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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植物功能性产品 

一、成果简介 

植物中有一些含量虽少却具有重要功能的天然产物，可作为保健产品或工

业原料。本项目利用从国内外引进的含有某些特定功能成分的植物或藻类品种，

通过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增强关键酶活，运用生物技术改造代谢途径，并结合植

物组织培养、细胞悬浮培养技术，以及最新的气相液相和质谱等分析分离技术，

对植物功能性产物进行富集和分离纯化，并进行产业化生产。 

目前主要成果有： 

1、利用海藻类生产多聚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运用生物技术增强蛋白活性，提高天然海藻（marine diatom algae）中长链

多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的产量，EPA 和 DHA 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但是

维护心脑血管健康和促进婴幼儿的大脑发育所必需的保健品。 

2、利用特种经济作物生产工业用芥酸 

从北美引进一批特种经济植物例如埃塞俄比亚芥（Brassica carinata）等，通

过基因工程改造代谢途径生产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芥酸（22:1），长链单不饱

和脂肪酸在普通植物中含量微少，但却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可用于制造天然润

滑剂，黏胶剂，生物塑料，生物蜡质等，而且也是生产生物能源的重要材料。 

3、利用传统中药材生产天然药物 

通过分子调控植物次生代谢物的生物合成途径，结合中药材组培和悬浮细

胞培养技术，开发生物碱及三萜类等抗癌功能性化合物。 

二、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入股。 

三、市场前景分析 

本项目的研发团队依托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在植物生物技术、作

物种质改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本项目借助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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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杂粮工程中心的分析分离技术平台，优化植物活性功能成分的分析分离及有

效利用，并为其工业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团队主要研究人员先后主持和参与

了多项国际国内科研课题, 多项研究成果在 SCI 杂志发表，并有多个植物代谢关

键基因的分离和功能研究获得美国专利。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研发团队带头人徐晶宇博士长期在农业食品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学习和工

作, 2003-2013 年间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并与

美国 Dow AgroSciences LLC（生物制品），加拿大 Bioriginal Food & Science Corp

（功能保健品）、Agrisoma Biosciences Inc（生物燃料）、Prairie Plant Systems Inc

（生物药品）等开发植物功能产品的科技公司保持多年的合作， 对植物生物技

术公司的 R&D（Reserch &Development 研发）, 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关产品的

产业化和市场化流程和运作比较熟悉。 

本项目最初由团队带头人徐晶宇博士在加拿工作期间启动，前期技术开发

比较成熟，自 2013 年 5 月引进回国，目前已顺利本土化。2014 年 8 月，徐晶宇

博士曾携带本项目参加黑龙江省欧美同学会主办的“2014 海外学人龙江故乡行

活动（绿色农业与食品加工专题）”，与相关企业进行项目洽谈和对接。资金、

场地和人员到位之后，可进行中试和规模化试生产。 

四、工艺技术 

运用生物技术增强蛋白活性，提高天然海藻（marine diatom algae）中长链

多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的产量，EPA 和 DHA 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但是

维护心脑血管健康和促进婴幼儿的大脑发育所必需的保健品。 

从北美引进一批特种经济植物例如埃塞俄比亚芥（Brassica carinata）等，通

过基因工程改造代谢途径生产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芥酸（22:1），长链单不饱

和脂肪酸在普通植物中含量微少，但却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可用于制造天然润

滑剂，黏胶剂，生物塑料，生物蜡质等，而且也是生产生物能源的重要材料。

通过分子调控植物次生代谢物的生物合成途径，结合中药材组培和悬浮细胞培

养技术，开发生物碱及三萜类等抗癌功能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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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效益分析 

随着全球对健康保健产品和绿色环保产品越来越重视，以植物为原材料的

功能性保健品和工业用品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本项目采用先进的生物技术

手段，提高植物生物制品的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将创造极大的经济效益。产

品将主要面向国际市场，为国家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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