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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微生物前沿技术大会在山东泰安举行微生物前沿技术大会在山东泰安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杜兆侠

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微
生物技术作为一门前沿科学，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0月 18日，一场汇聚全球微生物
技术与创新的盛会——2024微生物前
沿技术大会在山东泰安举行。此次大
会由农业农村部黄淮海农业微生物资
源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动物微
生态制剂与畜禽高效养殖重点实验
室、山东省农业微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山东省科协海智工作基地主办，动物
重大疾病微生物疫苗（药物）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宝来利来科技集团承
办。来自农业科研、教育、企业近 800
名行业精英，带着对微生物技术未来

应用的憧憬，共聚一堂，探讨新时代发
展背景下利用微生态技术重塑农业、
食品和健康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大
会期间，宝来利来科技集团微生态科
创中心正式启用，在宝来利来集团展
览中心，一款款由微生物创新技术打
造的新型产品和产业解决方案也吸引
了众多嘉宾的目光。

会上，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动物医学院院长王春凤表示，
动物疫病的频繁发生和抗生素滥用导
致的耐药性问题给全球畜牧业发展和
人类健康带来了双重挑战，这些挑战
不仅影响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
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抗生素之
后的时代将是活菌制剂时代”，这不仅
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行业从

业者的责任与使命。
宝来利来科技集团董事长单宝龙

表示，在微生物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并
不落后，全球 1/3的微生物研究方面的
论文是中国人发表的。

宝来利来科技集团副总裁、微生
态科创中心研发首席谷巍表示，随着
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环境造
成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从废弃物
排放到资源利用，从污染治理到可持
续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关系着生态环
境的质量和人类的健康。“我们的目
标是通过微生物创新研究成果，包括

‘厌氧颗粒污泥+微生物’强化降 COD
技术、粪产碱杆菌去除氨氮技术等应
用，通过微生物菌群平衡来改善养殖
环境。”

据了解，作为微生态科技创新领
域的先行者和引领者，宝来利来科技
集团拥有全球领先的微生态科创中
心 ，库 存 功 能 性 微 生 态 菌 种 36000
株。在营养代谢微生态、免疫微生
态、抗感染微生态、土壤与生防微生
态领域拥有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200余
项，发表科技论文 1000余篇，完成 500
多项研发课题，先后开发出六项国家
重点新产品。科创中心拥有六个海
外院士工作站，一个海智基地，一个
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两个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及四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或技术创新中心。每年为数十亿只
家禽、猪、反刍动物、宠物，数千万亩
的水产动物提供生态养殖与疾病防
控解决方案。

会上，宝来利来科技集团董事长
单宝龙作了题为《从微生态到大生态，
守护地球》的主旨报告，单宝龙表示，
宝来利来科技集团致力于通过微生物
技术改善粮食安全和地球生态，这一
使命不仅对食品安全至关重要，也是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进
一步推动科研技术的发展，集团计划
在北京中关村建立 AI+合成生物共享
实验室，专注于 AI+微生物、AI+中医
药、AI+合成生物三大领域的研究，利
用人工智能算法探索生物、生命与健
康的奥秘，并重构从土地到餐桌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同时，他还强调了宝
来利来科技集团在应对中国荒漠化土
地挑战方面的努力，改善盐碱地、沙
漠、戈壁、退化草场和污染土地，为守
护地球贡献力量。

面对当前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并存。本次微生物前沿技术大会聚

焦于用功能性微生态、基因工程、合
成生物的新研究进展聚焦动植物营
养、免疫、疾病防控，以及如何解决
养殖环保及废弃物处理、食品安全
问题等，现场专家分享了微生物最
前沿的技术成果。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研究员赵圣国就《反刍动物瘤胃
微生物组与尿素氮高效利用》进行了
分享。他表示，“我们通过微生物技术
提高反刍动物对尿素氮的利用率，减
少氮排放，从而提升畜牧业的资源利
用效率和环保水平。 该技术在反刍
动物养殖中应用后，成功减少了高达
40%的豆粕用量，同时提升了奶牛产
奶量达 4.4%。这不仅提高了畜牧业
的生产效率，还减少了环境污染，为行
业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
撑。而这一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期
待畜牧业在未来实现更加绿色、高效

的生产模式。”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院

士库尔泽卡带来了题为《微生态制剂
在欧洲现代化畜牧业中的研究与应
用》的报告。他详细介绍了微生态制
剂在欧洲畜牧业中的应用现状，包括
在禽类、猪和反刍动物上的应用效
果。分享了微生态制剂如何通过改善
动物肠道健康、增强免疫力和提高营
养吸收率来提升动物的生产性能。此
外，他还就微生态制剂在减少抗生素
使用、降低动物疾病发生率和促进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和与会嘉宾进
行交流和分享。

