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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对海马肠炎的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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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海马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名贵中药，特别是对于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更为有效。

2009年开始海马的人工饲养。但直立海马幼体易患肠炎病，死亡率高。研究证实，肠

炎病原菌以弧菌为主。健康和患病机体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抗生素的治疗缺点多，

益生菌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较多，但未对于海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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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16sDNA 测序

免疫因子

（TNF-α, IL-

1β, IFN-γ，

LZM）

透射电镜对肠

上皮进行观察

肠道菌群的多

样性及热图分

析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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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健康幼体与患肠炎幼体肠道菌群的差异

在两个地方取样，四条为一组，无菌取肠道，保存。16s测序

结果分析，患病海马，乳酸菌含量急剧下降

乳酸菌在直立海马的健康维持中有重要的作用



Results

在两个不同的采样点，都表现出同样的结果，乳酸菌在

健康海马肠道中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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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马分为3个试验组1个对照，分别给予浓度为5x108cfu/L 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和鼠李糖乳杆

菌悬浮液。每组有6个重复，每个重复有80尾幼鱼。饲养45天。

存活率

筛选出效果显著的乳酸菌，用于后续治疗实验。

采用20对F3代海马生产的幼体，放入两个养殖箱中，适宜的生长环境，对4000尾幼

体，每天饲喂2次，40天后选择选取体重相近的约2000只幼体。

实验二：三种乳酸菌对肠
炎的预防作用

生长数据

每隔20天，随机抽取
20只幼鱼进行体高测

量

每天记录死亡
个体

肠道参数分析

无菌取肠道，匀浆，用于肠道乳
酸菌、弧菌及免疫细胞因子分析

透射电镜超微
结构观察



Results

在幼鱼生长方面，实验组的与对

照组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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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照组和乳酸菌组弧菌随着时

间的推移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在

第30天和第45天达到峰值

B：肠道乳酸菌的数量受实验处

理的影响



15

对照组的TNF-a和IL-1B随

着时间的推移呈稳定上升

趋势，显著高于乳酸菌

组。乳酸菌组均保持稳

定。IFN-y和LZM，对照组

IFN-y和LZM随时间逐渐下

降，并在第30天和第45天

明显低于乳酸菌组。而从

第15天到第45天，乳酸菌

组的IFN-y和LZM均呈稳定

的上升趋势，并维持在较

高水平



肠上皮结构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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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乳酸菌组相比，对照

组也具有完整的微绒毛

和柱状细胞。但杯状细

胞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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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对照组)、 14d(对照组)， 5×108cfu/L，10×108 cfu/L，20×108 cfu/L

海马被分成四个实验组。每组有3个复制，每个复制有40个幼体

植物乳酸菌对海马肠炎有一定治疗作用。

将患有典型肠炎的海马单独放在池中饲养，暂养一天后，挑选500尾用于实验

实验三：植物乳杆菌对肠炎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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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处理的幼体的丰度约为0.15％，而

高剂量（10和20×108 cfu / L）的植物

乳杆菌给药幼体的丰度约为2.91％，接

近20倍。弧菌，L的优势种之一。植物乳

杆菌给药和对照组的幼体，在高剂量

（10和20×108 cfu / L）的植物乳杆菌

幼体中也具有高丰度。然而，从低剂量

治疗（约14％）到高剂量治疗（18-21

％）的弧菌增加程度远低于乳酸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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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的幼体生长相对缓慢，一方面：对照组中乳酸菌产生的有

助于消化的物质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肠炎作用于杯状细胞，从而影

响消化道的正常功能。

• 直接用含有桡足类活食的养殖水，（对桡足类的生存、生长和免疫有明显的改

善作用）。无论海马幼鱼是直接从水中摄取乳酸菌，还是从桡足类中摄取乳酸

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为了节约海马养殖业的人力和成本，今后需要进一步

完善乳酸杆菌饲喂直立海马的给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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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发现，乳酸菌对海马具有促进生长、增强免疫、预防和治疗肠炎的

作用，表明乳酸菌是一种有效的海马养殖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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