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16年 5月 25日 星期三
Tel：（010）62580690

科研
RESEARCH

www.sciencenet.cn

主编：李晨 编辑：胡璇子 校对：王心怡
E-mail：nkcm＠stimes.cn

“没想到今天这么忙，我们带来的资料半个
小时内就被拿光了，名片也没了。”来自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机电技术研究所的周强兵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么火热的场面他还是

“第一次见”。
5 月 17 日 ~18 日，2016 粮食科技活动周暨

首届粮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推介活动在武汉轻
工大学举行，吸引近 700 家单位逾 1500 人参加。

场面热闹的背后，是粮食行业科技、人才和
产业对接合作的迫切需求。科技是抓牢中国人自
己饭碗的最大潜力，也是根本出路。科技转化是
科技工作的“牛鼻子”，在“科技兴粮”战略实施的
背景下，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对粮食行业转型
升级、提高粮油加工品附加值、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意义重大。

“这次活动就是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
求，做好科技知识及科技成果普及，实现粮食科
技成果、人才团队、科研机构与粮食企业的‘三个
对接’，真正让粮食产业经济插上科技的翅膀，使
粮食这个传统行业展翅高飞。”国家粮食局副局
长徐鸣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

市场先导创新产品 粮食加工增值

面条是中国人餐桌上再寻常不过的传统主
食。记者在首届粮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推介活动
现场发现，由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发、湖南
粮食集团裕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杂粮豆挂面
有着极高人气。

为什么要“杂粮豆 + 挂面”？国家粮食局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谭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近
年来，我国居民慢性疾病高发，老百姓更加重视
和追求营养健康的饮食，这为杂粮产品提供了极
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杂粮豆基本以原粮形式消
费得多，“不知怎么做”是杂粮走上百姓餐桌时所
面临的尴尬。

“我们的想法就是以大宗传统主食为载
体，将杂粮进行主食化开发。”正是看到了这样
的市场需求，谭斌及其团队提出了研究思路并
展开研究。

然而，把杂粮加入普通的面条，并非易事。
通常来说，杂粮豆原料添加量超过 5%，面条

的口感就受到影响；添加量超过 10%，面条就难
以压延成型。谭斌带领团队研发出“高杂粮豆含
量营养健康挂面加工技术”，通过应用物理改性、
粒度适度控制及预混合粉制备等技术，解决了高
含量杂粮豆原料难以应用在传统主食挂面中的
瓶颈难题。据了解，在不添加其他添加物的情况
下，应用该技术可得到杂粮豆原料添加量超过

60% 的挂面。
目前，应用该技术生产的系列高杂粮豆挂面

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上市，市场反响热烈。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该产品的售价比同
等重量的普通挂面售价高了三倍。

“我国的粮油加工企业目前处在微利薄利阶
段，粮食加工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的
升级，必须要有新的支撑点和经济增长点。”谭斌
说，相关的技术转化和成果产业化虽起步不久，
但未来应有很大发展空间。

技术升级高效转化 产业链延长

碎米，是大米加工时产生的最主要的副产品
资源，约占稻谷总量的 10%~15%，除了外形有缺
陷、杂质率较高、影响食用口感外，碎米的主体成
分、蛋白质和淀粉含量并没有变化。

据了解，我国每年碎米总量达 1100 万 ~1200
万吨，但其中大部分作为饲料处理，附加值很低。
如何将碎米资源充分利用？江南大学粮食发酵工
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对深度加
工碎米展开了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新型的生化分离方法，将碎米
中的有效成分分离出来，再根据它们的性质、特
征分别作为大米淀粉、米淀粉糖、大米蛋白加以
利用。

相比于作为饲料直接销售，碎米的深加工延
长了稻米加工产业链，提高了粮食资源利用率，
大幅提高了稻米行业的附加值。

其中，大米蛋白是一种高营养、低过敏性的
优质植物蛋白，常用作营养补充剂广泛应用于食
品行业。

“我们对淀粉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蛋白渣进
行利用，采用专利技术，制得了纯度 80%以上的
食品级大米蛋白。”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陈正
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通过深度加工，饲料级的米渣中提取出了
食品级的大米蛋白，其经济价值也高了很多。“作
为饲料的价钱是几千元钱 / 吨，但是，大米蛋白
的出口价格可达到 25000 元 / 吨，价格增长 5
倍。”陈正行透露，目前研究团队与无锡金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技术成果的对接转
化，已经有不同类型的大米蛋白粉面世，企业获
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粮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供给侧改革

碎米深加工是深度加工、高效转化的成功案
例，但总体来看，我国稻谷加工业对稻谷资源的利
用率只有 11.3，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 14~15，总
体而言，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

