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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患者重点肠道菌群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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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炎症性肠病（ＩＢ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在肠道菌群特征及危险因素方面的差异，以期为

ＩＢＤ的发病机制提供新的见解，并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了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本院内科

门诊确诊为ＩＢＤ的患者８０例，选取同期健康人群８０例为对照。收集两组人群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

数（ＢＭ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等，并记录了可能的危险因素，如家族病史、吸烟史、非甾体抗炎药（ＮＳＡＩＤｓ）使用情况、

高脂饮食习惯、抗生素使用史等。同时，采集了每位参与者的新鲜粪便样本，采用梯度稀释法对样本中的肠道菌群进行

培养，检测两组大肠埃希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脆弱拟杆菌及肠球菌的数量。　结果　ＩＢ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在年

龄、性别、ＢＭＩ等方面无显著差异。在肠道菌群方面，ＩＢＤ患者的大肠埃希菌数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０２），而双

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则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脆弱拟杆菌和肠球菌在ＩＢＤ患者中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犘＝

０．０２８）。单因素分析显示，ＮＳＡＩＤｓ使用（犘＝０．００６）、高脂饮食（犘＜０．００１）和抗生素使用史（犘＝０．００３）是ＩＢＤ的重要

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证实，经校正后，ＮＳＡＩＤｓ使用（ＡｄｊＯＲ＝３．５３，９５％ ＣＩ：１．４１８．６１，犘＝０．００７）、高脂饮食

（ＡｄｊＯＲ＝２．０４，９５％ＣＩ：１．２１３．４５，犘＝０．０１）和抗生素使用史（ＡｄｊＯＲ＝２．５２，９５％ＣＩ：１．２２５．４３，犘＝０．０３）是ＩＢＤ发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大肠埃希菌数量增加（ＡｄｊＯＲ＝１．８１，９５％ ＣＩ：１．１２３．０１，犘＝０．０２）和乳酸杆菌数量减少

（ＡｄｊＯＲ＝０．５３，９５％ＣＩ：０．３４０．７５，犘＜０．００１）也与ＩＢＤ发病显著相关。　结论　ＩＢＤ患者的肠道菌群特征存在明显

差异，特别是大肠埃希菌数量增加和乳酸杆菌数量减少。此外，ＮＳＡＩＤｓ使用、高脂饮食习惯和抗生素使用史是ＩＢＤ的

重要危险因素。这些发现提示调节肠道菌群和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可能有助于ＩＢＤ的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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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ｂｏｗｅ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炎症性肠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ｂｏｗｅ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ＢＤ）

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胃肠道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

（Ｃｒｏｈ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Ｄ）和溃疡性结肠炎（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ＵＣ）
［１］。近年来ＩＢＤ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

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和地区［２］。尽管

ＩＢＤ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

涉及遗传易感性、免疫系统异常、环境因素以及肠道微

生物群的改变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３４］。肠道微

生物群在宿主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

参与营养吸收、代谢调控还与宿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共同维护肠道屏障功能。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ＩＢＤ患

者的肠道菌群存在显著的失调现象，即所谓的“菌群失

调”，这可能是ＩＢＤ发病的关键环节之一
［５６］。然而关

于ＩＢＤ患者肠道菌群的具体变化特征及其与疾病发

展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８０例炎症性肠病患者与８０

名健康对照者的肠道菌群特征，探讨ＩＢＤ患者肠道内

特定菌群的数量变化，并分析可能的危险因素。通过

这一研究希望揭示ＩＢＤ患者肠道菌群的异常模式，并

识别出与ＩＢＤ发病相关的潜在危险因素，为进一步的

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１　对象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２０２２年１月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期间在本院内科门诊被确诊为ＩＢＤ的患

