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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f inulin on intestinal health. Methods: To evaluate intestinal condition b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on Intestinal Microenvironment Change” with 43 volunteers, the dose 
is 1 bag (15 g/bag) per day, and the volunteers drank it for 14 days. Results: In the drinking period 
and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e defecation frequenc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fecal quantity, fecal 
color, fecal hardness, fecal odor, feeling of defecating and feeling after defecating all showed sig-
nificant improvement (P < 0.05). Conclusion: Inulin can improve intesti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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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菊粉的肠道健康作用进行研究。方法：应用“肠道改善表观评价调查表”对43名志愿者的肠道

状况进行评价，每日1袋(15 g/袋)，连续饮用14 d。结果：在饮用期和末期，试饮者的排便次数明显增

加，粪便量、粪便颜色、粪便硬度、粪便气味、排便时的感觉及排便后的感觉均出现了明显的改善(P < 0.05)。
结论：菊粉具有一定的改善肠道健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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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菊粉又称菊糖，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储备性多糖，也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为白色无定型

粉末，属于非消化性碳水化合物[1] [2]。菊粉主要来源于植物，包括双子叶植物中的菊科、桔梗科、龙胆

科等 11 个科及单子叶植物中的百合科、禾木科，其中菊苣和菊芋块根被认为是菊粉的最丰富来源[3]。据

SHOAIB M 等[4] [5]的研究，菊粉不仅能提升产品的感官特性，还能作为产品中益生菌、脂肪及糖替代品

和功能性食品中的功能成分，从而达到丰富营养、改善健康的作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饮食观念上，公众除了要求口味与安全外，更多是注重低糖、低脂、

高膳食纤维饮食习惯的形成，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卫生部已批准菊粉为新食品资源，在食品加工过

程中能替代糖类和脂肪，再加上它生理功能、来源广泛、生产工艺简单，从而使得菊粉产业拥有巨大的

潜在应用市场[6] [7]。目前常被应用于乳制品、肉制品、面制品、巧克力和冰淇淋等食品加工中。在低脂

或脱脂乳制品中，由于脂肪低，会出现口味寡淡、乳清析出等不良现象，若加入菊粉，不仅可以改善其

质构，提高持水力和黏稠度，还能提供良好的类似脂肪的口感，增加膳食纤维含量，从而以提升产品的

感官特性和营养价值，达到平衡饮食的作用[8]。在肉制品加入菊粉，会有效改善低脂肉制品的口感和质

构，但对肉制品的颜色不利。Menegas 在制作发鸡肉肠的过程中加 68.13 g/kg 菊糖代替 80 g/kg 玉米油，

储藏期间发现，鸡肉肠的脂肪含量降低，脂质氧化被抑制，纹理改善，但色泽更暗红[9]。在面制品食量

加入菊粉，可保持面制品良好的质构性状和口感[10]。Poinot P 等[11]研究发现，制作面包时适量添加菊

粉，可加速其焙烤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促进风味物质及表皮颜色的形成。其中，菊粉作为一种膳食纤

维，其调节肠道健康方面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12] [13]。 
目前，肠道健康是功能食品学科中研究最热的领域之一[14]。与肠道及免疫系统相关的功能性食品约

占 60%左右[15]。据统计，2008~2011 年，全球食品营养健康十大流行趋势中，“消化健康”这一项年年

都占榜首[16]。此前，研究及报道较多的是益生菌及低聚糖，现在人们的关注点是菊粉在功能性食品中的

应用[17] [18]。 
本文以菊粉为研究对象，采用“肠道改善表观评价方法”[19]进行试验，研究其改善肠道健康的作用，

同时为其在功能性产品中的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维乐夫·菊粉，由山丰宁平安高科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2.2. 实验人员 

2016 年在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招募若干名试饮志愿者，经筛选排除胃肠疾病患者、妊娠或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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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期妇女、服用抗生素、过敏体质人员及肠道手术等人员后，剩余 52 名合格志愿者，年龄段为 24~38 岁。