玉米深加工领域也面临着相同的症结。5 月

18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国君在本次活动的粮食
大讲堂科普讲座中提到，目前中国玉米加工产品
不到 1000 种，而美国玉米加工产品已有约 3500
种。“在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尚处于成长初期，成
长空间大。”岳国君表示。

改变中国粮食产业的现状，必须依靠“科技
兴粮”，而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又是其中的关键。

“粮食行业要真正肩负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使命，就必须实施‘科技兴粮’战略，粮食企业
要做强做大，就必须把科技摆在突出的地位，补
上‘短板’，迎头赶上。”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鸣在
本次活动开幕式上表示。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国粮
业）和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团队
的“携手”，就是科研机构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企业
利用科技做强做大的生产典型案例之一。针对通用
糯米粉缺乏针对性而需求又日趋专用化的市场反
馈，黄国粮业和武汉轻工大学合作开展了糯米粉综
合利用增值技术研究，围绕糯米粉加工研发、申报
了多项技术发明专利且成果共享。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丁
文平介绍，企业每年向研究团队投入固定的研发
费用，来源自生产实践的需求成为了科研人员研
究的项目和课题，以解决实际需求为目标的研究
成果也非常容易转化应用。黄国粮业从这样的成
果转化中获益，从十几年前的一个小企业变成了
行业巨头。

事实上，在粮食加工领域，科技成果的对接
转化，科技与产业的深度合作有很大的市场和需
求。在活动前期，国家粮食局在全国广泛征集了
企业难题和技术需求、可面向粮食企业提供转化
的科技成果、科研单位和科技人才，共有 400 家
企业反馈技术难题和科技需求，有 140 多家单位
共提供科技成果 472 项，科研机构 77 个，创新团
队 150 个。

粮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推介活动的举行，就
是为了集聚全国粮食科技资源，推介交流和发布
粮食科技重要成果和合作需求，以粮食科技成
果、科研机构、科技人才与粮食企业的“三个对
接”，加快促进粮食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据统
计，截至活动结束，有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武
汉轻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分
别与宁夏自治区粮食局、东凌集团、深圳粮食集
团等多家单位、企业完成 61 组签约。

在谭斌看来，粮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推介
活动的举办是行业内近年来的一件“大事”和

“喜事”，“为科研机构和粮食企业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科技成果转移的平台，我觉得成效非
常好”。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研究
人 员 在完 全 偶然 的 情 况 下 发
现，可以通过改变食物和生物
燃料的产量，来增加农田的碳
捕获量。

通过调整植物的基因档案，
研究人员使得植物的生长量翻
番 ，使 种 子产 量 增 加 了 超 过
400%。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
国际期刊《植物生物科技》上。

他们研究了拟南芥——— 一
种因其易用性和与其他普通大
田农作物的相似性而常用于实
验室研究的开花植物，研究者发
现，植入特定的玉米酶引起了生
产率飙升。

“即便在田间作物上体现
的效果较少，比如只有我们在
实验室里看到的十分之一，但
与大多数年均增长 1%~2%的育
种项目相比，其仍然在产量上
表现出 40%~50%的增加。”该校
分 子 和 细 胞 生 物 学 系 教 授
Michael Emes 说。

他表示，该发现能提高油菜
籽、大豆等重要油料作物的产
量，以及使得用作生物燃料的亚
麻芥的产量日益增长。

大型作物可以在不增加农
田数量的情况下捕获大气中更
多的二氧化碳。Emes 说：“农民
和消费者将在粮食生产、绿色能
源和环境方面受益明显。”

这一成果的发现几乎可谓
是偶然。

研究者在研究酶对淀粉的
影响时注意到，基因工程改良的
植物看起来不同并且更大。

“那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正
在 寻 找的 潜 在的 东 西 更 为 重
要。”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论
文合作者 Tetlow 说。

尽管基因工程导致产生了
更多的花和豆荚，但是种子的成
分并没有因此改变。“种子是我们获取油料的
部分，其始终如一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油的
作用和使用方式并没有改变。”Tetlow 说。

研究者打算测试油菜籽和其他作物。大
田实验、行业和政府的分析可能需要耗费几
年的时间。“这会对农业、碳捕获、食物生产、
动物饲料和生物燃料产生巨大的影响。”
Emes 说。

“这些发现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几乎是
偶然地发现了它们。我们开始工作的原因
是想在基础科学领域检验一些想法。研究
结果的发现说明，你永远不知道科学在哪
里带上你。” （胡璇子编译）

环球农业

成果转化：把粮食“老三样”做出“新花样”
姻本报记者 胡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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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视野

工作人员向参展代表介绍杂粮挂面。 石永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