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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过益生菌，也喝过猕猴桃汁，但是益生菌发酵的猕猴桃汁，你尝过吗？

当前，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季，记者步入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中国农业大学

四川产业研究院“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加工车间，闻到阵阵果香。 从猕猴桃原

料清洗、榨汁到入罐，步步精细操作，展示着产研院的生机与活力。

养生

08

当益生菌邂逅猕猴桃

我国首例

手工克隆牛犊诞生

近日， 内蒙古地区肉牛核心种质构建与新

品种培育“揭榜挂帅”项目推进会在赤峰市翁牛

特旗举行。 会上，草原和牛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何牧仁博士宣布： 内蒙古元牛基因育种科

技有限公司成功在国内培育出首批手工克

隆牛犊。

据了解， 首批手工克隆牛犊由草原和牛投

资有限公司联合内蒙古元牛繁育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培育， 标志着我国在高难度畜牧业生物技

术领域取得了重大跨越， 也预示着手工克隆技

术将为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开

辟新路径。

据何牧仁介绍， 元牛基因的手工克隆牛技

术通过优化手工克隆技术流程， 大幅提高了受

孕率， 有效提升了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

益。 同时， 该技术摆脱了对昂贵仪器设备的依

赖，降低了技术应用的门槛，使更多中小型养殖

场和农村牧区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红利， 推动畜

牧业均衡发展。

“内蒙古肉牛‘揭榜挂帅’项目里，我们培

育出中国首批手工克隆牛犊， 已有 8 头牛犊诞

生。 ”何牧仁说，克隆技术是现代生物育种技术，

也是基因编辑技术的瓶颈技术， 这项技术效率

的提高， 将为我国种源开发和新品种培育提供

一个更好的技术平台。

元牛基因的手工克隆技术具有卓越的生产效率

和遗传稳定性，能够快速培育出大量品质优良、

遗传性状一致的牛犊，为畜牧业的标准化、规模

化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内蒙古日报》）

母猪喂青草

好处有些啥

如果母猪喂青草的话， 有些什么好处呢？

要注意哪些事项？

一、母猪喂青草有些什么好处？

1、母猪喂青草可以降低成本

青草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饲料使用量的，日

常给母猪多喂些青草就可以少喂饲料， 达到降

低成本的目的。 对于母猪来说， 不光可以喂青

草，还可以喂白菜叶，胡萝卜叶，红薯藤，玉米叶

等等，这些统称为青绿饲料，而且在农村广泛存

在，来源广，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2、母猪吃青草可以减少便秘

母猪在妊娠期为了不影响仔猪的生长发

育，所以需要限制喂饲料，这就导致母猪的肠胃

蠕动减弱，很容易发生便秘。 青草里含有大量纤

维素，可以促进肠道加大蠕动，虽然母猪吃的少

了，但是因为常吃青草也不会便秘。

3、母猪吃青草可以调节体型，防止过肥或

过瘦

母猪怀孕后食欲大增， 但是不限饲的话会

造成母猪过于肥胖， 不但会影响肚子里仔猪生

长，而且还会造成母猪产仔时产程过长，难产等

情况。 给母猪吃青草可以让母猪有饱腹感，还能

调节母猪体况。 母猪产仔后，给母猪喂青草可以

提高母猪食欲，奶水充足，这样有利于仔猪的生

长发育。

二、母猪喂青草要注意哪些事项？

青草虽然说喂猪有许多的好处， 但是也不

能喂得太多，而且要和精料搭配才行，青草最多

占 20%左右就可以了。 青草如果喂的过多会造

成母猪拉稀， 而且青草里缺乏猪群生长所需的

大量能量，蛋白，微量元素等，和精料结合使用

才能获得最大效果。

（据“惠农网”）

瞄准深加工

提升猕猴桃利用率和价值

四川产研院是四川省农业农

村厅、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

新津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

四方共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的创新

平台。“我们选定猕猴桃这一四川

特色资源作为益生菌发酵果汁的

原料，以此创新突破口提高农产品

品质与附加值。 ”该产研院科研副

院长李景明教授介绍，将猕猴桃从

原料加工成饮品，不仅提高了水果

利用率，更大大提高了产品营养和

经济产值。

据了解， 四川猕猴桃种植面

积已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成都是全

省重要的猕猴桃生产地。 其中，新

津区在兴义镇、花桥街道、宝墩镇

等地的种植面积可达

2000

多亩。

然而，由于高温干旱等原因，猕猴

桃落果率、园间损耗率高，每年达

240

吨。此外，从商品性看，提升次

等果价值更是果农们急待解决的

难题。

今年四川省委一号文件提

到， 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所

以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势在

必行。 在此背景下，针对猕猴桃精

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程度不足、盈利

难的现实问题，产研院科研人员创

新性地引入益生菌这一资源进行

饮品创新研发。

该产研院益生菌发酵猕猴桃

果汁新品开发与营养健康评价项

目负责人刘恒博士介绍，益生菌可

以调节肠道菌群，减缓肠炎、腹泻

等各种胃肠道相关疾病，部分益生

菌甚至还可以改善代谢疾病，具有

其他正常生理菌群无法比拟的

作用。

研发新产品

实现科研成果落地与转化

然而，益生菌发酵工艺苛刻，

条件控制难度大，菌株的筛选与优

化组合、发酵剂的接种量与比例以

及发酵时间等关键环节都须经过

反复研究，以获取风味和营养双优

的产品。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以猕猴

桃原汁为发酵原料，先后攻克组合

发酵剂、 发酵工艺条件控制等难

题，优化了果汁杀菌及产品保存条

件。 最终，在营养成分、食品安全

和风味层面获得了和谐平衡的新

产品。 ”刘恒说。

此外，刘恒介绍，在产品研发

中，团队还通过将益生菌发酵猕猴

桃果汁与罗汉果、红枣等食药同源

的食材进行复配，以获得低卡路里

型口感更丰富、稳定性更好的益生

菌复合饮品，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需求。

