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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寻“种”路
一株菌也有强国梦

回看这 20年，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张和
平的状态，那就是“永远在路上”，用张和平
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为了尽可能的采集到微生物样本，自
2001年起，张和平带着他的团队跋山涉水，
不仅走遍了疆域辽阔的中国牧区，甚至远赴
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多个地区，采
集自然发酵乳制品（牛乳、马乳、驼乳、羊乳、
牦牛乳、奶酪）、自然发酵食品（酸粥、泡菜、
米酒、酸面团）等样品5000多份，分离、收集
乳酸菌超过 38000株。不管是人迹罕至的
牧区，亦或是海拔三千多米的草原，都留下
过张和平和他团队前进的足迹。

先进设备不足、科研人才短缺、研究
经费紧张、地区观念落后……寻种路上障
碍重重，但张和平不曾退缩，对他来说，这
些年的艰难求索经历远没有寻“种”带给
他的惊喜多。“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们曾
经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的一户传统
牧民家庭的酸马奶里面，成功筛选、分离
出一株乳酸菌，我把它命名为干酪乳杆菌
Zhang，简称干酪 Zhang，现在已经成为国
内外知名的明星菌株”。

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与付出，张和平
终于建成了亚洲最大乳酸菌菌种资源库，经
过认证的菌株高达38000多株，对于我国益
生菌产业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过去，我国
益生菌产业最核心的菌株资源，长期被国外
巨头公司所控制，西方国家垄断了菌种发酵
技术，我国大型企业发酵乳制品菌种几乎全

部依靠进口，不仅生产成本高，更重要的是
制约了我国乳酸菌产业和发酵乳制品的发
展。张和平凭借他自主创立的优良菌株筛
选技术和评价体系，先后采集筛选出干酪乳
杆菌Zhang、乳双歧杆菌V9、植物乳杆菌P-
8等多个我国原创益生菌菌株，成功打破国
外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垄断。

对张和平而言，比起科研成果，由他研
发出的优质菌株代表国产益生菌在国际舞
台上有了一席之地，显然是更值得自豪的成
就，即使是一株小小的益生菌，也藏着一个
强国的梦想。

小生物大产业
助力现代农业强国

张和平和他的团队以推动我国益生菌
产业发展为己任，奔跑在与国外企业竞赛的
路上，使中国益生菌研发实力逐渐位于世界
领先之列。现在，拥有超 20年科研经历的
张和平更是将研究视野转向更宏大国家命
题，他认为，农业微生物的研究与应用在建
设农业产业现代化的路上“大有可为”。

“农业是关系到老百姓饭碗的问题，我
们国家要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需要方方面
面的努力和进步。微生物的重要性目前还
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张和平说。

据张和平介绍，农业微生物主要是指与
农业生产（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农
业生物技术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有关的
应用微生物的总称，具有高效、无污染、安全
等多种优势特点，是一个正在新兴的战略型
产业。微生物在农业的应用领域非常之广，
例如，改善土壤微生物结构，提高作物产量；
用有益微生物取代抗生素，提升动物养殖的
品质和安全等等。

市场调查的数据表明，2021起未来五年，
全球农业微生物市场预计复合年增长率

5.5%。我国微生物农药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1.6307 亿美元增长到 2026 年的
3.0465 亿 美 元 ，预 测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为
15.13%。张和平特别强调，随着社会经济的迅
速发展，农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加强农业
微生物种质库的建设与开发利用，对于推动农
业微生物的产业化升级和发展都是重中之重。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种质库，谈利用都
是一张白纸。所以我提出，要加大农业微生
物种质库的建设，然后去开发和利用，为我
们农业产业现代化做贡献。”这是张和平的
心声，也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

从实验室到车间
让成果拥抱市场

“不能让我们的科研成果一直躺在实验
室里。”张和平说，要将具有益生功效的乳酸
菌带给大众，做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还远远
不够，乳酸菌产业化生产是让乳酸菌跳出实
验室，拥抱市场的重要一步。

