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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5

    本报讯 （记者 郜阳）以二氧化碳为原

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
粉———看似科幻的一幕，真实地发生在实验

室里。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我国科学家首
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

成果北京时间 9月 24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
刊《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

“搭积木”建新合成途径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通常由农作

物通过自然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生产。自

然界的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 60余步生化反
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人工合成淀粉是科

技领域一个重大课题。此前，多国科学家积极
探索，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重要突破。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马延和带领团队，采用一种类似“搭积
木”的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 11步反应的非

自然固碳与淀粉合成途径，在实验室中首次

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核磁
共振等检测发现，人工合成淀粉分子与天然

淀粉分子的结构组成一致。
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蔡韬介绍，实

验室初步测试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速率是
自然淀粉合成速率的 8.5倍。在充足能量供给

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技术参数推算，理论上

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
于我国 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

这一突破得到该领域一批国际知名专家
的高度评价。德国科学院院士曼弗雷德 ·雷兹

表示，将二氧化碳固定并转化为有用的有机
化学品是一项重大的国际挑战，这项工作将

该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美国工程院
院士延斯 ·尼尔森表示，这是利用合成生物学

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若干重大挑战的惊人案
例，将为日后更多相关研究铺平道路。

“1到10”还需持续攻关
“为未来的‘细胞工厂’打开了一扇窗。”

对于此次研究的应用前景，蔡韬打了一个比

方：人工合成淀粉的新反应途径相当于汽车
发动机，酵母细胞相当于汽车底盘，下一步要

把发动机放到底盘上安装好，对酵母细胞进
行系统设计与改造，搭建一个淀粉合成的“细

胞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不过，“细胞工厂”生产粮食的希望实现
之前，科学家还需先攻克多重难关。马延和说，

未来搭建“细胞工厂”面临着人工生命设计、合
成、调控等诸多基础科学挑战，需要化学、物

理、工程等学科与生物学的长期交叉研究。
此外，要让人工合成淀粉与农业种植相

比具有经济可行性，也需要一个艰难、持续的
科技攻关过程。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表示，这一

成果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

有很长的距离，后续需尽快实现从“0到 1”概

念突破到“1到 10”的转换。
不少科学家认为，人工合成淀粉未来如

果进入实际应用，不仅能节约耕地和淡水资
源、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还将带来诸多想象

空间———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认为，人工合
成淀粉过程中“抓”住的二氧化碳，若能远多

于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

为碳达峰碳中和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程院
院士岳国君说，人工合成淀粉的中间产品，比

如葡萄糖，可发酵生产醇、酸、酮等平台化合
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纤维和橡胶。

据悉，天津工业生物所正在牵头建设国
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团队的下一

步目标，一方面是继续攻克淀粉合成人工生
物系统的设计、调控等底层科学难题，另一方

面要推动成果走向产业应用，未来让人工合
成淀粉的经济可行性接近农业种植。

精巧“搭积木” 人工合成淀粉
我国科学家实现新突破，有望为未来“细胞工厂”打开一扇窗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邱伟科

蒋巳奕）沪上两大知名企业光明乳业和冠生
园跨界合作的“大白兔奶糖风味调制乳”，在

风靡上海及苏浙皖市场后，首次考虑“走出
去”，将上架东南亚地区的 7-11便利店。

早在 2019年，光明乳业便携手冠生园，
创新推出盒装大白兔奶糖风味牛奶，该产品

沿用大白兔奶糖经典品牌形象与奶糖味道，

引发“童年回忆杀”。这些上海老字号在国内
成为爆款甚至走红海外，触发了企业加快“走

出去”的念头。
然而，对于如何出口，对企业而言是一张

白纸。由于出口产品必须符合进口国对进口
奶制品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但当地没有对进

口高温杀菌工艺液态乳的具体进口标准，就
需要出口企业与当地官方或进口商约定检验

标准。当光明乳业把这一诉求告诉所在地海

关———上海海关所属莘庄海关后，该关立即

启动了对这款产品出口从原料到成品的全程
指导与监管。

经与上海海关食品处就牛奶质量标准进
行多次沟通磋商后，莘庄海关为光明乳业罗

列了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的关键性控制
点，指导企业建立完备的出口产品预防性控

制体系。对此，莘庄海关有关负责人回忆说，

“我们发现，企业按照当下先进的食品安全控
制体系进行奶源精筛、品质把控，其中生乳每

毫升菌落总数标准严于国家标准超过 20倍，

生乳中体细胞数与欧盟标准持平。最终，企业

与进口商的合同标准，就是按照光明乳业生

产此款网红牛奶本身的技术标准，进口方完
全没有异议。这说明，上海制造的品质已得到
海外充分认可。”

