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1 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2）申请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 
 

佐证材料目录 

一、新立项省级课题 

表 1  省级课题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与级

别 

立项日期 合 同 经

费（万） 

项目负

责人 

1 东南亚进口燕窝质量标准研究 2017GKZDXM014 广东省教育厅

（重大项目） 

2018.04 20 赵斌 

2 广郁金的品质鉴定、生长动态分

析及产地适应性研究 

2017GKQNCX083 广东省教育厅 2018.12 6 张娜 

3 中药白芨破壁方法研究及其在

化妆品中的应用 

2017GkQNCX082 
广东省教育厅 

2018.04 
5 

戴洁 

4 医药产品相关靶物质的快速检

测(POCT)技术的研究 

2017GkQNCX080 广东省教育厅 2018.04 5 周子明 

5 黑皮鸡枞菌挥发性成分研究及

精深加工 

2018GKTSCX001 广东省教育厅 2019.05 3 郭艳峰 

6 镇咳祛痰新药复方百部新碱口

腔速崩片的研制 

2018GKTSCX055 
广东省教育厅 

2018.09 
5 

吴旖 

7 铁皮石斛冻干工艺及多糖综合

开发研究 

-- 广东省教育厅 2020.01 3 刘敬 

8 高品质食用菌黑皮鸡枞菌的高

值化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2020ZDZX1086 广东省教育厅 2020.9 8 郭艳峰 

9 水产品中药保活剂抗氧技术攻

关 

2020ZDZX1091 广东省教育厅 2020.9 
8 

李小璐 

10 新型中药复合广谱紫外吸收剂

关键技术的研究及防晒产品的

研制 

2020ZDZX2101 广东省教育厅 2020.9 8 柳滢春 

11 白花番薯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2020ZDZX1086 广东省教育厅 2020.9 8 张桂芝 

 

二、新立项市级课题 

表 2  市级课题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与级别 立项日期 
合 同 经

费（万） 

项目负

责人 

1 

亚热带药食同源植物百香果

的人工扩繁及配套高效安全

种植技术研究 

2016B2164 
中山市科技局（公

益项目） 
2016.12 5 郭艳峰 

2 
镇咳祛痰新药复方百部新碱缓

释片的研制 
2017B1134 中山市科技局 2017.06 3 吴旖 

3 菌糠菌肥对重金属有机磷污染 2019B2002 中山市科技局（重 2018.12 20 郭艳峰 



农田修复关键技术及机理研究 大项目） 

4 
中山市蔬菜基地重金属污染评

价及其修复研究与应用 
2018B1116 

中山市科技局（公

益项目） 
2018.07 3 熊文明 

5 

新型重组可穿膜 Mn-SOD 与灵

芝多糖双效活性因子的研发与

产业化 

2019B2054 中山市科技局 2019.11 3 吴旖 

6 
三相微乳化技术高效安全果蔬

洗洁精的研制开发及中试研究 
2017B2014 

中山市科技局（重

大项目） 
2017.6 20 柳滢春 

7 
广郁金的品质鉴定、生长动态

分析及质量标准研究 
2018B2118 中山市科技局 2018.7 3 张娜 

 

三、新立项校级产学研课题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与级

别 
立项日期 

合 同 经

费（万） 

项目负

责人 

1 
绿色高效三相微乳防晒体系的

建立及防晒产品研制 
202006CXYZD02 

校产学研项目

（重大项目） 
2020.6 1.5 柳滢春 

2 
富硒石斛多糖的制备及功效研

究 
202006CXYZD04 

校产学研项目

（重大项目） 
2020.6 1.5 刘敬 

3 
天然植物源晒后修复气雾剂关

键技术研究 
202006CXYZD05 

校产学研项目

（重大项目） 
2020.6 1.5 李小玉 

4 熟化白花番薯全粉的研制 202006CXYZD06 
校产学研项目

（重大项目） 
2020.6 1.5 张桂芝 

5 
食用黑皮鸡纵菌活性物质应用

于冻干食品的实践研究 
202006CXYZD10 

校产学研项目

（重大项目） 
2020.6 1.5 郭艳峰 

6 复方桑椹膏的研制 202006CXYYB16 
校产学研项目

（一般项目） 
2020.6 1 王琼 

7 
小分子多肽系列护肤品的开发

和功效性评价研究 
202006CXYYB28 

校产学研项目

（一般项目） 
2020.6 1 谷雪贤 

 







序号 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2017GKZDXM001 表面热功能结构犁削加工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康俊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 2017GKZDXM002 面向虚拟实训的VR多用户协同操作关键技术研究 何汉武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3 2017GKZDXM003 基于材料基因技术的不锈钢激光选区熔化下凝固组织及性能研究 赖兴余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 2017GKZDXM004 基于流形学习特征提取的机械故障识别方法研究与应用 李怀俊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2017GKZDXM005 基于大数据的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智能监测云平台开发 蒋祖星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 2017GKZDXM006 精准农情综合信息采集系统研发与应用 刘建成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7 2017GKZDXM007
基于催化臭氧化/重金属捕集的电镀废水深度处理关键技术与成套
装备及示范

孙水裕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8 2017GKZDXM008 基于VR/AR的仿真平台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 王世安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9 2017GKZDXM009 地铁车辆检修用工艺转向架 李涛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0 2017GKZDXM010
广州特色风味食品营养、风味成分与健康相关性研究及数据库建
立

贾强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11 2017GKZDXM011 饲用枯草杆菌抗鲎素I的分子机制 代建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2 2017GKZDXM012 工业物联网异构网络控制技术应用 王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 2017GKZDXM01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化离焦眼镜设计与制造应用研究 杨欣斌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 2017GKZDXM014 东南亚进口燕窝质量标准研究 赵斌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5 2017GKZDXM015 低压静电场冰温保鲜对虾机理及关键技术研究 余铭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及应用研究重大项目(自然科学)



 

  

1 
 
 
 

修改申请书  
申请书填写步骤： 

1、所属领域编号、项目基本信息、合作单位信息、负责人基本信息、项目成员信息通

过下面相应按钮填报、修改。       

a) 学科领域分组：       [点击此处修改][点击此处修改]
 

b) 项目基本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点击此处修改]
 

c) 合作单位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点击此处修改]
 

d) 负责人基本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点击此处修改]
 

e) 项目主要研究成员：  [点击此处修改][点击此处修改]
 

f) 项目进度安排:       [点击此处修改][点击此处修改]
 

2、预期成果、经费申请表、报告正文内容直接在表格中填写 (注：请严格遵循给定

格式填报内容，不得删减或改动)。 

a) 预期成果：          [点击此处填报][点击此处填报]
 

b) 经费申请表：        [点击此处填报][点击此处填报]
  

c) 报告正文：          [点击此处填报][点击此处填报]
  

3、点击“检查填报内容并保护文档”按钮，以检查填报内容是否符合要求并对本申

请书进行保护。为了防止申请书被他人篡改，可以在保护过程中设置密码，但请

牢记以便在修改申请书时使用。检查完成后，才可以在申报网站成功上传申请书，

否则不能成功上传。 

4、 打印、上传申请书。 

您现在可以上传项目申请书 
如果您需要修改内容请点击“修改申请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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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分组： 8．中医中药领域 版本号： 006 

所属领域编号: 8 

 

 

 

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申请书 
 

 

 

项 目 类 别： 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项 目 名 称： 东南亚进口燕窝质量标准研究                  

学 科 分 类： 中医学与中药学                        

项目负责人： 赵斌                              

负责人手机: 18924909808                     

所 在 学 校：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盖章)                 

 

 

 

 

广东省教育厅制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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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 

总数（含负责人）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8 7 1 0 5 3 0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位 职称 项目分工 工作单位 研究领域 

陈念 男 1980.10 博士 副高级 
DNA条码技术在燕窝
鉴别中的应用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刘敬 女 1980.10 博士 副高级 
燕窝肽指纹图谱的研

究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中药学 

熊文明 女 1982.3 硕士 副高级 燕窝常规项目分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分析 

王琼 男 1974.9 硕士 副高级 燕窝常规项目分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中药学 

谢兴亮 男 1979.12 博士 副高级 数据统计 中山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药学 

徐吉银 男 1977.6 硕士 副高级 数据统计、技术推广 中山市药学会 科研管理 

戴洁 女 1988.1 博士 中级 燕窝常规项目分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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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申请表                                                 （金额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创新强校工程经费 备注（计算依据与说明） 

一、科研业务费 12.4000万元       

1、测试、计算、分析 7.4000万元 DNA测试，肽谱测试费 

2、会议费、差旅费 3.0000万元 
燕窝产地调研 1次、燕窝质量相关交流会议

2次 

3、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 2.0000万元 发表论文版面费，专利申请费 

4、其他 0.0000万元       

二、试验材料费 5.0000万元       

1、原材料、试剂、药品购置费 5.0000万元 采购多批次燕窝；购置化学试剂 

2、其他 0.0000万元       

三、仪器设备费 0.0000万元       

1、购置 0.0000万元       

2、试制 0.0000万元       

四、劳务费 2.0000万元 课题组成员和学生助理劳务费 

五、其他费用 0.6000万元       

1、科研管理费 0.6000万元 按课题经费 3%收取 

2、           万元       

3、           万元       

4、           万元       

合计 20.0000 

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经费来源 

其他计划资助经费 0.0000万元 

其他经费资助 10万元 

其他经费合计 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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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计划 

