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新闻热线：010—58884092

■责编 张 琦 马 霞2016 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三 CHUANG XIN · GUANG DONG 创新·广东

■热线传真

■南粤科讯

今年 1 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 2015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广东省

农科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为第一完成单位，由该所

所长张名位研究员主持完成

的科技成果“营养代餐食品创

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喜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国代餐方便食品营养

结构不均衡、种类单一、针对

性不强、病人专用临床营养代

餐 食 品 长 期 由 国 外 品 牌 垄

断。”张名位简单罗列十多年

前他们立项时的产业背景情

况说，“我们就是要创设中国

人自己的‘营养代餐’”。

张名位介绍，本世纪初，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

节奏的加快，代餐方便食品

因其方便快捷而受到消费者

青睐，但这类产品基本以“芝

麻糊”等糊粉类冲调食品占

据市场，产品的种类少，由于

过度地追求口感，产品多以

精米、白面等精谷物为原料

加工而成，鲜见全谷物粗粮、

杂粮类产品；同时产品普遍

存 在 营 养 结 构 不 合 理 的 缺

陷，如果长期食用会严重影响

消费者的健康。

除了针对普通消费人群，

医院住院病人服用的临床营

养食品是另一大类型的代餐

方便食品。由于这类产品对

加工工艺、产品性能和营养素

配比等方面都具有严格的要

求，长期以来我国的临床营养

品市场主要被欧美等的国外

品牌占据，国产品牌的市场份

额还不足 1％。国外品牌临

床营养品的加工方式都是采

用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素复配

加工而成，因此产品缺少食品

的特有风味，且因为渗透压较

高，病人服用后容易出现腹泻

等现象，因此产品品质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针对上述问题，张名位领

导的团队以设计创制满足公

众和病人需求的营养代餐食

品为主线，经过 14 年的努力

创建了蛋白、短肽和多糖等专

用营养配料的高效制备与应

用技术，突破了限制临床营养

代餐食品品质提升的加工技

术装备瓶颈，研发出成套全谷物营养代餐食品品质

改良关键技术装备，设计创制出系列营养代餐食品

新产品并实现了产业化，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首先，蛋白质在富含钙、铁等矿物元素的溶液体

系中易出现絮凝沉淀的问题严重限制了其在临床营

养乳剂中的添加水平，影响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为

此，该项目发明了高溶解、高乳化和耐盐蛋白的高

效制备技术体系，利用上述技术制备的蛋白配料

较常规的蛋白原料具有更高的溶解性和乳化稳定

性，在钙、铁等矿物质含量丰富的溶液体系中不会

出现絮凝沉淀的现象；项目发明了免疫活性短肽

和多糖的高效制备和应用技术，所制备的短肽和

多糖配料具有很强的免疫调节活性，应用到营养方

便食品中具有显著提高消费者，特别是临床病人的

免疫功能的作用。

其次，为了创制出具有食品风味的、适合中国人

肠胃的临床营养品以替代进口产品，该项目创建了

微射流乳化、原料酶解—挤压膨化耦合的预消化处

理等加工关键技术，以谷物和豆类而不是单体营养

素为主要原料，创制出适合不同肠胃功能状态病人

的整蛋白型（蛋白没有预消化水解）和短肽型（蛋白

被水解为分子量较小的容易吸收的短肽）临床营养

乳剂新产品，以及满足不同疾病和手术前后病人需

要的纤维型、整蛋白型和短肽型等临床营养粉剂，经

医院临床应用证明：病人服用后营养状况得到改善，

同时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在本项目的带动

下，国内品牌临床营养品得到快速发展，市场占有率

从不到 1％提升到 30%以上，摆脱了我国临床营养品

长期由国外品牌垄断的局面。

此外，随着全谷物膳食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逐步为大众所认知，以全谷物替代精谷物成为代餐

