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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是一種慢性呼吸道過敏反應，發病原因主要是因為第二型 T 輔助型細胞過度反應所導

致。當患者接觸過敏原時，此細胞所分泌的細胞激素會造成體內嚴重的過敏反應，如使患者的

呼吸道有大量白血球浸潤、平滑肌異常增生等的現象，導致患者的呼吸困難。有鑑於現今所使

用的治療藥物會對使用者造成有害的副作用，因此，氣喘病人在未發作的緩解期，如果可以攝

取具有改善身體生理作用的食品，以降低氣喘的發作次數或減緩發作時的嚴重度，對病人控制

病情是另一種不錯的選擇。[1] 

在現今的研究中發現，益生菌-Escherichia coli Nissle （E.coli Nissle）具有調節輔助型 T 細

胞的功用，以及降低第二型 T 輔助型細胞之細胞激素 IL-4 的作用。因此本實驗利用塵螨過敏原

刺激，以誘發氣喘小鼠的模型進行益生菌對於氣喘小鼠的免疫調節效果研究。實驗藉由測定氣

喘小鼠的呼吸阻力、分析血清及肺部病理組織切片等數據，以探究益生菌 E.coli Nissle是否對於

過敏性氣喘具有一定改善的免疫調節效果，並進一步探討其作用的機制。[2][3]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根 據 氣 喘 全 球 創 始 會 （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對於氣喘的定義：

氣喘是一種呼吸道的慢性發炎性疾病，主要是

由漿細胞、嗜酸性白血球和 T 淋巴球等多種細

胞參與所造成，其發炎症狀會促使人哮喘、呼

吸困難、胸悶和咳嗽，尤其於夜間和晨起時最

容易發生。這些症狀經常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呼

吸量改變，但可自然地或經由治療而得到部分

緩解。另外，呼吸道的發炎現象也會因不同的

刺激物引發而加劇。[1] 

有鑑於現代治療藥物可能會為患者帶來

負作用，而目前又有研究指出，益生菌-E.coli 

Nissle 具有降低生物體內發炎反應物質的功

能，如：細胞激素 IL-4、IL-5 等，且服用益

生菌除了可以調節身體的免疫細胞，亦可以改

善腸胃道功能。而氣喘本是體內免疫調節過度

而導致，若針對調節免疫細胞而改善氣喘病

徵，將有可能改善氣喘發作的嚴重性或發作的

次數。因此，本實驗將探討益生菌- E.coli 

Nissle 是否會藉由其本身具有的功能，來改

善氣喘發作的嚴重度，並深究其免疫調節的作

用機制。[3]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實驗主要是在探討服用益生菌後，是否

可以緩解氣喘發病時的症狀，像是緩和氣喘病

人呼吸困難的徵狀，甚至是可以降低氣喘的發

病率。由上述參考文獻的回顧可以了解氣喘是

源於體內不協調的輔助型 T 細胞，導致體內過

度的免疫反應，因此本實驗採用經過證實能夠

降低體內發炎反應的益生菌─E.coli Nissle 

給塵螨誘發的氣喘小鼠服用。[4][5] 

基於探討益生菌 E.coli Nissle 對於塵

滿誘發之過敏性氣喘疾病是否具有改善的效

果，故設計一週餵食小鼠兩次益生菌、塵螨刺

激一次，第一次餵食時，只有餵食，並不作刺

激；第二次餵食才作刺激，餵食完後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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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麻醉刺激。利用本實驗室所設計出來的小

鼠致過敏性氣喘的模型做延伸，共分為四組，

分別包括未經過塵螨刺激的自然組(Native)、

經過塵螨刺激得塵螨組(Der p)以及經過塵螨

刺激，且服用益生菌 E.coli Nissle的低劑量組

(Low dose)和高劑量組(High dose)。研究中以

塵螨刺激的小鼠做為動物模型，為時六週，待

刺激階段結束後 48 小時對小鼠進行呼吸阻力

的測定，判斷小鼠是否會因刺激、餵食等因

素，改變小鼠呼吸的能力，並在測定呼吸阻力

後 24 小時犧牲小鼠取其血液、肺部組織、肺

泡沖洗液…，以分析小鼠生理數據，包括小鼠

各個細胞激素的數值、肺部白血球的分布情況

以及平滑肌細胞增生狀況…等，以判定該益生

菌是否對於氣喘有療效。 

 

三三三三、、、、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下圖表顯示各種不同環境條件下，各組小

鼠的肺功能整體檢測，縱座標軸為呼吸阻力指

數，越高表示整體肺功能越不佳，反之則越

佳；橫坐標軸為甲醯膽胺(methcoline)的濃

度，隨著甲醯膽胺的濃度上升，呼吸阻力的數

值亦會上升。 

 

 

 

 

 

 

 

 

 

    圖表顯示出，只受過塵螨刺激的塵螨組的

呼吸阻力指數最高；而呼吸阻力指數最低的，

則是沒有受過塵螨刺激的自然組；介在上述兩

者之間的，則是既受過塵螨刺激且服用 E.coli 

Nissle 的低劑量組以及高劑量組。 

 

圖表顯示出，只受過塵螨刺激的塵螨組的呼吸

阻力指數最高；而呼吸阻力指數最低的，則是

沒有受過塵螨刺激的自然組；介在上述兩者之

間的，則是既受過塵螨刺激且服用E.coli Nissle

的低劑量組以及高劑量組。 

 
下圖表示各組小鼠的週邊血液反應，而免

疫球蛋白 IgG2a及 IgG1 的比值表現了各組小

鼠體內的過敏反應程度。 

 
此組數據的處理可以看出，各組小鼠體內

IgG1 以及 IgG2a上升的比例，經由圖表可以

觀察出：隨著服用的 E.coli Nissle的量上升，

體內的 Der p – Specidic IgG2a上升的量也越

多。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本次的研究，是以本實驗室之前所設計

出來的小鼠致過敏性氣喘的模型做延伸，共分

為四組，分別包括未經過塵螨刺激的自然組、

經過塵螨刺激的塵螨組以及經過塵螨刺激，且

服用益生菌 E.coli Nissle的 Low dose和高劑量

組。在肺功能檢測的 Pen h的數值當中，只接

受塵螨刺激的塵螨組有較高的數值，而服用過

E.coli Nissle的組別 Pen h值也相對地較低。 

    而在各組小鼠的週邊反應部分，本實驗以

ELISA 測試各組小鼠的特異性 IgG1 以及

IgG2a，在 Der p - Specific IgG1以及 IgG2a有

其研究價值，在圖中，可以觀測出隨著服用

E.coli Nissle 的濃度上升，小鼠體內 Der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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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IgG2a上升的比例也隨之上升。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結論，服用益生菌

E.coli Nissle具有改善過敏性氣喘的效果，可

以藉由小鼠體內上升的特異性 IgG2a而判定，

雖然目前尚未探討出該益生菌是藉由何種路

徑以及產生何種反應來改善小鼠過敏性氣喘

的機制，但未來本研究將會繼續以探討出此益

生菌改善過敏性氣喘的機制為目標，做更進一

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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