序号 起止时间 阶段性研究工作进展 阶段性目标 

1  

2018.1-2018.6 十批次以上燕窝样品收集及鉴

定；常规理化鉴别项目的测定；

唾液酸的薄层及含量测定。 

论文；总结报告 

2 

2018.7-2018.12 采用mtDNA条形码技术鉴定燕
窝品种和基源，并建立燕窝质量

标准中 mtDNA 条形码鉴别方
法。 

论文；总结报告 

3 
2019.1-2019.6 建立燕窝肽谱的 HPLC-QTOF

测定方法。 
论文；专利 

4 

2019.12-2019.12 完成多批燕窝肽谱测定，进行数

据分析，建立燕窝的肽指纹图

谱；资料整理，实验总结。撰写

项目总结和结题报告。 

论文；质量标准草案；结题报告 

 

预期成果 

论文（篇） 

总数 4 

其中：CSCD核心期刊 3 

三大索引收录 1 

专著（部） 0 

研究报告（篇） 0 

专利（件） 

数量（件） 
申请 1 

授权 0 

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 1 

授权 0 

鉴定成果（项） 0 

软件登记（项） 0 

新产品（种）（或新装备、新药等） 0 

新技术（项）（或新工艺等） 0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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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正文 

一、立项依据 

1、立项的必要性及需求分析（立项背景、目的、意义） 

燕窝名列人参、鱼翅、鲍鱼之前，为八珍之首，是古今公认的滋补良品。随着国内经济的迅

速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在来自东南亚、中国香港等地消费习惯的引导下，内陆地区

对燕窝的认识也不断加深，燕窝作为一种天然、传统的营养食品，其珍贵的食疗价值已得到国人

的充分肯定。燕窝的目标消费人群主要包括 4 大类：1）美容。燕窝含有大量的表皮细胞生长因

子和胶原蛋白成分，其延缓肌肤衰老的功效尤其受到女性的钟爱。2）孕妇和儿童。燕窝具安胎、

保胎之功效，其所含的燕窝酸可增强母婴的免疫力。怀孕前后食补燕窝的做法在新加坡、香港等

地非常盛行。3）老人和亚健康者。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健康正成为许多人关注

的话题。燕窝所含的抗衰老成分可延缓骨骼老化和细胞坏死，长期食用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对

于“亚健康”人群而言，燕窝所含的抗疲劳成分对于增强体质、缓解压力、调整身心状态效果明

显。4）礼品。燕窝礼品尊贵大方、健康清新，是送礼中的首选。 

随着国人对高品质、纯天然健康食品的追求日益增强，我国的燕窝市场正在飞速发展当中，

从连锁门店、产品专营店、燕鲍翅馆连锁到燕窝虫草干货专卖等销售终端的不断完善，燕窝产品

的营销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和细化，部分大型燕窝营销企业所拥有的门店数量已达 200余家，年营

业额高达上亿元。面对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和成熟的销售环境，燕窝高端产品的开发空间非常广阔，

但由于燕窝价格昂贵，价位等级悬殊，利润丰厚，同时由于缺乏科学的质量控制标准，致使目前

市场上燕窝品种质量参差不齐，许多不法商人利用全假或掺假燕窝及其制品谋取暴利的现象十分

严重，部分所谓的燕窝饮品更是不含燕窝或只含微量燕窝，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为规范燕窝

市场，促进燕窝合理开发使用，亟需对燕窝进行系统研究，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方法。 

本项目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拟从 DNA基因水平对燕窝进行基原鉴定，同时结合生物分子学

对燕窝蛋白质进行电泳鉴定，采用 HPLC-QTOF联用技术建立燕窝特征的肽指纹图谱，并对燕窝

中的药效成分唾液酸进行定性定量研究，还对燕窝水份等常规检查项目和亚硝酸盐等有害成分进

行检查。通过对燕窝质量的全面研究，拟制定出一部规范的燕窝原料及产品的品质控制标准，该

成果不仅有利于保证燕窝产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同时能规范国际燕窝产业市场，保障燕

窝的深入开发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水平发展趋势分析 

燕窝（Edible bird’s nest，EBN）是指雨燕科（Apodidae）若干种金丝燕分泌唾液筑成的巢

窝，最早记载于《本草备要》，谓“燕窝甘淡平，大养肺阴，化痰止咳。补而能清，为调理虚劳

之圣药”。世界上用于贸易的大部分燕窝产自爪哇金丝燕 Aerodramus fuciphagus 和大金丝燕

Aerodramus maximus等两种金丝燕，现主要产地为东南亚沿海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越

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及中国，其中印度尼西亚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80%以上，马来西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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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泰国约 5%，越南约 2%。中国则主要在海南、广东怀集、云南一带有出产，产量很小。天

然洞燕经过数百年的采摘，产量已经越来越稀少，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印尼华人于 1880 年在

苏门答腊岛建造了第一间燕屋并开始出售屋燕窝，到 70年代，养殖的屋燕产量远远超过洞燕窝，

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品种。燕窝商品根据颜色不同，常分为分为白燕、黄燕和血燕。 

燕窝为药食两用中药，但现在国内外燕窝产业尚缺乏行之有效的鉴别燕窝真伪，保障燕窝安

全有效的品质鉴定标准。在国内，燕窝药材标准收载于广西中药材标准（1996 年版）和山东省

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但技术水平均较低，仅采用显微和理化方法来鉴别药材真伪，无检

查项和含量测定项，无法有效的控制燕窝药材的质量。燕窝早期的质量评价方法多采用性状鉴别、

显微鉴别及简单的理化鉴别。综合文献，燕窝的性状鉴别方法主要有看、闻、摸、烧。此外，燕

窝浸水后的膨胀率也是鉴别的依据。然而，由于燕窝是唾液腺的分泌物，并不存在组织细胞的特

征，因此显微鉴别的结果可靠性不高；性状鉴别和理化鉴别在一定程度上可区分真伪，但无法区

分燕窝的基原、产地、等级等质量问题。已发展的主要仪器分析法有红外光谱法、气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法和电泳分析法。红外光谱法显示不同燕窝根据其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糖含量的不同有

独特的 FTIR谱图，但该法存在样品取样均匀性问题，气相色谱法是以寡糖链成分为分析基础，

形成燕窝的单糖指纹图谱以作鉴别但在生物合成过程中，糖链结构普遍存在微不均一性，或会影

响鉴别结果的可靠性。电泳技术是分析蛋白质的常用方法，有报道反映燕窝水提液在解离系统和

非解离系统下进行聚丙烯酰胺电泳均可显示多条深浅不一的谱带。高效液相法目前在燕窝分析中

的主要作用是参与某些蛋白组成的分离，若要形成指纹图谱有较大的技术难度。 

总而言之，目前燕窝鉴别的方法和技术虽已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专属性和灵敏性还需进一步

改进和提高。 

二、研究方案 

1、主要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本项目在现有研究成果和工作基础上，以特征性肽指纹图谱为关键技术，对国内燕窝主流品

种——东南亚进口燕窝进行全面的质量研究，建立一套准确高效的燕窝质量评价方法，以保证进

口燕窝产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具体包括以下 4大方面的研究内容： 

（1）燕窝的真伪鉴别研究：包括 DNA 条形码技术在燕窝基原鉴定上的应用和唾液酸的薄

层色谱鉴别两部分研究。 

（2）燕窝的检查研究：包括常规理化项目检查（水分、水浸出物、灰分及酸不溶性灰分等）

和有害元素（亚硝酸盐、重金属、砷盐及微生物检查）。 

（3）燕窝的功效成分测定：包括唾液酸含量和总蛋白质含量测定。 

（4）HPLC-QTOF法测定燕窝的特征肽指纹图谱研究 

2、技术关键（创新点与技术难点） 

2.1创新点 

（1）采用超高压液相色谱-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联用技术，建立燕窝肽指纹图谱，发现燕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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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征蛋白或肽段，建立燕窝专属性强的真伪鉴别方法。 

（2）综合利用化学和生物技术来对燕窝质量进行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起草燕窝的质量

标准草案，保证了燕窝产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2.2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蛋白质分子量一般都在万级以上，很多有亚基结构，立体构型复杂，与流动相、固定

相及样品中的其他成分以及蛋白质本身都可能存在多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会造成谱带扩散、峰形

