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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

应用，涉及微生物技术领域。本发明提供了嗜酸

乳杆菌LS001，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

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编号为CGMCC 

No.23649，保藏日期为2021年10月22日，保藏机

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嗜酸

乳杆菌LS001的16SrDNA序列如SEQ  ID  NO .1所

示。本发明还公开了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其

是由嗜酸乳杆菌LS001经处理得到的。本发明采

用上述的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应用，可

广泛用于制备抗过敏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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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在制备抗过敏药物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嗜酸乳杆菌

LS001后生元是由嗜酸乳杆菌LS001经处理得到的，嗜酸乳杆菌LS001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

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编号为CGMCC  No.23649，保藏日期为2021年10月

22日，分类命名为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保藏机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

北辰西路1号院3号，嗜酸乳杆菌LS001的16Sr  DNA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包括菌粉制剂或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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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过敏是将外来物，如细菌、病毒、花粉、灰尘等物质作为有害的物体而产生的免疫

作用，使免疫细胞中的肥大细胞开始活化，释出组织胺，组织胺会引起微血管扩张、血管通

透性增加、发痒、平滑肌收缩和反射等一连串的作用，小则皮肤出现红斑麻疹，重则导致皮

肤肿胀、发热等炎症表现，自身免疫系统就是一个大的数据库，知道哪些物质是对身体有益

的，哪些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然后进行标记，对有害物质发起攻击，对有益物质，进行吸

收。而过敏是自身免疫系统的亢进表现，不管进来的物质是否对身体有益，全部都标记为有

害，然后进行攻击，就会使得过敏介质达到一定浓度，然后作用在粘膜上，从而导致过敏反

应，其反应的特点是发作迅速、反应强烈、消退较快；一般不会破坏组织细胞，也不会引起组

织损伤，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和个体差异，现有的抗过敏药物使用效果不太理想。因此，提供

了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在制备抗过敏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应用，可广泛用于制备抗过敏

的药物。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在制备抗过敏药物中的

应用，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是由嗜酸乳杆菌LS001经处理得到的，嗜酸乳杆菌LS001保藏

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编号为CGMCC  No.23649，保藏日

期为2021年10月22日，分类命名为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保藏机构地址

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嗜酸乳杆菌LS001的16SrDNA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

[0005] 优选的，应用于制备药物。

[0006] 优选的，所述药物包括菌粉制剂或片剂。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应用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1、本发明中嗜酸乳杆菌LS001可广泛用于制备抗过敏的药物。

[0008] 2、本发明中嗜酸乳杆菌LS001可以降低由于超敏反应而升高的血清IgE水平，嗜酸

乳杆菌LS001可广泛用于制备抗过敏的药物。

[0009]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除非另外定义，本发明使用

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本发明所属领域内具有一般技能的人士所理解的通常意

义。

[0011]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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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乳杆菌LS001，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

编号为CGMCC  No.23649，保藏日期为2021年10月22日，保藏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

路1号院3号，分类命名：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嗜酸乳杆菌LS001的

16SrDNA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

[0012] 实施例2  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的制备

S1、种子液的制备

菌种LS001在MRS液体培养基中进行活化，将3%接种量接入到100mL  MRS液体培养

基中，置于37℃条件下扩大培养12h，制得嗜酸乳杆菌LS001种子液，活菌数为5×109cfu/

mL；

S2、菌种发酵

将种子液按3%接种量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置于37℃条件下发酵20h，得到发酵

液；

S3、后生元制备

在常温条件下，将发酵液在6000rpm离心30min，弃上清，取湿菌泥加入30‑50mg/mL

溶菌酶，37℃条件下保温30min，再加入等量灭菌玉米淀粉，均匀搅拌，造粒，40目过筛后， 

沸腾干燥，制得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

[0013] 实施例3

[0014] 人体过敏根本原因是免疫系统，通过实验对嗜酸乳杆菌与免疫反应的关系进行研

究。嗜酸乳杆菌LS001对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的影响。

[0015] 在体内腹腔巨噬细胞能吞噬鸡红细胞，据此判断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0016] 仪器和材料：显微镜、鸡红细胞、丙酮、甲醇、生理盐水、Giemsa染液。

[0017] 实验小鼠雄性40只，体重20±5g，分为A、B、C、D四组，A组对照组，B组低剂量组，C组

中剂量组，D组高剂量组，A、B、C、D四组小鼠均适应环境饲养7天，然后B组小鼠每天饲喂嗜酸

乳杆菌LS001菌悬液（总菌数不少于3×109
个/mL）0 .5mL，C组小鼠每天饲喂嗜酸乳杆菌

LS001菌悬液（总菌数不少于9×109个/mL）0.5mL，D组小鼠每天饲喂嗜酸乳杆菌LS001菌悬

液（总菌数不少于2.7×1010个/mL）0.5mL，A组小鼠饲喂相同体积的蒸馏水。

[0018] 实验步骤

S1、鸡红细胞悬液制备，取鸡血置于有玻璃珠的锥形瓶中，朝一个方向充分摇动，

以脱纤维。用生理盐水洗涤2～3次，离心（2000r/min，10min），去上清，用生理盐水配成20%

（v/v）的鸡红细胞悬液。

[0019] S2、吞噬功能测定，每只小鼠腹腔注射20%鸡红细胞悬液1mL。间隔30min‑1.5h，颈

椎脱臼处死动物，将其仰位固定于鼠板上，正中剪开腹壁皮肤，经腹腔注入生理盐水2mL，转

动鼠板1min。然后吸出腹腔洗液1mL，平均分滴于2片载玻片上，放入垫有湿沙布的搪瓷盒

内，移置37℃孵箱温育30min。孵毕，于生理盐水中漂洗，以除去未贴片细胞。晾干，以1:1丙

酮甲醇溶液固定，4%（v/v）Giemsa‑磷酸缓冲液染色3min，再用蒸馏水漂洗晾干。

[0020] S3、油镜下计数巨噬细胞，每张片计数100个，按下式计算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0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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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在计数时，应同时观察鸡红细胞被消化的程度。借以判定巨噬细胞吞噬与消化功

