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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肠辘辘地打开冰箱，拿出一个包裹着保鲜膜的饭团或者汉堡，直接扔进微波炉里加热后，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口还裹着

保鲜膜的食物，津津有味地咀嚼，品味食物的同时，你仿佛还尝到了一丝大海的味道……

这看似电影里的无厘头情节，却是发生在生活中的真实一幕，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以海藻为原料研制而成的新型环保保鲜

膜———海藻保鲜膜。

近日，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报道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凯兰·沃德团队在海藻保鲜膜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 该团队使用

一种名为马尾藻的褐藻，制作出了可安全地用于包裹例如鲜切水果等湿润食物的保鲜膜。

那么，海藻保鲜膜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访了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院许加超教授和王雷副教授，为大家揭开海藻保鲜膜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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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加热或食用、可短时间内降解

海藻保鲜膜：来自海洋的天然“塑料”

海藻制成的塑料替代制品

展现出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

前，全球已有多家公司在推广海

藻制成的吸管、餐具、包装袋等

塑料替代制品，且在持续扩大海

藻生物材料的生产规模。

“我国保鲜膜市场有近 200

亿元，海藻保鲜膜推出后，会极大

改变人们的生活。”王雷说，“海藻

保鲜膜的开发对于海藻养殖和加

工产业的发展能够起到强有力的

刺激作用， 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

价值，此外，还可解决塑料产品带

来的‘白色污染’问题，有很好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

然而海藻保鲜膜想要大面

积推广，依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

和所有可降解材料一样，成

本过高也是制约海藻保鲜膜发

展的瓶颈之一。 目前，传统的塑

料保鲜膜仍旧占据主流市场，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海藻保鲜膜的

价格过高导致难以推广，人们在

购买的时候，更倾向于价格较低

的塑料保鲜膜。

“此外，海藻保鲜膜研发的

难点还在于该类保鲜膜相对较

厚， 延展性和韧性还有待提高，

需要继续加强科研投入； 同时，

海藻保鲜膜产业化所需的生产

机械和生产线尚不健全，要解决

这些难题，需要设备开发与基础

研究同步进行，从而实现全产业

链的共同发展。 ”许加超说。

目前，他们对海藻保鲜膜的

研究在实验室阶段已取得突破

性进展。 尽管科技成果转化困难

重重，许加超依然对海藻保鲜膜

的市场化应用充满信心 ， 他表

示，这项技术推出后，会极大地

造福和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他

希望联合企业以及各界力量尽

快推动项目实现产业化。

（周倩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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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环保且来源广泛

塑料，是工业文明的结果，它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

时也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和灾难。 目前，市面上的塑料保

鲜膜都不能降解，如果把它们埋在土壤中，塑料中的塑

化剂会渗透到土壤和水里，最终会随着水和植物进入人

体内，同时塑料分子也可以进入人体，对人体造成危害。

如今，小小的海藻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新型环保

保鲜膜，这为解决塑料污染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海藻种类繁多，共有两万多种，几乎所有海洋植物

都可归入藻类。 海藻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其中的活性

物质可开发成药品、功能性食品、化妆品。 现在，小小的

海藻还能制备成保鲜膜。

科学家们发现，海藻富含多种多糖类物质，如褐藻

胶、琼胶、卡拉胶等，这些多糖类物质形成凝胶后可以延

展成薄膜， 较好的柔韧性使其拥有制作保鲜膜的潜质。

常规的塑料保鲜膜在使用一次之后就会被丢弃，而海藻

保鲜膜可以和包裹的食品一起进行烹饪或直接食用。 此

外，一个普通的塑料袋，完全降解需要 200—1000 年，而

海藻保鲜膜如果不慎被人们丢进自然界，只要和足够的

水接触超过 2 小时，就会分解为有机物，进入土壤中和

大自然融为一体。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海藻都适合做保鲜膜，王雷说：

“目前来看，用褐藻中的褐藻胶制成的保鲜膜性能较好。

此外，红藻中的卡拉胶、琼胶，包括其他陆生植物胶类均

可直接或通过复配制成膜。 ”

尝试用海藻制品替代塑料

海藻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自然资源。一直以来，为了更

好地造福人类生活，解决塑料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内

外科学家都在围绕用海藻制品替代塑料进行创新研究。

印度的科学家将晒干的海藻磨成颗粒，清除其中的

杂质，然后放入特定的容器中加热，最终得到了真正的

凝胶。 这种凝胶可以被制成不同厚度的海藻薄膜，即使

薄如蝉翼，也不会被轻易损坏。

印度尼西亚也是海藻生产大国，其一初创公司利用

当地海藻生产优势， 推出一种海藻制成的包装材料，不

仅可以直接被食用，而且可以 100%生物降解。

除了这些国家之外，我国也对海藻保鲜膜进行了创

新研究，并且早已致力于灾害性海藻生物质利用方面的

研究。

许加超带领的科研团队发明了授权专利可食性全

生物降解海藻食品保鲜膜。 这款保鲜膜同传统保鲜膜相

比，最大的优点在于安全性高、无塑化剂、无致癌物，能

在 6—12 个月内实现 100%生物降解， 对环境也不会造

成污染。

基于对海洋生物多年的研究经验， 许加超发现海带

中的褐藻胶是制作保鲜膜的好原料。“褐藻胶是一种天然

阴离子多糖， 可与 Ca^2+ 等发生反应生成变性凝胶褐藻

酸钙。 当大量 Ca^2+ 存在时，其会与褐藻胶分子结合形成

紧密的‘蛋盒’网状的变性凝胶结构，从而具有良好的成

膜特性。 ”许加超介绍，但由于褐藻酸钙是一种强凝胶，形

成的褐藻酸钙膜太脆，韧性比较差，不宜折叠和卷曲，限

制了其实际使用，为此他们开发了双离子变性凝胶技术，

该技术可以提高褐藻酸钙膜的柔韧性和机械性能。

许加超团队还推进研发了全生物降解海藻地膜。 据

统计，全国 5.8 亿亩覆膜土地正遭受“白色污染”的严重

侵害，许加超团队将青岛海岸引发生态灾害的浒苔制备

成全生物降解海藻地膜， 可有效代替传统塑料地膜，化

解“白色污染”难题。

除了保鲜膜、地膜，海藻还能被制成餐具。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从马尾藻工业废弃物中提取

出一种食品级的马尾藻纤维素纳米纤维（SCNF）。 SCNF

经钙离子交联后形成 SCNF 水凝胶。 该团队将 SCNF 水

凝胶制备成高强度和高热稳定性的马尾藻纤维素基结

构材料。 该结构材料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能及食品安全

性，可加工成不同形状的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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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推广要迈过多道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