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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者说】
讲述人：湖北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

工程学院教授柳志杰
你看实验室桌上这两瓶花椒精油，这是

我们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花椒，在实验室提
取出来的。花椒精油具有天然的抗菌防腐
属性，我们就是利用它制成了安全可食的食
品防腐剂。

我们这种天然防腐剂对多种常见食品
腐败菌、致病菌等均表现出良好的抑制作
用。在与传统化学防腐剂（如苯甲酸钠、脱
氢乙酸钠）进行对比实验中，它在相同浓度
下抑菌效果甚至优于后者。在部分食品中
实现了防腐剂“减量”的效果。更为重要的
是，它不会串味，能最大程度保留食品原有
的风味特色。

但实现这一切可并不是自然而然，很轻
松的。现在，我们打开瓶盖，你可以闻到辛
香刺鼻的浓郁花椒气味，对于嗅觉敏感的人
来说可能会有些不适。

要把具备防腐天性的花椒加工制成防
腐剂，面临的技术挑战远比传统使用复杂得
多，原因是花椒精油是脂溶性物质，导致其
难以在水中均匀分散，极大限制了在食品体
系中的应用范围。同时，其散发的明显刺鼻
气味也为食品加工带来困扰。

为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通过纳米乳化技
术，将花椒精油制成粒径更小、分散性更好
的纳米乳液。这一工艺不仅增强了其在水
体系中的溶解能力，仅需少量添加，即可显
著改善抑菌效果。该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
食品原有的风味特色。

我们自主研发的花椒精油纳米乳液，不
仅能完美替代传统化学防腐剂，从源头上筑
牢食品安全防线，为消费者打造安心的饮食
体验；其富含的天然营养成分，更能在消化
过程中高效被人体吸收，吃得安全，更吃得
健康。

眼下，我们正在以花椒精油为起点，拓
展至肉桂、紫苏等多种天然植物精油成分的
筛选和改性，形成一整套绿色防腐体系。该
项技术已应用于多款酱菜产品，并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受理，正逐步走向产业化。

【大众点评】
讲述人：湖北聚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铭
柳志杰教授自2017年起担任我们公司

的“科技副总”，长期“泡”在我们这里，他体
会到我们希望研发出“零添加”食品防腐剂
的迫切愿望。

研发过程中，柳教授一直和我们保持
着密切沟通，他研制的花椒精油纳米乳液

用于萝卜干、酸豆角等食品防腐。我们经
常给他寄送试样，反馈应用落地过程中遇
到的新问题，他再针对问题逐步改进，不断
优化。

目前，我们公司系列酱菜产品中都用到
了柳教授的生物天然防腐技术，实验数据很

不错，而且不影响产品的整体风味，得到了
比较好的市场反馈。“零添加”产品货架期稳
定，更受消费者喜爱。我们正逐步推广这项
技术，减少传统化学防腐剂的摄入量，让美
食更加健康一些。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通讯员陈凌）

花椒和人的牙齿缘分不浅。过去牙
疼，中医要咱含花椒止疼。如今牙好了，
花椒又派上了美食保鲜的用场。

时下，人们对“零添加”“清洁标
签”食品的需求强烈，研究替代传统化
学防腐剂的使用成为行业热点。湖北
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将目光聚焦到花椒
这种天然产物上。他们从花椒这自古
以来的调味“主角”中提取精油，通过
独门技术开发出了可替代化学品的天
然防腐剂。

柳志杰团队分析花椒精油纳米乳液微观结构。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制图 职文胜

花椒精油天然防腐剂
让人吃得安全还不让食物串味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陈侣
蓉 张海洋 徐敏）“野大豆、红隼、白胸翡翠
这些‘国保级’生物就在我们身边。”5 月 16
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举行“万物共生，和美
永续——武汉市 2025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宣传活动”，首次披露了江汉区、蔡甸区桐湖
办事处的生态资源“家底”。

市生态环境局江汉区分局局长张继介
绍，作为全市首个完成全域生物多样性调查
的城区，江汉区共有603种植物、82种鸟类和
近200种昆虫。尤其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
物野大豆、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胸翡翠、红隼
等珍贵物种的现身，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了新坐标。

位于蔡甸的桐湖湿地更展现出惊人的生
态价值。调查数据显示，该区域共有460种
昆虫、300种植物和87种候鸟。

市生态环境科技中心工程师周帆琦
称，2023 年桐湖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为 16.769 亿元。其中，湿地生态系统发挥
着核心支撑作用，生态调节功能占比超八
成。

