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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甘薯生产大国，甘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同时，甘薯又是我国继小麦、玉米、
水稻之后的第四大栽培作物。
因此，不论是从世界甘薯资源的分布来看，还是从我国作物的栽培种植结构方面分析，甘薯均属我国
优势农产品资源。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
充分利用我国的优势资源，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工技术，是全面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推
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甘薯加工业发展缓慢，存在着鲜薯加工利用单一（一般以鲜薯中淀粉及其制品
的开发利用为主）、传统加工制品加工手段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及综合利用水平低等问题。
优势甘薯资源未能很好地转化为促进薯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此外，由于缺乏高附加值的甘薯加工制品，我国现行甘薯加工转化率也较低，一般为甘薯年产量
的15%左右。
较低的甘薯加工转化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甘薯资源的浪费问题。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霉烂损失的甘薯高达300万吨。
为此，高附加值甘薯加工新制品的研究与开发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甘薯颗粒全粉生产及其配套技术>>

内容概要

　　《甘薯颗粒全粉生产及其配套技术》基于我国甘薯资源的丰富性以及适宜深加工制品研究开发的
紧迫性，结合甘薯颗粒全粉细胞完整度高、能够较好的保留住鲜薯中丰富的营养保健成分、加工利用
途径广泛等优点，2005年，笔者组织课题组的相关人员开始了甘薯颗粒全粉方面的研究。
　　《甘薯颗粒全粉生产及其配套技术》编写的目的正是希望将课题组关于甘薯颗粒全粉积累的新知
奉献给大家，以期共同推动我国甘薯颗粒全粉产业的发展，使我国优势甘薯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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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成果30余次，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文章16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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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就职于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至今。
主要从事薯类深加工领域的研究。
　　　　李鹏高，男，1974年6月出生，博士，副教授，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食品加工与综合利用岗
位团队成员、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甘薯淀粉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第二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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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
与食品卫生研究所，获医学硕士学位；2004-2005年以卫生部笹川医学奖学金研究者身份赴日本武库传
女子大学生活环境学部学习分子营养学。
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副教授，从事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食品科学及中医药学
方面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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