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碗热干面能撬动多大年产
值？三年来，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
学院青年教师汪师帅带领团队成员
围绕热干面“做文章”，为武汉人
过早的首选 小 吃 植 入 “ 魔 芋 芯
片”，成功亮相武汉市第四届美
食博览会，还与相关企业签署合
作协议。

魔芋葡甘聚糖、吸附镉工艺、
分子球化、微生物等技术与湖北传
统食材相结合，让传统美食焕发新
生机，是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院
青年教师科研的重点方向。学院也
正围绕“新烹饪、新工科”的教学
科研改革方向，倡导“以学科建设
为引领、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技
术创新为核心、以成果转化为评
价”的应用型科研，挂钩优势专
业，开展“五个一”应用型科研计
划，将专业优势融入科研项目中，
把育人融入科研全过程。

应用型科研基于优势专业发展
激发内在活力

1963 年 ， 武 汉 市 服 务 学 校 （武 汉

商学院前身） 建立，开设烹饪专业，成

为我国最早开办烹饪高等教育的学校之

一 。1985 年 ， 武 汉 商 学 院 烹 饪 专 业 成

为 我 国 中 部 地 区 首 个 高 等 烹 饪 专 业 。

2013 年 ，武 汉 商 学 院 升 格 本 科 院 校 ，烹

饪与营养教育专业成为学校首批获批的

本科专业之一。如今，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 业 建 设 点 、 湖 北 省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专