近5年来，武汉市生态环境部门连续完
成多项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显示，武汉生
物资源相对丰富。

为了让市民更直观感受这些“神奇物
种在哪里”，生态环境部门特别推出《武汉
市生物多样性地图》，收录了近 5 年制作的
5套生物图鉴，现已上线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政务平台，市民可以上网“翻阅”这些自然
档案，足不出户即可认知城市里的这些生
物“邻居”。

右图：桐湖湿地风光。

桐湖年生态产值超16亿元
“国保级”生物就在身边

长江日报讯（记者吴曈 通讯员邓倩）5
月17日上午，湖北省“抓创业促就业”系列
行动之大规模推进楚商回乡发布会在武汉
举行，会上发布《推进楚商回乡工作行动方
案》（简称《行动方案》）。

“我们将以创新务实举措系统性推动
楚商产业回归、资本回流、项目回投、总部
回迁、人才回乡。”省商务厅主要负责人会
上介绍，《行动方案》顺应全球产业转移演
变规律，结合湖北实际，依托乡情纽带，通
过健全完善楚商回乡全流程对接服务体
系，充分发挥楚商在促进创业就业方面的
重要作用，推动形成“大中小微个”市场经
营主体梯次培育、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为
我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
点提供有力支撑。

《行动方案》提出工作目标：全省每年
新增楚商回乡投资额亿元以上的注册企业
1800家以上，各市（州）楚商回乡项目签约
数每年增长10%以上、开工项目投资额每
年增长8%以上。同时，聚焦楚商回乡投资
兴业全流程，从分级分类建立楚商数据库、
健全楚商沟通联络渠道、提升楚商对接平
台影响力、服务楚商回乡项目落地见效、营
造楚商回乡浓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15条
创新务实举措。

据介绍，从全国分布看，目前粤港澳地
区的楚商企业数量超3300家，京津冀和长
三角地区的楚商企业数量分别超2000家、
2500 家。《行动方案》提出，将按照省级统
一领导，市州分级推进的原则，建立楚商信
息库、楚才名录库、校友资源库、上市企业
库，实现数据和服务互通互享，精准掌握楚
商投资需求。

发布会上，89个重点楚商项目完成签
约，总签约金额达1163.54亿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湖北共组织以“楚
商回乡 共建支点”为主题的招商活动
1200余场，走访重点楚商超1万人次，签约
亿元以上项目3552个，其中开工项目1052
个、总金额3868.8亿元。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甦 通讯员程伟 顾
盛炜 刘沛彤）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5月17日，2025中国汽车知识产权年会在汉
开幕，全国首个聚焦汽车领域的知识产权AI
联合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

该实验室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总院与中汽信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联合成
立，将共同开发汽车知识产权垂直领域AI大模
型，加快推动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知识产权是守护创新的铠甲，是驱动未

来的密码。”东风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尤
峥介绍，东风汽车自主品牌研发投入强度超
过8%，累计专利总量超过2.5万件，目前构建
了80个高价值专利群，年底前将突破100个，
重点布局在智能网联、三电系统等核心领域。

“目前市面上虽有不少通用知识产权大
模型，但在汽车产业这个细分领域存在针对
性差、定制性弱、数据风险高等问题，无法满
足车企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东风汽车战略规
划部总经理、研发总院院长杨彦鼎说，新成立

的联合实验室将依托全球1.9亿条专利数据、
600万条人工标引的汽车专利数据和算力平
台，打造“全球汽车专利智能检索分析平台”
和“全球汽车专利智能体服务平台”。

面对车企“出海”的贸易摩擦、专利壁垒、
技术标准等挑战，杨彦鼎谈到，东风已在欧
洲、东南亚、南美等目标市场加快专利布局，
目前覆盖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实
验室的落地恰逢其时，有望成为汽车行业面
向国际竞争的一项“底层支撑”。

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马一德说，汽
车行业的竞争已从“价格战”“人才战”升级为

“知识产权战”。他呼吁，以重点产业知识产
权强链增效与纠纷化解协同推进，组建由龙
头企业牵头、贯通上下游的产业知识产权创
新联合体，建设重点专利池，提升整体产业链
的创新能力。

现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
中国汽车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报告》，为企业
应对海外知识产权挑战提供了专业支持。