拖尾等问题，甚至发生变性和不可逆吸附，引起回收率和分辨率的降低，因此必须通过反复地条

件优化才可能获得高质量的肽指纹图谱。 

（2）通过 HPLC-QTOF所得到肽谱数据，数据量非常大，需进行有效的分析处理和数据检

索，才能找到燕窝的特征蛋白或肽段。 

3、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3.1研究方法 

3.1.1燕窝的真伪鉴别研究 

（1）燕窝的 DNA条形码鉴别研究 采用引物通过 PCR 技术、复合扩增技术、荧光标记全

自动测序技术同步检测燕子标本和燕窝的种属来源及燕窝 mtDNA 的序列，以燕子标本的 DNA

为基准，找出相应品种燕窝 DNA与燕子标本 DNA的同源性，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建立相应燕窝

品种 DNA序列的特异性。 

（2）唾液酸的薄层色谱鉴别 吸附剂：硅胶 G薄层板；展开剂：正丙醇∶饱和氨水∶水（6∶

1∶2.5）为展开剂；显色剂：间苯二酚-盐酸试液，110℃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 

3.1.2燕窝的检查研究 

（1）常规理化项目检查  按照《中国药典》2015版四部附录相关测定方法进行，根据测定

结果，规定各检测项合理的限量范围，并试情况收入燕窝药材标准。水份：《中国药典》2015

版四部 0832。水浸出物：《中国药典》2010版四部 2201。灰分：《中国药典》2010版四部 2302

法。酸不溶性灰分：《中国药典》2010版四部 2302法。 

（2）有害元素（亚硝酸盐、重金属、砷盐）及微生物检查  1）汞、铅、铜、砷测定：按《中

国药典》2015版四部 2321法，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测定。将测定结果与我国药用植物及制剂

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要求进行比较。2）亚硝酸盐测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食品卫生检

验方法•理化部分（一）GB/T5009•33 项下方法测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以亚硝酸钠为标准

溶液的标准曲线法测定燕窝样品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检测波长为 538nm。综合分析测定结果，参

照食品添加剂中亚硝酸盐的限量规定，规定燕窝中亚硝酸盐的限量，并收入标准正文。3）微生

物限度检查：检查细菌总数、霉菌总数、大肠埃希菌、大肠菌群、沙门氏菌等指标，检测方法按

《中国药典》2015版四部 1105、1106法。 

3.1.3燕窝的功效成分测定 

（1）唾液酸含量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谱条件为：色谱柱为 C18 柱；柱温 30℃；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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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为 1.0%四氢呋喃水溶液（含 0.2%磷酸）-乙睛（92：8）；检测波长为 230nm，流速为 1.0mL/min。 

（2）总蛋白质含量 按《中国药典》2015版四部 0704法总氮量测定第二法半微量法测定。

综合各种燕窝品种及伪品中含氮量数据，确定合理的燕窝中总氮量上下限范围。 

3.1.4 HPLC-QTOF法测定燕窝的特征肽指纹图谱研究 

先采用胰蛋白酶将燕窝水解，在拟定的 HPLC-QTOF 条件下得到燕窝的肽质量谱数据，用

Mascot 搜索引擎在 Swissprot 5.0 数据库中检索，匹配，找到燕窝特征蛋白或肽段，并通过相似

度分析，拟定燕窝肽指纹图谱。将多批燕窝样品和伪品与标准燕窝肽谱比较，计算相似度。 

3.2技术路线图 

见图 1。 

 

图 1 技术路线图 

4、技术、经济效益及风险分析 

4.1 市场前景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断增强。具不完全统计，2010

年，我国以燕窝为代表的天然滋补品市场销售额突破 800亿元，其中内地消费的燕窝总量在 350

吨左右，销售额近 300亿，且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市场前景非常可观。据权威机关推算，天然

滋补品市场销售总额将以每年 20%的速度爆增，到 2016年，中国燕窝市场份额将达到 1000亿。

但全球每年燕窝的总产量仅为 800吨左右，燕窝属于稀缺性天然养生滋补品。燕窝市场容量巨大，

价位等级悬殊，利润丰厚，但目前由于对燕窝及其产品质量缺乏有效的质量监控手段，严重影响

了燕窝产品的销售。为了整个燕窝产业的健康或持续发展，亟需对燕窝质量进行系统研究，建立

一套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方法，以规范市场，保障燕窝的合理开发使用，提升人们对燕窝产品质

量的信心，使燕窝这一名贵天然滋补品真正服务于人们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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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基因水平鉴定原药材的基原；在规范采收、加工方法的前提

下，积极引入最先进的 HPLC-QTOF分析方法，建立燕窝特征肽指纹图谱，从化学成分水平控制

燕窝质量的稳定性；并结合特征成分定性定量分析，常规检查和有害元素检查来对燕窝质量进行

全面研究，符合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发展方向，其成果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4.2 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属于应用基础类研究，不形成具体产品，因而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项目成果

将为建立燕窝科学全面的质量评价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填补了燕窝行业空白，解决阻碍燕窝产业

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成果在燕窝行业推广后，预计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4.3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综合利用先进的化学和生物技术来评价燕窝的质量，符合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发展方

向。研究成果将提高燕窝质量控制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燕窝市场以次充好、甚至以

假充好的乱象，为人们能够使用到安全有效的优质燕窝产品提供了技术保障。本项目有利于恢复

燕窝行业的声誉，促进燕窝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健康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4.4项目风险分析 

项目团队有同类课题的研究经验，已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能保证按进度完成研究任务，

项目风险较小，风险可控。 

5、要达到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5.1经济指标 

本项目属于应用基础类研究，不形成具体产品，因而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项目成果

将为建立燕窝科学全面的质量评价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填补了燕窝行业空白，解决阻碍燕窝产业

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成果在燕窝行业推广后，预计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5.2技术指标 

（1）在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按照《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的技术及格式要求，起草燕窝

质量标准草案。 

    （2）项目成果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4篇以上，并申请发明专利 1项以上。 

6、将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形式 

本项目研发成果以论文、专利和研究报告的形式提供。 

三、研究基础 

1、项目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平台情况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为市属开发区管理公办院校，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职业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试点单位，广东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院校，广东省政府评为“职业教

育先进集体”。 

本项目由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医药系具体实施，该系师资力量雄厚，该系共有教职

员工 37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19人，博士 7人，硕士 14人；广东省高职教育领军人才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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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千百十”省级培养对象 2人，广东优秀青年教师 2人，中山市拨尖人才 1人。该系依托国

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和中国绿色健康食品产业基地等园区，围绕大健康产业

方向，开设了药品生产技术、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生物技术等四个专

业。校内实训中心面积达 4000m2，仪器设备总值达 1200余万，拥有优越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科研

条件。近年来，生物医药系在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共立项

建设有国家级重点专业 2个，省级实训基地 2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个。 

2、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项目组已收集到了印度尼西亚白燕、黄燕和血燕；马来西亚白燕；泰国血燕；菲律宾草燕；

怀集燕窝和印度尼西亚金丝燕等 50 余份标本，其余样品计划前往燕窝的主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和

采集。 

通过前期研究，项目组在燕窝的紫外光谱鉴别、氨基酸分析、单糖气相色谱鉴别、微量元素

测定、红外光谱鉴别、燕窝多肽研究、燕窝 DNA鉴定等方法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

果。项目组成员近年共发表与燕窝质量标准项目相关论文 10篇，出版专著 1本。相关论文及专

著情况如下： 

[1]赵斌（第一作者）.ICP-MS 测定东南亚进口燕窝无机元素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J],中

药材，2015.05 

[2]赵斌（第一作者）.东南亚进口燕窝中醛糖的气相色谱鉴定与含量测定[J],中药材，2015.03 

[3]赵斌（第一作者）.FTIR结合化学计量学法鉴别燕窝的真伪[J]，中成药，2015.10  

[4]赵斌（第一作者）.东南亚进口燕窝紫外光谱鉴别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4.05 

[5]赵斌（第一作者）.东南亚进口燕窝中总氮和氨基酸分析[J],中药材，2016.06  

[6]刘敬（第一作者）.燕窝质量标准研究进展[J],内江科技，2013.05 

[7]赵斌（第四作者）.HPLC-ESI-MS 联用法分析血燕与白燕水解多肽研究[J],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2015.11  

[8]陈念（第一作者）丽.燕窝生物活性及质量标准研究进展[J],生物技术通讯,2013.01 

[9]陈念（第二作者）.TaqMan 实时荧光定量 PCR 鉴定燕窝方法的建立[J]，生物技术通讯

2015.01  

[10]陈念（第二作者）.燕窝中残留羽毛成分的胶原酶法基因组 DNA提取[J],中药材，2013.08 

[11]赵斌（第一主编）. 金丝燕与燕窝[M].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3、必要的场地、设备等支撑条件、组织措施及实施方案 

3.1场地、设备条件 

项目所需实验场所及设备基本落实到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有较好的科研条件，目前生

物医药系实验中心面积 4000m2，设备总值 1200余万元，拥有高效液相色谱仪、红外色谱仪、紫

外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PCR 仪、全自动电泳仪等一批精密设备，项目所需要的

HPLC-QTOF仪器已落实中山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提供，能够满足本课题研究需要。 



版本号：006 

第12页 

3.2组织措施及实施方案 

本课题由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中山市药学会、中山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完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负责项目整体设计、实施；中山市药学会负责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山瑞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研究所需要的原料药材，参与数据统计分析。 

