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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曦 文/摄
益生菌已经成为食品工业价值

提升、叠加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从最初的“益生菌+乳制品”到后

来的“益生菌+饮料”，再到如今的“益
生菌+休闲食品”，食品工业当中越来
越多的细分行业，通过和益生菌的对
接，实现了产品价值的提升。

益生菌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由基础创新引领
的产业链如何才能快速建立？研发
端和消费端之间的链条如何有效衔
接？产业健康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新
机会？5月 26日，在江苏苏州召开的
第十六届益生菌与健康国际研讨会
同期举办了行业领袖论坛，来自益生
菌产业链各环节的重量级企业代表
齐聚一堂，为构建益生菌健康发展新
生态出谋划策。

夯实科学根基
强化医学循证 建立菌种资源库

随着益生菌市场快速发展，以及
新菌种、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国内外
菌种原料供应商也通过调整设备、建
立新工厂来扩大产能。产能飞速增
长背后，则是益生菌生产企业普遍形
成的共识——夯实科学根基，强化医
学循证，建立菌种资源库，研发符合
中国消费需求的益生菌。

在 IFF Health 亚太区业务负责
人金苏看来，对于益生菌来说，无论
是功效，还是安全性，都立足于长期、
持续、广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她
强调，“IFF虽然是国际公司，但是我
们一直在开发符合中国消费者需要
的益生菌产品，其中包括益生菌和含

有益生菌的乳品、饮料、巧克力、糖果
等。”

持相似看法的还有北京科拓恒
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刘晓
军。他认为，益生菌产业化应用要建
立科学严谨的流程，要明确菌种的基
因特性、基础生理生化特征，还要有
相关文献和专业支持，要进行菌种适
应性、安全性评估，之后才能产业化
落地。

河北一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案例则进一步验证了益生菌生产企业
对于循证研究的重视。董事长赵林森
介绍了一种兼具特色发酵产物及助睡
眠益生功效的复合菌群Nagqu 4580。
13名科研专家在海拔 4580米的那曲
整整6年，从传统饮食中采集到了珍贵
的菌种，并将其命名为Nagqu 4580。
此后又经过1年的菌种培养，2年的产
品打磨，1年的临床试验，最终的益生
菌产品才能够面市。

通过强化循证研究，特定菌种针
对特定人群的特定状况发挥效果的
认知正在逐步加强。与此同时，随着
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下消费者科普教育的助力，消费
市场对益生菌的需求进一步放大。
微康益生菌（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方曙光认为，益生菌的规模化生
产有两点需要格外关注，其一是降本
的同时，产品的高密度、高活性、高稳
定性也很重要，稳定性不仅体现在菌
种制造环节，也包括产品应用过程当
中、货架期、消费者使用过程中；其次
是每株菌的工艺不同，很多不适合规
模化生产。”

衔接研发端和消费端
研究益生菌与特殊人群的健康关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刘春喜明显感受到，益生
菌行业“研究方向越来越深，产品品

类也越来越具象化”。
味全大陆事业总裁谢宗鹏则透

露，味全针对消费者对肠道健康不断
升 级 的 需 求 ，特 选 了 乳 双 歧 杆 菌
HN—345进行应用研发。乳双歧杆
菌是人体中最重要的益生菌之一，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肠道中的双歧
杆菌数量会不断流失，从而导致肠道
老化现象。而临床试验表明乳双歧
杆菌HN—345可以显著促进肠道蠕
动。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兼副总经理陈历俊则透露了三
元公司在益生菌应用过程中几个值得
关注的临床试验。他介绍，第一个关
于不孕症，通过三个月的干预，试管婴
儿移植100%成功；第二个关于妊娠糖
尿病，跟特殊饮食做对比，发现喝酸奶
比不干预饮食的妊娠糖尿病降低
30%；第三个是便秘问题，干预三个
月，便秘问题可有效解决。

满足个性化需求
向更多领域拓展 疏通“堵点”

营养保健需求的大幅增加推动
着益生菌产品日趋多元化。目前，益
生菌除了被应用于乳制品、饮料，以
及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食品
类别之外，逐渐向休闲食品等更多食
品细分领域拓展。

