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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腸球菌應用在養殖上的新觀念與趨勢 

 

前言 

健康禽畜的胃腸道內寄居著種類繁多的微生物，這些微生物稱為腸道菌群。目前研究得知，

這些腸道菌群至少有 400 多種，每克糞便中的菌數量可達一兆以上，大致上分為類桿菌、乳桿

菌、大腸桿菌和腸球菌等，它們按一定的生存原則，彼此制約或互相依存來形成生態平衡，它

們的平衡影響著宿主的健康。其中，腸球菌(Enterococci)是應用最為廣泛的乳酸菌種類之一

(Patterson and Burkholder, 2003)，分別被簡稱為 E 菌或 F 菌的糞腸球菌(Enterococcus feaclis)及

屎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在禽畜使用益生菌種類中最為普遍，因為兩種都為禽畜腸道正

常菌群中的常駐菌，外觀為球菌，又能產生乳酸或是抑菌物質，被歸類為乳酸球菌，其特性可

壓制著腸道潛伏性病原菌的生長，藉此協助維持腸道菌群正常生態，故經常作為動物飼料添加

的益生菌，及幼禽畜的腸道保健與預防疾病上的應用。 

屎腸球菌是一種革蘭氏陽性菌，外觀為橢圓球狀，生長代謝速度快，繁殖力強，某些屎腸

球菌通過消化道考驗的能力佳，且對腸道上皮細胞吸附力強，將食糜中的碳水化合物發酵代謝

產生有機酸或是抑菌物質，藉由細菌間的拮抗作用、競爭排除或調節免疫來改善菌相的平衡

(Wageha et al., 2008)，可有效抑制腸道病原菌，維護宿主腸道健康。在禽畜改善經濟性狀上，

屎腸球菌可經由改變宿主的腸道菌相，改善了肉雞、蛋雞的腸道結構與飼料效率，而仔豬則是

發現可增加對葡萄糖等營養的吸收能力或減緩下痢情況(Lodemann et al., 2006; Sami et al., 

2007; Underdahl et al., 1982)。 

也因為有如此特殊的特性，這類的乳酸球菌廣泛地被量產與應用在各個產業，但由於腸球

菌所含的抗藥性及致病性的基因已被分析出來，歐盟國家因此對於使用腸球菌即有新的規範，

本文就以本公司分離的屎腸球菌 EF08 所做的研究來說明這些新規範，並證明它與其它乳酸菌

並用可產生的協同好處。 

 

屎腸球菌 EF08 的協同效益(synergistic effects) 

所謂的協同效應，就是不同菌株或菌種利用不同的生理特性或產生不同的代謝產物，彼此

之間或與原有腸道的有益菌互利共生，達到功能性的加乘，使宿主健康得到最大的助益。早在

1990 年，Famularo 學者就提出使用單株菌僅能使腸道環境產生微小幅度的變化，而 Champman 

et al (2011)則提出多株益生菌的混合，其改善腸道功能、下痢、過敏症狀、免疫機能與呼吸道

感染的能力均較單株菌優異。在此就以屎腸球菌 EF08 幫助減緩下痢乳酸菌 LAP5、調節免疫

乳酸菌 LP28 等兩株功能性提高其益生特性，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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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單株菌與複合菌對腸道吸附的差異 

 

腸道為動物最大的免疫器官，腸道內層中有許多的淋巴結與淋巴細胞，攸關著宿主整個免疫調

節，腸道的微生物更因此與宿主存在著共生的關係，腸道菌通常經由吸附到腸道細胞後，進入

腸道內層產生一連串的免疫反應，故益生菌株是否具有吸附腸道上皮細胞的能力，對其發揮調

節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機制。圖 1 顯示，複合菌(LAP5+LP28+EF08)對腸細胞的吸附力較單株

菌(LAP5)提升了 30%左右，跟有些研究發現複合菌株可以提升其中某些菌吸附腸道能力的結

論相同 (Collado et al., 2007; Ouwehand et al., 2000)。比較三種組合的吸附數量，EF08 的添加

有助於乳酸菌在腸道吸附的數量，推論可能是利用不同代謝產物來增加其中某些菌的吸附，進

而達到調節腸道免疫與抵禦腸內病菌的侵入。 

 

超級細菌的產生 

雖然屎腸球菌在人用保健或動物益生菌的應用行之有年，並且使用範圍非常廣泛，但因腸

球菌引起院內感染病例頻傳，腸球菌的耐藥性導致無藥物可醫治的「超級細菌」的產生，引起

醫療上的瓶頸，故近十年對腸球菌的研究紛紛轉向菌株的安全性評估，包括糞腸球菌(E. faecalis)