    本项目计划投入 30万元，其中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从创新强校工程中提供科研经费 20万

元，由中山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0万元，根据所承担项目的任务分工进行分配使用。 

4、项目组负责人学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情况，项目组主要的研究工作情况与本课题中的工作

分工 

项目负责人  赵斌，中药学博士，教授。为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学科带头人，同时是广东

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生物制药技术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

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其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工作期间从事燕窝质量标准研究工作，有丰

富的同类研发经验，从技术层面上完全有能力完成本课题涉及的相关工作。 

课题组成员均为中青年科研工作者，成员中有博士 5人，副高以上职称 7人，具有较强的科

研技能和脚踏实地的科研精神，并有充足的研究时间保障。此外，本课题组成员均具有扎实的基

础理论知识和实际动手能力，熟悉与本项目有关的实验技术（如 DNA 鉴定技术、HPLC-QTOF

联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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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和盖章页(此页自动生成，打印后签字盖章)               
申请者： 赵斌 依托单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名称： 东南亚进口燕窝质量标准研究 

申请者承诺： 
本人符合各项申报条件。本表各项内容真实、数据准确，不涉密，没有知识产权争议。承诺以

本表为有约束力协议，遵守有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并按时报送

有关材料。若填报失实和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签字：                   

项目组主要成员承诺： 
本人保证有关申报内容的真实性。本人将严格遵守广东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

作时间，加强合作、信息资源共享，认真开展工作，及时向负责人报送有关材料。若个人信息失实、

执行项目中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1 陈念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DNA条码技术在燕窝鉴

别中的应用 
 

2 刘敬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燕窝肽指纹图谱的研究  

3 熊文明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燕窝常规项目分析  

4 王琼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燕窝常规项目分析  

5 谢兴亮 中山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统计  

6 徐吉银 中山市药学会 数据统计、技术推广  

7 戴洁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燕窝常规项目分析  

     

     

     

     

     

依托单位和合作单位承诺 
已按填报说明对申请人的资格和申请书内容进行了审核。本单位保证对研究计划实施所需要的

人力、物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给予保障，严格遵守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规定，督促负责人和主要成员

以及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按照广东省教育厅的规定及时报送有关材料。 
 依托单位 合作单位 1 合作单位 2 

单位名称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公章) (公章) (公章) 

承诺经费 20(万元) (万元) (万元)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序号 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2017GkQNCX001
Markov多模型混合系统及其在船舶动力定位中的应用
研究

叶宝玉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 2017GkQNCX002
钼基纳米材料的精准调控及其新型储能体系的开发与
应用

邱文达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3 2017GkQNCX003 基于“AND”逻辑算法的细胞器靶向荧光探针研究 石磊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 2017GkQNCX004 新型酪氨酸酶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游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 2017GkQNCX005 抗菌、保鲜和抗紫外光生物可降解PLA/PBAT材料研究 李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6 2017GkQNCX006 基于AMPKα研究陈皮红茶降脂减肥功效及作用机理 李永莲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7 2017GkQNCX007 压电驱动型三维外翅片管精密加工设备研制 梁海澄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8 2017GkQNCX008
纳米姜黄素制剂与采后马水桔果实生理特征变化相关
性研究

司徒满泉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9 2017GkQNCX009 片上网络路由器低功耗设计研究 赖金志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0 2017GkQNCX010 基于多源信息感知的荔枝气调/蓄冷贮运互馈调控技术 王广海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1 2017GkQNCX011
3D打印聚乳酸基生物支架及其取向引导机理与调控方
法

王波群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2 2017GkQNCX012 “土工格室+砂”复合垫层隔震减振效应研究 方辉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3 2017GkQNCX013
多孔艾碳材料的制备及其与聚丙烯复合材料的性能研
究

张劲林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14 2017GkQNCX014 面向双足机器人的下肢仿生结构模型研究与开发 张卓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5 2017GkQNCX015
轴压作用下不同形式的传力构件对大截面矩形钢管混
凝土柱共同工作性能的影响

徐娜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自然科学)



67 2017GkQNCX067
新型钛盐复配水处理剂靶向去除超滤膜污染物机制研
究

姚萌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8 2017GkQNCX068
绿色技术制备秸秆纤维材料并三维化用于回收溢油的
研究

彭丹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9 2017GkQNCX069
基于18F-FDGPET/CT显像的肺癌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研
究

张瑞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0 2017GkQNCX070
基于多尺度分析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运价波动规律及预
测研究

汤霞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71 2017GkQNCX071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珠海白蕉海鲈智能养殖系
统研制

刘玉洁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72 2017GkQNCX072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在脑部成像的应用研究 刘颂阳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73 2017GkQNCX073 船用手动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设计制造及应用研究 马旭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74 2017GkQNCX074
珠海线路板产业集群环境监测与失效预防的AI控制技
术研究

关景新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75 2017GkQNCX075 用于3D打印的粉煤灰改性ABS塑料研发与应用 叶旋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76 2017GkQNCX076 增材制造碳纤维/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涂华锦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77 2017GkQNCX077
面向“互联网+”智慧校园流量的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技术的应用研究

凌财进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78 2017GkQNCX078 放射后小胶质细胞吞噬功能变化及P2X7调控机制研究 潘锐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79 2017GkQNCX079 计算机网络专业数字化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研究 杨海艳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80 2017GkQNCX080 医药产品相关靶物质的快速检测(POCT)技术的研究 周子明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81 2017GkQNCX081
基于ICC色彩管理技术的瓷砖设计到印刷一体化喷墨印
刷工艺研究

付文亭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82 2017GkQNCX082 中药白芨破壁方法研究及其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戴洁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83 2017GkQNCX083 广郁金的品质鉴定、生长动态分析及产地适应性研究 张娜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67 2017GKTSCX067 基于H.265的视频流媒体编码优化关键技术研究 周莺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8 2017GKTSCX068 人脸识别技术在智慧园区中的应用研究 柳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9 2017GKTSCX069 游艇制造VR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苏志东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70 2017GKTSCX070
基于APP在线监控双挤出头FDM桌面3D打印机的设
计与研制

陈艳芳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71 2017GKTSCX071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区域
特色药食同源植物资源活性物质分析与产品开

邱远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72 2017GKTSCX072 罗浮甜茶的引种驯化及栽培技术研究 陈文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73 2017GKTSCX073
基于OpenStack的网络攻防实训一体化虚拟实验室
研发与应用

余波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74 2017GKTSCX074
中山市优势水产品黑鱼的高值化全利用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生产

吴小禾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75 2017GKTSCX075
智能可调纳米胶囊相变材料的制备及界面传热性
能研究

李新芳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76 2017GKTSCX076 低溶剂残留BOPP印刷膜的开发与应用 赵素芬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77 2017GKTSCX077
同向双螺杆挤出机高分散性混合元件的计算机模
拟研究与应用

唐林新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78 2017GKTSCX078
高氧气调包装抑制百香果果皮木质素合成的机制
研究

淮亚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79 2017GKTSCX079 电磁流量计非常态流量测量关键技术研究 姜玉林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80 2017GKTSCX080
耐高温柔性聚酰亚胺薄膜太阳能电池关键技术开
发

马鹏常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81 2017GKTSCX081
一种新型手性固定相的合成及其在手性药物分离
中的应用

韩淑琴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82 2017GKTSCX082 轻薄型高性能相变导热器件封装焊关键技术 周漪清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83 2017GKTSCX083
生物可降解聚合物反应共混改性聚乳酸的制备与
性能调控

徐朝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科友 (2018)174号

美子下込 2018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

寺項資金立項項目和資金安排的通知

各有美単位 :

2018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項目立姪市」EX府 同意 (中

府力、炎 (2018)891号 ),現杵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項目わ姿

金下込分体11,情汰真俎家実施,井就有美事項通舛如下:

一、項目実施
～

財政姪奏使用須芦格按照 《中山市社会公益

科技研究寺項資金管理亦法》 (中 山科友 (2015)114号 )～項目

合同事執行,寺款寺用,按期完成。

鷺

-1-



二、各項目久責人情子7月 10日 前登陪“中山市科技局科技念1

新管理一体化系坑 (http:〃pro.zskj.govo cn),完 成 《中山市社会

公益科技研究項目合同事》的填写井提交。

三、項目承担単位斎子7月 12日 前完成項目囲上常核推若。妖

反材料待市科技局常批服券亦公室常核后,打印一式5分 (A4,双

面,箇装),姪単位答章碗汰,千7月 20日 前扱送到我局服弁省ロ

(中 山市行政服券中ノむ妹合宙口B42-B45)。

四、力便子項ロミ程管理,情各項目久責人か入2018年社会

公益工作Q群 (群号:611473254)。

咲系方式:声学研結合科,王堅良 梁沖霞 88319100

服弁省口:黄泳賽 89817139

附件:2018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寺項立項項目利資

金安羽卜表

中

201

-2-





编        号:190916162313067 专题编号:  2019SYF7

技术领域:  生物技术 专题名称:  专题七：一般项目（社会公益）

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项目
申报书

项目名称 新型重组可穿膜Mn-SOD与灵芝多糖双效活性因子的研发与产业化

申请单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528436 单位电话 0760-89963282 传真 0760-89963282