最为典型的便是坚果类食品。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率先
尝试把益生菌和坚果零食结合的企
业。其助理副总裁、首席质量官张丽
华表示，随着益生菌知识的普及，消
费者对益生菌产品的认知提高，产品
需求也会趋向多元化。因此，相关企
业要在益生菌产品上持续创新研发，

生产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张丽华坦言，在应用益生菌进行

更多品类的食品开发时，也面临一些
挑战。他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
工程，不仅是基于技术的开发，相应
的法律法规，包括相应的检测方法都
要跟上，才能更快地助力益生菌在食
品工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满足消费
者对不同品类不同食品的需求、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不能包治百病
科普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需继续延展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者对益
生菌功效的相信度要高于欧美一些
国家，这离不开益生菌行业坚持不懈
的消费者教育。展望未来，金苏表
示，消费者对于益生菌的了解还停留
在比较浅的层次，科普教育的广度和
深度要进一步延展，通过权威的科学
共识和科学手段来帮助老百姓认识
益生菌。除了肠道以外的功效机理
阐述也要加强，特别是益生菌的新功
能非常多，不要让老百姓觉得益生菌
包治百病，需要加强市场监管、规范
功效宣传，建立良性的、正向的益生
菌沟通平台。

平野晋也强调，去年的益生菌与
健康国际研讨会发布了《益生菌的科
学共识》，其中提到益生菌产业化需
要科学严谨的验证，同时必须在这个
过程当中加强对公众的科普教育，正
确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
自身的益生菌产品，益生菌相关企业
应当作为引领益生菌发展的中坚力
量，在营造良好的行业环境以及消费
者科普教育方面发挥更加重要和关
键的作用。

“益生菌+”赋能食品工业健康转型

近年来，随着科技界和产业界的
不断努力，我国益生菌行业在自主菌
种、关键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有了
巨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已跻身于国际
先进行列，然而，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
仍面临一些重要科学与产业问题亟待
突破。精准聚焦并集行业力量破解益
生菌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疏通从
菌种资源挖掘、安全与功能性评价、技
术创新到成果转化的科技创新发展路
径，成为益生菌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为此，中国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益生菌分会邀请益生菌行业权
威专家及企业家，就目前益生菌产业
发展中关注的问题开展了专项调研与
研讨，凝练形成2021年我国益生菌产
业发展十大焦点，并在第十六届益生
菌与健康国际研讨会上正式发布。

益生菌优良菌种资源挖掘
优良菌种资源挖掘及规模化生产

是益生菌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目前
我国益生菌产业应用的核心菌种的自
主率仍不足，制约了我国益生菌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因此，需加强在传统发酵
食品与肠道菌群研究基础上，进行潜在
益生菌菌种的靶向筛选及挖掘，构建
产、学、研共享的益生菌菌种资源库、功
能基因数据库等。同时，针对筛选的优
良菌种提供更多强有力的科学及临床
研究证据，将有助于推进益生菌的多元
化和菌种的本土化进程，促进益生菌产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益生菌安全性评价
益生菌在世界范围内消费量不

断增加，其安全性也备受关注。建立
客观而系统的安全性评价方法，有利
于益生菌的安全使用和新菌种的开

发。益生菌的安全性评价应基于菌种
水平，以国内外食品或饲料等领域微
生物的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标准为参
考，采用全基因组测序及生物信息分
析，阐述菌种所携带的耐药基因、致病
性基因和环境抗性基因的特征，结合
体外微生物学检测和体内动物致病性
等评价，综合判断菌种安全性。

益生菌菌种培养关键技术
在提高菌种产量的同时，追求成

本的最小化，一直以来都是产业界的
关注点之一。目前，部分乳杆菌和双
歧杆菌的高密度培养技术已相对成
熟，但青春双歧杆菌、卷曲乳杆菌、两
歧双歧杆菌及下一代益生菌等的培养
技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未来，
通过基因组学或培养组学等手段，探
究益生菌高密度培养过程中自身代谢
产物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以最优
方法提高益生菌培养效率的目的。此
外，大部分益生菌由于其菌体较小，胞
外分泌物黏度高等因素，在工业生产
中难以实现高效分离。因此，研究开
发高得率的菌体分离技术，也可有效
地提高生产效率。

