表 6)。

表 6  添加各种海藻的饲料对大鼠盲肠微生物群落和血清脂质水平的影响

    注：▲ 表示与对照相比显著增加 (P < o．01)；V 表示与对照相比显著降低 (P < o．01)。

    大鼠喂食添加质量分数为 5％的绿紫菜或石莼的饲料后，其盲肠内的pH 值上升，一般

认为，肠内pH 值上升能促进氨等碱性腐败产物的吸收，因而对宿主有害。而喂食添加褐藻

类和红藻类的饲料时却没有观察到pH 值的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绿紫菜和石莼具有独特的
生理活性物质。

4  小结

    综上所述，大鼠喂食添加 9种食用海藻的饲料时，均能抑制血清甘油三酯及血清游离

脂肪酸含量。不同种类海藻对于盲肠内的微生物区系及肠内环境具有不同的影响。喂食添

加紫菜的饲料后，大鼠盲肠中的菌群及代谢产物受到影响，双歧杆菌数量增加，pH 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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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肠 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

    大多数食用海藻含有占干重约 40％的食物纤维，其中有抗菌物质、抗氧化物质及其它

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和营养成分，因此有必要研究食用海藻后的各种影响究竟是由哪种成分

引起的。另外由于产地和季节的不同，海藻成分尤其是贮藏多糖类也有差异 ，因此食用不

同季节和不同产地的海藻对肠道微环境的影响是以后需要研究的课题。同时由于海藻具有

多种独特的生理活性物质，有益于人类健康，除了普通食用外 ，研制新颖的、食用更为方

便、附加值更高的海洋藻类保健食品也非常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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