据悉，首批拟出口“大白兔奶糖风味调制
乳”共 680箱近 10吨，目前已完成灌装，正在

进行企业自身的实验室检验，计划于本月底向

海关申报出口。此番出口，莘庄海关直接向企
业列出了资料准备清单和流程图，这使得对出

口如一张白纸的企业不用再大海捞针，出口的

信心倍增。目前，企业已在申请或考虑申请东

南亚更多国家以及北美地区的出口注册。
目前，上海共有 180家国家认定的老字

号、42家上海认定的老字号。据上海海关排
摸，一半以上的老字号企业正探索海外市场。

另外，仅在莘庄海关辖区，就有 30多家已出
口和拟出口企业。受“大白兔奶糖风味调制

乳”首单出口鼓舞，不少企业也在跃跃欲试。

目前莘庄海关正抓紧排摸辖区内拟出口企业
动态，并抓紧搜集进口国相关产品标准，为未

来更汹涌的出口热潮做好政策和服务准备。

大白兔“网红”牛奶首次试水海外
内销标准出口 将上架东南亚便利店

    近距离观赏桂花，讨论交流与桂花有

关的诗词歌赋，一起制作桂花主题的茶饮
糕点，向周边居民发放桂花知识和倡导爱

护绿化的小卡片、书签……今天上午，由
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主办的亲近大自然

系列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走进桂花的世
界”园艺大讲堂，在静安雕塑公园启动。

该活动是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打造

的辖区内中学社会实践类的精品课堂，旨
在丰富中学生素质教育类课程的多样性，

提高中学生素质教育课程的品质，充分利

用校外资源整合，以最终服务于教育的目
的，进行校社联动。

通过活动，让学生们从时令到传统对

桂花这种植物进行多方面了解。同时，学
生化身小小志愿者，向周边居民发放桂花

知识和倡导爱护绿化的小卡片、书签。这

样，实践项目既增强了全民环保意识，也
给中学生搭建了与社会交流的平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江跃中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今年 2月以来，市食

药安办、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和市商务
委等四部门联合开展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

等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工作。记者昨日从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经过整治，上半年上海市场销售的

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四类农产品合格率
为 93.12%，较去年底上升 2.57个百分点。

此次整治覆盖本市 22家农产品批发市场，

990余家集中交易市场，3家工业化豆芽企业，
55家农药、兽药生产企业，800家农药、兽药经

营单位，150 家地产韭菜种植主体（约 3521

亩），320家淡水鱼养殖场（约 13.8万亩）。

在整治手段上，深化“田头到餐桌”全链条
集中整治。农业农村部门加大农药兽药等农业

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管检查力度，
积极推进实施农药销售实名、兽药二维码追溯

等管理制度。上半年，本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
处相关违法违规单位 23户次，责令 16家生产

主体改正；查扣问题农药、兽药 140余公斤，无
害化销毁查获的 3吨假劣农资产品。

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商务部门加强储运及市

场销售行为的监管，督促市场开办者、经营者认
真落实市场准入、信息公示、市场抽检或者快速

检测、进货查验等主体责任，上半年共查处违法
主体 111户次。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加强食品生

产企业及餐饮单位采购和暂养行为的监管，实
施原料控制规范。上半年，查处梭子蟹、淡水鱼

暂养期间使用禁用兽药等违法行为 36户次。

在整治过程中，不仅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参
与，还有许多“智囊团”加入：依托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等专业力量，专题研
究四类农产品整治工作；发挥上海市豆制品行业

协会作用，研究豆芽产品技术要求指南，探索豆
芽产品送货单上打印追溯二维码事宜，加大培

育、引进优秀豆芽工业化生产企业的力度。
记者获悉，下一阶段，专项整治将继续加强

全链条综合治理，重点推进相关品种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工作。同时，推动水产品地方政府规章

立法工作，为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法
律支撑。

韭菜豆芽梭子蟹等合格率超93%

    本报讯（记者 鲁哲）今天上午，“红色百年 ·

家风流芳”上海市第十八届家庭文化节在长阳创
谷园区拉开帷幕。2021年度“海上最美家庭”揭

晓。开幕式上，“海上最美家庭联盟”成立，旨在引
领全市家庭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好家

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厚植家国情怀。

据介绍，今年全市共寻找产生 2021年度“海
上最美家庭”199户，他们爱党爱国、崇尚环保、移

风易俗、热心公益、投身抗疫、科学教子、孝老爱

亲，是全市家庭学习的榜样。其中包括主动请缨

赴藏参加包虫病筛查工作的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超声科医生缪贤盛家庭；怀揣巩固国防的强烈使

命感和必胜信念克服无人区恶劣自然条件，十几
年从事核弹研究工作的边渭棠家庭；热衷社会公

益，疫情期间带头号召外籍社区居民为上海打
气、送上无国界的爱和支持的 Senait家庭等。

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文明办主办，杨浦区

妇联、杨浦区文明办、杨浦区教育局承办。

2021年度“海上最美家庭”揭晓

上海开展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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