益生菌菌体保护技术
益生菌在加工贮藏及食用过程

中，温度、湿度、氧气和胃肠消化液等
因素会导致其活性损失，严重影响其
开发应用及功效发挥。对益生菌进行
乳化包埋处理可以增强益生菌对不利
条件的抵抗，维持其生物活性。一般
采用蛋白质、多糖和脂质等大分子物
质对益生菌进行组装包埋或层层包
覆。另外，添加益生元、抗氧化剂和抗
酸剂等的共包埋，可提高菌体存活
率。目前，益生菌行业对菌体保护技

术研究仍有不足，建立有效的靶向递
送有望成为未来益生菌制剂发挥有效
益生作用的关键技术。
益生菌高活性制备及加工生产装备

益生菌高活性制备是保证产品品
质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传统的
批处理工艺，各操作单元不连续，增加
了暴露染菌风险。因此，开发自动化
连续菌体培养、分离、干燥等操作单元
的生产装备，实现连续化生产是益生
菌产业发展趋势。结合冷冻干燥和喷
雾干燥优势，开发低温喷雾干燥、冷冻
制粒干燥和喷雾冷冻干燥等设备和工
艺，具有规模化应用潜力。深冷菌种
制备工艺也是高活性益生菌制备的重
要方向之一，开发低温条件下运行的
包装机及相应的配套设备是我国深冷
冻菌种生产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益生菌原料质量控制
安全稳定的益生菌原料是保障

下游益生菌产品质量的重要基础。在
菌种生产加工过程中，发酵底物的质
量变化、加工过程工艺参数控制不当
等因素，会造成不同生产批次间菌种
原料质量的波动，从而影响产品质
量。为保障益生菌原料的品质与安全
性，我国正在积极推动《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与《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
生产卫生规范》等标准的制定工作。
此外，研发与提升益生菌原料分离纯
化、溯源分析、菌种精准鉴定及生产过
程一致性控制等技术水平，尚需要科
技界与产业界共同探索。

益生菌精准鉴定与活菌计数
益生菌的功能和安全性具有菌

种特异性，目前，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分析和多位
点 测 序 分 型
（MLST）分析成为
菌种分型鉴定的可
靠方法，但尚无统
一标准，应根据菌
种特点和应用场景
结合菌种表型和基
因型特征等信息进
行综合判断。益生
菌功能发挥与剂量相关，对复合益生
菌中单菌种的精准鉴定和活菌计数成
为益生菌产业面临的巨大挑战，目前
流式细胞术、宏基因组分析、特异性
PCR等技术可作为分析菌种组成及活
菌计数的有效手段。

益生菌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益生菌产业的不断发展，菌

种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益生菌开发从菌种分离之初就需要考
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益生菌的持
有人和所有权人，可利用知识产权体
系进行防御性保护，保护手段有专利、
商标及商业秘密等。随着特征性基因
及全基因组测序等技术的普及应用，
使得在菌种层面对益生菌的鉴别更加
简便，为益生菌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
了更多技术支持。未来，益生菌产业
在加大菌种研发及生产投入的同时，
加强对益生菌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
营造益生菌行业良性竞争的氛围。

益生菌标准、法规
建立健全鼓励创新、保障益生菌

产品质量与安全的标准、法规体系是
益生菌产业关注的重要内容。目前，
益生菌在普通食品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明确益生菌在普通食品中的使用

规范，建立基于菌种水平的益生菌用
量、标识等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是标
准、法规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
容。在益生菌类保健食品领域，构建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益生菌菌种数据
库，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益生菌菌种
实施备案管理，有利于使注册与备案
工作更加精准化、便利化和相关数据
的共享。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领
域，借鉴益生菌在婴幼儿配方食品的
管理模式，夯实益生菌应用于该类食
品的科学根基，及时填补标准、法规的
空白，有利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
研发及创新。

益生菌科普教育
科普教育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

重要途径，也是联系益生菌产业与消
费者的重要纽带。益生菌科技与产业
迅猛发展，凸显了消费者对益生菌的
认知与益生菌产业发展之间不平衡的
问题。益生菌的科普工作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长久课题，需要建立益生菌领
域的高素质创新队伍，以公众浅显易
懂的语言或方式，开展知识性的科普
教育，而对于益生菌相关的认知误区，
则需要开展解读性的引导科普。