项目负责人 吴旖 联系电话 0760-88856933 手机 13531889128

项目联系人 吴旖 联系电话 0760-88291713 手机 13531889128

电子邮箱 469989278@qq.com

镇(区)主管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推荐单位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申报日期 2019-09-16

中山市科学技术局

二零一七年十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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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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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新型重组可穿膜Mn-SOD与灵芝多糖双效活性因子的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起止时间 2019-10-01至2021-06-30

项目总经费预算
（万元） 13 申请经费资助

（万元） 3

课题研究方向 30000309801341+七、其他

项目内容摘要: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在抗氧化、防辐射、抗衰老等方面显示出独特功能，目前在医药、食品及化
妆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针对巨大的SOD需求市场，本课题组拟将人锰超氧化物歧化酶
（hMnSOD）和九聚精氨酸（R9）蛋白转导域用基因重组的方法进行融合，用大肠杆菌表达具有穿
膜功能 hMnSOD-R9融合蛋白；同时hMnSOD-R9结合具有高效保护SOD活力的灵芝多糖，旨在获得
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主要研究内容：①可穿膜人源 hMnSOD-R9 融合蛋白的制备 。
②分子量为10000-20000灵芝多糖的制备。
③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的研制。
关键技术：①将人锰超氧化物歧化酶（hMn-SOD）和九聚精氨酸（R9）蛋白转导域用基因重组的方
法进行融合，用大肠杆菌表达具有穿膜功能hMnSOD-R9 融合蛋白并评价其穿膜功能和抗氧化活性。
②制备分子量在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
③研制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特色与创新：① 利用工程菌对SOD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不但可以大幅提高产量，而且克服了血制品
SOD外源感染危险性的缺陷。
② 通过穿膜肽的引入，制备更容易透膜的SOD。将人锰超氧化物歧化酶（hMn-SOD）和九聚精氨酸
（R9）蛋白转导域用基因重组的方法进行融合，用大肠杆菌表达具有穿膜功能hMnSOD-R9 融合蛋
白并评价其穿膜功能和抗氧化活性。
③发现分子量在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在干燥环境中可有效地保护SOD活性的活力，在相对湿
度为10%的干燥环境下放置4h后， 灵芝多糖可使SOD的活力保持在90%。
④将新型可穿膜hMnSOD-R9结合具有高效保护SOD活力的灵芝多糖，研制出可穿膜人源“hMnSOD-
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该活性因子具有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的显著优势特点
，其配方和功能都十分具有特色。
本项目若成功实施，将最终为市场提供一种具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性的新型可穿膜人
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产品，该产品将可作为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化妆品、药品
、食品的应用。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关键字
(用；隔开): hMnSOD-R9；融合蛋白；基因表达；灵芝多糖；双效活性因子

项目技术信息:

项目研究阶段 前期研究 技术来源 自有技术 技术领域 生物技术

学科 生物材料

预期成果形式: 论文或专著

项目是否曾获财政资助（含国家、省、市等各级财政）:

