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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的形态与培养

1933年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宫人近治博士发现丁酸梭菌，又被称为宫人菌、酪酸

菌、丁酸梭状芽孢杆菌和酪酸梭菌，是梭菌属、芽孢杆菌科严格厌氧的革兰氏阳

性厌氧细菌，可产生丁酸（熊祖名，2011），并在培养过滤物中含有少量脂肪酸。

菌体呈直杆状或稍有弯曲，单个或成对，灰白色，细菌

直径为（0.5-1.7）×（2.4-7.6）μm，两端钝圆，周身鞭

毛，具运动性；芽孢偏心或次端生（内生），呈圆形或椭

圆形，无孢外壁和附属丝。在琼脂平板上形成白色或奶油

色的不规则圆形菌落，稍突，表面湿润光滑，不透明，略

有酸臭味（李雄彪等，2006；易中华等，2012）。



酸梭菌培养工艺可分为固体发酵与液体深层发酵。

固体发酵与液体发酵相比较而言，具有产品分离难、生长难控制、方法不成

熟等缺点。

但固体发酵投资少、设备与操作简单及其发酵来源广泛(农副产品、淀粉质原

料、食品工业下脚料等)和发酵产品益于长时间贮藏运输。

研究表明，魏伟群等（魏，2011）以豆粕为培养基质，接种14％，30℃发酵

72h后，菌体浓度可达1.08×108 cfu/mL。此外，谢全喜（谢，2013）麦麸：豆

粕=1：1优化组合，CaCl2为0.2％，接种72％，37℃发酵72 h，菌体浓度可达

2.2×108 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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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常采用的丁酸梭菌发酵方法是液体深层发酵法，此法便于控制氧

气含量，因为丁酸梭菌属于厌氧菌。

戚薇等（戚，2010）采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得到最佳培养基组成为

胰蛋白胨10g/L，葡萄糖8g/L，酵母膏4g/L，37℃培养24 h，活菌数可达 

4.1×108 cfu/mL，活菌数芽孢转化率可达95%。 

最经济的工业发酵培养基（Wang HK el ，2011）被确定为每升培养液中含

有8g葡萄糖、20g豆粕（中性蛋白酶水解3h）和5g啤酒酵母粉，最适培养条件

下培养48h，丁酸梭菌活菌数可达 8×108 cfu/mL，使成本降低了90%。 

丁酸梭菌的形态与培养



Hakalehto 等(Hakalehto E,2012)发现 CO2是梭状芽孢杆菌生长的一个必要

的信号，在丁酸梭菌的纯培养过程中， 外部环境中没有 CO2将导致其生长

的大量延迟或难以启动；丁酸梭菌与短乳杆菌存在着共生关系，短乳杆菌产

生的 CO2能够更好地启动丁酸梭菌的生长。 

丁酸梭菌的形态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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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的生理功能

丁酸梭菌可产生良好的动物所需的营养素来源或具有辅助消化作用的丁

酸、消化酶、氨基酸、B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丁酸梭菌产生辅助动物消化饲料日粮的胞外酶主要有蛋白酶和淀粉酶等，

并分泌大量的胞内酶。 

益生作用

丁酸梭菌代谢中产生的VB、泛酸和烟酸等，为动物代谢和生长发育提供

必需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K和B族维生素不但可以提供营养，还可促进维生

素E的吸收。研究表明，丁酸梭菌在37℃厌氧条件下培养24 h后，上清液中叶

酸浓度可以达到8.0 mmol/L，维生素B12含量为 93Pg/mL(Araki Y， 2002)。



丁酸梭菌和拜仁梭菌混合可产

生果胶裂解酶和果胶甲酯酶，在肠

道产生的果胶最终分解为SCFAs

（Akajima N， 1999）。其中最主

要的时丁酸，而丁酸是结肠上皮细

胞的能量代谢和正常生长主要的营

养物质 （Pryde S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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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肠道菌群平衡 

