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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方法

研究背景及目的

益生菌和益生元是目前市场上增长很快的两个品类，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和使用方面存在很大混淆和误区。
为促进消费者对益生菌益生元概念及产品的认知，科学选择益生菌益生元产品，同时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中
国益生菌益生元与健康分会启动了《益生菌益生元消费者指南》项目，并拟定于2022年5月29日发布初稿，
旨在以科学为基础，“共识”（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与健康共识，益生元与健康专家共识）为标准， 为消
费者提供合理的指导，帮助消费者理性认识和使用益生菌和益生元类产品，改善自身健康。

本次消费者研究作为指南制定的一部分，旨在了解当前各类消费者对益生菌、益生元的认知、理解及相互区
分度，解析消费者当前的益生菌、益生元产品使用习惯及态度，挖掘消费者对益生菌、益生元产品的需求，
找到消费者的认知及使用误区，明确指南需要重点聚焦的方面。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中国好营养随机在线消费者调研 （以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益生元与健康分会的名义发起）

全国性消费者调查，覆盖全国绝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

数据采集时间：2022年3月18日 - 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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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样本量及覆盖区域

本次消费者调研一共采集到10134份合格样本，覆盖以下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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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省

74%样本

广东省
河北省
山西省
山东省
辽宁省
江苏省
吉林省
浙江省
湖北省
四川省
黑龙江省

河南省
福建省
湖南省
陕西省
云南省
安徽省
贵州省
江西省
青海省
海南省
甘肃省

4个直辖市

19%样本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重庆市

5个自治区

7%样本

港澳台

0.1%样本

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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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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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 

22%

90后, 

34%

80后, 

29%

70后, 

11%

70前, 5%

年龄

男, 40%

女, 60%

性别

已婚/离异，有

孩, 47%

单身/未婚，无

孩, 30%

单身/未婚，

有孩, 12%

已婚/离异，无孩, 10%

婚姻状况

14%

31%
35%

16%

5%

家庭年收入

平均家庭年收入：16.1万/年样本量N=10134

本次调研样本以80后、90

后及00后人群为主，这三

类年龄样本比例占到84%。

分性别来看，女性样本略

多，男女比例为4:6。

被访者家庭结构，有孩子

的已婚或离异人群比例接

近50%， 其次是没有孩子

的单身未婚人群占比为

30%。

被访者家庭年收入主要集

中在5-20万区间，平均家

庭年收入为16.1万。

多为80后、90后、00后人群，女性为主，已婚有孩或单身无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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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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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率 70% 65% 53% 34%

16% 13% 10% 8%

38%

29%

21%

12%

16%

22%

21%

14%

30%
35%

47%

6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益生菌 益生元 合生元 后生元

不知道

知道但不了解

知道并了解一些

非常了解

样本量N=10134

益生菌的认知率相对最高，达到了70%；54%的被访者声称非常或有些了解益生菌。

益生元的认知率略低于益生菌，为65%；43%的被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了解益生元；22%知道但不了解。

合生元的认知率超过了半数，为53%，21%知道但不了解；后生元的认知率相对最低，为34%。

被访者对益生菌最为熟知，其次是益生元及合生元，后生元相对较为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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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7%

没有, 10%

不确定, 13%

您觉得益生菌和益生元有区别吗？

概念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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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

否, 52%

不清楚, 29%

您觉得死菌是益生菌吗？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样本量N=6396,所有同时知道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被访者

知道益生菌与益生元有区别的比例为77%，认为益生菌必须是活菌的比例只有52%。

在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中，52%表示清晰地知道
死菌不是益生菌，但仍然有19%认为死菌也是益生菌，
剩下的29%表示不清楚。

在所有同时知道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被访者中，77%认
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10%混淆了益生菌和益生元，
认为二者没有区别；剩下的13%表示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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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益生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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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N=6605,所有知道益生元的被访者

知道的比例仅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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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益生菌产品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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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