者８０例为观察组，以及８０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

个体作为对照组。所有参与者均在本院门诊内科招

募，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ＩＢＤ患者的纳入标准为：经临床诊断和内镜检查

确认的ＩＢＤ患者，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排

除标准包括：年龄小于１８岁、有其他消化系统疾病、免

疫抑制剂使用史或严重合并症。健康对照组的纳入标

准为：年龄、性别与病例组匹配，且无ＩＢＤ及其他消化

系统疾病史的个体。

２　数据收集

收集了包括年龄、性别、ＢＭＩ、糖尿病和高血压病

史等一般资料。同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家族病史、

吸烟史、ＮＳＡＩＤｓ使用、高脂饮食、抗生素使用史、体力

活动情况、饮酒习惯和避孕药使用情况等信息。

肠道菌群分析：采用梯度稀释法对参与者的新鲜

粪便样本进行肠道菌群培养。主要检测的菌种包括大

肠埃希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脆弱拟杆菌和肠球菌。

菌群数量以ｌｏｇＣＦＵ／ｇ粪便计算，并记录均值及标准

差。

３　统计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进行，对于一般

资料和生化指标的比较，采用ｔ检验（对于连续变量）

和χ２检验（对于分类变量）计算狋值和犘 值，以评估

两组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采

用逻辑回归模型对筛选出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分

析，计算校正后的优势比（ＡｄｊＯＲ）及其９５％置信区

间（ＣＩ），以评估各因素在ＩＢＤ发病中的独立作用。以

犘 值小于０．０５作为统计学显著性的标准。

结　果

１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年龄、性别、ＢＭ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总胆固醇和

甘油三酯在ＩＢ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均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炎症性肠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犾犱犪狋犪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

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狅狉狔犫狅狑犲犾犱犻狊犲犪狊犲犪狀犱犺犲犪犾狋犺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变量
炎症性肠病患者

（狀＝８０）

健康对照组

（狀＝８０）
狋值／χ

２值 犘 值

年龄（岁） ４２．５１±１２．３２ ４１．８１±１１．９１ ０．６１ ０．５５

性别（男／女） ４０／４０ ３８／４２ ０．１２ ０．７５

ＢＭＩ（ｋｇ／ｍ
２） ２２．６１±３．４２ ２３．１２±３．１３ １．２１ ０．２３

糖尿病（是／否） ８／７２ ５／７５ ０．６１ ０．４４

高血压（是／否） １２／６８ ８／７２ ０．７２ ０．４０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４．８１±０．９２ ４．９３±０．８１ １．０３ ０．３２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１．２２±０．５１ １．１５±０．４１ ２．３１ ０．３３

２　两组重点肠道菌群数量对比

ＩＢＤ患者的大肠埃希菌、乳酸杆菌和肠球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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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犘 值分别为０．００２、＜０．００１和

０．００４）。双歧杆菌和脆弱拟杆菌的数量在炎症性肠病

患者中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犘 值分别为０．００５和

０．０２８）。见表２。

表２　炎症性肠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肠道菌群数量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犵狌狋犿犻犮狉狅犫犻狅狋犪狇狌犪狀狋犻狋犻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狅狉狔犫狅狑犲犾犱犻狊犲犪狊犲犪狀犱犺犲犪犾狋犺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细菌种类
炎症性肠病患者

（狀＝８０）

健康对照组

（狀＝８０）
狋值 犘 值

大肠埃希菌（ｌｏｇＣＦＵ／ｇ） ６．２２±０．８１ ５．８１±０．６２ ３．１ ０．００２

双歧杆菌（ｌｏｇＣＦＵ／ｇ） ６．０３±０．９１ ６．５１±０．７３ －２．８ ０．００５

乳酸杆菌（ｌｏｇＣＦＵ／ｇ） ５．５１±０．７１ ６．２１±０．５２ －４．２ ＜０．００１

脆弱拟杆菌（ｌｏｇＣＦＵ／ｇ） ５．８２±０．８１ ５．２３±０．５３ ２．２ ０．０２８

肠球菌（ｌｏｇＣＦＵ／ｇ） ６．４１±０．９１ ５．９２±０．７４ ２．９ ０．００４

３　炎症性肠病患者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使用ＮＳＡＩＤｓ、高脂饮食和抗生素使用史与炎症

性肠病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犘 值分别为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３）。家族病史、吸烟史、体力活动不足、

饮酒过量和长期使用避孕药与炎症性肠病的风险增加

没有显著相关性（均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炎症性肠病患者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犝狀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

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狅狉狔犫狅狑犲犾犱犻狊犲犪狊犲

危险因素
炎症性肠病患者

（狀＝８０）

健康对照组

（狀＝８０）
χ２值 犘 值

家族病史（是／否） １０／７０ ５／７５ ２．１２ ０．１５

吸烟史（是／否） ２０／６０ ２５／５５ ０．５１ ０．４８

ＮＳＡＩＤｓ使用（是） １５（１８．７５％） ５（６．２５％） ７．６ ０．００６

高脂饮食（是） ４０（５０．０％） ２０（２５．０％） １２．５ ＜０．００１

抗生素使用史（是） ２５（３１．２５％） １０（１２．５％） ９．０ ０．００３

体力活动不足（是） １０（１２．５％） ５（６．２５％） ２．０ ０．１６

饮酒过量（是） １０（１２．５％） １５（１８．７５％） １．６ ０．２１

长期使用避孕药（是） ５（６．２５％） １０（１２．５％） ３．８ ０．０５

４　炎症性肠病患者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在多因素分析中，ＮＳＡＩＤｓ使用、高脂饮食和抗生