否 （请按“立项年度+立项部门+立项经费”格式填写信息，并提供附件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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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项目是否涉及实验动
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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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内容
立项的背景和意义（参考提纲：1.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2.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3.学术价值
；4.研究总目标等）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有效
清除活性氧的主要酶类之一，它在抗氧化防御中发挥最最重要的作用，可以催化超氧化物自由基生
成 H2O2和O2，对于清除氧自由基、防止氧自由基破坏细胞组成、结构和功能，保护细胞免受氧化
损伤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人体中的SOD主要分为3 类：SOD1，即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Cu/Zn-SOD）；SOD2，即锰超氧化
物歧化酶（MnSOD）；SOD3，即胞外超氧化物歧化酶（EcSOD）。Cu/Zn-SOD 主要位于细胞质中
，MnSOD 主要位于线粒体，因为线粒体是细胞内能量产生和氧代谢的重要场所，由此决定了
MnSOD 在抗氧化酶中的特殊地位。
SOD作为一种人体内最重要的酶之一，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SOD在抗氧化、防辐射、抗衰
老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功能，目前在医药、食品及化妆品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SOD 被视为
“人体内的垃圾清道夫”和软黄金。SOD 对皮肤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形成适
度交联；另一方面，它可作为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防止皮肤老化。SOD是生物体内氧自由基的天
然清除剂，具有广泛的医用价值，可作为药品、食品及日化产品的添加剂。SOD被批准用于临床使
用，它对一些由于年龄、疾病或伤害造成的组织硬化以及纤维化显示出强大的再生修复能力。
SOD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放疗后的辅助治疗、控制心脏病人的进展、用于治疗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在丹麦，有人通过注射 SOD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SOD广泛应用于化妆品添加剂方面，如利用超氧化物歧化酶制造的SOD面膜、SOD蜜、SOD蛇粉等
化妆品，目前已有不下数百种产品。 相比于药物领域，SOD化妆品的收益更高，达到120亿美元。
SOD的功能强大，在人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医药、食品及化妆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
在获得SOD产品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从血液中分离，容易携带病毒、安全性难以保证。
2） 血液中蛋白多，SOD的含量低，分离的量难以保证。
3）SOD的稳定性不好，尤其在干燥环境中，其活性迅速降低。
这对SOD的应用也造成了限制，例如，对于应用于化妆品中的SOD，在秋、冬干燥季节，如果长时
间暴露在干燥空气中，面霜中的SOD容易失活而不能发挥抗氧化作用。
从动物血、微生物和动植物组织中提取 SOD 是一种生产途径，但生产中可能因未知病毒而导致疾病
传播的风险。若利用工程菌对 SOD 进行大规模生产，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而且可克服外源感染的危
险。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本项目拟将人锰超氧化物歧化酶（hMnSOD）和九聚精氨酸（R9）蛋白转导
域用基因重组的方法进行融合，用大肠杆菌表达具有穿膜功能 hMnSOD-R9融合蛋白并评价其穿膜功
能和抗氧化活性；同时，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分子量在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在干燥环境中
可有效地保护SOD活性的活力，在相对湿度为10%的干燥环境下放置4h后，灵芝多糖可使SOD的活
力保持在90%。hMnSOD-R9结合具有高效保护SOD活力的灵芝多糖，研制出可穿膜人源“hMnSOD-
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如何表达具有穿膜功能的hMnSOD-R9融合蛋白。
2）如何制备分子量在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
3）如何研制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根据前期研究，本项目拟研发的hMnSOD-R9融合蛋白活力将可达到1800U/mg，为国内外活力最强
的SOD；可穿膜人源“hMnSOD-R9 ：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含有穿膜肽，更容易通过细胞，发
挥强抗氧化作用；灵芝多糖的组合，对SOD 在干燥环境中保持活力，具有极强的保护作用。因此
，本产品具有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的显著优势特点，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
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配方和功能都十分具有特色。
国内外的现有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产品，多数从血液、组织中提取，容易污染和传播疾病；并且
，国内外的 SOD 的活力均在 1200 U/mg 以下。
本项目的比较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每升发酵液，将可得到SOD 100mg，表达量高活力可达到 1800U/mg。
2）含有 9 个精氨酸组成的穿膜肽，极大地提高了穿膜效率。
3）分子量在 10000-20000 之间的灵芝多糖具有较强的保护 SOD的活性在相对湿度为10%的干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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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4h后，SOD 的活力仍然达到原来的 90%。
4）本项目提供的产品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其活力和配方明显优
于现有的市场产品。
本项目将可为市场提供一种具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性的新型可穿膜人源“hMnSOD-
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产品，该产品将可作为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化妆品、药品、食品的应用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研发内容和关键技术 （参考提纲： 1主要研究内容；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技术路线； 3创新点）
   １、主要研究内容：
①可穿膜人源 hMnSOD-R9 融合蛋白的制备 。
②分子量为10000-20000灵芝多糖的制备。
③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的研制。
２、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如何表达具有穿膜功能的hMnSOD-R9融合蛋白？
②如何制备分子量在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
③如何研制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３、主要的技术内容及技术路线
1）可穿膜 hMnSOD-R9 融合蛋白的制备
①把编码hMnSOD和R9的DNA 片段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pET-15b 中，并转化表达宿主菌 Rosetta-
gami，PCR筛选重组子。
②融合蛋白表达。将重组菌株在30℃诱导培养8h，IPTG 的终浓度为0.5mM时，可溶地表达了分子量
约为26 kDa 重组蛋白 hMnSOD-R9。
③通过带有His标签的Ni亲和层析柱纯化hMnSOD-R9融合蛋白。
④SDS-PAGE和 Western bloting分别检测 hMnSOD-R9的表达及性质，确认表达正确。
⑤用SOD活力测试试剂盒和ROS测定试剂盒检测新型融合蛋白hMnSOD-R9的活力。
⑥用免疫荧光实验检测其穿膜作用。
2） 灵芝多糖的制备
①灵芝粉粉碎后用8倍体积的超临界CO2提取；
②将步骤(1)提取后剩余的灵芝粉用10倍体积的常温水超声提取两次，每次1.5h，合并两次提取液得
到水提取液。
③所得的水提取液用截留分子量为20000道尔顿超滤膜进行超滤，收集透过液部分，再用截留分子量
为10000道尔顿发超滤膜进行超滤，收集被截留的部分。
④将被截留的部分的溶液进行真空浓缩，浓缩到原体积的 1/4，得到浓缩液。在浓缩液中加入乙醇
，混均，使醇浓度达到75%，静置12h，过滤，得多糖沉淀；
⑤收集沉淀物，冷冻干燥，获得灵芝多糖(多糖的分子量在 10000～20000 之间)。
3）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的制备
①hMnSOD-R9与灵芝多糖组合配比的优选：通过抗氧化性、可穿膜性、SOD活力稳定性的指标，用
正交实验优选出适合的区间或比例。
②双效活性因子性能测试：以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因子为添加剂加入到成品
保湿霜中，进行抗氧化性、可穿膜性、SOD活力稳定性的指标检测。
４） 技术路线及工艺流程图：详见可行性报告中图1技术路线及工艺流程图。
４、创新点：
① 利用工程菌对SOD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不但可以大幅提高产量，而且克服了血制品SOD外源感染
危险性的缺陷。
② 通过穿膜肽的引入，制备更容易透膜的SOD。将人锰超氧化物歧化酶（hMn-SOD）和九聚精氨酸
（R9）蛋白转导域用基因重组的方法进行融合，用大肠杆菌表达具有穿膜功能hMnSOD-R9 融合蛋
白并评价其穿膜功能和抗氧化活性。
③发现分子量在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在干燥环境中可有效地保护SOD活性的活力，在相对湿
度为10%的干燥环境下放置4h后， 灵芝多糖可使SOD的活力保持在90%。
④将新型可穿膜hMnSOD-R9结合具有高效保护SOD活力的灵芝多糖，研制出可穿膜人源“hMnSOD-
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该活性因子具有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的显著优势特点
，其配方和功能都十分具有特色。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有效
清除活性氧的主要酶类之一，它在抗氧化防御中发挥最最重要的作用，可以催化超氧化物自由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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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H2O2 和 O2，对于清除氧自由基、防止氧自由基破坏细胞组成、结构和功能，保护细胞免受氧化
损伤具有十分重要作用[1]。
SOD最早于1938年被 Mann和 Keilin从牛血红细胞中分离出来，因为它是一种含Cu的蛋白，所以当时
被命名为血Cu蛋白。MnCord和 Fridovich在1969年发现血Cu蛋白可以将O2-催化歧化成H2O2，所以就
把它命名为超氧化物歧化酶[2]。SOD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药品、食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等领域。
人体中的SOD主要分为3 类：SOD1，即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Cu/Zn-SOD）；SOD2，即锰超氧化
物歧化酶（MnSOD）；SOD3，即胞外超氧化物歧化酶（EcSOD）。Cu/Zn-SOD 主要位于细胞质中
，MnSOD 主要位于线粒体，因为线粒体是细胞内能量产生和氧代谢的重要场所，由此决定了
MnSOD 在抗氧化酶中的特殊地位[3]。
MnSOD 是清除机体中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最重要的防线，MnSOD 基因的表达和调控对于维
持机体内自由基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在真核细胞中，MnSOD 被细胞核内的染色质编码
，编码好的MnSOD mRNA 基因从细胞核转移到细胞质中，在核糖体中合成 MnSOD 蛋白前体，然
后转导进入线粒体中。线粒体中的 MnSOD 蛋白前体的氨基酸序列以一种能量依赖模式被蛋白酶剪
切，最后以四聚体的形式被装配成为成熟的 MnSOD 蛋白。每个刚刚合成的人类 MnSOD 亚基含有
223 个氨基酸，MnSOD 亚基转入到线粒体并被蛋白酶剪切后，每个MnSOD亚基含有198个氨基酸
[5]。
SOD是一种新型酶制剂，它在生物界的分布极广，几乎从人到细胞，从动物到植物，都有它的存在
。原来从牛血中制取，现多从猪血中提取。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开发，大都从动物血里提取，经过采
血、取血球、丙酮沉淀、热处理、透析、上柱、浓缩、冷冻干燥而成。SOD来源代价昂贵，且动物
性SOD的排他性、不易常温保存、艾滋病等血液病毒的交叉感染及其它潜在危险。
迄今发现的 MnSOD 大约有 30 多种，已完成氨基酸序列全分析的 MnSOD 有近 10 种。其中通过分
子克隆表达的 MnSOD 种类的有线虫、弓浆虫、橡胶树、萝卜、桃子、虾和人等。来源于其他物种
的 MnSOD 对于人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免疫原性。活性氧主要存在于细胞内，因此开发能透过细胞膜
清除细胞内活性氧的 SOD 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研究已表达的 MnSOD都不含有蛋白转导域 (Protein
transduction domain,PTD)，不能通过细胞膜，因此只能在细胞外起作用，大大限制了其活性的发挥。
以往采用显微注射法，电穿孔法，脂质体法，病毒载体等方法将生物大分子导入细胞内，对细胞毒
性大且效率低。而蛋白转导域 (PTD) 是一类能携带其他生物大分子 ( 蛋白质，多肽等 ) 穿过多种哺
乳动物细胞膜的短肽。常用的高效蛋白质转导结构域有黑腹果蝇触足肽 (Antenapedia,Antp43-
58)，HIV-1 反式激活蛋白(Transactivating protein,TAT47-57)，单纯疱疹病毒转录调节蛋白(VP22) 和精
氨酸富含肽 (Arginine-richpeptides) 等。精氨酸富含肽蛋白转导域具有转膜速度快，转运效率高的特点
，这位将外源性蛋白导入细胞提供了理想手段。
研究发现，多聚精氨酸 (Polyarginine) 型蛋白转导域是含有九个精氨酸组成的跨膜肽 ( 简称 R9)，由于
其带有高强度的正电荷，因此能够迅速与细胞膜结合，通过内吞等方式实现跨膜转运，有很高的跨
膜转运效率，并且对细胞本身没有损伤，其穿膜作用不受细胞类型的限制[6]。
有人曾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把 pET-22b 载体与从念珠藻中克隆的 Fe-SOD 基因连接构建成 pET22b-
FeSOD 表达载体，并在大肠杆菌中成功表达，得到包涵体形式的融合蛋白[7]。虽然用基因工程的方
法获得了融合蛋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 FeSOD 相对于 MnSOD 对于活性氧的清
除效果稍差。其次其 FeSOD 基因是从念珠藻中克隆的，表达念珠藻的 FeSOD 蛋白，对于人体的免
疫排斥性较大，不利于以后在人体上的应用。再次其表达的融合蛋白不含蛋白转导域，不能通过细
胞膜，只能在细胞外起作用，大大限制了其清除活性氧作用发挥。
参考文献：
[1] Brandon Griess, Eric Tom, Frederick Domann, Melissa Teoh-Fitzgerald. Extracellular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its Role in Cancer. Free Radic.Biol.Med.2017;112:464–479.
[2] 张欣.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其研究进展[J]. 内蒙古石油化工, 2010,(16):14-15.
[3] Zelko IN, Mariani TJ, Folz RJ. Superoxide dismutase multigene family: a comparison of the CuZn-SOD
(SOD1), MnSOD (SOD2), and EC-SOD (SOD3) gene structures,evolution,and expression [J]. Free Radical Bio.
Med.,2002,33(03):337-349.
[4] Pani G, Colavitti R, Bedogni B, et al. Mitochondrial superoxide dismutase: a promising target for new
anticancer therapies [J]. Curr. Med. Chem.,2004,11(10):1299-1308.
[5] Wispe JR, Clark JC, Burhans MS, et al. Synthesis and processing of the precursor for human mangano-
superoxide dismutase [J]. Biochim. Biophys. Acta,1989,994(01):30-36.
[6] Fuchs SM,Raines RT.Polyarginine as a multifunctional fusion tag.Protein Sci 2005,14:1538-1544.
[7]龚兴国 .pET-SOD工程菌的构建及其表达纯化方法[P].中国专利 :1962871A ；200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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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方式和保障措施
   １、组织实施方式：项目由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申报和负责单位，暨南大学 、广东三才医
药集团作为合作和参与单位。任务分工如下：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负责项目的的具体申报、组织实施、结题验收等工作，主要负责前期方案制
定、基础研究及撰写结题验收报告。
暨南大学参与项目的合作研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咨询、技术指导，协助甲方完成项目实施
。
广东三才医药集团参与项目合作研究，配合申报单位的总体设计安排，并协助申报单位完成小试工
作，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产业化。
２、保障措施
１）本课题组人员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课题组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药
学工作及研究，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科研团队管理经验，在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理研究方面科
研经验丰富，主持多项国家、省级、市级科研项目。课题组成员有高级职称9人，博士学历6人，专
业涉及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医药、药物化学、药理等，科研能力强且有同类课题经验，且有
科研、生产能力强的企业技术人员。
２）课题研究所需的实验设备、实验条件保障充分。
课题组所在的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是国家骨干建设专业及广东省一流院校建设的重点建设专业。经过
多年的重点专业建设，健康产业学院逐步积累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条件，该健康产业学院实验
中心独立拥有高分液相色谱-质谱仪联用仪(LC-HRMS)、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红外光谱仪
、旋光测定仪等理化分析测试设备及流式细胞仪、库仑阵列电化学检测器(ESA)、TECAN荧光酶标
仪、Thermo酶标仪、倒置显微镜等大型生物活性测试仪器，能满足该项目的研究需求。该实验中心
面积4000m2，设备总值1500余万元，为本课题的顺利展开提供了硬件支撑。
其他本课题可以利用的到的实验条件可通过暨南大学药学院的实验室和广东三才医药集团的技术研
究中心来完成。
项目风险评估: （医疗卫生项目研究课题，若涉及伦理问题，需经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提出意见）
   1、技术风险
本项目有三项核心技术：1）采用基因重组技术，用发酵大肠杆菌的方法来生产带穿膜肽的
SOD，本生产过程无化学污染和生物危害；2）含有穿膜肽，可显著提高进入细胞内的 SOD 含量
；3）与灵芝多糖组合使用，可使SOD在干燥环境中保持活性。
这三项核心技术，使得本项目的 SOD的活性明显高于国内外同行的产品，并且，在穿膜性和耐干燥
方面，也明显优于国内外同行的产品。
本项目将继续优化工艺，不断在技术上实现新突破，继续降低技术风险
2、管理风险
课题组成员学科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且有同类课题经验。负责人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科研团队管
理经验，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有规范的管理制度。课题组成员稳定，积极性高，管理风险比较小。
3、环境风险：
本项目采用基因重组技术，用发酵大肠杆菌的方法来生产带穿膜肽的SOD。本生产过程无化学污染
，大肠杆菌可通过高温消毒，不会产生生物污染。因此，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很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各方面风险都很小。
前期工作基础（参考提纲: 1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前期研究工作情况 ； 2前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
阶段性成果；3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
   1、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前期研究工作情况：
1）申报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为市属开发区管理公办院校，是国家骨
干高职院校，国家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试点单位，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广东省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试点院校，广东省政府评为“职业教育先进集体”。
本项目由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健康产业学院具体实施，该系师资力量雄厚，该系共有教职员工
37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21人，博士8人，硕士14人；广东省高职教育领军人才1人、广东省“千百
十”省级培养对象2人，广东优秀青年教师3人，中山市优秀专家.拨尖人才1人。该系依托国家健康
科技产业基地、华南现代中医药城等园区，围绕大健康产业方向，开设了药品生产技术、精细化工
生产技术（日化方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生物技术等四个专业。校内实训中心面积达
4000m2，仪器设备总值达1500余万，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近年来，健康产业学院在专业建设、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共立项建设有国家级重点专业2个，省级实训基地2个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2个，立项省级科研项目5项，市级科研项目20余项，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
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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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项目负责人吴旖，女，研究生，副教授、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药学工
作及研究，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科研团队管理经验。在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理研究方面科研经
验丰富，发表SCI、中文核心等文章16篇。主持省重点自然科学建设项目1项，省学科建设项目2项
，市科技项目多项。参与多项国家、省、市科技项目。获获得市科技进步奖多项。获得授权专利多
项。
在该领域积累了扎实的研究基础，将确保本项目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
2、前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1）已初步完成含hMnSOD 和R9蛋白转导域两个部分的融合蛋白hMnSOD-R9的表达和纯化，本项研
究已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1项（201210544100.1，参见附件）。
①本项目已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成功地构建了pET-15b-MnSOD-R9 表达载体。通过对hMnSOD-R9表达
条件进行优化，发现IPTG终浓度为0.5mM诱导温度为 30℃且诱导时间为8h时，蛋白可溶表达量和总
表达量最多。
②初步获得了纯度大于98%的目的蛋白，其SOD活力约为1800U/mg。
③ DNA氧化损伤实验说明了，在体外环境下hMnSOD-R9对活性氧引起的DNA氧化损伤具有明显地
保护作用。
④免疫荧光实验结果显示hMnSOD-R9可以穿过Hela细胞的细胞膜和核膜进入到其细胞质和细胞核中
。
2）已完成灵芝多糖的制备工艺研究，发现在干燥环境中，灵芝多糖对 SOD的活力具有显著的保护
作用。本项研究已申请发明专利 1 项（201910429143.7参见附件）。
①已初步获得分子量10000-20000之间的灵芝多糖；
②在湿度仅为10%的干燥环境中，该灵芝多糖对SOD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4h后，SOD的活力仍然
达到原来的90%。
３、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
1）王峰,张自德,黄璐圆.一种具有穿膜功能的 hMnSOD-R9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中国发明专利
,201210544100.1 .
2）江仁望,王晓璐,王峰. 一种灵芝多糖的制备方法及其对超氧化物歧化酶干燥失活的保护作用,中国
发明专利,201910429143.7.