17%

17%

21%

23%

24%

30%

31%

31%

32%

33%

37%

37%

43%

47%

47%

49%

56%

58%

亲朋好友推荐

生产商及产地

医生推荐

产品品类/剂型

推荐的食用量

食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保存/储藏方法

口味/口感

益生菌的来源/来源地

品牌

起效时间

临床研究数据/文献

价格

益生菌在产品货架期的存活量

益生菌含量

适应的人群

益生菌菌种/菌株及其种类数量

益生菌在肠道内的存活能力/存活量

安全性

功效

选择益生菌产品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在选择益生菌产品时，首要考虑因素是功效及安
全性，其次是益生菌在肠道内的存活能力、菌种/

菌株及其种类数量、适应的人群和益生菌的含量。

功效及安全第一，其次是活性/菌种/菌株/适应人群/含量。

1

2

功效及安全性

存活能力、菌种/菌株及其种
类数量、适应人群、含量

3 货架期存活量、价格

4
临床文献、起效时间、品牌、
益生菌来源、口味口感

5
保存及食用方法、剂型、产地
及他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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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产品包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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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27%

27%

28%

30%

35%

36%

36%

39%

40%

40%

45%

50%

51%

52%

52%

54%

其他

产品品类/剂型

口味/口感

生产商及产地

临床研究数据/文献

品牌

起效时间

益生菌的来源/来源地

保存/储藏方法

食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推荐的食用量

益生菌在产品货架期的存活量

益生菌在肠道内的存活能力/存活量

益生菌含量

益生菌菌种/菌株及其种类数量

安全性

功效

适应的人群

希望在益生菌产品包装上看到的信息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适应人群、功效、安全性、菌种菌株数量、益生菌含量信息最重要。

适应人群是消费者最希望从包装上看到的信息，其次是
功效性及安全性，益生菌菌种、菌株、含量相关信息。
剂型、口味、产地、文献信息相对重要性偏低。

1

2

适应人群、功效、安全性、
菌种菌株数量、益生菌含量

益生菌存活能力、货架期存活量、
推荐食用量、食用及注意事项

3 储藏方法、益生菌来源、起效时间

4 品牌、临床文献、产地、口味

5 产品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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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素”和“包装信息”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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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及产地

产品品类/剂型
推荐的食用量
食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保存/储藏方法
口味/口感 益生菌的来源/来源地品牌

起效时间
临床研究数据/文献

益生菌在产品货架期的

存活量 益生菌含量

适应的人群

益生菌菌种/菌株

及其种类数量

益生菌在肠道内的存活

能力/存活量

安全性

功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考虑因素 vs. 包装信息

希望在产品包装上看到

选
择

产
品

时
需

要
考

虑

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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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食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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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7%

9%

20%

12%

20%

从来没吃过益生菌产品

每月2-3次或更少

每周1次

每周2-3次

每周4-6次

每天一次或以上

本人吃益生菌产品的频率

平均食用频率：2.74 次/周

本人

0-3岁
幼儿

3岁+

儿童

配偶

长辈

吃过益生菌产品的比例

88%

32%

44%

29%

37%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88%的益生菌认知者也是益生菌食用者，平均食用频率为每周2-3次。

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中，88%吃过益生菌产品；同时86%的家人也吃过，其中儿童食用率最高，其次是长辈及婴幼儿。

益生菌食用者的食用频率主要聚焦在每月2-3次，每周2-3次，每天一次及以上；平均食用频率为每周2.7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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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吃益生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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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4%

34%

43%

44%

44%

1岁以内婴儿

13-18岁青少年

19-50岁成人

4-12岁儿童

1-3岁婴幼儿

50岁以上中老年

适合吃益生菌的人群（分年龄）

4%

13%

16%

18%

19%

22%

22%

25%

26%

27%

32%

32%

61%

其他人群

烧烫伤后人群

肝肾功能不全者

早产儿

重大手术后人群

重大疾病患者

糖尿病人群

哺乳期女性

三高人群

过敏婴儿/人群

肥胖人群

孕妇

肠道不健康人群

适合吃益生菌的人群（分症状）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主要聚焦在肠道不健康人群、中老年、1-12岁婴幼儿及儿童。

分年龄来看，益生菌认知者认为最适合吃益生菌的人群主要集
中在50岁以上中老年、1-3岁婴幼儿及4-12岁儿童；只有27%

的被访者认为1岁以内的婴儿也适合服用益生菌。

分症状来看，肠道不健康人群是最适合吃益生菌的人群，其次
是孕妇及超重肥胖人群；特殊疾病人群（如重大手术后人群、
早产儿、肝肾功能不全者、烧烫伤后人群）适合吃益生菌的比
例相对偏低， 相对其他人群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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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吃益生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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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4%