“农业科技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
的过程。”一位与会嘉宾表示，“我们相
信，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农业将不断
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我们将看
到更多微生物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
广，为全球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好菌种焕发酸奶好菌种焕发酸奶““新新””活力活力

□文/图 本报记者 封斌

10月 20日，由中国奶业协会、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主办，中国农业大学营
养与健康研究院、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
盟支持，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得益乳业”）承办的“国产高
端益生菌科研突破应用研讨会暨畅润
IU-100全国首发仪式”在山东淄博举
行。

此次发布的畅润IU-100高端益生菌
酸奶，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益生菌产品的自
主研发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打破了国外

品牌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健康选择。

中国工程院院士庞国芳表示，只有
加大酸奶产品的科技创新，开发高品
质、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才能满足市
场需求。得益乳业通过聚焦自有知识
产权特色菌株开发、营养健康功效升级
和智能制造生产工艺等关键共性难题，
突破酸奶产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实
现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推动乳制品行业
健康高质量发展。

益生菌作为一种对人体健康有益
的活性微生物，其健康益处已成为全球

共识，传统的酸奶、奶酪就是例证。
中国奶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亚清表示，在如今功能性乳品、特殊
医学食品的概念下，如何赋予新的更有
效的内涵，需要在菌株选育的维度和
功能指标实证的深度两个层面同步推
进，在市场需求与科技研发两个方面
同向发力，在企业主体与社会资源两
个方向聚合力量，进一步丰富菌株的
独特性和功能的数据性。

据了解，益生菌在促进消化、提高
免疫等方面有显著效果，未来有着广
阔的开发前景和市场预期。现如今，

益生菌制品的开发已成为食品、医药、
保健品等众多领域的研究热点。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围绕奶业科研
创新、菌种研发、生产工艺、活性营养
保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主题报告分
享。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发政作了《益生
菌的科研突破与健康研究》的主题报
告，解读了益生菌的健康功能和产品
应用。任发政表示，益生菌具有改善
人体胃肠道疾病、缓解代谢综合征、调
节人体免疫等功能。国产益生菌更能
适合国人体质。得益乳业打造的畅润
IU-100酸牛奶，具有优异肠道健康和
免疫力提升的功效，真正打造了一款
适合国人的高端益生菌酸奶。

会上，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培亮介绍了畅润 IU-100
的研发历程以及最新应用成果。他表

示，得益乳业畅润 IU-100益生菌酸牛
奶，采用的专利益生菌 IU-100采集于
中国巴马长寿区，是任发政院士与得
益乳业团队历时 9 年研究的成果，经
过数万次菌株筛选实验，筛选出最优
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经过 500 次
安全性测试和耐受性实验，2000次动
物指标检测，历时 2年的临床实验，最
终开发出满足国人健康需要的 IU-100
益生菌。通过研究测试结果表明，IU-
100益生菌在润肠通便、免疫改善、菌
群调节方面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技术
经过专家认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益乳业作为中国低温奶行业的引领
者，集聚优势力量，成功实现高端益
生菌的国产化。

此次发布的国产高端益生菌 IU-
100推动了我国乳品行业对菌种核心
技术的自主开发，树立了乳品行业技

术突破的新标杆。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

所所长王加启表示，得益乳业实施优
质乳工程 8年来，持续不断通过车间升
级、设备升级、工艺升级、原奶升级等
科技创新，让得益乳业鲜奶中免疫球
蛋白、乳铁蛋白等天然活性营养物质
不断提升。

会上，得益乳业与中国农业大
学、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中国海
洋大学分别签订了“酸奶益生菌国
产化及功效研究战略合作”“巴氏奶
鲜活营养及富锶产品开发合作”“共
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暨产学研合
作协议”三项重量级合作协议，共同
推进酸奶益生菌技术的自主创新与
功效开发应用，推进巴氏鲜奶活性营
养进一步提升，夯实乳品科技创新的
坚实根基。

————““国产高端益生菌科研突破应用研讨会暨畅润国产高端益生菌科研突破应用研讨会暨畅润 IU-IU-100100全国首发仪式全国首发仪式””在山东淄博举行在山东淄博举行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刘艳芳

日前，第九届中国特殊食品大会的
重点会议之一——婴幼儿食品产业升
级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与会专家围
绕该产业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
发展趋势展开了探讨。