方便食品加工的新趋势。然而由于全谷物中膳食纤

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导致产品口感粗糙和容

易酸败变质，严重影响产品品质。为此，该项目创建

了成套全谷物替代精谷物加工糊类片类冲调食品技

术，研制了全谷物原料专用组合式双螺杆挤压膨化

机和多轮辊压成型制片机，使得产品的口感和贮藏

稳定性得到显著改善，同时因为全谷物原料的使用，

产品营养功能特性得到明显的提升。本项目还创制

出专用的绿色抗淀粉老化剂，解决了全谷物浓浆因

为淀粉含量高容易老化分层的问题；研发出专用的

杀菌罐装设备，解决了全谷物浓浆因为太粘稠容易

粘附到杀菌机管壁发生炭化结垢导致杀菌效率低下

的难题，研发出系列全谷物浓浆产品。

十多年来，该项目共获授权发明专利 30 项，参

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7 项；发表论文 139 篇，其中

SCI、EI等高水平论文 88 篇，研发新产品 36 个；项目

经专家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要技

术、标准及新产品在广州力衡临床营养品有限公司、

惠尔康集团有限公司、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黑五类食品集团等全国多家龙头企业推广，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有效带动了我国方便食品产

业向营养健康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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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全

省创新驱动发展大会，表彰 2015 年度优秀科技成果

和科技工作者是本次大会一项重要内容。据介绍，

2015年广东省共评出省科学技术奖项目 237项，其中

突出贡献奖授予华南理工大学的曹镛院士和广州大

学的周福霖院士；广州高新区管委会、广州火炬高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集

群创新实践”项目获本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另

有一等奖 25 项、二等奖 75 项、三等奖 134 项，这些成

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为凸显

近年来，广东企业在科技专项、激励政策、平台建

设等举措的支持下，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其主体

地位日益提升。2015 年度获得省科学技术奖的 570

个单位中，企业独立承担或参与完成的有 247 家，占

获奖单位总数的 44.58%；企业以第一完成单位完成

的项目有 125项，占获奖项目总数的 53.19%。这些获

奖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突破系列国外垄断技

术，逐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如，由广东新华粤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的项目“乙烯副产裂解汽油抽提苯乙烯研发与工业应

用”，以茂名石化 100 万吨/年乙烯副产的裂解汽油

（C8～C9）为原料，通过多方合作，研究探索了乙烯裂

解汽油（C8～C9）精密精馏技术、苯乙炔加氢技术、苯

乙烯抽提技术和脱色精制等技术，成功开发出裂解汽

油苯乙烯抽提成套技术，建立一套 3 万吨/年的裂解

汽油高纯度苯乙烯工业应用试验装置，获得了纯度

高、透明无色、附加值高的优等品苯乙烯。该项目打

破了美国 GTC 公司的技术垄断，改造了乙烯副产裂

解汽油(C8～C9)利用的传统工艺，为提升乙烯的资

源综合优化利用水平开辟了一条新路，对我国石油化

工行业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又如，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等完成的“城市轨

道交通自主知识产权直线电机车辆研制”，通过研究

关键系统及整车集成技术，掌握车辆核心技术，创建

直线电机车辆技术体系，在国内形成从关键部件研

制、整车集成到应用维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完整产

业链。项目共获得发明专利 7件，形成行业及国家标

准 3项，其技术已在广州地铁全面推广应用。

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广东通过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破

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技园区和载体建设，科技

企业孵化器建设已成为广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助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如，由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广

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完成的特等奖项目“广

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集群创新实践”，将“科技企

业孵化器”作为经济结构和方式转型的重要抓手，不

断创新孵化器建设和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以“投

资主体多元化、孵化生态平台化、孵化体系链条化、资

源链接全球化”的孵化器“四化”发展新路子，形成“内

生孵化、外延孵化、协同孵化”三大企业孵化新模式，

成为广东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排头兵和创新驱动发展

先进区域。截至2015年底，全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由 1998年的 1家增加到 45 家，孵化面积由 1.1 万㎡扩

张到 360万㎡，增长 300多倍，建成了华南最大的孵化

器集群。2148 家在园企业和 837 家毕业离园企业共

同推动全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12 家上市公司从

这里破壳而出。1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50 名中组部

“千人计划”人才，12 个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近万名

海内外创业人才在这里落地生根。20 多个国家级创

新平台，70 多个省级创新平台，500 多家研发机构在

这里高端集聚。通过孵化器集群建设，区域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已成为推动全市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又如，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单位完成的项