素使用史仍然是炎症性肠病的显著危险因素（犘 值分

别为０．００７、０．０１和０．０３）。乳酸杆菌的数量与炎症

性肠病的风险降低显著相关（犘＜０．００１），而大肠埃希

菌的数量与风险增加相关（犘＝０．０２）。双歧杆菌、脆

弱拟杆菌和肠球菌的数量在多因素分析中与炎症性肠

病的风险没有显著相关性（均犘＞０．０５）。见表４。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ＩＢＤ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

重点肠道菌群的数量差异及可能危险因素，结果发现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ＩＢＤ患者的大肠埃希菌、乳酸杆菌

和肠球菌数量显著增加，而双歧杆菌和脆弱拟杆菌数

量显著减少。单因素分析显示，ＮＳＡＩＤｓ使用、高脂饮

食和抗生素使用史与ＩＢＤ风险增加相关。多因素分

析进一步确认了 ＮＳＡＩＤｓ使用和高脂饮食为ＩＢＤ的

独立危险因素，同时发现乳酸杆菌数量的减少与ＩＢＤ

风险增加独立相关。

表４　炎症性肠病患者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犕狌犾狋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狅狉狔犫狅狑犲犾犱犻狊犲犪狊犲

变量
校正后的优势比

（ＡｄｊＯＲ）
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犘 值

家族史（是ｖｓ否） １．２４ ０．６２－１．３１ ０．４２

吸烟史（是ｖｓ否） ０．９１ ０．８２－１．１２ ０．２２

ＮＳＡＩＤｓ使用（是ｖｓ否） ３．５３ １．４１－８．６１ ０．００７

高脂饮食（是ｖｓ否） ２．０４ １．２１－３．４５ ０．０１

抗生素使用史（是ｖｓ否） ２．５２ １．２２－５．４３ ０．０３

大肠埃希菌 １．８１ １．１２－３．０１ ０．０２

双歧杆菌 ０．７２ ０．５２－１．０３ ０．０６

乳酸杆菌 ０．５３ ０．３４－０．７５ ＜０．００１

脆弱拟杆菌 １．３１ ０．８１－２．１４ ０．２９

肠球菌 １．４２ ０．９１－２．２３ ０．１４

关于肠道菌群的变化，研究表明ＩＢＤ患者的肠道

菌群多样性和优势菌群的组成发生了变化［７８］。例如，

ＩＢＤ患者中双歧杆菌数量减少而肠球菌数量增多
［９］。

这些变化可能与疾病的活动性和严重程度有关并且可

能是疾病进展的一个标志。要改善ＩＢＤ患者的肠道

菌群组成需要了解饮食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复杂相互

作用。根据现有的研究，饮食不仅影响肠道微生物的

组成还通过多种信号通路调节ＩＢＤ 的发生和发

展［１０１１］。因此调整饮食习惯是管理ＩＢＤ并可能改善

其症状的有效方法之一。研究表明某些特定的饮食模

式对ＩＢＤ患者有益。例如，地中海饮食、抗炎饮食、低

纤维饮食、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和植物基饮食等已被

发现有助于获得ＩＢＤ临床缓解
［１２１３］。这些饮食通常

富含纤维、低脂肪、低糖和高量的抗氧化剂有助于维持

肠道健康和平衡肠道菌群。对于ＩＢＤ患者来说某些

食物可能会引起不适或加重病情。例如克罗恩病患者

常见的不耐受食物包括乳制品、生冷食物和油腻食物

等。因此识别并避免这些不耐受的食物是重要的一

步。

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饮食习惯对ＩＢＤ的影

响具有复杂性。例如，低纤维和高脂肪饮食与ＣＤ风

险增加相关，而高纤维和水果摄入与 ＵＣ风险降低相

关［１４］。此外特定的饮食模式如低纤维饮食可以改善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１５１６］。这表明饮食在

ＩＢＤ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可能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

组成来发挥作用。低纤维饮食对ＩＢＤ患者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其对功能性胃肠症状的改善上，但对其肠道

微生物群和炎症标志物的影响则较为有限。低纤维饮

食被证明可以有效减轻功能性胃肠症状。在一项针对

ＩＢＳ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与澳大利亚饮食相比，低

纤维饮食显著降低了整体胃肠道症状评分［１７］。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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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１０项随机对照试验或随机比较试验显示，低纤