在这个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之下，张
和平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研究，并
成功研发出三大关键产业化技术——代谢调
控培养技术、制剂活性加工技术、常温贮藏稳
定技术。通过调控菌株生长关键点、解析菌
体衰亡机理改善、优化配方和调控气体等方
法，大大提高了益生菌的活性。目前，张和平
团队研发的多个代表性益生菌菌株已投入生
产并进入市场，出现在益生菌食品、酸奶、乳
酸菌饮料、奶粉等各类产品中，令万千消费者
受益，成功实现产业转化，为撬动中国益生菌
产业更广阔的蓝海市场贡献能量。

二十多年步履不停，张和平的身后，是
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让更多的中国菌
走上世界舞台，让更好的中国菌造福国家与
人民，这是他朴素又远大的梦想。

对张和平而言，探索中国菌的产业化之
路就是他的强国梦。

□耿宽 杨惠

根据消费者年龄
提供有针对性的科普知识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医疗保
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荷兰皇家菲仕兰联
合发布的《2021中国奶商指数报告》中
指出 2021 年中国奶商指数为 62.7 分。
调查中显示，尽管我国消费者近年来对
喝奶的需求持续提升，但我国坚持每天
摄入乳制品的人群规模约为 3.6亿人，
仍有超过 10亿人尚未养成喝奶习惯。
中国人均乳制品消费数据是 38公斤，
折算成喝奶量即每天约为 100克，这仅
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
喝 300克牛奶标准的 1/3。想要继续提
升国人对牛奶的消费量，科普宣传工作
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加深对“产业+
科普”这一模式的探索，让奶业宣传与
科普产业相结合，让奶业科普与产业融
合发展，使学术专家向科普达人转换，
可以更广泛、持久地传导健康和科学的
饮奶方式。

专家认为，奶业科普宣传活动不仅
能提高消费者对奶制品的认识，促进市
场消费，还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明需求和科学文化需要，为社会
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

2021年 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
重点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力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理性思维，养成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科学生活方式，提
高劳动、生产、创新创造的技能。由此可
见，科普教育工作的推行在党和国家政
府层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这给奶业科普宣传工作的开展和提升提
供了行动指南和发展思路，完全可以趁
着这趟科普列车一同迈向新的征程。

在我国，青少年是较早接触牛奶的
群体，他们的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都
比较强，所以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科普
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抓住其好
奇心强、热情度高的特点，以实践为手
段，通过亲历考察、试验、写作以及动手
操作等一系列环节，让青少年深入了解
牛奶相关知识，对奶业有所了解、提高兴
趣，从小培养青少年喝奶的习惯。针对
儿童青少年群体，需要加大推广国家学
生饮用奶计划的宣传力度，扩大“学生
奶”覆盖人群，例如农村低收入地区、幼
儿园低龄人口等，提高学生饮用奶普及
率，同时优化学生饮用奶供给结构，实现
牛奶多元化消费。

关于老年人对牛奶的认识，更多的
信息来源则是电视广告，很多老年人喝
到的牛奶也多是家庭成员或亲友提供，
造成了一定的消息壁垒的同时，老年人

也缺少自主判断。针对这样的群体，我
们可以通过科普的形式打破陈旧观念，
树立正确、科学的奶业观，助力他们的养
生生活，让他们真正享受到多年来我国
奶业发展带来的优异成果。

总之，我们可以根据从小到老不同
层次的人群年龄知识需求，提供针对性
的科普知识内容，全面、持续地增加奶制
品消费量，进而带动我国奶业不断向前
发展。

科普宣传活动
应注重多样性、探索性与趣味性
在 202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学生对

