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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之一, 广泛应用

于食品、纺织、造纸、水产饲料、制药、化工、机械、石

油、建筑等行业, 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淀粉及其功

能化修饰与深加工承载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支撑着现代食

品工业等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是确保国

家食品、粮食等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必需品品质与质量安

全的重要环节, 也是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和资源高效利用与

农业综合效益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产品新需求和产

业新要求已成为淀粉及其功能化修饰与深加工利用发展的

新常态, 也对该领域的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淀粉及其功能化修饰与深加工研究现状 

近年来, 在淀粉及其功能化修饰与深加工研究领域, 

科研工作者不断与生物、营养、医学、材料、信息等多学

科知识和前沿高新技术交叉融合, 基因工程、代谢调控、

营养与健康调控、酶工程、材料设计等高新技术的突破, 推

动了淀粉的生物合成与转化, 淀粉的结构与功能特性, 淀粉

修饰、转化与应用, 淀粉现代分析检测与质量控制, 变性淀

粉生产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的发展。 

淀粉的生物合成涉及复杂的生化调控过程, 国内外

学者针对不同种类植物体以及环境因素, 系统研究了各类

淀粉的生物合成途径、相关合成酶及调控基因的功能解析

及分子调控机制, 为生物方法调控淀粉结构和理化特性奠

定了基础。高产高效定向遗传改良及育种技术和基因组学

调控技术逐步在水稻、小麦、玉米和木薯、马铃薯品种育

种上得到应用。淀粉的结构具有多层次和多尺度特征, 对

其系统解析及与功能特性之间的有效关联一直是淀粉及其

功能化修饰与深加工研究领域内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随着现代分析技术与数据功能挖掘技术的不断引入及

进步, 淀粉及其衍生物结构性质的分析检测突飞猛进, 有

力推动了淀粉构效关系研究的突破; 淀粉的物理、生物功

能化修饰倍受关注, 特别是营养健康食品产业发展的新趋

势和人们对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的新需求, 淀粉类功能

食品配料与功能食品、淀粉类控释输送载体材料、新型糖

酶创制与淀粉生物转化技术、淀粉类食品老化回生控制技

术及淀粉基包装材料不断开发出来并得以推广应用。 

2   淀粉及其功能化修饰与深加工研究趋势 

新形势下, 国家将绿色制造、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

可持续科学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淀粉及其功能化

修饰与深加工领域研究面临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当前“食

品营养与健康”、“生物科学”、“医药科学”和“功能材料科

学”等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交叉融合, 淀粉及其功能化修饰

与深加工领域应在淀粉生物合成与转化机制、功能化修饰、

营养生物学与安全学、深加工过程关键装备控制等方面加

强原始创新性研究。特别应加强淀粉多尺度结构与功能关

系的基础性研究, 重点进行淀粉与食品组分相互作用、淀

粉类食品的功能设计及靶向营养调控等研究。在淀粉功能

修饰及应用方面应重点开展安全高效的生物或物理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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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处理技术及淀粉绿色加工技术及新装备等方面的高新

技术的探索。在淀粉及其功能化产品分析与检测方面应不

断开发新型淀粉结构与性能分析方法、在线分析检测控制、

溯源与智能化信息化监控技术等。 

3  小  结 

本专辑征集到 13 篇论文, 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综述

文献都反映出我国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紧跟或引领国

际研究前沿, 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我国淀粉及其功能化修

饰与深加工领域的研究成果。本专辑中有 3 篇有关国内外

在淀粉多尺度结构与功能特性关系、新型智能加工与生物 

修饰技术、新淀粉资源及其高效利用等方面的综述论文。

在淀粉修饰、转化与应用方面收录了 3 篇论文, 在此领域, 

我国有多个研究团队开展此项工作, 在国内外发表了较多

的论文, 并在新技术开发及新产品性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 但多尺度结构修饰与功能特性之间的关系研究、

功能特性的靶向设计新技术等还需要特别加强。4 篇涉及

食品组分与淀粉相互作用对功能特性的影响研究, 3 篇涉

及淀粉的结构与功能特性研究。但我国淀粉及其功能化修

饰与深加工研究以及产业化应用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

求, 在多尺度结构与功能调控、新型绿色制造、产品安全控

制与高效转化等方面仍需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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