目“动态立体视觉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围绕国际上

新一代机器视觉技术的研究热点与难点开展研究，历

经十余年攻关，在动态立体视觉系统及关键技术上取

得了突破，授权发明专利 30项、软件著作权 1项，发表

SCI论文 25篇、专著 1部，在立体智能检测机器人、智

能无人机、立体显微手术、立体电影领域开展推广应

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源头创新不断突破

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

研究的支持。通过实施院士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加强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平台建设，源头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2015 年的获奖项目中，基础研究项目的代表作

SCI最高正面他引次数共 1265 次，单篇最高 SCI他引

次数 300 次。2015 年的获奖项目共形成自主知识产

权 1198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599 件，占知识产权总

数的 50%。这些获奖项目展现了一批覆盖广东支柱

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抢占了行业制高点。

如，由中山大学完成的项目“功能纳米材料与低维

物理的应用基础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公认为

是“液相激光熔蚀纳米制备”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在碳

纳米结构制备方面做出了先驱性贡献。10 篇代表性

论文发表在国际应用物理和材料物理与化学类著名刊

物上，平均SCI影响因子大于14，SCI他引457次；20篇

主要论文平均SCI影响因子大于9，SCI他引678次。

又如，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单位

完成的项目“基于剪切波的定量超声弹性成像技术与

应用”，提出了剪切波超声弹性成像的核心技术创新，

成功实现了对肝硬化和乳腺肿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断

应用，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并产业化，打破了国外技

术和产品垄断。核心技术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6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发表 SCI 论文 10 篇。该成果填

补了国内定量超声弹性成像设备的空白，大大降低了

设备采购成本。

涌现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

近年来，广东通过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和计

划、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培养和引进了

一批高层次、年轻化的创新人才。这些青年才俊已经

开始在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崭露头角。例如，一

等奖获奖项目“南方特色果蔬贮运保鲜关键技术及应

用”和“结直肠癌的个体化治疗研究和应用”的第一完

成人段学武，40 岁，来自首批特支创新领军人才；一

等奖获奖项目“射频系统的小型化与低功耗研究”的

第一完成人章秀银，37岁，来自 2013年省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项目。这批获奖人中，牵头或参与研究的

40 岁以下科技人才达 916 人，占总数（1936 人）的

47.31%。所有获奖项目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42 岁，团

队平均年龄 45岁以下的有 175个，占 75.11%。

科技成果惠及民生

民生福祉是政府工作的根本所在，广东科技创新

工作历来将社会民生事业作为重要的支持方向之

一。2015 年的获奖项目中，有 99 个获奖成果涉及农

业科技、疾病防治、食品安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

领域，占获奖项目总数的 42.13%。

例如，由广东省大气探测技术中心等完成的项目

“广东省新一代天气雷达组网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其

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天气雷达运行模式，使雷达探测数据

质量及其应用水平大幅提高，气象应急能力显著提升。

项目的实施减少了经济损失，技术已在国内多个省市及

韩国、罗马尼亚、印度等雷达建设项目中推广应用。

又如，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完成的

项目“食源性疾病暴发识别与应对技术研究及应用”，

重点解决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的早期识别能力不足、

病因筛查面窄、缺乏快速准确和不适合在基层推广的

致病因子检测技术，以及爆发事件调查处置技术标准

滞后、不系统、不规范等技术瓶颈，构建了食源性疾病

暴发早期主动的综合识别技术，制定了国家应急预案

和技术规范 6个、省级应急预案 1个，提交供政府决策

参谋的技术报告 19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30余份，获

国家发明专利 3项，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71篇，其

中 SCI 收录 21 篇。成果技术在全国广泛推广，应用

于上百起爆发事件调查和应对处置。

广东科技奖励导向鲜明 五大亮点彰显“创新驱动”
□ 朝 胜 杞 人

科技日报讯（朝轩）2月 16日召开的广东全省创

新驱动发展大会上传来喜讯，潮州“凤凰单丛乌龙茶

资源利用和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

2015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这也是潮州市

建市以来首次以第一完成单位完成的项目取得省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国家级茶树地方良种“凤凰单丛茶”系广东乌