北京和重庆的351份有效问卷调查中显
示：样本地区城市居民牛奶总体认知水
平普遍较低，特征认知水平最高，概念认
知水平次之，营养认知水平最低。二者
日均消费量分别达到 116.55克和 86.91
克，摄入量均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推荐摄入量水平。居民牛奶认知对
牛奶消费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牛奶认知
每提高 1单位，消费者选择鲜牛奶的概
率提高0.6%，居民鲜牛奶日均消费量增
加4.51克。

因此在各地开展系统性奶业科普宣
传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就以河南省为例，
2019年河南省政府与企业联合开展“健
康中原——牛奶伴您行”奶业公益宣传

活动，在《河南日报》和《大河报》分别开
辟奶业宣传专栏，刊出科普宣传 24期；
为配合科普宣传，组织了历时 3个月的
奶业知识有奖答题活动，反响十分强烈，
直接参与答题活动的有30万人次，送出
奖品6000份，在河南电视台播放奶业公
益广告4个多月共128期，受众超过1亿
人次。

自从 2019年河南奶业科普馆建成
后，已经组织各类牛奶相关科普讲座20
余场次，制作并发放各类奶业科普宣传
资料2万余份，内容主要包括奶牛生产、
牛奶的营养价值、中国奶业发展史、牛奶
安全等相关奶业知识，让更多消费者客
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奶业以及牛奶相关
知识。通过微信公众号及网站平台定期
发布奶业科普推文百余篇，定期通过

“DHI牛博士”抖音号发布科普类视频。
除了奶业科普馆内的互动活动外，也相
继开展奶业科普公益宣传进校园系列活
动、奶业知识进社区系列活动、参加河南
省科普讲解大赛宣讲牛奶科普知识。科
普互动有猜谜语、知识题、DIY自制酸
奶、参与安全检测、辨别巴氏奶和高温灭
菌奶、区分生牛乳与饮料、参观产品展览
和动物模型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地奶业科普宣
传需要更好地适应当下时代的发展需
求，将自身的工作重点自先前的技术培

训和知识传达转移到了更具多样性、探
索性与趣味性的科普活动上来，帮助政
府、企业与社区、学校建立更为紧密的联
系，助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

科普宣传
形式和途径需要不断创新

奶业科普宣传工作是近几年随着科
普产业兴起后，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新
生力量，目前正处于借鉴经验、自我提升
和多途径推广的阶段。想提升奶业科普
品质，前提是增加优质科普内容供给，然
后在传播形式和推广途径上进行提升，
现在从一些运营成功的科学网站和科普
机构已经得到了印证，是发展奶业科普
宣传可以借鉴和值得学习的榜样。再
者，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动员并充分利用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学校、社会组织等
多元主体力量为奶业科普宣传工作进行
加持。

奶牛场转型成为观光牧场是近年
来奶业科普宣传的一种新途径，观光牧
场契合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响应国家对农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政策导向，打造了集高产奶牛养殖、
绿色乳制品加工、有机牧草种植于一体
的新兴休闲生态现代化庄园。庄园普
遍设有奶牛参观区、可视挤奶大厅、奶
业科普馆、休闲体验区、观赏动物区等

区域，开展奶牛科普宣传、饮奶知识讲
解、牛奶品尝、儿童挤奶体验、DIY制作
等多种项目。

还可以通过政府营造信息相对公
开、透明、充分的市场环境，让消费者对
牛奶有更正确的认知。继续加快实施国
家“优质乳工程”，创建优质乳标识制度，
通过标识管理制度将产品的原料等级、
加工工艺、品质等信息标识，让消费者具
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给予资金支
持，推广群众点单、社区派单、部门领单、
科普服务队接单的订单认领模式。

通过乳品企业及商超提高销售人员
的科普素质，能够突出产品营养核心价
值，增强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信心，是让
消费者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主动消费牛
奶的一种有效方法。