每日试饮 1 袋，15 g/袋。志愿者每天定时用温水冲调，或加入牛奶、豆浆、果汁、茶、咖啡中搅匀后饮

用。 

2.3. 试饮效果评估 

志愿者试饮样品前 7 d、试饮期间及试饮样品后 7 d 每天均要填写便性调查表，分别记录试饮前、试

饮期间及试饮后肠道状况。试饮效果评估指标包括排便次数、粪便形状、粪便硬度、粪便量、粪便气味、

排便时感觉及排便后感觉等(试饮效果评估指标的强弱均赋予分值)。 

2.4.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过程中各指标采用分制来表示。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整体状况 

菊粉的肠道健康状况评价调查中，受试人员 52 人，实际完成人员为 43 人。人员流失 9 人，流失率

17.3%，包括：2 人出现轻微腹泻现象(该试饮者表示腹泻可能与自己着凉有关)、1 人出现恶心现象(闻到

菊粉的味就会出现)、3 人中途退出、3 人试卷无效。 
完成试饮的 43 名志愿者未出现任何严重的身体不适状况。但是：43 名志愿者中有 51.2% (22 人)出

现放屁现象、34.9% (15 人)出现腹胀现象、32.6% (14 人)出现腹鸣现象、30.2% (13 人)出现腹痛现象(表
1)。 

 
Table 1. Gastrointestinal status during the drinking period of inulin 
表 1. 菊粉试饮期间胃肠状况 

试饮者在试饮期间出现的胃肠状况(单位：人) 

胃肠状况 放屁(22)、腹胀(15)、腹鸣(14)、腹痛(13)、润肠感(5)、饱腹感(3) 

3.2. 肠道健康状况 

由表 2 中数据可知，第二周排便次数、粪便颜色、排便时的感觉与第一周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粪便硬度、粪便气味与第一周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 0.05)；第三、四周排便次数、粪便颜色、粪

便硬度、粪便量、粪便气味与第一周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排便后的感觉与第一周相比有显著

性差异(P < 0.05)；第四周排便时的感觉与第一周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其他指标无统计学意义。 
 

Table 2. Intestinal health during the drinking period of inulin 
表 2. 菊粉试饮期间肠道健康状况 

 排便次数 粪便颜色 粪便形状 粪便硬度 粪便量 粪便气味 排便时的感觉 排便后的感觉 

第一周 0.94 3.17 3.46 2.89 3.20 2.83 2.93 3.08 

第二周 1.23** 2.71** 3.54 2.62* 3.09 2.57* 2.69** 3.25 

第三周 1.23** 2.68** 3.46 2.59** 2.97** 2.49** 2.73 3.31* 

第四周 1.10** 2.63** 3.50 2.59** 2.96** 2.48** 2.59** 3.35* 

注：表格中数值为平均值，*表示与第一周在 5%有显著性差异，**表示与第一周在 1%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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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 43 名志愿者试饮菊粉后，便性指标均出现了有益的变化。与试饮前相比，在饮用期和末期，

试饮者的排便次数明显增加，粪便量、粪便颜色、粪便硬度、粪便气味、排便时的感觉及排便后的感觉

均出现了明显的改善(P < 0.05)。本研究显示，饮用菊粉(15 g/d)对试饮者的肠道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菊粉作为一种膳食纤维，它是肠道益生菌食物的来源，在胃中不能被消化，在肠道中可促进双歧杆

菌增值 8~10 倍[18]，使益生菌成为肠道内优势菌群。同时，菊粉经过肠道内有益菌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

酸(SCFA)，可降低肠道内 pH 值，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20] [21]。此外，菊粉在肠道内吸水膨胀，有利

于大便的形成，增加肠道蠕动，促进排便，防止便秘[22]。产品中菊粉量添加为 10 g/L 时，能加快保加

利亚乳杆菌与植物乳杆菌的生长速率[23]。研究发现[24] [25]，菊粉单独使用或与益生菌混合使用，都能

有效的减少便秘次数的发生，对改善便秘、润肠通便都有较好的效果。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菊粉对肠道

健康的改善作用，为其在功能性产品中的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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