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以来，全国农业科教系统大
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
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重大成果，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高素质农民数
量已达1700万人，对支撑引领农业农村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持续加快产学研融合平台建设。推
进科技与区域经济融合，启动建设5个
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目前有314
个高水平科研团队、264家高科技企业、
34支高质量基金入驻中心，“农业硅谷”
和区域经济增长极初步形成。推进科技
与企业融合，打造了一批产学研一体化
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14个创新联
盟实体化运行。推进科技与县域产业融
合，重点选择100个示范县，强化体系成
果在县域范围内集中示范培训和推广应

用，打造“一县一业”科技引领示范样板。
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原始创新

能力快速提升，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国际
领先，开创了水稻研究从传统遗传图谱
向全基因组水平转变的先河；禽流感病
毒净化和变异的规律的发现，为阻断人
感染病毒提供了科学依据。关键技术瓶
颈不断突破，选育出多个亩产超过1000
公斤的超级稻新品种，年均推广面积超
过1.3亿亩；研发出农机作业专业检测传
感器和系列作业监管终端。农业基础性
长期性科技工作扎实推进，构建了以11
个数据中心为“塔尖”、100个国家农业科
学观测实验站为“中坚”、4万个农业生态
环境国控监测点为“塔基”的“金字塔”式
工作架构，开展科学观测监测，为农业科
技创新和宏观决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不断强化先进技术示范推广。构建
多层次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平台，建设110
个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围
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科技服务需求，在
全国2300多个农业县建设了5000个农
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选择40万农业科
技示范主体，点对面示范辐射带动小农
户生产水平。开展多层级先进适用技术
集成示范，遴选发布水稻侧深施肥等10
项引领性技术。实施重大技术协同推广
计划，组织吉林、内蒙古等8个省构建“省
市县三级”上下协同和“政产学研推用六
方主体”左右协同机制，覆盖43个产业，
聚集2100多名科技人才，示范推广130
多项重大技术。组织全国2300多个农业
县构建“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地+示
范主体+小农户”的链式推广服务模式，

加快主推技术进村入户到企。深入推进
实施农技推广特聘计划，规范严格遴选
4200多名业务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特聘
农技员服务脱贫攻坚一线。

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提质增效。加
快培育高素质农民，实施主体带头人培养
行动，培训19.4万人；实施返乡下乡创新
创业者培养行动，培训1.5万人；实施专业
种养加能手培养行动，培训12.3万人。联
合教育部开展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
打造100所人才培养优质校，探索构建短
期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相
互衔接贯通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强化
后续扶持服务，与国家农担公司推进金融
担保培训，与中国邮储银行合作推动培训
与担保贷款衔接，解决贷款难等限制农民
发展产业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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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取得标志性成果

复原乳作为乳制品中的一种，因其
口感特别而受到一些消费者的青睐。
然而，近期朋友圈里频传，复原乳是“假
牛奶”“牛奶中的地沟油”“营养流失严
重”。其实，有“招黑体质”的复原乳，早就
在网上“声名狼藉”。很多人说它不是
奶，对孩子的身体没有好处。即便孩子
真的喜欢它的口感，父母也应当尽量不
要让孩子食用。如果孩子沉迷于这种饮
料的口感，就说明身体已经造成伤害。

那么，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用奶粉勾兑还原而成的牛奶 复原

乳，又称为还原乳或还原奶，是把牛奶浓
缩、加工成为浓缩乳或乳粉，再添加适量的
水，稀释成与原乳中水、固体物质比例相当
的溶液。通俗地说，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勾
兑还原而成的牛奶。

目前，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
乳》（GB19302-2010）、《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灭菌乳》（GB25190-2010）和《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调 制 乳》（GB
25191-2010）等标准中，均以不同形式
明确了复原乳可以被当作乳制品进行
加工，所以复原乳在我国是被允许生产、

销售的。据此可以看出，复原乳是乳制
品，不是“假牛奶”或“牛奶中的地沟油”。

此外，有关文件规定凡在灭菌乳、
酸牛乳等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复
原乳作为原料的，不论使用数量是多
少，生产企业必须在其产品包装的醒目
位置上标注“复原乳”字样。复原乳的
标注一定要醒目的原因，相关部门也曾
给出解释：一是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
择权，尊重消费者意愿；二是让产品在
市场上表现出其应有的价值。

高温加热对营养成分的影响有限复
原乳是把牛奶先做成奶粉，再加水冲兑
还原得到的。因为在干燥前要经过一
次高温灭菌，冲兑之后还要再经过一次
高温，所以加热次数偏多。因此，很多人
担心，在加工过程中复原乳的营养成分
会被高温破坏，造成“营养流失”。

但实际上，高温加热对于复原乳的
营养成分并未造成多大影响。从营养
方面来看，复原乳与其他液体乳（巴氏
奶、灭菌奶等）一样，都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和钙，此外还有少量的维生素等营养
成分。复原乳中的蛋白质经过加热变

