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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简介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滥用，细菌对抗生素

的耐药性不断增强。据报道，目前有些国家肺炎

链球菌耐药发生率达到 25％；美国 75％的细菌

感染会对一种或多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日本葡

萄球菌分离株半数以上都具有多重耐药性[1]。我

国的情况更为严重，其中临床分离的大肠杆菌对

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率已超过 60％，居世界首

位，因此寻找代替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的策略

成为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中，噬菌体

替代抗生素的研究已成为近几年的热点[2]，对噬

菌体生物学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应用噬菌体进行

细菌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发展。 

国际上进行噬菌体治疗研究比较有影响的

机构大多集中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其中位于格

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 Eliava 研究所 (全称为

Eliava Institute of Bacteriophage, Microbiology & 
Virology) 在噬菌体治疗研究方面历史最为悠

久，该研究所由 George Eliava 教授于 1923 年创

建。George Eliava 教授是噬菌体治疗研究历史上

的一位核心人物，他与 D’Herelle (噬菌体发现者) 

共同发现了噬菌体裂解酶[3]，与 Pozerski 共同发

现了在中国古代治疗疟疾的药物中的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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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宁[4]，他第一个提出噬菌体能够改变其宿主特

性的假设[5]，并且对噬菌体治疗的免疫反应、噬

菌体对白细胞的吸附及噬菌体对胎盘的渗透性

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为了纪念 George Eliava 教授 120 周年诞辰，

“抗生素可替代品——噬菌体和益生菌”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 日−7 月 4 日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首

都第比利斯举行，由美国能源部、国际科学技术

中 心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即 ISTC，包含美、加、欧盟、苏、日、

韩等国的联合科学机构)、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

赞助，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137 人，分别来自格鲁

吉亚、俄罗斯、美国、英国和中国等 31 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中国代表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沈阳协合

集团有限公司。 

2  学术交流 

此次会议根据内容分为 3 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噬菌体”，由格鲁吉亚 Eliava 研究所 Revaz 

Adamia 教授、美国常青州立学院 Elizabeth Kutter

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医学院感染、免疫与炎症

微生物学系 Martha Clokie 教授、爱尔兰科克理

工学院生物科学系 Aidan Coffey 教授主持，共 17

个讲座，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 噬菌体的

基础研究，包括噬菌体的分离纯化、生物学特性

分析、基因组报告、噬菌体相关功能蛋白的发掘

等。2) 噬菌体的应用领域：作为新型防腐食品

添加剂的相关研究、环境友好去污剂的相关研

究、水产养殖业病原菌 (如地衣芽孢杆菌) 的预

防与治疗、临床耐药菌株 (如铜绿假单胞菌、难

辨梭状芽孢杆菌、毒性红球菌属等) 噬菌体治疗

的尝试等。其中，英国莱斯特大学医学院感染、

免疫与炎症微生物学系 Martha Clokie 教授作了

题为“难辨梭状芽孢杆菌噬菌体的多样性及感染

动力学”的大会发言，讲述了他们分离的 20 个

难辨梭状芽胞杆菌噬菌体，分析了这些噬菌体的

形态学、感染参数和宿主范围，并且正在用动物

模型确认它们作为治疗剂的有效程度。Ales 

Podgornik 教授作了题为“用硅土层析柱法纯化

噬菌体”的报告，他们验证了 CIM 甲基丙烯酸

酯单片对 T4、lamda、M13 噬菌体纯化的有效性，

比较了离子交换层析法对不同噬菌体的洗脱曲

线，检验了现有样品和先前纯化的噬菌体的动态

结合能力及回收率[6]，另外，提出了在发酵过程

中检测噬菌体滴度的新方法[7]。 

第二部分为“益生菌”，共 12 个讲座，内容

主要包括 4 个方面：1) 利用种群间的竞争性抑

制来阻断致病菌的增殖。2) 将益生菌作为一种

疫苗的运载工具，发挥营养免疫的功效。3) 调

节肠道微环境。4) 益生菌使用的安全问题。期

间塔尔图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 Marika Mikelsaar

教授作了题为“一种新的抗菌剂和抗氧化益生菌

的双重效益”的报告，找到了一株新的益生菌发

酵乳杆菌菌株 ME-3，其具有很好的抑菌性与抗

氧化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的功效与相关抗

生素的联合使用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并已经

通过治疗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小鼠得到证

实。在临床试验中，益生菌还能增加患者血清

的抗氧化活性与 LDL 颗粒成分[8]。这种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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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通过采用特殊的技术被加入到相关乳制品

中，并严格控制其含量，该产品预计将在 7 年

内进入市场。 

第三部分为“益生菌与健康”研讨会，会议

内 容 包 括 目 标 性 倡 议 支 持 项 目  (Targeted 

initiative supported projects) 和新的 TI 建议书 

(New TI Proposal)，前者主要涉及“在牛奶低聚

糖中选择性生长的益生菌的分离及特征”、“益生

菌在熟悉性地中海热病患者肠道微生物菌群组

成中的影响”与“高加索地区地方性益生菌的研

究”三个方向。后者提出了益生菌的主要研究热

点：1) 防治蜜蜂疾病的益生菌的发展；2) 修正

老年人年龄相关性记忆衰退益生菌制剂的发

展；3) 微生物和营养免疫：选择和应用现代益

生菌的新趋势；4) 益生菌的抗菌和免疫调节效

应的应用前景；5) 双歧杆菌细菌素类物质的抗

菌活性。 

3  噬菌体治疗的应用领域及我国的发展

方向 

目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日渐成熟，噬

菌体的研究在国内外也越来越深入，这项技术也

进入了很多领域，如在食品业微生物污染防控方

面，可通过噬菌体分型及噬菌体快速检测方法来

检测食物中的病原菌，也可使用噬菌体抑制及杀

灭食物中的大肠杆菌 O157∶H7、李斯特菌、粪

杆球菌、弯曲杆菌及沙门氏菌等多种病原菌[9]。

在水产业，噬菌体也可以用于治疗鱼虾的细菌性

感染；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噬菌体可以用于预防

及治疗动物体内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铜

绿假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

雷伯菌等多种耐药菌感染。随着我们对噬菌体特

性及噬菌体与宿主菌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越

来越深入[10]，研发新型噬菌体制剂和整合噬菌体

治疗技术来设计新抗菌策略将会有更广阔的应

用前景。 

近年来多重耐药菌引起的感染对人类健康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抗生素已无法达到理想的治

疗效果，因此噬菌体治疗的研究开始在全球范围

内迅猛发展，国外某些研究机构已开始研制噬菌

体制剂，有些噬菌体制剂已经应用于临床治疗并

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噬菌体制剂作为一

种新的治疗手段已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我国

作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细

菌耐药的形势十分严峻，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近

期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抗生素使用的政策措施，但

是对于取代抗生素的研究的重视程度比较滞后，

作为解决抗生素耐药最有前途的噬菌体治疗在

国内的研究甚少，这些研究零散地分布在一些农

业科研机构，仅有少数的医药研究机构如军事医

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第三军医大学等

在噬菌体治疗研究方面进行一些相关研究。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有关政府科研管理部门能够关注

这一新型研究领域，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积极参

与到这一创新型领域，加快噬菌体治疗的产业化

进程，尽快缓解抗生素滥用和细菌广泛耐药问

题，这将是一个造福亿万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

伟大事业。 

会议网站：http://www.istc.ru/istc/istc.nsf/va_ 

WebPages/BacteriophagesTbilisi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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