业 、 湖 北 省 高 等 学 校 战 略 性 新 兴 （支

柱） 产业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专业，都成

为 武 汉 商 学 院 烹 饪 与 营 养 教 育 专 业 的

“新头衔”。

传统烹饪是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

院的优势所在，让科研项目挂钩专业优

势，是学院“解密”应用型科研的第一

步。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院设置的科

研团队，十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淡水

鱼类科研团队、发酵面科研团队、凝胶

类科研团队、素食科研团队等 6 支科研

队伍，团队成员在三年内开展“依托一

种食材、开发一个产品 （菜品）、撰写

一篇论文、获批一项专利、实现一项转

化”的“五个一”计划，形成一批特色

食材的研究成果。

“团队成员均由‘中国注册烹饪大

师+科研成员’组成。”武汉商学院食

品科技学院院长杨军说，学院科研团队

的成员组成，打破了传统的以专业或者

教研室绑定的“陈规”，从青年教师的

专 业 方 向 出 发 ， 帮 助 青 年 教 师 重 新 定

位，又借助中国注册烹饪大师的宝贵资

源，让专业发展、科研项目、落地转化

实现“三方共赢”。“打个比方来说，某

位老师的专业是研究蛋白质结构的，那

么我们就会推荐他进入淡水鱼类科研团

队 ， 要 用 自 己 的 研 究 把 这 条 鱼 端 上 餐

桌。”杨军说。

汪师帅所处的科研团队是非发酵面

团队，团队里包含中国注册烹饪大师方

元法、“中华面点王”郑芃园。汪师帅

主攻的方向是魔芋葡甘聚糖对淀粉老化

的影响，她将这一研究落到了对热干面

的改良中。“团队里，包括我在内的三名

成员负责产品的研发和配比，另外三名

老师负责产品制作、生产、加工。”汪师帅

说。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魔芋热

干面”应运而生，亮相 2021 年武汉市第

四届美食博览会，得到市民的好评。

科研深耕产业发展
成果转化接地气

湖北华鼎团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农业生产、加工、配送及餐饮策

划、团体供餐于一体的本土企业，日供

餐 8 万余份。如何保持食材的新鲜度和

口 感 ， 是 企 业 一 直 亟 需 破 解 的 难 题 。

2021 年 ， 该 企 业 与 武 汉 商 学 院 签 订 成

果转化协议，引入学校研发的冰鲜大白

刁生产工艺，从原料特征、工艺流程、

贮藏保鲜、包装方式等方面进行改进，

确保鱼类产品新鲜度和烹饪加工后的口

感。“现在，我们又引入了学校对湖北

传统藕汤的研发工艺，汤味更香浓，客

户满意度也大幅度提升。”企业负责人

李清华说。在杨军看来，地方菜品创新

升级，需要现代烹饪技术和环保技术推

动，为大众提供更好的体验。

“我们是地方性、应用型的本科高

校，搞科研不能是实验室一管管冰冷的

试剂和一叠叠厚重的实验报告，要把研

究成果应用到产业发展上，高效地与市

场化、产业化相结合，在地方经济和国

家战略中有所作为，这样的应用型科研

才有意义。”杨军表示。武汉商学院的

青 年 教 师 除 为 热 干 面 植 入 “ 魔 芋 芯

片”，还有聚焦需求上升的肉制品，发

展植物蛋白肉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有将蛋白质结构转变

规律及机理研究投入了淡水鱼低温腌制

过程中⋯⋯科研项目“接地气”，贴近

人民群众生活日常。

除了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武汉商学

院食品科技学院的应用型科研的脚步还

延伸到了地球的最南端。武汉商学院党

委书记王辉亚多次前往南极，发现运输

的鱼都是冷冻鱼，鱼鳞已经与皮肉冻在

一起，无法剥离。后期，学院科研团队

根据淡水鱼原料的特性，利用独创低温

保 鲜 、 低 盐 预 调 等 技 术 进 行 了 处 理 ，

视 觉 呈 蒜 瓣 状 ， 无 鱼 腥 味 ， 经 烹 调 后

相较新鲜鱼口感与风味更胜一筹。“我

们 改 变 了 传 统 淡 水 鱼 冷 冻 的 弊 端 ， 冻

品包装延长鱼类产品的货架期达 12 个

月 ， 非 常 适 用 于 南 极 科 考 队 携 带 储

藏。”王辉亚说，清蒸武昌鱼等菜品已

飘洋过海。

打通“科研＋育人”最后一公里

在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院，“食

烹一体”观念被提出，实验与实训相结

合，学生在掌握扎实理论基础的同时，

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做科研项目，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全面提高学

生实践技能、专业应用和科技创新能力。

今年 7 月，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

院学生发表了 《功能性酸奶的应用研究

进展》 论文，将三色藜麦作为原材料与酸

奶一起发酵，形成不加辅料、口味醇正的

藜麦酸奶。团队成员介绍，该项目起源于

一场酸奶制作比 赛 ， 自 己 的 想 法 得 到 指

导 老 师 的 支 持 ， 团 队 成 员 进 行 了 一 年 多

的 研 究 ， 才 终 于 有 了 成 果 。 食 品 科 技 学

院 所 有 学 生 在 大 二 时 均 需 选 择 中 餐 、 西

餐 工 艺 、 中 西 面 点 之 一 ， 作 为 自 己 的 实

训 方 向 ， 实 验 室 的 实 验 成 果 ， 可 以 在 实

训 环 节 具 体 操 作 ， 产 生 具 体 的 食 物 形

态 。 团 队 成 员 说 ， 把 实 验 和 实 训 融 合 在

一起，在学生中间非常受欢迎。“大家总

能 有 各 种 奇 思 妙 想 ， 之 前 有 团 队 研 发 亚

麻 籽 面 条 ， 把 亚 麻 籽 碾 碎 ， 测 算 比 例 后

和 进 面 里 ， 面 条 一 出 锅 ， 全 楼 都 是 香

的 ！” 在 他 们 看 来 ， 这 样 的 专 业 才 有 意

义 ， 不 仅 有 成 果 ， 也 让 大 家 更 关 注 食 品

行业的发展。

科研育人是武汉商学院落实三全育人

的重要方面，科研育人的主体是教师，教

师带领学生做科研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成

果 的 产 出 ， 更 关 注 学 生 自 身 全 面 得 到 提

升，强化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近三年，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院共

