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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开辟科技服务新战场
2020年是国家深入实施大

豆振兴计划的关键之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
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及时调整
思路，在加强自身人员管控、严
防疫情扩散的同时，采用多种
渠道，开辟科技服务新战场。

春节刚过，连接着大豆产
业的上百个微信群就活跃起
来，“大豆产业振兴大讲堂”线
上培训系列课程开讲了！此次
线上系列课程是由国家大豆产
业技术体系联合中国种子协会
大豆分会、国家专用大豆产业
联盟和圣丰种业集团联合举办
的，主讲人是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专家。
2月3日，中国农科院作物

院研究所吴存祥研究员以“大
豆症青现象发生原因及防治”
为主题开始了线上培训的第一
课，课程刚一上线，各群网友就
直呼“内容很解渴”。当天线上
一级直播群22个，二级直播群
64个，经大豆产业经销商、合作
社转播的三级群达210多个，初
步估算线上受众超过13万人。
从2月3日到19日，线上培训课
程精彩不断，“黄淮海夏大豆高
产栽培技术”“中国大豆产业形
势与政策”“菜用大豆生产与育
种”……干货满满，实用生动，

内容涉及大豆产业形势、市场
信息、育种进展、栽培技术、施
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加工企业原料需求、加工技术
等各方面。

记者了解到，此次线上课
程采用“一群主讲、多群同步转
播”方式，也就是专家在主群将
PPT转换为图片，分页上传、逐
页留言讲解，各级群同步转播，
而各级群连接的是大豆产业链
上的各个环节，包括种子管理
部门、科研育种单位、大豆种子
企业、经销商、新型经营主体、
大豆种植大户等。专家的技术
经验分享和骨干群体的精准定

向传播，使得受众规模呈指数
级增长，二、三级微信群转播率
不断攀高，交流沟通异常活
跃。截至2月19日17时，“大豆
产业振兴大讲堂”线上培训系
列课程累计受众超过100万人
次。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
联说，目前正值打赢防治肺炎
疫情攻坚战役的关键期，在备
耕期无法开展集中培训的情况
下，利用新媒体开展的此次培
训活动满足了农民和产业发展
的需求。

2月22日，国家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召开了视频会议，讨
论落实东北片区体系重点任

务年度实施方案。参加该项
目的57位专家围绕任务实施
方案及试验示范工作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
特殊情况下，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调整方案，按计划推进
各项工作。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韩天
富研究员说，体系将尽努力推
动各地豆农做好备耕和生产
恢复，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至
最低程度，推动大豆产业健康
发展。同时，他还建议大家多
吃豆制品，提高免疫力。

□ 北京市空间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研
究员 庞欣

儿童膳食营养补充剂通常分为固
体制剂和液体制剂两种类型。固体口
服剂包括压片糖果、软糖、固体饮料
等，上述剂型均不适用于儿童尤其是
婴幼儿。压片糖果、软糖一旦误吞，有
发生窒息的风险；而固体饮料、口服液
由于口感、味道差等问题，孩子也很难
坚持。近些年兴起的冻干闪释技术为
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冻干闪释
片在口腔中崩解时间小于5秒，无需
用水、无需咀嚼，极易吞咽，极大地提
高了儿童服用时的依从性和便利性。

亚洲人普遍存在乳糖耐受性差的
问题，严重乳糖不耐受的婴儿，甚至无
法进行母乳喂养。乳糖须由小肠内的
乳糖酶（β-半乳糖苷酶）水解为单糖
后消化吸收，乳糖对于人类正常的生长
发育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能为人体提
供能量，而且其自身分解的半乳糖是脑
细胞和神经细胞最重要的营养物质，长
期缺乏半乳糖会造成婴幼儿智力低下、
发育迟缓等。补充乳糖酶可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但目前市售的乳糖酶制
剂均存在服用量难以准确控制等问

题。将乳糖酶与冻干闪释技术相结合，
只需添加极少辅料，不添加防腐剂、食
品色素等任何对婴幼儿存在不安全因
素的成分，单次取用，直接入口，彻底解
决了孩子服药依从性差，并有效避免了
冲调服用用具污染的风险。

肠道中有500多种、重约1kg的细
菌，肠道菌群中的益生菌数量是儿童免
疫系统发育的关键，通过服用益生菌和
益生元已成为保护儿童健康的重要手
段。首先选用从人体肠道内分离的、符
合卫生部批准的婴儿可服用的益生菌
菌株，并根据中国宝宝的生理特点合理
搭配益生元，结合冻干闪释技术，不添
加任何香精，制成益生菌冻干闪释片。
冻干闪释技术深冷冻干，不仅实现了常
温保存，而且有效克服了益生菌类产品
货架期内活菌数量迅速衰减的难题。

口腔是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微生
态系统，定植于口腔的微生物主要包
括细菌、真菌、支原体、病毒及原虫
等，目前已发现700余种，是人体最复
杂的微生物集群之一。研究发现，许
多口腔疾病的发病都起因于口腔微
生态的紊乱。正常状态下，口腔微生
物之间、微生物与宿主之间存在着动
态平衡，共同参与机体代谢、免疫、营