（白 驹 文/摄）

益生菌产业发展十大焦点发布

近年来，伴随着疫情的发生，
人们更加重视自身的健康，益生菌
行业也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目
前，益生菌调节胃肠道菌群及机体
免疫力有了相对充实的理论基础与
临床研究，其健康作用已被消费者
普遍认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益生菌分会根据征集的 2019—2021
年益生菌创新产品的分析及行业调
研结果发现，针对不同人群的胃肠
道健康与免疫调节仍是益生菌产品
发展的主流。同时，行业也呈现出
六大创新趋势。

创新趋势1
科学严谨循证评价菌种功效

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信任源

于科学与权威的数据支撑，益生菌
的健康功效理应建立在科学严谨
的临床试验评价和循证医学证据
基础上。如今，越来越多的益生菌
企业对益生菌功能的研究以临床和
人群试验结果为评价依据，科学循
证益生菌的功能特性已成为学术界
与产业界的广泛共识。针对筛选的
优良菌种提供更多强有力的临床研
究证据，将有助于创新产品的研发，
同时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创新趋势2
开发差异化菌种丰富行业市场

益生菌菌种是制约益生菌行业
创新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充分利
用丰富的微生物资源，基于坚实的

科学研究基础，越来越多的企业采
用自主研发的菌种开发具有健康功
能的产品或特色鲜明的发酵剂，形
成差异化的区隔，丰富了市场产品
种类。

创新趋势3
特异性产品满足个性化需求

不同人群对益生菌健康作用
的需求各异，推进了相关产品不断
创新。益生菌的健康作用具有菌
种特异性与个体差异性，不同的益
生菌及其组合具有不同的健康效
应。由此，益生菌产品逐渐向儿
童、上班族、中老年等人群细分，并
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问题，如儿童
腹泻/龋齿、幽门螺杆菌感染、睡眠

障碍、老年消化功能减弱等，开发
出诸多新产品。

创新趋势4
复配组合提升产品健康作用

多菌种益生菌及益生元复配提
升益生菌的健康功能，逐渐成为产
品创新主流。如乳杆菌、双歧杆菌
菌种的组合，亦或是与酵母菌、低聚
糖等的复配，起到增加益生菌活菌
数量或互补益生菌菌种健康作用。

创新趋势5
技术创新带动多元化产品开发

伴随着多层包埋高保活等技
术的突破及适用于热加工食品的
益生芽孢菌种出现，使益生菌的应

用领域快速扩展。跨界融合产品不
断出现，突破了原有的益生菌粉、发
酵乳及活菌型乳酸菌饮料等传统模
式，逐渐向坚果、糖果、咖啡等食品
类别扩展。与此同时，无需冲饮，无
需冷藏，方便携带等便捷化、趣味化
产品逐渐丰富了益生菌产品品类，
满足了多元化消费场景。

创新趋势6
“肠—脑轴”理论驱动新品探索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越
来越多的人面临着精神健康问题
的困扰。研究表明，人体肠道菌群
会影响大脑生理、心理反应和行为
表现，而益生菌可通过调节肠道微
生态以调节情绪、心理症状（如焦
虑和抑郁）及生理、行为和脑功能
方面与压力有关的变化。探索缓
解压力、改善睡眠质量的益生菌产
品初见端倪。 （白 驹）

□ 本报记者 赵 曦

5 月 26 日—27 日，中国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在苏州举办第十六届益生菌
与健康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伊利畅
谈专利菌种“副干酪乳杆菌 K56”，相
关产品进入生产测试阶段。此前仅 9
个月，在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益生菌
与健康国际研讨会上，伊利带来了自
主研发的本土化菌种“乳双歧杆菌
BL—99”和应用了该菌种的酸奶产品

破解“重基础轻应用”难题，疏通
科技成果转化通路，实现菌种本土
化，一直是我国益生菌产业必须解决
的瓶颈问题。而伊利的一个又一个突
破，无疑为行业提供了全新样本。

从“BL-99”到“K56”
加速益生菌本土化

5 月 26 日，记者在第十六届益生
菌与健康国际研讨会期间专访了伊利
集团总裁助理云战友。在他看来，随
着大众健康诉求的日益提升，益生菌
已然成为我国消费者追逐健康生活的
重要抓手。

