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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发育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生长过程，近年来，益生菌作为对儿科健康具有潜在积极影响的微生物

受到了广泛关注。益生菌通过多种机制在儿童健康维护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益生菌影响儿童生长

发育的复杂机制，并结合现有的实践与研究证据，探讨了益生菌在支持儿童免疫系统、调节肠道菌群稳态

及整体发育模式中的潜力。尽管已有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具体作用机制，并确

定益生菌在实际应用中的最佳使用方式。未来的研究将更深入揭示益生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机制并进一

步优化其临床应用。这一不断探索的过程，将持续深化我们对益生菌如何助力儿童健康生长发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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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的成长与发育对其整体健康具有决定性意义，直接关系到个体的身体、认知及情感健康，同时也

影响未来的健康状况与学业成就。儿童发育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肠道健康的重要性日益被认可。肠道微

生物群在调节免疫功能与营养吸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因素对于理想的生长至关重要[1]。理解这些因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开发促进儿童健康发育的干预措施。

近年来，益生菌因其有益于肠道健康的潜力而备受关注，尤其在儿童群体中。研究表明，足量摄入活

性益生菌可促进消化健康并增强免疫功能，为婴幼儿健康成长奠定坚实基础[2]。婴幼儿肠道菌群容易受饮食

习惯、分娩方式及抗生素使用等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密集且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群与生长改善及感染、

过敏风险降低密切相关[3]。因此，探讨益生菌在调控肠道微生态以及促进儿童生长发育中的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将综述益生菌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阐明其生物学机制及临床应用现状，并基于现有证据提出

在儿科营养和健康管理中合理补充益生菌的建议。这不仅对医疗人员具有参考价值，也为家长及政策制定

者提供指导依据[4]。此外，本文强调，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筛选出最有效的益生菌菌株及其适用剂量，并

评估其长期影响[5]。

2. 正文

2.1 益生菌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益生菌是指一类活性微生物，当以适量摄入时能赋予宿主健康益处。近年来，科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

并定义益生菌，强调通过人体临床试验验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益生菌在维持肠道功能、调节免疫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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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疾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主要来源于发酵食品和膳食补充剂，能够在压力、抗生素使用及营养不良

等因素破坏肠道菌群时起到修复作用。随着对益生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仅认识到了其整体健康效应，

还了解到了不同菌株的特性及其应用领域。随着科研的不断推进，益生菌的定义也逐步细化，要求严格遵

循科学程序以准确描述其健康效益[6][7]。

益生菌的定义

"Probiotic"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 "生命"。指的是在适量摄入的前提下能够带来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

这个定义突显了益生菌的生命活力，它们必须在食用时保持活力才能发挥功效。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权威认可，益生菌的效用需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这一标准确保了其

安全性与有效性。目前，常见的益生菌包括乳酸杆菌属、双歧杆菌属，以及特定的酵母菌如酿酒酵母菌。

它们的作用包括恢复及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增强免疫反应及潜在地降低某些疾病风险[8]-9]。

益生菌的种类与特性

不同种属及菌株的益生菌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与健康功效。主要的益生菌种类包括乳酸杆菌（如嗜

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双歧杆菌（如比菲德氏菌）以及酵母菌（如布拉氏酵母）。乳酸杆菌通过发

酵乳糖生成乳酸，从而降低肠道 pH值，抑制病原体生长。双歧杆菌在婴幼儿肠道健康与免疫发育中发挥重

要作用，布拉氏酵母则有效预防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并缓解胃肠症状。益生菌通过产生抗菌物质、调节免疫

系统及增强肠道屏障功能等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在为特定健康需求选择合适的益生菌时，深入了解

其分类及作用机制至关重要[10][11]。了解益生菌的基本分类对于健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促使科研人

员不断深入探索其机制与治疗潜力。

2.2 益生菌对儿童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肠道微生物群是指存在于肠道内的多种微生物种群，其在儿童健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肠道

微生物群的组成受饮食、环境及年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在婴儿期和幼儿期经历显著变化。肠道中主