获批国自科基金 2 项，省自科、社科基金

近 10 项；完成 10 项科技成果登记，12 项

科技成果评价；发表 SCI 论文 9 篇，中文

核心期刊论文 29 篇，省厅级以上科研立

项 17 项，专利 2 项。教师丁辉荣获湖北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大 城 工 匠 ” 等 荣 誉 称

号 。 学 校 多 位 老 师 获 批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省级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建立教学

基层组织 3 个，并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

作为湖北省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

武汉商学院坚定地方性 、 应 用 型 的 办 学

定 位 ， 主 动 对 接 国 家 战 略 和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产 业 需 求 ， 食 品 科 技 学 院 作 为

特 色 优 势 学 院 ， 贯 彻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 采 取 积 极 有 效 措 施 推 进 应 用 型 科 研

在 专 业 教 学 、 社 会 服 务 、 以 文 化 人 等 方

面 的 作 用 ， 致 力 呈 现 出 专 业 建 设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同 频 共 振 、 自 身 成 长 与 社 会 效

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武汉商学院：应用型科研深耕产业发展

（信息来源：武汉商学院） ·广告·

武汉商学院多年举办美食节，展示食品研发成果

魔芋热干面亮相第四届武汉美食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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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3 日 9 时 32 分，梦天实

验舱顺利完成转位，标志着中国空间站“T”字基

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

出了关键一步。

今年 7 月，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完成交

会对接，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呈两舱“一”字构型；9
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空间站组合体变为两

舱“L”字构型；如今，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三舱

最终呈现“T”字基本构型，即以天和核心舱为对

称，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天和核心舱

节点舱的两个侧向停泊口。

这是中国空间站第二次进行转位任务。1 个

多月前，我国首次利用转位机构在轨实施大体量

舱段转位操作，完成问天实验舱转位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指挥王

翔表示，转位后的“T”字构型结构对称，从姿态控

制、组合体管理上都是比较稳定的构型，易于组合

体的飞行，且由于其受到的地心引力、大气扰动等

影响较为均衡，空间站姿态控制消耗的推进剂和其

他资源较少。

“‘T’字构型留出的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

为扩展空间站提供了可能。”王翔表示，空间站的

构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空间、时间两个维度上

动态发展。他告诉记者，除去之前的“一”字、“L”

字等临时构型，中国空间站未来还可能在机械臂

的辅助下进行扩展舱段的组装，进而形成“十”字、

“干”字等扩展构型。

“看上去，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不断改换构型。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变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来自设

计，意味着它是在特定的众多约束条件下取得的

优化解。”王翔说。

他还提到，在中国空间站上，问天实验舱、梦

天实验舱形成“T”字的一横，两对大型太阳翼置

于一横两端，不管空间站以何种姿势飞行，它们都

能照上太阳，从而高效发电；两个气闸舱也位于两

端，正常工作泄压或异常隔离时，均不影响其他密

封舱段构成连贯空间，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

运行的安全性。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电总体主

任设计师梁晓锋表示，中国空间站在设计之初就运

用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系统各部分分别独立，组成系

统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

他说，从各舱段到组合体，其构型都是系统功能

驱动的结果。为让每个舱段构型设计能够满足发射

和独立在轨飞行的要求，航天五院考虑组合体作为

完整系统，形成有利于在轨长期工作的构型。三舱形

成“T”字构型后，以“1+1+1=1”的理念构建成为“组

合体核心”。

其中，由天和核心舱进行统一的组合体管理，包括

姿态轨道控制、载人环境、热控、信息通信等；问天实验

舱与天和核心舱互为备份，可随时接替天和核心舱对

空间站组合体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并具备与核心舱

进行交会对接、转位和停泊的能力；梦天实验舱则具备

载荷自动进出舱能力，支持空间科学实验的能力也更

强。三舱协同配合、有机统一，构成完整可靠的基本构

型转入运营阶段。

梁晓锋表示，“T”字构型方案完全符合之前提出

的规模适度且留有扩展空间的指导原则，它凝结了研

制团队的心血和智慧，也是空间站团队根据航天技术

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人的工匠精神。

北京时间 11 月 3 日 15 时 12 分，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按计划，后续我国将开