能，通常分为4级：

I级：未消化。被吞噬的鸡红细胞完整，胞质浅红或浅黄带绿色，胞核浅紫色。

[0023] II级：轻度消化。胞质浅黄绿色、胞核固缩呈紫蓝色。

[0024] III级：重度消化。胞质淡染，胞核淡浅灰色。

[0025] IV级：完全消化。巨噬细胞内仅见形态类似鸡红细胞大小的空泡，边缘整齐，胞核

隐约可见。

[0026] 以吞噬百分率或吞噬指数表示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0027] 由表1可知，本发明在喂食嗜酸乳杆菌LS001菌悬液后，能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随着喂食嗜酸乳杆菌LS001菌悬液剂量（总菌数）的增加，小鼠的吞噬功能增

强，低、中、高剂量组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性（P＜0.05）。

[0028] 实施例4  嗜酸乳杆菌LS001抗过敏功能试验

实验动物

小鼠，雄性，体重18‑20g，36只。

[0029] 试剂与仪器

卵清白蛋白（OVA）；氢氧化铝：分析纯；无菌生理盐水；IgE  ELISA试剂盒；离心机，

酶标仪，洗板机。

[0030] 实验步骤

S1、动物饲养

所有小鼠适应性喂养7天给予标准膳食，自由饮水。环境温度：24±1℃，湿度：55±

10%。每2天灌胃一次生理盐水或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实施例2中制备的）菌液，于实验

开始后第8天、第22天、第29天、第36天分别进行腹腔OVA注射，于最后一次腹腔OVA注射7天

后处死。

[0031] S2、动物分组及益生菌干预

将36只小鼠随机分为3组，如下：

空白对照组（A组）：12只，每2天灌胃无菌生理盐水一次（0.2mL/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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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阳性对照组（B组）：12只，每2天灌胃0.2mL无菌生理盐水一次，进行3次腹腔OVA

注射；

嗜酸乳杆菌LS001菌株组（C组）：12只，每2天灌胃0 .2mL菌液一次（含菌量109个/

mL），进行4次腹腔OVA注射。

[0032] S3、OVA的配制及过敏反应激发

采用腹腔注射卵清白蛋白（OVA）的方式激发小鼠过敏反应。激发所用OVA需自行配

制，配制方法如下：400μgOVA溶于1mL磷酸盐缓冲液（PBS）中，400mg  Al(OH)3配于10mL磷酸

盐缓冲液（PBS）中形成混悬液，并用超声破碎仪破碎10分钟，使用时将OVA溶液和Al(OH)3混

悬液等体积混合，配得浓度为200μgOVA，20mg  Al(OH)3/mL的混悬液，现配现用。

[0033] 分别于实验开始后第8天、第22天、第29天、第36天对OVA阳性对照组（B组）和嗜酸

乳杆菌LS001菌株组（C组）小鼠进行腹腔OVA注射，每只小鼠每次注射0.1mL混悬液。

[0034] S4、小鼠体重测定

实验开始时称取各组小鼠基础体重，并于实验过程中每隔7天称取一次体重以监

测小鼠生长发育情况。

[0035] S5、血清总IgE测定

于最后一次腹腔OVA注射7天后处死动物，分别测定各组小鼠体重血液总IgE浓度。

实验开始时，采用尾部动脉法收集小鼠血液，实验结束处死小鼠时，采用眼球取血法收集小

鼠血液，室温静置30分钟后，离心1000r/min  10min，收集血清冻存于‑80℃备用。

[0036] 血清总IgE的测定，采用小鼠血清总IgE  ELISA试剂盒（市购）进行测定。

[0037] S6、统计学分析

用SPSS  17.0进行统计学分析，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部分均数间两两比

较采用Dunnett‑t检验。

[0038] 实验结果

体重及一般情况：

实验结束时各组体重及各组体重增长结果如表2。实验结束时，各组体重增长无统

计学差异。体重增长均为正，表明菌株对小鼠无毒性。实验期间小鼠生长状况良好，无明显

腹泻等不良表现。

[0039] 表2

；

血清总IgE浓度：

根据试剂盒要求，在测定血清总IgE时，对血清进行25倍稀释后进行测定，结果如

表3。实验前血清总IgE水平均较低或未检出，实验结束时，OVA阳性对照组（B组）及嗜酸乳杆

菌LS001菌株组（C组）血清总IgE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菌株组血清

总IgE低于OVA阳性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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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表3

；

注：a：P<0.05(与空白组比较)；b：P<0.05(和阳性对照组比较)。

[0041] 综上所述，在OVA刺激小鼠后，血清IgE升高，小鼠发生超敏反应，而使用嗜酸乳杆

菌LS001后可以降低由于超敏反应而升高的血清IgE水平，因此推测嗜酸乳杆菌LS001可以

用于制备抗过敏的药物。

[0042] 试验结果表明，本发明的嗜酸乳杆菌LS001可降低OVA致敏小鼠的血清总IgE水平。

[0043] 因此，本发明采用上述的嗜酸乳杆菌LS001后生元及其应用，可广泛用于制备抗过

敏的药物。

[004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

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等同替换亦不能使修

改后的技术方案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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