要菌门依丰度排序依次为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这些微生物不仅参与复杂碳水化合

物的消化和维生素的合成，还在免疫系统调控中发挥核心作用[12]。此外，它们有助于抵御病原体侵袭并维

持肠道屏障功能。当肠道微生态失衡（即菌群失调）时，可能导致胃肠道疾病、过敏及代谢紊乱[10]。因此，

深入了解儿童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功能，是制定营养干预措施（如补充益生菌）以改善儿童健康的重要

基础。

2.2.1 儿童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功能

儿童肠道微生物群的建立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分娩方式、母乳喂养与饮食结构。母乳中富含益生元与

益生菌，能够为婴儿肠道种植有益菌群。婴儿出生后，肠道即开始被细菌定植，其中双歧杆菌是母乳喂养

婴儿早期的优势菌群[13]。随着婴儿逐步引入辅食，肠道菌群的结构趋于稳定并更加多样化[14]。肠道微生物

群负责食物消化、营养素代谢，并在儿童正常发育中扮演关键角色。肠道菌群通过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短链

脂肪酸（SCFAs），这些代谢产物不仅维护肠道健康，还在系统代谢和炎症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若

微生物多样性降低或有益菌与致病菌失衡，会导致肥胖、过敏和自身免疫疾病等问题[15]。因此，维持健康

多样的肠道菌群对于儿童正常发育至关重要。

2.2.2 益生菌在调节肠道微生物群中的作用

益生菌作为活性微生物，通过适量摄入可有效促进有益菌群的繁殖，并抑制有害菌，从而恢复肠道菌

群的平衡[12]。临床研究表明，益生菌能够通过缓解胃肠道感染、改善功能性胃肠疾病症状及增强免疫功能，

显著提升儿童的肠道健康[16]。特定菌株如乳酸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不仅有助于促进儿童生长，还能降低过

敏风险[11]。此外，益生菌通过促进短链脂肪酸（SCFAs）的生成，进一步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及调节炎症反应
[1]。在有肠道菌群失调风险的儿童中补充益生菌，可能是一种有效支持其健康发育的干预手段。然而，目前

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不同人群中最有效的益生菌菌株及合理剂量[10]。

2.3 益生菌与儿童免疫系统的关系

儿童时期免疫系统的发育对于抵御感染和维持健康至关重要。由于早期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儿童对疾

病的易感性较高。遗传因素、营养状况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了免疫系统的发育进程。在生命早期，健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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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群的建立，是推动免疫系统发育的重要动力。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与免疫系统的互作，

促进免疫耐受的建立以及炎症反应的调控。益生菌作为具有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若摄入适量，能够积

极影响肠道微生态，从而进一步增强免疫功能。研究发现，补充益生菌可以提升儿童的免疫应答能力，增

强对感染的抵抗力，并降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10][11]。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益生菌能够支持儿童免疫

系统的健康发育，帮助抵御常见儿童感染。整体而言，认识到肠道健康在免疫发育中的关键作用，对于实

现儿童整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3.1 儿童免疫系统发育的特点

随着儿童成长，其免疫系统经历显著变化，决定了其感染和疾病的易感性。出生后最初几个月，婴儿

主要依赖母体在妊娠期间及母乳中传递的抗体来获得被动免疫保护。随着时间推移，婴儿逐渐建立起自身

的适应性免疫反应。辅食添加以及与环境中微生物的接触，对于免疫系统的成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同

时也帮助肠道菌群的定植与完善。有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促进免疫细胞分化和抗体产生，直接参

与免疫系统的建构[14][16]。在免疫系统发育过程中，保持促炎反应与抗炎反应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以防止

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益生菌有助于促进这种平衡，通过支持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与稳态，

帮助免疫系统实现高效且有序的发育[1][13]。了解儿童免疫系统发育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通过合理营养与环