维饮食在５０％至８０％的ＩＢＳ患者中导致临床反应，特

别是在缓解腹胀、排气、腹泻和总体症状方面［１８］。这

表明低纤维饮食对于改善ＩＢＤ患者的某些功能性胃

肠症状是有益的。然而关于低纤维饮食对ＩＢＤ患者

肠道微生物群和炎症标志物的影响证据则不那么一

致。一项研究发现，低纤维饮食减少了粪便中被认为

调节免疫反应的微生物的丰度，但并未对炎症标志物

产生显著影响［１９２０］。另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也指

出，低纤维饮食虽然能够改善功能性胃肠症状和生活

质量，但对于改善粪便一致性、黏膜炎症等方面的效果

并不显著［２１］。这表明低纤维饮食可能通过其他机制

（如减少功能性胃肠症状）而非直接影响肠道微生物群

或炎症标志物来发挥作用。

此外，ＮＳＡＩＤｓ的使用被发现与ＩＢＤ的风险增加

有关。ＮＳＡＩＤｓ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加剧

了炎症反应［２２２３］。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也得到

了体现，即 ＮＳＡＩＤｓ使用是ＩＢＤ的一个独立危险因

素。ＮＳＡＩＤｓ与ＩＢＤ风险增加之间的具体机制涉及多

个方面。ＮＳＡＩＤｓ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影响胃

肠道黏膜的保护作用和修复能力。前列腺素是胃肠道

黏膜的重要保护因子，能够促进黏膜血流、减少黏膜损

伤，并具有抗炎作用［２４］。ＮＳＡＩＤｓ还通过影响线粒体

氧化磷酸化过程，与磷脂相互作用，启动生化变化，损

害胃肠道屏障功能。这种损害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

进而引发低度炎症反应［２５］。此外ＮＳＡＩＤｓ抑制ＣＯＸ

酶（包括ＣＯＸ１和ＣＯＸ２），这些酶在维持胃肠道健

康中起着关键作用。ＣＯＸ１通常被认为是“保护性”

ＣＯＸ，因为它参与了胃肠道黏膜的保护机制；而ＣＯＸ

２则与炎症反应相关
［２６］。长期使用 ＮＳＡＩＤｓ还可能

导致特定区域的胃肠道黏膜损伤，如小肠溃疡和出血

等严重并发症［２７］。这些损伤可能进一步加剧炎症反

应，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强调了饮食习惯和药物使

用对ＩＢＤ发病机制的影响。这些发现提示在ＩＢＤ的

管理中除了传统的医疗干预外，调整饮食习惯和避免

不必要的药物使用也是重要的策略。未来的研究应该

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优化ＩＢＤ的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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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９，１（９３）：２６２２８５．

［９］　王发辉，方秋满，林佳佳，等．宫腔镜术后盆腔感染病原菌分布特

点及危险因素分析［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３，１８（８）：９５７

９６０．

［１０］　于世英，胡国清．肿瘤临床诊疗指南［Ｍ］．３版．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２８７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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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４１０６５．

［１３］　林艳，韩博，陈媛媛，等．女性盆腔炎性疾病（ＰＩＤ）病原菌分布及

耐药性分析［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３，１８（１１）：１３３７

１３４０．

［１４］　吕佳，杨红灵，许东阳，等．妇科癌症术后感染病原体种类及耐药

性分析［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４，１９（７）：８４２８４５．

［１５］　何相好，郭霞，何智勇，等．不同麻醉方式对腹部手术患者术后感

染与免疫功能及血清ＩＬ６和ＴＮＦα水平的影响研究［Ｊ］．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７（５）：１０７４１０７７．

［１６］　张磊，潘思英，杨庭显，等．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院内感染病原菌特

点、危险因素分析及炎症因子水平变化［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

志，２０２０，１５（２）：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３．

［１７］　孙锋华，吕云，林丹．血清降钙素原与Ｃ反应蛋白水平评价美罗

培南与头孢他啶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疗效研究［Ｊ］．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５（４）：７４１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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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Ｊ］．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２１，６０（２）：１７５１７８．

［２３］　陈圆圆．非甾体类抗炎药造成消化道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分析

［Ｊ］．中国社区医师，２０２０，３６（１４）：６７．

［２４］　杨成，崔梅花．ＮＳＡＩＤｓ相关性小肠黏膜损伤机制及防治研究进

展［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１９，２７（６）：３４７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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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胡曦丹，王卓．选择性环氧合酶２（ＣＯＸ２）非甾体抗炎药的安全

性与有效性［Ｊ］．药学服务与研究，２０１６，１６（２）：８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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