(七)项目实施绩效(单位:项数)

1.主要成果指标

成果形式 成果数量 成果形式 成果数量

发明专利
申请 引进人才(人)

授权 培养人才(人)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 科技人才奖励(人)

授权 技术标准
制定

牵头(个)

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 参与(个)

授权 科技报告(篇)

国际专利
PCT受理 软件著作权(项)

授权 论文论著(篇) 1

获得国家级奖项
(项) 论文论著

(篇)
SCI

获得省级奖项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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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新服务(项) ISTP

新产品(或新材料、
新装备、新品种

(系))

新工艺(或新方法、
新模式、新技术)

其他将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形式

   

2.本项目验收时预期经济效益

累计新增产值(万元) 1000

累计新增利税(万元) 48

累计新增出口创汇
(万美元)

累计新增销售值
(万元)

3.本项目完成后预期社会效益

   国内外的现有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产品，多数从血液、组织中提取，容易污染和传播疾病；并且
，国内外的 SOD 的活力均在 1200 U/mg 以下。
本项目的比较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每升发酵液，将可得到SOD 100mg，表达量高活力可达到 1800U/mg。
2）含有 9 个精氨酸组成的穿膜肽，极大地提高了穿膜效率。
3）分子量在 10000-20000 之间的灵芝多糖具有较强的保护 SOD的活性在相对湿度为10%的干燥环境
下，4h后，SOD 的活力仍然达到原来的 90%。
4）本项目提供的产品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其活力和配方明显优于
现有的市场产品。
本项目将可为市场提供一种具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性的新型可穿膜人源“hMnSOD-
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产品，该产品将可作为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化妆品、药品、食品的应用
。能够迅速抢占市场份额，立足广东，走向全国。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4.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效益分析

   1、主要技术指标
① 获得具有穿膜功能的hMnSOD-R9融合蛋白。
②完善hMnSOD-R9融合蛋白穿膜活性和抗氧化活性评价方法。
③获得分子量在10000-20000直接的灵芝多糖.
④获得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2、主要经济指标
本项目可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OD双效活性因子，按国家政策可由生产厂家自主定价，利润空
间巨大。为国内独产品种，工艺技术含量高，美容和抗衰老疗效确切，销售前景好。初步预算，本
项目验收时，产值能达到1000万元，利润达到600万元。项目正式投产后，年产值能达到6000万元
，年利润达到3000万元，年利税可达到 240万（按8%计算）。
3、社会效益分析
根据前期研究，本项目拟研发的hMnSOD-R9融合蛋白活力将可达到1800U/mg, 为国内外活力最强的
SOD；可穿膜人源“hMnSOD-R9 ：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含有穿膜肽，更容易通过细胞，发挥
强抗氧化作用；灵芝多糖的组合，对SOD 在干燥环境中保持活力，具有极强的保护作用。因此，本
产品具有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的显著优势特点，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 双效活性因子配方和功能都十分具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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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现有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产品，多数从血液、组织中提取，容易污染和传播疾病；并且
，国内外的 SOD 的活力均在 1200 U/mg 以下。
本项目的比较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每升发酵液，将可得到SOD 100mg，表达量高活力可达到 1800U/mg。
2）含有 9 个精氨酸组成的穿膜肽，极大地提高了穿膜效率。
3）分子量在 10000-20000 之间的灵芝多糖具有较强的保护 SOD的活性在相对湿度为10%的干燥环境
下，4h后，SOD 的活力仍然达到原来的 90%。
4）本项目提供的产品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其活力和配方明显优于
现有的市场产品。
本项目将可为市场提供一种具强抗氧化、可穿膜和活力保持稳定性的新型可穿膜人源“hMnSOD-
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产品，该产品将可作为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化妆品、药品、食品的应用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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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计划进度

起止时间 主要工作内容

2019-10-01至2020-03-31

可穿膜 hMnSOD-R9 融合蛋白的制备:
编码hMnSOD和R9的DNA 片段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pET-15b 中，并转
化表达宿主菌 Rosetta-gami，PCR筛选重组子。融合蛋白表达。纯化
hMnSOD-R9融合蛋白，检测hMnSOD-R9融合蛋白的表达、活力及穿
膜性能。

2020-04-01至2020-09-30
分子量为10000-20000灵芝多糖的制备:
超临界CO2提取灵芝粉，超滤膜载留区间分子量的滤液，真空浓缩
，冷冻干燥.