养及维持口腔的健康。但由于儿童
刷牙效果无法保证导致食物残渣长
期驻留口腔，为口腔致病菌提供了非
常好的营养条件，使得儿童龋齿的患
病率一直居高不下；甚至随着人们水
平的提高，儿童龋齿的患病率还表现
出越来越高的趋势。随着益生菌疗
法在防治胃肠道感染疾病方面的优
势日益明显，这种治疗方式也逐渐应
用到口腔领域。近年来，很多的研究
表明，益生菌在保持口腔健康、预防
口腔疾病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
用。益生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致龋菌的活性，大大减小了龋病的发
生率。利用益生菌的抑菌特性来抑
制口腔中有害菌，减少龋齿等口腔疾
病的发生，同时不破坏口腔微生态平
衡，是一种很好的防控方法。将用于
防治口腔疾病的益生菌与冻干闪释
技术相结合，闪释片在口腔内快速崩
解，迅速分散于牙齿表面，对牙齿的
微生态环境形成良好保护，是一种十
分有应用前景的防治手段。

综上所述，冻干闪释是一项非常适
宜于儿童营养补充剂加工生产的新技
术，但目前仍存在载药量低、加工成本高
等问题，将在今后的研发中着力克服。

新技术在婴幼儿营养补充剂领域的应用
当前，适逢冬春蔬菜生产和春耕备耕关键

时期，蔬菜生产尤其是销售受到了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近日，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
院的专家们通过微信、QQ、电话、“云平台”等
途径，为多地农民在线诊疗蔬菜生产疑难杂
症。专家的“云指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生产
及销售方案，成为疫情防控中保障农业生产的
“逆行者”。

“从各地反馈的信息看，水生蔬菜与其他
旱生蔬菜、食用菌蔬菜等一样，明显呈现出品
牌产品和有商超固定销路的受影响较小、普通
产品和散户产品受影响较大的现象。”近日，扬
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江解增，通过
“农技耘”平台给蔬菜种植大户及菜农提出生
产建议。

他说：“在买方市场的形势下，‘生态优质、
培育品牌、销售为王’的理念应更加引起蔬菜
从业者的重视。”他的在线指导受到广大农民
朋友的热烈欢迎。近一段时间，每天求助的电
话、微信、QQ不断，江解增都耐心地一一解
答。截至目前，已指导解决了250多个蔬菜生
产疑难问题。

早在今年1月底，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江解增就与江苏省农科院有关专家，分
赴江苏省溧水、丹阳、金坛等蔬菜生产基地开
展调研指导，及时掌握安全生产、蔬菜产销及
春耕备耕等情况，助力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
回来后，他根据调研情况及省内其他地方农民
朋友反映的实际问题，分别就各类水生蔬菜消
费及水生蔬菜种植撰写了解决方案。

江解增举例说，比如露地水芹，近阶段尚处
于休眠期，随着气温回升，也会开始缓慢地生
长。但今年春季倒春寒现象可能频繁发生且强
度较大，因此应注意水位的及时调控以防冻害。

江解增建议，在水芹采收结束的塘口，可
以投放龙虾苗，进行“水芹—龙虾”轮养。大棚
湿栽水芹已经返青，即将进入快速生长阶段。
如果销路顺畅，可以正常管理，到时候采收上
市；如果销路不畅，则要将棚膜揭开，降低棚内
温度，延缓生长进程。

此外，扬州大学教授李良俊还制作了《莲
藕绿色高效栽培管理技术》《芡实新品种及绿
色高效栽培技术》等课件，近期将通过全国农
业科教云平台对全国农户开放。扬州大学现
代园艺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高红胜通过网络、电
话等为江苏省常州、盐城盐都潘黄村、南京八
卦洲等地的农民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解决农
民朋友实际困难。

“云指导”为蔬菜
生产“开药方”

许多富含淀粉的食物都广受大家
的喜爱，比如土豆。但是过量摄取淀
粉极易引发肥胖和糖尿病等。有一类
淀粉却是例外，那就是抗性淀粉，这类
十分“个性”的淀粉不易被人体消化和
吸收，在肠道中被微生物分解后能产
生有益的短链脂肪酸。因此，提高淀
粉中抗性淀粉的含量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科研人
员通过非转基因的方法成功提高了马
铃薯淀粉中直链淀粉和抗性淀粉的含
量，并对其机理进行了初步的解析。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Plant
BiotechnologyJournal上。

已有研究表明，马铃薯的总淀粉
中含有大约20~30%的直链淀粉和70~
80%的支链淀粉，其中直链淀粉的含量

与抗性淀粉的含量具有正相关性。科
研人员以一份具有高直链淀粉含量（隐
性性状）的野生型材料作为供体，与栽
培马铃薯进行杂交和多代回交，获得了
多份与栽培马铃薯在地上部分无明显
差异，但块茎淀粉中直链淀粉和抗性淀
粉的比例均显著提高的回交材料。

科研人员推测在回交材料中出
现隐性表型可能是由四倍体马铃薯栽
培种中基因的剂量效应引起，因此选
取了15份高直链淀粉含量的回交材
料进行基因组混池测序。通过SNP
杂合性分析找到了3个具有明显更低
杂合的区域作为控制直链淀粉含量的
候选区间。科研人员在其中一个区间
找到了两个与淀粉合成相关的基因。

结合转录组分析，科研人员发现

其中异淀粉酶基因在高直链淀粉含
量的回交材料中的表达量下调了556
倍。通过对异淀粉酶进行凝胶电泳
和活性分析表明，高直链淀粉的回交
材料与轮回亲本比较，其异淀粉酶活
性缺失。结合其它相关实验，科研人
员推测，马铃薯中异淀粉酶的缺失可
能是引起高直链淀粉含量的主要原
因，但是其它基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次，通过基因组混池测序和转
录组联合分析，科研人员初步鉴定到
了控制淀粉品质的关键基因，为马铃
薯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也
为研究直链淀粉和抗性淀粉的形成
机制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科学报）

控制淀粉品质的关键基因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