汽车知识产权AI创新实验室在汉揭牌
全球1.9亿条专利数据供车企快速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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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九派新闻记者冯劲松 欧俏妤 张思懿 实习
生晏池 方能煜 通讯员戴雯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5
月16日上午，2025年度“民法典宣传月”暨“优化营商环境 企
业法律服务直通车”活动启动仪式在武汉黄鹤楼酒业有限公
司举行。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司法厅、武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
会联合举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
会、长江日报、九派新闻以及汉阳区相关领导和各区司法局分
管领导及汉阳区辖40余家企业140余名职工代表参加活动。

据悉，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市、区将紧扣“民法典进
企业”主题，组织开展不少于30场“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法律
服务直通车”活动，通过需求调研、现场咨询、案例分享、法律
条文解读等方式，助力企业提高诚信守法经营意识和能力，防
范化解风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活动现场，武汉说唱团主创的法治文艺节目快板《说说我
们的民法典》和民法典小品《谁的错》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既
贴近生活又富有感染力，赢得阵阵掌声。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举办了民法典主题讲座，并组织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人员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活动。

2025年度“企业法律服务
直通车”活动启动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何杰 刘静怡）长时间悬
停空中提供夜间抢险照明的无人机、直接堵住管涌口的管涌
罩……近日，武汉市水务局开展2025年防汛抢险设备演练，
用更硬核的科技装备守护汛期安全。

轻轻启动，无人机缓缓升空、悬停、开启照明灯。操作人
员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款双模系留照明无人机可以挂载光
电探测、照明、喊话等“外挂”设备，快速识别堤坝管涌险情，顺
带还能空投5公斤应急物资，夜间救援时可悬停高空照亮1.5
个足球场。

一种“U”形的水上救援机器人堪称水上救援“多面手”。它
可以作为水上智能救生艇实施遥控救援，最多可一次搭载4人，
号称水上救援的“诺亚方舟”；还能与无人机组成“海空CP”，按
照无人机飞行轨迹跟随航行，实施空中与水面的协同救援。

汛期，管涌险情十分棘手。演练现场展示了一种蓝色的
“浮力围井”：它的外形是一个环状气囊，形如“甜甜圈”，这种
“管涌罩”结构能够快速锁死管涌点，堪称“堵漏侠”。

由复合材料制成的L型防洪板，如同一片片防洪乐高积
木，工作人员轻松将它们咔咔拼装，现场秒建一道挡水墙。

“从传统的油布、铁锹，到如今这些防汛新装备的应用，科
技赋能、人技双防，为应对极端天气和复杂险情提供了‘硬核’
保障。”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有关人士介绍。

无人机当“探照灯”
防汛新装备公开演练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甦）“卷既是动词，也
是名词，是‘卷’，也是‘画卷’。”5月15日，在
第二十届光博会国际激光产业大会上，嘉强
（上海）智能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李思佳此言
一出，便引发了现场对激光产业下一个“黄金
十年”怎么走的深度共鸣。

“光博会应该成为世界首发的地方。”圆
桌主持人、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顾波有感
而发。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邓

家科表示赞同，他认为，面对行业“内卷”，高
端产品是摆脱恶性竞争的根本。他介绍，华
工激光已从过去的强调国产，转向力争实现
全球首发产品。“现在卷的是服务、效率、闭
环。”他进一步解释，激光制造要依赖生态链
合作，形成闭环的工艺优化，而非单兵作战。

锐科激光副总经理刘晓旭同样认可协同
创新的重要性，“靠核心激光技术不断拓展新
应用场景，才是锐科的长久之道。”大家认为，

激光产业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将依靠技术
升级、生态融合和全球视野来实现全面突围。

“AI 和激光制造的结合，是下一个爆发
点。”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云鹏直言不讳。他分享了公司产品在焊
接端的创新应用：通过AI技术，焊接完成即
可实时判断拉拔力、电阻等关键指标。

“原来这些是不可见的，现在它们可以量
化、反馈、可控。”这种从“焊完才测”到“焊完

即知”的转变，正是AI赋能制造工艺的直观
体现。他预见：“应用的多样性、产量全球第
一，还有我们还没想象到的新场景，一定会接
连出现。”

“不出海，就出局。”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聂水斌的观点切中了
全球化竞争的核心。他谈到，无论是人形机
器人、激光雷达，还是从制造端到传感器，中
国企业都有能力成为技术供应者。

“光博会应该成为世界首发的地方”
激光产业下一个“黄金十年”令企业家充满期待

双模系留照明无人机携带照明灯具升空悬停。
长江日报记者金文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