除了益生菌发酵猕猴桃果汁

的开发，记者了解到，目前产研院

还在进行新津韭黄“安全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产业化”、 鲜食葡萄新品

种推广等一系列以川粮油、 川菜、

川果、川茶为主的精深加工产品和

技术研发。

“我们始终以服务地方产业

发展为第一宗旨。”李景明表示，产

研院未来将不断完善平台建设，由

目前以农业种植养殖为主逐步向

农产品全产业链延伸， 实现科研

成 果 的 有 效 落 地 与 转化。 同

时，未来，产研院将继续积极链接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人才、教育优

势，引入中农大更多优势学科及顶

尖人才，吸纳更多青年加入。 并深

入探索复合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

们能够立足于实际产业，为四川培

养更多人才，为农业及相关领域贡

献更多力量。

（据《四川农村日报》）

如果你常食鲜食玉米，大概率

就吃到过“京科糯

2000

”。 自

2006

年通过国家审定以来 ，“京科糯

2000

” 成为国内种植范围最广、种

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已累

计超过

1

亿亩，其种子和果穗产品

已 出 口 到 全 球

5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近日，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

米研究所和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牵头组织召开的

2024

京津冀鲜

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十届北

京鲜食玉米节成功举办，在通州种

业园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

究所科研育种基地，对来自京津冀

及全国

34

家企事业单位的

139

个

鲜食玉米新品种进行了田间种植

和品尝鉴评。 其中糯玉米品种

50

个、甜加糯玉米品种

48

个、甜玉米

品种

41

个。

“这穗玉米上，有四分之一是

甜粒、四分之三是糯粒，一口吃下

去又甜又糯。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久然一一细数

他关注到的明星品种———“京彩甜

糯

669

”属于花甜糯品种，籽粒

呈玛瑙红 ， 色泽艳丽；“京紫糯

519

”属于黑甜糯品种，富含花青

素，口感细腻，糯中带甜，含硒量

也高；“京科糯

681

”属于白糯品

种，矮秆，叶片浓绿，苞叶紧实，

抗性好，口感甜而不腻 ，糯而不

粘，绵软适中……

“近年来，我们创新选育的

鲜食玉米品种不断线。 ” 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张峻峰介绍，

继“京科糯

2000

”之后，甜加糯高

叶酸新型鲜食品种“农科糯

336

”

目前占北京鲜食玉米面积的

70%

左右，并被农业农村部遴选为“中

国农业农村十项重大新产品”，

2023

、

2024

年连续入选全国玉

米主导品种。 同时， 经大会专家

组田间评价及品鉴，共评选出

30

个优秀展示品种， 其中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创新选育的

“京紫糯

219

”“飞花”“京科甜

703

”“京科糯

768

”“京彩甜糯

669

”等

9

个品种入选。

“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

大会暨北京鲜食玉米节的连续举

办， 为鲜食玉米产业提供了一个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 促进了科研育种

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推动产业向更

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通过

展示优质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提

高了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村经

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 ” 赵久

然说。

“近年来 ，在科研单位 、企业、

种植主体等多方努力下， 鲜食玉米

产业链不断完善， 让市民吃上了高

品质的鲜食玉米。 ”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副站长王俊英介绍， 在栽培

方面，研发集成了错期播种、科学水

肥、绿色防控、适期采收和产后保鲜

等

5

大核心技术， 实现了北京本地

鲜穗

6

月至

10

月的持续供应。 在产

销方面，市区联合建立了

50

个优质

产销一体示范基地， 推动形成了互

联网电商、社群团购、社区电商等快

速便捷的新型销售模式， 园区早上

采摘的新鲜玉米晚上就可以摆上市

民餐桌。 （据《农民日报》）

鲜食玉米实现接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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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

水里的大闸蟹居然也会“中暑”

近日， 苏州河里的大闸蟹被

“煮熟 ” 的新闻报道引发网友热

议。 水底的螃蟹也会“中暑”吗？

大闸蟹别名河蟹、毛蟹、螃蟹

等，是变温甲壳类水生动物，其生

活的水温为

15-25℃

， 当水温在

22-24℃

时，它们最舒服，生长也

最快。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研

究员何川表示， 当水温超过

30℃

时，大闸蟹会表现出不喜欢活动、

吃东西减少等“中暑”反应。 如果

水温继续上升， 大闸蟹会彻底绝

食，只消耗体内的卡路里，导致其

关节变软、运动无力、生长迟缓，

连脱壳也没力气。 如果高温持续

多天，螃蟹不仅减产，其体型也可

能会“缩水”，从而推迟上市时间。

那么， 应该如何帮助螃蟹安

全“避暑”呢？何川认为，要构建良

好的生态环境。 利用水葫芦、浮萍

等水生漂浮植物， 既可以遮阳降温，还

能净化水质。 临时悬挂遮阳网，也能够

有效避免阳光对水体的直射，起到调节

作用。“还可以采用深井水喷淋降温，这

等于给大闸蟹‘开空调’。 ”

何川提醒，高温下，水质易发生恶

化，要定期换水改善水体环境，定期在

养殖池泼洒环保型消毒剂 ， 减少疾

病发生。

（胡利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