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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我国粮油、果蔬、畜产等农副产品资

源丰富, 农副产品加工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和国

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在保障我国居民日常食物供给、满足

多元化食品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我

国农副产品在育种栽培、加工技术、设施装备、品牌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 主要

有如下几个方面: (1)加工品种选育偏重增产、抗病虫害、

耐旱等, 缺乏加工适宜性评价与专用品种筛选研究, 使育

种与加工衔接不顺畅; (2)农副产品以初级加工为主, 营养

健康型产品种类少, 产品品质有待提高, 难以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3)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 加工农副产

品检测过程繁琐、准确性及灵敏度低, 质量安全风险隐患

犹存等。 

当前, 我国社会正全面进入营养健康新时代, 健康中

国建设是全面实现美丽中国梦和“双百目标”的重要举措, 

已成为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2019 年 2 月

11 日,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联

合印发了《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规

划》指出, 紧紧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绿色化、优质

化、特色化、品牌化基本路径。因此, 在当前我国城乡居

民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从 “有没有 ”“够不够 ”转向 “好不

好”“优不优”的大背景下, 针对上述问题, 本专题重点介绍

了如何加强农副产品加工适宜性评价、促进农副产品品种

选育与加工的有机衔接, 推进传统农副产品提质增效、大

力发展特色优势农副产品加工, 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隐

患检测分析技术与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对满

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在农副产品加工适宜性评价与专用品种筛选方面, 

开展了对不同品种甘薯雪花粉以及不同品种、不同成熟

期番石榴的食用品质与营养品质进行综合评价, 筛选出

适宜加工雪花粉的甘薯品种, 以及适合鲜食、果茶、果酒

加工的番石榴品种, 促进了农副产品品种选育与加工的

有机衔接。 

(2)在传统农副产品提质增效及营养健康型农副产品

加工方面, 通过向传统谷物淀粉中添加酸奶、香豆胶等方

法, 在改善谷物淀粉流变学特性、拓宽加工适应性的同时, 

还有效提高谷物淀粉加工制品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此外, 

开展营养健康型薯类食品加工与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研究, 

提出以马铃薯、甘薯等特色农产品为原料, 研发我国居民

喜闻乐见的馒头、面包、面条、米粉等产品以及蛋白、多

肽、膳食纤维、多酚等功能性食品, 不仅可实现薯类营养

功能成分的全利用、改善我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结构, 还有

利于调整我国传统粮食作物的产业布局、提升优化粮食作

物的产能结构。以富含绿原酸、皂苷、黄酮的金银花、罗

汉果、桔梗等特色药食兼用农产品开发清咽润喉类保健品, 

不仅能缓解我国居民咽痛、咽痒等病痛, 其开发利用价值

还得到了显著提升。 

(3)在农副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检测分析技术优化与

风险监控方面, 采用脆弱性评估工具和不确定度数学模

型对影响蜂蜜和黄瓜中嘧霉胺检测准确性的各因素进

行分析量化, 提出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测量设备、提高

检测人员技术水平等措施来减小检测误差; 通过改进同

位素稀释-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自动顶空-气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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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串联质谱、空气/氩气双通气-石墨炉原子吸收、近红

外光谱等技术, 显著提高了谷物中伏马毒素、牛乳中壬

基酚和苯系物、食用油中二甲基硅氧烷、甘薯中甘薯酮、

糖制品中丙烯酰胺和天冬酰胺等质量安全指标检测的

准确性和灵敏度; 通过探究甘薯不同部位(叶、茎、皮、

肉)对镉的吸收差异, 提出配合生育期控制、分部位利用

来降低加工用甘薯的质量安全风险; 对米面制品、水果、

蔬菜、畜禽肉、水产品、鲜蛋中农兽药残留、违禁药物、

违规食品添加剂及重金属进行抽样检测与分析后, 提出

可通过减少农兽药、肥料等主要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严

格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限量、加强生产与销售

过程中的抽样检测力度等措施来保障农副产品的质量

安全。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促进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与

检测分析相关技术的交流, 提高副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水

平, 延长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同时, 通过新技术的落地

转化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切实保障我国城乡居民食物营

养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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