與屎腸球菌耐藥性與致病因子的研究，使用益生菌歷史悠久的國家-歐盟於 2012 年禁止糞腸球

菌在人用與動物益生菌的使用，故屬於腸球菌的益生菌僅剩下屎腸球菌，通常會導致疾病或感

染的球菌有二點特徵，包括含有 IS16、Esp、hyl-like 等基因與抗藥性，下列先針對上述的致病

基因說明： 

 

1. IS16 (hospital associated strain marker) 

此因子可讓腸球菌與抗藥性因子 Tn1547 產生置換作用，讓腸球菌產生抗藥性。例如具有

抗萬古黴素(vancomycin)的糞腸球菌就是帶有這因子，所以才帶有抗藥性。 

2. Esp (pathogenicity island (PAI) marker) 

Esp 為一種屎腸球菌菌體表面的大分子蛋白質，在動物試驗中，證實 Esp 存在與心膜炎

(endocarditis)及泌尿道感染有關，並且也在對安匹西林(Ampicillin)與萬古黴素(vancomycin)

等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屎腸球菌也會發現這因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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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l-like gene: 

該基因常發現在造成院內感染分離出的屎腸球菌，hyl 基因存在可幫助屎腸球菌在腸道的

吸附力(Arias et al., 2009)，並且在小鼠實驗也證實它會增加鼠類腹膜炎(peritonitis)的致死

力。 

 

安全性評估 

    歐盟認為做為動物用益生菌的屎腸球菌，除了必須不能帶有上述的特徵外，還必須對安匹

西林(Ampicillin)不具敏感性，才可作為動物益生菌，故明文規定了用在動物養殖的屎腸球菌必

須測定對安匹西林的敏感性，若 MIC>2 mg/L 則不允許使用(EFSA, 2012)。下列將以屎腸球菌

EF08 與其他院內感染的屎腸球菌菌株比較，加以說明： 

 

1.抗安匹西林(Ampicllin)試驗 

        MIC <1.5mg/L     MIC<2.0mg/L        MIC<2.5mg/L 

        A    B   C       A     B    C       A    B   C 

 

 

 

 

 

 

 

 

 

 

圖 1. 三株屎腸球菌對安匹西林(Ampicillin)的敏感性 

 

圖 1 為屎腸球菌 EF08(A 框線處)與從臨床分離的病原菌屎腸球菌 1576 (B)與 1581 (C)兩株菌在

MIC 不同濃度下培養的情形。如圖 1 所示，屎腸球菌 EF08 的培養液為澄清，表示無法生長，

其他造成院內感染的 E. faecium 1576、1581 培養液為混濁，顯示對不同濃度的 Ampicillin 可

產生抗性，因此證明屎腸球菌 EF08 符合 EFSA 所公布的抗藥性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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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致病因子分析 

 

 

 

 

 

 

 

 

 

 

 

 

 

 

圖 2. 三株屎腸球菌利用分子檢測技術分析致病因子的存在 

 

圖 2為以分子鑑定技術分析屎腸球菌 EF08(A框線處)與從臨床分離的病原菌屎腸球菌 1576 (B)

與 1581(C)共三株菌是否存有 IS16、Esp 與 hyl-like 等三種致病基因，結果顯示，EF08 菌株沒

有存在上述三種致病因子，可視為安全的屎腸球菌。 

 

綜上所述，益生菌株無法只靠一株菌的力量或是單個功能性的影響而呈現出效益，必須兼

顧產生抗菌物質與競爭排除等功能，方能達到保護動物健康的目的，也意指動物益生菌必須兼

顧多重功能性，且在使用前應該詳細評估菌株的組合與使用(Kosin and Rakshit, 2006)，添加

EF08 有助於防治下痢乳酸菌 LAP5 與免疫調節功能 LP28 吸附在腸道中，有利於發揮其益生功

能。 

並且使用在動物飼養上的屎腸球菌，先得要確認是否對安匹西林的敏感性(<2mg/L)，及不

含 IS16、Esp 與 hyl-like gene 等三種致病因子，才能確認屎腸球菌的安全性，方能做為動物益

生菌使用，而屎腸球菌 EF08 通過耐藥性與致病因子的測定，實屬安全無虞益生菌。 

 

以專業乳酸菌開發製造著名的生合生物公司，獨創 SYNTEK®  thorough 菌種優化技術，

以不同功能性篩選平台，從 2000 多株挑出具免疫調節、定殖與抑菌能力佳的乳酸菌，再根據

不同菌株不同組合的協同作用試驗，篩選來自台灣健康豬隻腸道、獲得專利功能確效的禽畜專

屬嗜酸乳桿菌 LAP5 及植物乳桿菌 LP28 與屎腸球菌 EF08 等三株不同功能，並具有更好協同

作用的乳酸菌，組合成芯來旺動物益生菌產品，經動物試驗確認，具有防止害菌侵入、減緩動

物下痢與維持禽畜健康腸道的機能，並發表國際文獻。 

  

IS16 Esp+h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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