科研机构可以加强乳品营养健康方
面基础研究，以科学试验数据揭示牛奶
营养。加强消费者对优质奶产品的认
知，帮助消费者摒弃偏颇认识和误区，避
免其盲目追求高价、过度包装的牛奶产
品。高校需要挖掘更多科普人才，加大
人才培养力度，让更多的学生志愿者加
入奶业科普工作中。

另外，通过中国奶业协会和各地奶
业组织，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举办各式
各样的科普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演示和
讲解拉近消费者和牛奶之间的距离。

国内奶酪市场增长迅速

儿童奶酪成为主要需求

□郑昕怡

近日，由中国消费者
协会旗下《中国消费者》杂
志社主办，以“好奶酪，好营
养”为主题的奶酪行业品质
发展座谈会在海南海口召
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
国消费者协会、各地消费者
协会代表，就如何严把奶酪
产品质量关，助推奶酪行业
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

公开资料显示，2017
年至 2021年，我国奶酪零
售渠道销售额从52亿元增
长到 131亿元。但从横向
来看，我国人均奶酪消费量
占比较低。2021年，全球平
均奶酪消费量为 2.3千克/
人，我国仅为0.2千克/人，奶
酪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奶酪行业正处
于黄金发展期，有‘奶黄金’
之称的奶酪越来越多出现
在中国家庭的餐桌之上。”

“奶酪博士”创始人陈昱桦
说，作为企业，有信心也有
责任抓住发展机遇。

对于消费者而言，如
何科学选购相对更优质更
适合的奶酪产品？陈昱桦
介绍，奶酪分为天然奶酪和
再制干酪，目前，国内消费
市场以再制干酪为主，“奶
酪博士”与专家们探讨后提
出奶酪的“3个比”，即“钙
钠比、干酪比和奶钙比”。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营养系教授苏宜香表示，

儿童群体对蛋白质、钙及能
量的需求比较高，儿童奶酪
作为优质蛋白质和钙的良
好来源、营养密度最高的奶
制品，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
需求。

许多家长关心：婴幼
儿和儿童什么时候可以开
始吃奶酪，选购上应当参考
什么标准？苏宜香建议，奶
酪可以作为6月至24月龄
婴幼儿辅食添加的一部分，
能很好地提高谷物辅食的
能量和营养密度。

苏宜香认为，“奶酪博
士”提出的“干酪比、奶钙
比、钙钠比”指标，可以帮助
消费者去理解这个产品的
品质，保证奶酪产品高蛋白
质、高钙的特征。

奶酪行业的市场规模
和前景，已经吸引着国内外
众多品牌争相入局，新消费
品牌不断崛起。成立于
2019年的“奶酪博士”，通
过实践摸索，不断创新产品
品类，率先推出干酪含量达
到51%和66%的奶酪棒，逐
渐被市场和监管部门认可。

为了持续提升产品品
质，“奶酪博士”在安徽滁州
投资超过 10亿元，建设了
占地面积近 200亩的奶酪
工厂，规划了 40多条奶酪
产线以及创新乳产线。同
时，还计划成立奶酪研究
院、奶酪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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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全国牛奶产量持续增长，2021年中国牛奶产量达到3683万吨，

全国居民人均乳制品消费量逐年升高，需求量已由2017年的4510万吨增

至2021年的5912.7万吨，增长31.1%。

但是，有调查显示，我国尚有10亿以上的人群尚未养成喝奶习惯，人均

乳制品消费仅占推荐量的1/3。业内专家表示，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科普宣传

力度，提升消费者对奶业、乳制品的认识，扩大乳制品消费需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张和平张和平：：探索探索““中国菌中国菌””的产业强国之路的产业强国之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老百姓对于健康的重视提升至一个新高度，益生菌产品成为了一

种健康生活的重要元素，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中国益生菌产业已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作为中国益生菌产业的元老，张和平接受了新华网的专访，向我们讲述了他二十多年的益生菌“拓荒”

路，以及藏在这份热爱背后的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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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十亿人我国超十亿人
尚未养成喝奶习惯

■■张和平张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