境管理预防感染与疾病，促进儿童一生健康的免疫反应能力。

2.3.2 益生菌调节免疫反应的机制

益生菌通过多种机制增强免疫功能，优化免疫反应。其主要机制之一是通过调控肠道微生物群实现免

疫稳态。益生菌能够与肠道黏膜表面的病原体竞争结合位点，从而抑制有害微生物的定植，促进健康肠道

环境的形成[17][18]。此外，益生菌通过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如丁酸等，这些代谢产物具有抗炎

作用，并能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对于预防系统性炎症及维持免疫耐受性具有重要意义[15][19]。益生菌还可以

通过与肠上皮细胞及免疫细胞上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相互作用，激活信号通路，促进抗炎性细胞因子

的分泌，并增强调节性 T细胞的功能[20][21]。这种免疫调节效应对于儿童尤为重要，有助于使免疫系统在有

效抵御病原体的同时，降低过敏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因此，将益生菌合理地应用于儿童健康管

理，有望成为提升免疫功能与整体健康状态的有效手段。通过促进肠道健康环境及优化免疫反应，益生菌

为儿童提供了一种自然、安全的免疫功能增强途径[22][23]。

2.4 益生菌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益生菌在促进儿童生长发育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营养不良和生长迟缓等情况中表

现突出。研究发现，益生菌能够改善营养吸收、调节免疫功能，并可能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在儿童护理

中合理引入益生菌，可成为促进生长发育的重要干预手段，尤其对脆弱人群具有积极意义。本节将围绕益

生菌在促进营养吸收及调节生长激素分泌方面的作用，综合现有研究进行讨论。通过让医疗从事者与家长

深入理解益生菌在这些关键环节的作用，可进一步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2.4.1益生菌对营养吸收的促进作用

益生菌通过促进儿童营养吸收，间接推动其生长与发育。肠道微生物群（其中包括益生菌）在食物消

化和营养素吸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研究表明，益生菌通过增强肠道屏障完整性和维护肠道健康，提升了

宏量营养素（如蛋白质、脂肪）及微量营养素（如钙、铁等）的吸收效率。部分特定菌株已被证实可促进

钙、铁等关键矿物质的吸收，这些营养素在儿童骨骼发育和整体生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外，

益生菌在发酵膳食纤维过程中生成短链脂肪酸（SCFAs），不仅为结肠细胞提供能量，还可以通过增强肠道

屏障功能、降低局部炎症，从而进一步促进营养素的有效吸收[1]。除此之外，益生菌还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

减少胃肠道疾病的发生，间接避免因吸收障碍而导致的生长发育问题[16]。尤其是在营养不良或存在消化系

统问题的儿童中，补充益生菌有望显著改善其营养状况和整体健康水平。通过提升营养吸收和维护肠道健

康，益生菌可以帮助儿童获得足够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支持。

2.4.2 益生菌在促进生长激素分泌中的作用

益生菌对生长激素分泌的影响为儿童生长发育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生长激素（GH）对于线性增长至

关重要，而其分泌水平与肠道健康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益生菌通过调节肠-脑轴及肠源性激素的分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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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长激素的生成。例如，益生菌能够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的分泌，而 IGF-1 是促进组织生

长与修复的重要分子[15]。此外，益生菌具有的抗炎特性，有助于减少慢性炎症对生长激素信号通路的抑制

作用[14]。慢性炎症会抑制生长激素及其下游效应，因此通过益生菌调节局部及全身炎症环境，有利于维持

正常的生长激素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益生菌与肠道微生物群的互作，可影响神经生长因子（如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合成，这些因子对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和生长也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益生

菌有潜力通过多条生物学路径，刺激生长激素分泌并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合理应用益生菌，或将成为治疗

生长迟缓等问题、促进儿童正常发育的一种创新方法。

2.5 当前临床研究现状与应用

近年来，益生菌相关研究迅速增长，特别是在儿童群体中的应用研究不断深化。作为活性微生物，益

生菌在摄入足量后能够为宿主健康带来益处。大量研究集中在探讨益生菌在改善儿童胃肠道健康、增强免

疫功能及促进整体发育方面的作用。一项系统性回顾指出，益生菌在治疗儿童急性腹泻这一常见疾病方面

具有积极效果。特定菌株如干酪乳杆菌（Lactobacillus casei），被发现能够缩短腹泻病程、减轻症状并降低

炎症水平[24]。此外，有关益生菌在预防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方面的临床试验也取得了一定进