展空间站组合体基本功能测试和评估；神舟十四号

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五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时，神舟十四号、

十五号两个乘组将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

组在轨轮换。 本报北京 11 月 3 日电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

“天宫”新居配齐 三舱合“T”逐梦太空
本报武汉 11 月 3 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朱娟娟）

由中国承办的 《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3 日在中国武汉 （主会场） 和瑞士日内瓦

（分会场） 同步召开，并发布 《武汉宣言》。

据介绍，本次大会主题为“珍爱湿地 人与自然和

谐 共 生 ”。 会 议 期 间 ， 武 汉 主 会 场 将 举 办 大 会 开 幕

式、部级高级别会议、中国履行 《湿地公约》 30 周年

成就展、湿地考察，以及近 20 场东道国活动。其中，

在部级高级别会议上，来自各国的代表将线上线下参

会 ， 会 上 还 将 发 布 《武 汉 宣 言》， 体 现 大 会 主 题 和 大

会共识。

在日内瓦分会场，主要活动包括全体会议、常委会

会议、区域会议、各国边会、国际湿地展、闭幕式等。

其中，全体会议将选举本届大会主席和副主席，报告

《湿地公约》 全球履约情况，审议缔约方和常委会提交

的决议草案和建议等。

《湿地公约》 秘书处将向包括我国安徽合肥、湖北

武汉等在内的 13 个城市颁发“国际湿地城市证书”，这

是城市湿地在生态保护领域最高荣誉。

截至目前，共有 142 个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近

1100 位代表报名参会，有 14 位高级别代表注册参加中

方主办的高级别会议，并将发表主旨演讲。

《湿地公约》 是全球第一个政府间多边环境公约，

致力于全球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类可

持续发展，现有 172 个缔约方。《湿地公约》 缔约方大

会是公约最高决策机构，中国作为本次大会主席国全面

领导公约事务。

据悉，今年是我国加入 《湿地公约》 30 周年，也

是在今年 6 月 1 日，我国湿地保护法正式实施。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将在武汉举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 73 周年之际，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中科院首届雁栖青年论

坛在京举办。这一青年科学家高端学术论

坛以“启迪、探索、突破”为永久主题，在北

京怀柔雁栖湖畔开启，正如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在开幕致辞中所说“具

有特殊深远的意义”。

“雁栖青年论坛将成为青年举办、青年参

与、青年受益、共建共享、成长成才的舞台，成

为青年科学家学术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

包容共享、开放合作的窗口。”侯建国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必须坚持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雁栖青年论坛的三大任务是基

础科学研究突破、推动倡导国际合作、扶持

青年成长。其主要面向青年科技人才，聚焦

青年，聚焦科学，聚焦未来，也将在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建设的验证格局中，形成人才

聚集的“雁栖之地”。

青年科学家是中科院奋战在科研一线的

主力军，雁栖青年论坛的举办为他们搭建了

一个优质的平台。这是中科院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新时

期加强中科院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充满青春的活力与

朝气，用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苏刚

的话说，在这里，他们可以“共同研讨，相互碰

撞，启迪未来，在科学之路上贡献青春力量”。

开幕式上，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汪

克强宣布了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中科院、

财政部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负

责 人 名 单 。经 过 严 格 遴 选 ，两 个 年 度 共 有

80 个 青 年 团 队 入 选 ，负 责 人 平 均 年 龄 41
岁，全体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37 岁。