2020-10-01至2021-03-31 可穿膜人源“hMnSOD-R9：灵芝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的制备：
hMnSOD-R9与灵芝多糖组合配比的优选；双效活性因子性能测试.

2021-04-01至2021-06-30 小试研究，项目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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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情况表
经费筹集情况:(单位：万元

总投入经费:   13  万元

市科技局经费
其他资金

合计
承担单位自筹 主管部门配套 其他政府部门

投入 其他-

项目经费 3 0 0 0 10 13

政府部门、境外资金及其他资金投入情况说明:

项目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项目经费总额 其中：市科技局经费

支出科目 经费额 用途说明 经费额 用途说明

基建费 0

（一）直接费
用 12 实验用材料及检验加工费 2.9 实验用材料及检验加工费

1、设备费 0 0

2、材料费 3 实验用材料 1 实验用材料

3、测试化验
加工费 2 检验加工费 0.8 检验加工费

4、燃料动力
费 0 0

5、差旅费/会
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

2 差旅费 0

6、出版/文献
/信息传播/知
识产权事务

1 论文出版费 0.3 论文出版费

7、劳务费 1 劳务费 0 劳务费

8、人员费 1 人员实验工作费 0

9、专家咨询
费 2 专家咨询费 0.8 专家咨询费

10、直接费用
其他支出 0 0

(二)间接费用 1 0.1

11、间接成本 0 0

12、管理费用 1 管理费 0.1 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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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绩效支出 0 0

合计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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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承担单位与参与单位基本情况表
(一)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机构代码 761562761

注册资金 2341 所在地区 中山市

银行信用等级 AAA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所属行业 P 教育 单位级别 市级

职工总人数 430 研究人员数 0

上年研发经费 250 技工贸总收入 0

近3年承担科技计划项目数量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项目数(项) 1 53 171

项目总经费(万元) 18 211 333

建立的科研平台

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1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0

企业重点实验室 0 其他 0

(二)项目参与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级别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国别(地区) 所在地区

所属行业 单位法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职工总人数 研究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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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承担单位及参与单位分工及经费分配情况
承担单位（名称及

盖章）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工作分工 项目总负责单位，负责项目的的具体申报、组织实施、结题验收等工作，主要
负责前期方案制定、基础研究及撰写结题验收报告。

经费预算分配情况 经费分摊 1.5 市科技局经费分配 1.5

参与单位（名称及
盖章） 暨南大学

工作分工 参与项目的合作研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咨询、技术指导，协助甲方完
成项目实施。

经费预算分配情况 经费分摊 0.9 市科技局经费分配 0.9

参与单位（名称及
盖章） 广东三才医药集团

工作分工 参与项目的合作研究，配合申报单位的总体设计安排，并协助申报单位完成小
试工作，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产业化。

经费预算分配情况 经费分摊 10.6 市科技局经费分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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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组人员情况
项目负责人

序号 姓名 职称 职务 最高学位 现从事专业 所在单位 年龄 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
任务 签名

1 吴旖 副教授 教师 硕士 生物医药 中山火炬职业
技术学院 43 项目主持

主要参与人员

序号 姓名 职称 职务 最高学位 现从事专业 所在单位 年龄 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
任务 签名

1 江仁望 教授 教师 博士 生物医药 暨南大学 45 hMnSOD-R9融合蛋白
的制备

2 王峰 教授 教师 博士 生物医药 暨南大学 41 hMnSOD-R9融合蛋白
的制备

3 淮亚红 副教授 教师 博士 生物技术 中山火炬职业
技术学院 38 灵芝多糖的制备

4 郭艳峰 副教授 教师 博士 生物技术 中山火炬职业
技术学院 33 hMnSOD-R9融合蛋白

与灵芝多糖组合研究

5 吴小禾 副教授 教师 博士 生物技术 中山火炬职业
技术学院 39

可穿膜人源
“hMnSOD-R9：灵芝
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的研制

6 朱银春 高级工程师 副总经理 学士 生物医药 广东三才医药
集团 50

可穿膜人源
“hMnSOD-R9：灵芝
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的研制

7 何庆祥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经理 学士 生物医药 广东三才医药
集团 46

含可穿膜人源
“hMnSOD-R9：灵芝
多糖” 双效活性因子

的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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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负责人基本信息
姓名 吴旖 性别 女 所在单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出生年月 1997-01-07 是否项目总负
责人 是 是否院士 否

主要工作经历2008.11-至今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1997.7-2008.10 广东三才医药集团 生产部经理、技术部经理。

主要工作成绩

项目负责人吴旖，女，研究生，副教授、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自工作以来一直从
事药学工作及研究，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科研团队管理经验。在生物技术、药物化学
、药理研究方面科研经验丰富，发表SCI、中文核心等文章16篇。主持省重点自然科
学建设项目1项，省学科建设项目2项，市科技项目多项。参与多项国家、省、市科技
项目。获获得市科技进步奖多项。获得授权专利多项。在该领域积累了扎实的研究基
础，将确保本项目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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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担/参与单位合作协议(须与申报书中合作协议或意向书相
一致)
   科 研 合 作 协 议
甲方：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暨南大学
丙方：广东三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与乙方、丙方经友好协商决定联合申报2019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项目，项目名称： 新
型重组可穿膜Mn-SOD与灵芝多糖双效活性因子的研发与产业化，并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一、项目研究工作详细分工
甲方(主持方)：项目总负责单位，负责项目的的具体申报、组织实施、结题验收等工作，主要负责
前期方案制定、基础研究及撰写结题验收报告。
乙方(参与方)：参与项目的合作研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咨询、技术指导，协助甲方完成项
目实施。
丙方(参与方)：参与项目的合作研究，配合申报单位的总体设计安排，并协助申报单位完成小试工
作，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产业化。
二、项目获得的政府资助经费双方分配比例：
1、 如果本申报项目获批立项，就本项目政府下达的资助经费，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甲方
、乙方、丙方三方分配的金额是政府资助的经费扣除学校科研管理费后的金额，具体分配比例是
50％、30％、20％.
2、甲方在收到中山市科技局下达的资助经费后的一个月内将乙方和丙方所占经费分别支付给乙方和
丙方指定帐户。
三、该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规定：
1、各方独立完成的所有权归各自所有；共同完成成果共享，具体按照各方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或另
行商定。
2、项目成果的转让，须在各方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让或许可实施。

四、此协议一式六份，只作为该项目申报时使用，自项目立项之日起生效，如该项目未获得立项
，此协议自动作废。
五、其余未尽事宜由合作双方另行商议。

九、项目重复申报/立项情况自查
本项目（或其主要内容）是否同时申报了本年度市级财政资助的其他计划项：否

序号 名称或主要内容与本项目相同的项目 业务类别 申报人 申报单位 申请金额
（万）

合作单位或参加人员是否在本年度申报市级财政资助的其他项目中包含了本项目主要内：否

序号 名称或主要内容与本项目相同的项目 业务类别 申报人 申报单位 申请金额
（万）

本项目（或其主要内容）是否包含于已获市财政资助的其他计划项目中（含合作单位、参与人员
）：否

序号

名称或主要
内容与本项
目相同的已
获资助项目

业务类别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立项
年度

立项
金额
（万
）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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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申请项目所附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名称 附件数量

1 组织机构代码证 0

2 企业营业执照 0

3 行业组织登记证 0

4 职称证明材料 2

5 学历学位证明材料 3

6 市级以上临床重点（特色）专科证明材料 0

7 学科带头人证明材料 0

8 可行性研究报告 1

9 查新证明 1

10 合作协议 1

11 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2

12 检测报告 0

13 各类获奖证书 0

14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0

15 列入国家计划文件或证书 0

16 环保证明 0

17 用户意见 0

18 其他 0

19 实验动物使用需求情况表 0

20 专利证书 0

21 项目关键技术进展表 0

22 上年度资产负债表 0

23 项目技术/产品考核指标表 0

24 申报单位内部项目公示佐证材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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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0

26 上年度损益表（收入支出表） 0

27 新药证书 0

28 单位法人证书 0

29 通讯电力入网证 0

30 生物新品种、农产品、农药登记证 0

31 特殊产品生产许可证 0

32 企业各出资方意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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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核意见

承担单位意
见

     我单位承诺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可靠，并保证不违反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纪
律规 定，严肃查处或全力配合相关机构调查处理各种失信行为。
     如我单位有不履行上述承诺或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中山市科技局有权追回项
目经费，情节严重的，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其他内容：
审核通过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部门：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意
见

     审核通过

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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