展，尽管结果存在差异，提示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定菌株与剂量的效果[25]。

2.5.1 相关临床试验结果概述

尽管益生菌在儿童健康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加，但由于肠道微生物群的复杂性及机体各系统间的相互作

用，研究结果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现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对营养不良儿童的生长发育具有一定促进作

用，但对于特定菌株的有效性仍缺乏统一结论[11]。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重点试验的临床试验也指出，益生菌

能够缓解症状并改善肠道菌群结构[16]。然而，由于试验设计、菌株选择及效果评估指标的差异，导致各研

究结果难以直接对比。一些试验显示出显著的胃肠健康改善及免疫反应增强效果，而另一些试验则仅观察

到有限作用。因此，未来需要制定统一标准，规范益生菌临床研究设计，以便更准确评估其在儿童健康促

进中的潜力。总体而言，虽然益生菌在改善儿童健康方面显示出良好前景，但仍需更多高质量证据来确定

最具疗效的菌株及其制剂形式 [10] 。

2.5.2 益生菌在不同儿童人群中的应用

在儿科临床实践中，益生菌正被广泛应用于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风险的儿童群体，如有抗生素使用史

的儿童中，益生菌被用于恢复肠道菌群平衡，并有效减轻与抗生素相关的胃肠道不良反应[26]。同时，益生

菌补充剂也被证实可增强儿童免疫功能，降低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改善整体健康状况[27]。在过敏性疾病

领域，益生菌对缓解特应性皮炎症状表现出一定疗效，但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部分临床试验报告了积

极效果，而另一些则未发现明显改善[28]。总体来看，益生菌在儿科实践中的应用前景广阔，但仍需进一步

研究，以制定针对不同健康状况儿童人群的标准化应用指南。

3. 结论

益生菌在儿童健康健康领域中的促进作用和应用正逐渐被广泛研究。除了在改善消化功能方面的作用

外，益生菌还被证实对儿童免疫系统发育、神经系统发育及行为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现有研究不断强调，

只有深入探究益生菌的作用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健康促进效益。通过整合不同研究的观点和结果，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益生菌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目前已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在改善儿童肠道健康、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表现出良好前景。然而，由于

肠道微生物群与环境因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仍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理解益生菌的作用机制。为了

充分挖掘益生菌的潜力，未来研究需明确针对不同儿童人群的最佳菌株组合、适宜剂量及补充时间。同时，

还需探索益生菌对儿童从婴幼儿期至成年期长期健康影响的证据，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其在健康促进中的角

色。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益生菌在儿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前景愈加明朗。临床医生应考虑将益生菌纳入儿

童健康管理策略中，尤其是针对胃肠系统疾病和免疫功能受损的高风险儿童。当然，目前仍需对已有证据

进行严格审视，辨别高质量研究成果，确保益生菌应用的科学性与安全性。通过谨慎而科学地引入益生菌，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12606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4760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77922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0291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3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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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儿童的健康获益。

益生菌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营养学家的紧密合作。只有通过多学科协作

与信息共享，才能制定出更加完善、科学的益生菌应用指南。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在支持儿童

生长发育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仍有诸多机制与应用细节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通过持续的研究与循证

实践，益生菌在改善儿童健康与生活质量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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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robiotics on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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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ld development is a continuous growth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probiotics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s microorganisms with potential positive impacts on pediatric health.
Probiotic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maintaining children's health through various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by which probiotics influence chil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combines existing practic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probiotics in supporting the immune system, regulating gut microbiota homeostasis, and overall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lthough the results of existing studies are encouraging,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clarify their specific mechanisms and determine the optimal use of probiotic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uture research will further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probiotics promoting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further optimize their clinical application. Thi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probiotics contribute to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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