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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生物的组成及其代谢物的稳定对于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共同协作组合的微生物组与先天宿主细胞通过复杂地相
互作用共同发展，其中特定微生物的组分及其丰度和宿主的年龄以及后天环境的暴露是有所不同的。随着微生物学和基因测序
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微生物对健康、疾病发生发展方面的影响。新生儿肠道微生物结构及组成变化较大，并且各器官功
能未发育成熟，极易受外环境影响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甚至死亡，因此，借助于现阶段肠道微生物的研究，重新解读可以扩
展对新生儿期疾病的认识，为临床诊断及治疗开阔视野，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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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体内微生物菌群的数量及它们的重要性逐渐

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体内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健康有

着深远的影响，人体内存在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及其他单细

胞微生物，它是指一个群体，并不仅仅是一类微生物，里面

包括了古细菌、细菌、真菌、原生动物、病毒等各种微生物，

其中大多数微生物位于人体的肠道内。据 Qin J 等报道，肠

道菌群的数量超过了人体自身细胞的数量，约 10
14
个，是正

常成年人体细胞的 10 倍,它们所蕴含的巨大基因组，是人类

自身基因的近 100 倍
[1]
。这些数量大、种类多的微生物群落

之间彼此联系，同时一刻不停地与宿主进行信息交流，消耗、

存储并且能够重新分布能量，调控着重要化学物质的转化，

同时通过自我复制来维持和修复自身的稳定，对人体内环境

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人体内的细菌大部分是有益

的，它们在抵御病菌的入侵，帮助消化食物，合成维生素等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3]
，同时能够增强免疫系统吞噬癌细胞，

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
[4]
。群的结构失调会使产生毒素的有

害细菌滋生，造成内环境紊乱，引发各种疾病
[5]
，成为罹病

的“元凶”，因此，研究微生物的代谢、功能能够为临床预

防和治疗疾病提供新的手段和途径。 

1 重新认识微生物组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菌群遗传”非常复杂。Jost T 等研

究者在最近的研究发现从母亲粪便分离出的短双歧杆菌在母

乳及其分娩的新生儿粪便中同样被检测到，这就是细菌可以

通过“肠乳通路”最有力的证据
[6]
。虽然 50 多年前无脊椎动

物共生菌的遗传传播已经被证实了，但这一理论在人类和其

他哺乳类动物中仍有争议
[7]
。其实，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的

转移机制都不是清楚的，就如母乳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无菌的，

可实际在泌乳期间母乳中含有成千上百种菌株。这种遗传转

移机制现在被认为有强大的自我发育和可塑性表型的特征，

并直接传给后代来适应周围的环境。基于这种理论，Gilbert

提出了人类生育“重诉”的解释，怀孕可能是由于这些共生

互作的结果，胎儿有自己的微生物群落，需要重新评估胎儿

和新生儿期。营养不良儿童的持续认知异常与部分不成熟肠

道微生物群落的持续模式有关，而他们大脑某些特殊区域有

不成熟基因的表达，这与后期认知缺失相关联，Goyal MS 认

为，肠道菌群失衡导致大脑异常，而营养不良是引起肠道菌

群失衡的根本原因。有研究者建议在新生儿期和婴儿期的微

生物组的发展应被认为是发展中的“微生物器官”。肠道菌

群被认作“器官内的虚拟器官”，具有代谢活性；因此，每

一系列的共生微生物在受孕之前就开始严格按照生命弧的轨

迹精细的发生发展，各种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就是细胞和微

生物共生协作或各自协调发挥作用的生理活动，并且需要充

分考虑到环境因素影响而转移的遗传重叠性。 

2 新生儿期的重要性 

现在明确的是所有的多细胞微生物是共生的，无一例外，

但这些真核细胞和它们的微生物同伴紧密联系，共同定植在

组织系统中维持新陈代谢、免疫系统和有机体的健康平衡。

直到近几年，随着对微生物领域传统认识的争论成为全球关

注的焦点之一，研究者们认为，更为真实的解释应该是它们

相互协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激烈竞争的共生关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真核细胞和微生物之间良好的信号通路

明显影响着机体正常的发生发展。因此，新生儿期被认为是

最重要的阶段，它不仅仅只是固有的本体和神经激素之间一

系列相互协作而发育的过程，还被认为其任何一个生命周期

发育阶段都必须依赖微生物的参与和微生物之间不断地进行

转变而发育的过程。新生儿期是收集和部署重要的微生物伙

伴关系的有意义的阶段，是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新生儿期的正确理解需要重新评估。新生儿期是这

些混合复杂细胞生态学变化期间的一个关键阶段。 

3 健康和疾病 

目前的研究揭示了我们的生殖能力、发育、免疫系统和

新陈代谢是先天固有细胞和微生物两者联合作用的结果。微

生物组是广泛数量和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它们的基因以及代

谢物，嵌入在身体的各个组织、皮肤、消化道和所有粘膜表

面。它们的每一个组合对肠道、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呼吸

系统、免疫系统和口腔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肠道微生物组是

所有微生物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决定因素。大量的

研究已证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

疫途径显著改变脑功能和行为。肠-脑轴及菌群对肠-脑轴的

调节在神经发育、老化及神经退行性病变中起重要作用。举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4 ·论著· 

·7· 

例说明，双歧杆菌通过产生乙酸盐而在肠道中提供对肠道病

原性感染的保护，而本课题组通过基于 16s 的基因功能预测

技术，从基因层面发现患有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

的病例组肠道菌群脂代谢能力以及脂肪酸合成能力（包括丙

酸及丁酸）都不如对照组，进一步结合代谢组学技术(利用液

相色谱仪-质谱仪平台及气相色谱仪-质谱仪平台)从表达谱

层面探索 NEC 患儿与对照组代谢产物的差异，结果发现三种

主要的短链脂肪酸是两组间最主要的代谢产物之一。另笔者

也利用基因测序的方法发现母乳喂养婴儿肠道中的埃希氏菌

属/志贺氏菌属是婴儿罹患黄疸的关键菌属。以上研究都表明

微生物及其代谢物都与新生儿的健康息息相关，所有复杂生

物体的内在代谢驱动力都是各种微生物参与支持的。 

4 广阔的前沿 

近期研究证实，微生物与细胞的相互作用形成一条弧。

细胞间相互作用担任共生体，其影响超出任何传统的、与年

龄相关的内在神经体液调节检验标准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况

下，目前每个真核细胞生物内的混合细胞与微生物群体进行

复杂的合作，并且这个机制由全部先天细胞，相关细胞以及

转移细胞所构成。在这整条弧内，新生儿期是一个非常活跃

的交叉阶段。他们从看不见的有丝分裂开始发展，这一阶段

甚至早于受精卵时期，然后在子宫中培育和发展，继而发展

成超越个体生命的状态，即发展成表观遗传学或者超越其成

为具有个性特征的个体。新生儿在相互作用中相互适应的这

种状态，将会在多方面影响未来的成人体。显然，新生儿学

的一个主要前沿研究是这种连接生命弧线的深远意义和尚未

被探索到的未知空间，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远远不足，成果

稀缺。客观的评价，新生儿期是决定未来机体好与坏的至关

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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