龙茶代表，有 700 多年的生产历史，声誉远播。近

年来，潮州坚持科技创新导向，集合南馥、天池、宏

伟等茶叶规模企业，与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

合作，以凤凰单丛茶资源保护、良种繁育种植及品

质控制技术为主线，实施产前、产中、产后应用理

论和生产体系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科研成果。

项目创建了基于仿日光晒青加工、二段式杀

青、全天候自动晒青、高效机选等条索状乌龙茶连

续式加工与控制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构建省内最

大的单丛茶高效连续式机械化加工生产线，生产

效率比传统半机械半人工作业提升 666%，人工减

少 85%，茶叶加工费减少 87.5%。发明了高香型凤

凰单丛茶丰产速生苗繁育方法，形成了基于古茶

树保护利用和低山育苗、高山移栽的高产优质育

苗技术，增强茶苗的成活率，缩短香型单丛茶扦插

苗投产期 15 个月，繁育新苗株首次投产产量是其

它育苗 4—8 倍。创建了凤凰单丛茶呈香组分的加

速溶剂提取技术和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估方法，

明确不同季节环境因素、茶叶抗氧化和香气组分、

重金属安全性等产前基础应用的理论。填补了不

同条件下影响单丛茶品质的规律及机理的理论空

白，并针对不同季节环境下凤凰单丛茶的鲜叶品

质、抗氧化和香气组分、重金属安全性等特性进行

加工技术的调整，为产业资源开发、产品加工和品

质控制提供理论支撑。

2014 年 12 月，该项目通过广东省科技厅组织的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鉴定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项

目总体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凤凰单丛古茶树

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潮州首摘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为获得突出贡献奖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曹镛院士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为获得突出贡献奖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曹镛院士（（左左））和广州大学的周福霖院士和广州大学的周福霖院士
（（右右））颁奖颁奖。。 蔡滨蔡滨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左朝胜）2月16日，春节假期刚

过，广东省就召开了“全省创新驱动发展大会”。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朱小丹出

席了大会，并颁发了广东省2015年科学技术进步奖。

这是新春伊始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充分彰显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于广东的重要

意义。会议对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广东全省的创新

发展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部署，进一步加快了创新驱

动发展先行省的建设步伐。会上，正式发布了《广东

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6 年工作要点》主要内

容共 17 个方面，其中加快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为重中之重。

工作要点指出，要建立协同推进珠三角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工作机制，制定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实施方案和发展规划纲要，重点在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新型研发体系和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学研结合与

多层次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精准发力，

加快形成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放型区域创新

体系，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等。

会议提出，按照国家对广东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的总体要求，组织实施《广东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方案》，重点在探

索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探索促进科技与

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探索激发创新者活力和动

力的有效举措、探索深化开放创新的有效模式等 4方

面先行先试，制定具体改革事项实施方案并启动改

革，年内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等。

胡春华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同时赋予了广东当好创新驱动发展排头兵的光

荣使命。这既为广东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指明了

方向，也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目标。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广东坚定

不移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全省发展的核心战略

和总抓手，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

用，扎扎实实地把创新发展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作为率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省份，广东正

努力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是狠抓创新

能力建设，组建新的省科学院，推进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和理工类学科建设，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支持

省部院产学研合作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创建广东

国家大科学中心，组织实施新一轮 9 个重大科技专

项。二是大力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紧紧抓住高新技

术企业这个“牛鼻子”，启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

划，扶持壮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推动大中型骨干企业

设立研发机构，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支持有条件

的企业转型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三是完善促进创新

发展政策体系，研究制定《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 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方案》和《珠三角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实施加快科技创新

12条政策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推进省级财政科技计

划管理改革和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广东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超过 1800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5%；技术自给率达 71%；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7%；有

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首位；

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二。同时，新增新型研发机

构124家，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399家，新增河源、清远

2个国家级高新区，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816家，

增长19.6%，高新技术产品产值5.3万亿元。

新春伊始抓创新，广东再上新台阶

广东省召开创新驱动发展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