丁酸梭菌的生理功能

作为调整肠道功能的代表性菌之一的丁酸梭菌，具有促进有益菌定植和

繁殖及抑制有害菌生长的特点。丁酸梭菌产生的脂肪酸(乙酸、丁酸)有降

低肠道内pH，抑制有害菌附着与繁殖的功能。 

研究表明，当丁酸梭菌与艰难梭菌在体外共培养时，艰难梭菌的毒性大幅

度降低甚至消失，主要是因为丁酸梭菌芽孢萌发与扩增的速率是艰难梭菌的

两倍，产生的短链脂肪酸更有效的抑制艰难梭菌芽孢的萌发及其生长（Woo 

TDH ，2011）。 



其他研究表明，丁酸梭菌可增强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繁殖，并一定程

度抑制鸡白痢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产气荚膜梭菌（曹广添，2012）。

张达荣等（张达荣，1999）采用丁酸梭菌制剂服用于有腹泻、便秘症状

的患者，结果表明，丁酸梭菌可促进乳酸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增殖，

并抑制肠道内病原菌和腐败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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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可激活机体免疫系统，促使机体免疫力增强，进而维持动物健康。 

丁酸梭菌的抗炎作用主要是通过激活动物肠道上皮细胞的TLR-2，从而调

节NF-KB信号途径分泌促炎因子(TNF-α、IL-6)，进而降低机体致病菌的感染。 

免疫功能 

张彩云等在断奶仔猪的日粮中添加 1‰的丁酸梭菌，显著提高了仔猪的平

均日增重，添加3‰的丁酸梭菌能显著提高仔猪饲料的转化效率，添加3‰和 

5‰的丁酸梭菌，其免疫机能、抗病力均明显提高，其中添加5‰丁酸梭菌组

的血清乳酸脱氢酶的活性显著低于抗生素对照组，IgG水平显著高于抗生素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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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丁酸梭菌灭活后，可激活小鼠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

细胞毒性，且通过诱导产生高滴度的IFN-γ，进而提高小鼠机体免疫功

能（Chen H Y ，1993）。 

此外，双粪肠球菌可与丁酸梭菌联合使用，增加腹泻儿童的血清抑炎

因子IL-10水平，降低促炎因子TNF-α水平（Chen C 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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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可以显著治疗腹泻、炎症、便秘等疾病，且有极强的整肠作用。

研究表明，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可显著降低婴儿腹泻的发病率。同时，可

有效治愈溃疡性结肠炎。

最先将酪酸菌相关制剂投人商业化临床应用的国家是日本，现已形成多

种产品。 

丁酸梭菌的临床应用



在幼龄畜禽的日粮中添加丁酸梭菌可有效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功能。 

丁酸梭菌动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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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微生物在水产养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水体的生产能力、

物质循环、动物营养、水质、疾病控制和水的排放（Moriarty，1998）。现代

微生态学研究表明,水产益生菌具有增进营养、提高消化、增强免疫、改善水

质等作用（Gatesoupe，1999；Laurent，2000）。

丁酸梭菌具有耐高温、耐胆酸盐等特点,既可以产生多种酶和营养物质,又

可以抑制有害菌、增殖有益菌。作为新型的饲料添加剂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但丁酸梭菌在水产业上的研究较少,亟需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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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材料：丁酸梭菌（109cfu/g）

组别：对照组；0.25％添加量组（CB1）；0.5

％添加量组（CB2）；1.0％添加量组（CB3）

每天进行检查MRS平板计数法来验证益生

菌的浓度，并检查可能的污染。丁酸梭菌溶于

无菌净化水中，均匀喷撒在饲料表面，室温下

风干，并在一天内用完。



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进行肠道绒毛高度统计分析得

出：3个实验组肠道上皮细胞高度

均增加，且CB2和CB3组高于CB1

组，CB2和CB3组在统计学上没有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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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草鱼（256.57±0.71g）

实验分组：6个实验组，每组3个重复，每个重

复30尾鱼。

投喂时间：每天四次饱食投喂，喂食30分钟后，

收集饲料残渣，干燥并称重以计算采食量。

养殖时间：养殖60天。

光照周期：自然光周期。

在试验结束，称重，麻醉，取肠道（胰蛋白酶，糜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活性

以及绒毛长度）与肠道内容物（菌群计数和SCFAs检测），液氮速冻，冻存于-80℃。



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生
长
性
能

SCFAs

菌
群

绒
毛
高
度

酶
活
性



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丁酸梭菌在水产动物中的应用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