性不仅不会损失营养，甚至还有助于消
化。而钙是无机盐，无论怎么加热都不
会有变化，几乎不会受到高温的影响。

另外，也有人担心加热会让复原乳损
失一些维生素，但其损失程度远比我们想
象中要小得多。牛奶中含量比较丰富的
维生素，是维生素B2和维生素B12。相关
研究数据显示，如果把奶粉按比例复原成
液态奶，比较其与鲜牛奶中上述维生素的
含量，复原乳只损失了15%左右。这些少
量的营养损失，完全可以通过多吃豆类、
坚果和粗粮等食物补充上来。

除了复原乳，市场上销售的液态牛
奶还有巴氏奶和常温奶。巴氏奶只经
过7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加热十几秒钟，
对奶的营养成分影响较小，很好地保留
了牛奶原有的风味，所以又被称为鲜牛
奶。常温奶一般需要经过135摄氏度以
上的高温灭菌，虽然加热时间仅有几秒，
但对奶的风味的影响比较明显。

综上所述，复原乳并非“假牛奶”“牛
奶中的地沟油”，其同样可以为人体提供
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素，消费者可以放心
选择。 （科学辟谣平台）

挑选得当，临期食品也挺“香”
近年来，临期食品受到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关注。在豆瓣平台上，“我爱临
期食品”小组自2020年9月创建后，不
到3个月就吸引了两万多网友加入。

但网上与临期食品相关的传言也
不少：吃临期食品会影响身体健康、千
万不能给孩子吃临期食品……这些说
法到底是真是假？

若食物未滋生细菌保质期可
延长

临期食品是指临近保质期而仍在
保质期内的食品，离保质期越近的食品
价格越便宜，通常为原价的 20%到
50%。究竟离保质期还有多少天的食
物，属于临期食品呢？

2012年，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的

要求，各地区纷纷制定了临期食品的
期限要求。其中，北京市将临期食品分
为6个级别的期限标准，不同保质期的
食物，其临界期也从到期前45天至到
期前1天不等。比如，罐头、糖果、饼干
等保质期1年或更长的食物，其临界期
为到期前45天；牛奶、活菌乳饮料等保
质期少于15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到
4天。按照这个标准分级，临期食品和
保质期一样，也有一定的期限要求。

“即便食品快到保质期，也并不
意味着不能吃，日期并非判定食品变
质与否的‘金标准’。”科信食品与营
养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营
养师阮光锋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保质期是食品生产商对产
品质量的承诺期，可以将其理解为
“最佳食用期”和“此前食用最佳”。

不过，食品的保质期并不等于食品的
最后可食用日期。

“除保质期外，消费者还应注意食品
储存和包装状况。保质期内的食品若储
存不当，也可能提前变质。若食品保存
得当，即便过了保质期一两天，也可食
用，只是口感可能会打折扣。”阮光锋说。

“不过，临期食品虽处在保质期内，
但由于存放时间相对较长，购买时应格
外注意观察。”阮光锋建议道，可从食用
品质和食品卫生品质，这两个方面来考
察临期食品。食用品质包括食物的外
观、颜色、口感、味道等，保质期内的食物
在以上方面不应有明显的劣变。食品
卫生品质大多以微生物指标作为判断
标准，保质期内的食物不应出现由微生
物引起的腐败、变质现象。

>>>下转14版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专业学
术期刊《自然-食品日前发表一
篇健康研究论文提醒说，在使用
含有聚丙烯的婴儿奶瓶冲泡标
准配方奶粉时，奶瓶可能会释放
出塑料微粒。这项研究结果强
调了进一步研究塑料微粒对人
类健康影响的必要性，因为人们
对这一点的认识仍然不足。

该论文指，聚丙烯的年产
量占非纤维塑料产量的20%，
是食品制备中使用最广泛的塑
料。但是，人们对这类容器的
塑料微粒释放情况知之甚少。

论文作者、爱尔兰都柏林
三一学院JingJingWang及其
同事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消
毒和配方奶粉冲泡条件下，测
试了10种婴儿奶瓶的塑料微粒
释放量，这些奶瓶代表了全球
网络市场上的大部分奶瓶，它
们要么是聚丙烯制成的，要么
是包含了基于聚丙烯的配件。
他们发现，测试的各种奶瓶的
塑料微粒释放量在 130万至
1620万个颗粒之间。这些奶瓶
在21天的试验期内持续释放塑
料微粒，而且塑料微粒的释放
量因水温等不同因素而不同。

论文作者随后利用这些数
据建立了婴儿暴露于塑料微粒
的潜在全球模型。他们估计，
在婴儿出生后的头12个月里，
使用聚丙烯奶瓶喂养的婴儿平
均每天会暴露于160万个塑料
微粒。他们还发现，不同地区
的暴露模式各不相同：非洲和
亚洲婴儿的潜在暴露量最低，
而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婴儿
的潜在暴露量最高。

论文作者总结认为，婴儿接
触的塑料微粒含量可能比以前
想象的要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
了解与食物接触的塑料制品在
日常使用过程中是如何释放塑料微粒的。

有专家在同期发表的相应的“新闻与
观点”文章中表示，该研究论文提出的塑料
微粒暴露程度看起来令人震惊，但对于婴
儿健康的现实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因
为塑料微粒和纳米塑料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仍然不甚清楚。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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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黑化”复原乳，它只是普通乳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