34%

40%

40%

41%

1岁以内婴儿

19-50岁成人

13-18岁青少年

4-12岁儿童

1-3岁婴幼儿

50岁以上中老年

适合吃益生元的人群（分年龄）

2%

11%

16%

17%

17%

21%

21%

23%

23%

24%

27%

27%

53%

其他人群

烧烫伤后人群

重大手术后人群

肝肾功能不全者

早产儿

糖尿病人群

重大疾病患者（癌症、癌症…

三高人群

哺乳期女性

过敏婴儿/人群

肥胖人群

孕妇

肠道不健康人群

适合吃益生元的人群（分症状）

样本量N=6605,所有知道益生元的被访者

主要聚焦在肠道不健康人群、中老年、1-12岁婴幼儿及儿童。

分年龄来看，益生元认知者认为最适合吃益生元的人群主要集
中在50岁以上中老年、1-3岁婴幼儿及4-12岁儿童；只有27%

的被访者认为1岁以内的婴儿也适合服用益生元。

分症状来看，肠道不健康人群是最适合吃益生元的人群，其次
是孕妇及超重肥胖人群；特殊疾病人群（如早产儿、肝肾功能
不全者、重大手术后人群、烧烫伤后人群）适合吃益生元的比
例相对偏低， 相对其他人群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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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功效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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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4%

58% 56%

50%

32% 31%
26% 25% 23%

20% 20% 19% 17% 17% 16% 14% 12%

1%

56% 58%

37%
41%

31%

23%
20%

17%
15% 16%

12% 12% 12% 10% 10% 10% 9% 8%
5%

调
节
肠
道
菌
群

肠
道
健
康(

腹
泻
、
便
秘
等)

消
化
健
康

提
高
免
疫
力

抗
生
素
相
关
性
恢
复

体
重
控
制
/

减
肥

抗
过
敏

抗
幽
门
螺
旋
杆
菌

口
腔
健
康(

口
气
、
龋
齿
等)

改
善
三
高(

血
脂
、
血
糖
、
血
压)

皮
肤
健
康

肝
脏
健
康

妇
科
健
康

改
善
睡
眠

降
低
胆
固
醇

减
压
，
舒
缓
紧
张
情
绪

促
进
胰
岛
素
分
泌

脑
部
健
康

不
清
楚
/

不
想
了
解
机
理

益生菌都有哪些功效 希望了解哪些功效的作用机理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以肠道/消化健康、免疫、抗生素后恢复为主，其他功效有待教育。

益生菌功效认知：益生菌认知者对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最为熟知；其次是消化、免疫力及抗生素相关性恢复；体重控
制/减肥、抗过敏认知率接近三分之一。脑部健康、辅助慢性疾病、睡眠等功效认知率偏低，有待进一步的消费者教育。

益生菌机理需求：益生菌认知者对益生菌各类功效的工作机理需求大致与认知呈正相关关系，认
知越高，对机理的诠释需求越多；值得一提的是，肠道健康机理需求高于调节肠道菌群，提高免
疫力的机理需求要高于消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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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元功效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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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9%

49%
46%

34%
31%

26%
2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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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5%

42% 40%

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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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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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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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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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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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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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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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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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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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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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其
他
功
效

没
有
功
效
/

不
希
望
了
解
机
理

不
清
楚

益生元都有哪些功效 希望了解哪些功效的作用机理

样本量N=6605,所有知道益生元的被访者

以肠道、消化及免疫健康为主，其次是体重控制及改善三高。

益生元功效认知：益生元认知者对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最为熟知；其次是消化健康及提高免疫力；体重控制/减肥、
改善三高的认知率超过30%。支持脑部健康的认知率偏低，仅18%，有待进一步的消费者教育。

益生元机理需求：益生元认知者对益生元各类功效的工作机理需求大致与认知呈正相
关关系，认知越高，对机理的诠释需求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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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特定症状时规律性吃，
缓解症状或辅助治疗