“希望中科院继续大力遴选培养优秀

青年科技人才，支持他们潜心钻研、不畏艰

难、勇攀高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财政部科教和文

化司司长黄家玉在论坛上说。

一年来，试点工作在促进青年人才成

长、推动重大成果产出、探索管理机制创新

等方面取得了很好成效，一批拔尖青年人

才脱颖而出，多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省

部级人才项目。

“我在培养青年人才这件事上下了很

大的功夫，包括发展组建青年团队，帮青年

打造平台，帮他们找方向、找题目，甚至找

资源。我本人势单力薄，做这些事情都非常

困难，但是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中国科学

院院士、数学家鄂维南站在论坛的演讲台

上，对台下的青年科学家们说。

鄂维南的主题报告是《人工智能时代

的科研体系重构》，他总结了这个领域和方

向长期面临的困难，希望相关领域的年轻

人看到这个方向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供

突破。

听到鄂维南院士提出的希冀，中科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丽娜觉得，自己

的工作更有瞄准的方向了。她的研究方向

是机器学习结合凝聚态物理研究，这次青

年论坛上，赵丽娜作为分会场的召集人之

一，讨论的主题是大数据和智能驱动的基

础学科新范式。

“我希望能够在人工智能与大科学装

置基础研究结合点上，去做具有挑战性的

原始创新工作。这当然非常不容易，需要拿

出一辈子做一件事的决心，心无旁骛，从头

到尾地做下去。”她说。

青年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

于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论述，为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制度保障，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提出了

更高的期许和要求。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机

遇和激励。赵丽娜觉得，作为青年的一员，

自己很受鼓舞，“更加有干劲了”。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

员许操也有同样的感受。“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他一一列举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对青年的期许，觉得“这是对我们提

出的非常明确的要求”。

对于首届雁栖青年论坛的举办，许操

感到非常兴奋。

“我们知道，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可以推

动 重 大 科 技 突 破 ，可 是 怎 么 交 叉 ？和 谁 融

合？什么学科和什么技术交叉融合能够产

生聚合效应？只有见了面，聊一聊，才能找

到切入点和新的突破点。”许操说。

他研究的领域是作物发育与品种分子

设计，属于生命科学和农业领域，为实现种

子的快速精准智能设计，工作中涉及大数

据、物理、化学以及人工智能等相关跨学科

合作，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多方打听，联系

到相关研究者。

“现在大家都聚到一起了，好多大胆的

想 法 就 可 以 深 入 交 流 ，互 相 碰 撞 ，产 生 火

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交流

平台。”许操声音洪亮地说，“这就是此次论

坛让我感到兴奋的地方。我来了，就可以一

次性见到数学、物理、化学、人工智能、自动

化等不同领域有着强烈合作意愿的一群青

年科学家。”

让许操有所感触的另一点是，青年论

坛 还 有 个 鲜 明 的 特 色 ——“ 来 的 都 是 青

年”，大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需求、共

同的愿景。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在中科院建

院 73周年的重要时刻，在雁栖湖召开首届雁

栖青年论坛，青年科学家们在一起“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他坚信“雁栖湖将成为我们新

的起点，努力成为引领世界科技的‘雁阵’”。

青 年 科 学 家 正 需 要 这 样 的 平 台 和 机

会，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磊认为，青

年的思维局限性更少，很多从 0 到 1 的创新

通常都是青年做出来的。“需要一个机制，

找出真正有潜力的青年，给他助力，让他可

以 从 1 到 1000 甚 至 到 10000，更 好 地 影 响

这个世界。”王磊说，“创新的想法，就是在

交流当中碰撞出来的。”

“将论坛办成交流思想、激发灵感、推进

创新的平台，真正孕育出引领世界和未来科

技发展的‘星星之火’。”中科院副院长、党组

成员周琪在总结讲话中描述了这一愿景。

论坛开幕当天下午，所有青年科学家

一同前往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参观。青山环抱中，23 位“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获得者的纪念石碑矗立在青年科学家

们眼前。讲解人员告诉大家，这 23 位元勋

在新中国成立时的平均年龄是 31 岁，其中

最年轻的周光召才 20 岁。

“更有压力了。”人群中，一位青年科学

家说，“也更有动力了。”

本报北京 11 月 3 日电

让更多优秀青年成为引领科技的“雁阵”

11 月 3 日 在

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拍摄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

陈 冬（中）、刘 洋

（左）、蔡 旭 哲 进

入梦天实验舱。

孙丰晓/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