婴幼儿食品产业要向三方面努力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婴幼儿食

品产业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创新能力显著
增强，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婴幼儿
食品产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
司原稽查专员毕玉安认为，未来产业仍
需要朝着三方面努力：一是坚持科技引
领，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不断提升
产品品质。二是积极掌握市场动向，研
发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增强消
费者的信任感。三是切实履行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在生产的各个过程严格把

控，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同时，
企业还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
可持续发展措施，促进婴幼儿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提及如何促进婴幼儿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发政认
为，首先，需要注重营养全面性、均衡
性，加大婴幼儿营养基础研究，以及功
能原料的挖掘与产业化工作，以满足婴
幼儿全面的营养需求；其次，关注产品
的安全性和质量，应用先进生产工艺和
技术的同时，严格把控生产的各个环
节，助推婴幼儿食品品质升级；第三，重
视产品创新性和智能化，积极利用智能
感应和识别技术，生产出更高品质、更
高附加值、具有创新性的婴幼儿食品，
不断提升行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

“婴配乳粉是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和
国家民族未来的特殊食品。”市场监管
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婴配审评部主任龙
继红指出，为保证质量安全，企业研发
创新应结合行业发展和注册管理实践，

不断提升婴配乳粉品质。龙继红强调，
未来，生产企业、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以
及从业人员等都应进一步做好婴配乳
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工作，才能持续提
升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提升婴配乳粉质量安全水平势在
必行。”在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
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涂顺明看来，
消费者对婴幼儿食品关注点排在首位
的还是营养和安全，因此开发营养全
面、食用安全的产品，尤其是要补充婴
幼儿易缺乏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元
素，这些产品是当前消费市场的重要需
求。

由于婴幼儿消费人群的特殊性，婴
幼儿食品不仅要确保营养充足性，还要
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相
较一般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生产要
求更为严格，尤其是对致病微生物的检
测。针对微生物的培养时间、温度、接
种方法、培养基配方设计及优化问题，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正高级工

程师卢勉飞认为，应该进一步优化微生
物的检测方案，提高检出率和检验质
量，全力保证婴幼儿配方食品质量安
全。

另外，湖南英氏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任国谱指出，婴幼儿在营养
方面面临着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的双
重挑战。“科学的、分阶段的辅食添加，
对改善婴幼儿的营养状况及生长发育
具有重要影响。”任国谱介绍，经临床研
究实证，综合考虑宝宝 1—5阶段的生
理、营养、感知力等维度的特征需求进
行辅食分阶段喂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和可行性。

加强研发适合中国宝宝的特医婴配食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优生、免

费筛查政策的大力实施，以及筛查技术
的更新，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人数相
对增加，特医婴儿食品需求越加细分、
小众，开发相关产品愈加紧迫。对此，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应用营养

一室副研究员屈鹏峰提出，为了满足不
同人群的特殊营养需求，应该完善法规
标准建设和产业结构，加强研发适合中
国宝宝的“其他品类”特殊医学用途婴
儿配方食品。

针对未来在特殊食品中开展食物
过敏原的检测工作，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唐文瀚建议：首先，
建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特定过敏原成
分数据库，以提升过敏原监测；其次，建
立快速筛查和精准定量检测方法，以便
快捷、精准、高效地进行食物过敏原检
测；第三，建立特殊食品过敏原检测标
准，有助于规范检测技术流程，提高检
测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第四，建立特殊
食品过敏原表位筛查与定量研究，以便
于查询和分析相关数据，推动新型低致
敏性食品的开发。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研究
员王骏分享了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
食品黏度测定方法的相关进展，详细介
绍了特医食品黏度的检测方法以及国

内外测定标准。“黏度反映黏性大小，测
定并控制其在适宜范围内对于特医食
品来说至关重要，不仅能优化生产的工
艺流程、保证产品质量稳定，还可以帮
助产品实现功能性。”王骏指出，目前，
特医食品黏度测定和分析研究仍然处
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
题，应加强基础研究和标准的制定，才
能更好地保障特医食品品质及消费者
体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
中心（特殊食品）工程师曹文博博士同
时建议，针对特医食品中相对分子质量
分布进行检测，能够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和临床效果，确保产品科学、安全、有
效、真正满足特定人群的多样化、个性
化需求，为特医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基础。

“进一步提升婴幼儿食品产业水平
质量安全水平势在必行，还需要生产企
业、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技术机构等共
同的努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我国婴幼儿食品产业不断升级我国婴幼儿食品产业不断升级
以科技为引领以科技为引领 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