没有任何症状时规律性吃，
预防为主，打造长期免疫及
全面健康

没有特定情况和规律，
想起来方便时就吃

不会长期吃，偶尔阶段
性补充，担心长期吃会
使身体有依赖性

益生菌食用者中，35%以预防为主，在没有症状时规律性服用；30%以治疗为主，出现特定症状时规律性服用；还有
20%属于无规律习惯性服用，想起来方便时就吃；16%的被访者会因为担心长期吃产生依赖性而选择偶尔阶段性服用。

预防和治疗为主，规律性服用；无规律及偶尔服用占比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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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安全性观点

2022Z中国益生菌益生元消费者调研报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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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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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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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气
次
数
变

多
，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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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敏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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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吃
益
生
菌
会
有
依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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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有些同意

说不上同意，还是不同意

有些不同意

一点也不同意

非常同意/

有些同意 37% 33% 31%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消费者对益生菌的安全性看法不一：只有37%的益生菌认知者认同益生菌非常安全，33%担心吃益生菌会有副作用，31%

认为长期吃益生菌会有依赖性。

肯定益生菌非常安全的比例仅37%，顾虑集中在副作用及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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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菌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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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益生

菌菌株都有同

样的功效，只

有特定的菌株

才能有特定的

功效, 49%
不一定，有些

功能是所有菌

株都有的，有

些功能只有特

定的菌株才有, 

33%

所有益生菌菌

株的功效都是

一样的，只要

是益生菌就可

以, 9%

不清楚，没概

念, 9%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49%的益生菌认知者认为不是所有菌株都有同样的功效，益生菌是具有菌株特异性的；也有33%的益生菌认知者认为有些
功能是所有菌株都有的，但有些只有特定的菌株才有；9%认为所有菌株的功效都是一样的，9%表示不清楚，没概念。

菌株特异性认同度为49%，不一定/不清楚比例达42%，需更多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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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有些同意

说不上同意，还是不同意

有些不同意

一点也不同意

非常同意/

有些同意 68% 54% 43% 39% 37% 21%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特定组合起协同作用最受认可，其次是看功效、与临床组合一致。

益生菌菌种/菌株数量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消费者更看重特定组合的协同作用、功效、或与临床实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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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含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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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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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有些同意

说不上同意，还是不同意

有些不同意

一点也不同意

非常同意/

有些同意 59% 52% 51% 34% 24%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主流观点是含量越多越好，但应有个上限；其次是看临床起效量或功效。

59%的益生菌认知者同意“益生菌含量越多越好，但应该有个每日上限”。没有统一的含量标准，主要看临床起效量或功
效也获得半数以上的认同度。相对而言，被访者对知名或专利菌株、无上限的高含量益生菌均持谨慎态度，认同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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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起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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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2%

6%

4%

5%

12%

14%

17%

15%

8%

4%

不好说，需要看是什么功效

6个月-1年内

3-6个月内

1-3个月内

3-4周内

2-3周内

1-2周内

3-7天内

1-3天内

半天-1天内

半天内

立即见效/片刻间

期望吃完益生菌后多久可以感觉到效果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益生菌认知者对益生菌的起效时间的期望因人而异，
12%的期待吃完益生菌后立刻或者半天之内能有体感；
46%期待半天到1周内可以感觉到效果；还有13%认为

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看是什么功效，不同的功效对应
的起效时间应该会有不同。

起效时间期待因人而异，仅13%被访者意识到不同功效有不同起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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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储藏及服用注意事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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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5%

29%

35%

55%

52%

不清楚

益生菌产品一般在饭后吃

益生菌产品一般在饭前吃

益生菌产品都需要冷藏

益生菌产品可以常温保存

益生菌产品最好用温水冲调

对益生菌储藏及服用注意事项的看法

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55%的益生菌认知者认为益生菌产品
可以常温保存；35%认为需要冷藏

益生菌产品在饭前还是饭后吃？被
访者没有主导性观点，看法不一

52%的益生菌认知者认为益生菌产
品最好用温水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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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益生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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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N=7144,所有知道益生菌的被访者

益生菌酸奶的偏好度最高，达57%，其次是益生菌固体饮料、乳酸菌饮料和益生菌膳食补充剂/保健品。

糖果形式的益生菌产品、益生菌奶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青睐。

酸奶稳居第一，其次是固体饮料、乳酸菌饮料、膳食补充剂/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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