而伊利这次带来的专利菌种“副
干酪乳杆菌 K56”便是在此背景下应
运而生。“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
导‘三减三健’，为满足消费者健康体
重的需求, 伊利研发了着重于免疫调
节 及 体 重 管 理 的 副 干 酪 乳 杆 菌
K56。”云战友透露，动物实验中副干
酪乳杆菌K56能够减缓高脂饮食诱导
肥胖的胰岛素抗性和体脂堆积，有助
于改善代谢综合征。相关研究成果已
经完成文章发表,也获得专利认证。

不只是K56，云战友介绍，伊利去
年已经对外发表过的研究成果乳双歧
杆菌 BL—99 及副干酪乳杆菌 K56，这
两株菌都具有肠道调理的功效，消化健
康是益生菌及相关产品最被大众认知
且认可的功能。此外，伊利还有另外两
株专属菌种,分别是副干酪乳杆菌ET—
22及婴儿双歧杆菌YLGB—1496。

伊利本土化菌种的加速落地，也验证了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邵薇在此次研讨会
报告中的观点，益生菌行业发展已经驶入了快车道，
菌粉的开发和技术的创新促使国内外优势互补，行业
内生动力加强，更多的优质菌种和具有发明专利的菌
种出现在市场上和产品标识上。

破解“重基础轻应用”难题
针对各种消费需求全面布局

“重基础轻应用”是我国益生菌行业长期存在
的问题。那么，伊利的专利菌种又是如何落地？

在研讨会的产品展示区域，记者看到了伊利的
畅轻高端益生菌风味发酵乳，产品配方中含有 7种
活性乳酸菌，其中包含畅轻专属的A+BB 复合益生
菌菌种（嗜酸乳杆菌、乳双歧杆菌和长双歧杆菌）。
展台工作人员介绍，在早期益生菌酸奶市场上，受
限于技术瓶颈，产品所添加的菌种较为单一，活菌
数量也很有限，很难满足人们肠道健康的需求。基
于这一消费者痛点，伊利通过复合益生菌，满足消
费者既想“吸收”，也要“消化”的需求。

而后疫情时代，人们更加重视自身免疫力。云战
友告诉记者，乳双歧杆菌 BL—99 及副干酪乳杆菌
K56已经获得了提升免疫力及免疫调节的专利。副
干酪乳杆菌K56更是活菌及灭活菌都具有此功能，目
前已经在产品生产测试阶段,相信未来能更广泛的应
用在不同形态的健康食品中。“伊利专利菌种全面布
局消化健康、免疫调节、骨骼健康、口腔健康、孕期健
康、母婴健康及皮肤健康等领域,为的是能更好的满
足不同人群的多样需求。”云战友说。

云战友认为，益生菌未来应用的方向是食品或
功能性食品，这些领域也将成为行业的新增长点。

完整的数据链+应用链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什么让伊利短期内频频推出本土化专利菌
种？云战友揭开了“谜底”。

云战友表示，伊利专门建立了益生菌研发平
台，集合菌种研发上、中、下游的力量，以自主创新
为重要抓手，主攻益生菌菌种开发及相关应用技
术，全力以赴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他透露，伊利不仅要完善全球产业链，更要打
造全球智慧链，汇聚全球的技术、人才等智力资源，
全力打造“智慧中心”，建立技术创新生态圈，为整
个行业提供解决方案。

在此次研讨会的行业领袖论坛环节，内蒙古伊
利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春喜也坦言，

“伊利的研发体系分为三个维度，第一是战略的技
术储备，如何把握前沿先进的技术，做好战略储备
的项目；第二是完善的市场研究体系，好产品一定
是有好的市场才能真正应用好，这一点尤为重要；
第三是紧跟市场前沿，掌握最好的先进技术反馈到
产品当中，最终会转化成产品应用到市场，应用到
消费者身上。”他告诉记者，在伊利，益生菌的研究
从菌种的提炼到全产业链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
连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最终要形成完整的数据
链、应用链。完整的应用和制备技术，才能保证益
生菌在这个体系当中是高度运转、有效落地的。

以伊利为代表的益生菌企业，正在通过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价值。2021 年第一季度，中
国食品工业营收和利润实现双位数增长，坚定走价
值提升的道路已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通过融
入益生菌提升产品价值也成为越来越多食品企业
成长的需求。

益生菌行业呈现六大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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