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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 院 简 介

山东农业大学食品学科始建于1952年，2010年获批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2年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先后入选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十

二五”特色重点学科、“十四五” 高水平学科，2023入选软科世界一流学科42位。

学院现有教职工100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40人，博士生导师22人，硕士生导师61

人，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1人，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11人。拥有园产品加工等七个科研团

队；建有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质量控制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畜禽食品品质安全控制与

智慧制造国际联合实验室、食物营养与主动健康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等9个国际、国家及省

部级科研平台。



一



园产品加工团队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4人、讲师2人。团队长期致力于果蔬

功能成分提取及利用、果蔬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副产物综合开发与利用等领域

的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

➢ 葱姜蒜等调味蔬菜高值化利用及产品开发

➢ 果蔬功能成分的提取与高值化利用

➢ 彩麦精深加工技术及高值化产品研发

团队简介



➢ 黑蒜节能加工及液态发酵与系列产品开发技术

➢ 生姜功能成分联合提取及高值化产品加工技术

➢ 彩麦精深加工技术及高值化产品研发

➢ 红枣固态发酵黑化高值利用关键技术及产品

成果展示：

可转化技术成果



与泰安企业合作情况：

✓ 与宁阳县南赵村开发出枣粉皮等新产品，助力南赵村集体收入超过300万元，成为国家特色产业亿元

村，获中国最美十大乡村等荣誉称号；

✓ 建成山东宁阳大枣产业研究院，开展宁阳大枣黑化关键技术攻关与产品研发；

✓ 与肥城市沣滢农业专业种植合作社合作开发彩麦系列产品。

企业合作



二



◼ 团队现有海外讲座教授1人，教授 2 人、副教授6人、讲师2人。其中，山东省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1人、山东省薯类岗位体系专家1人，在读硕博士40 多人。曾获山东省技术发

明一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科技奖励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

➢果蔬绿色保鲜剂、催熟剂的创制与应用

➢果蔬安全防腐剂的开发与应用

➢鲜切果蔬加工与保鲜技术

团队简介

石晶盈教授王庆国教授 彭勇副教授

黄明明宋遵阳副教授

李清清副教授刘佩副教授

董田田副教授 刘腾飞副教授 张耸



可转化专利：一株高产AVG的链霉菌及其应用（ZL202210661098.X）

D

成果一：果蔬绿色保鲜剂

液体
AVG

（1）1-MCP保鲜剂及保鲜技术 （2）乙烯催熟技术 （3）微生物源AVG研发

AVG产量1 g/L，果蔬采前使用能减少落果、推迟成熟期，有效抑制辣椒、茄子、桃等的衰老、冷害

可转化技术成果



成果二：鲜切马铃薯、生姜、山药、叶菜保鲜技术

对
照

处
理

可转化技术成果



成果三：安全防腐剂和脱氢替代技术

（1）SO2保鲜片/纸的新配方、新工艺

保鲜片处理后巨峰葡萄贮藏100 d的效果

（3）广谱抑菌剂咯菌腈、吡咯嘧菌酯的新剂型开发（产品已登记）

（2）食品生物源防腐保鲜剂（替代脱氢乙酸钠）

薯粉、面包、馅料等食品的脱氢替代生物源产品

对照组 菌粉保鲜组

可转化技术成果



三



➢ 粮谷类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 全降解食品包装材料开发与应用

主要研究方向：

团队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5人、讲师3人。其中，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1人。

➢ 油料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 功能性粮油食品开发与评价



➢ 小麦糊粉层的提取及功能性产品开发

➢ 功能性全降解食品包装材料的生产与应用

➢ 高温花生粕高值化利用技术 

➢ 植物油体提取与植物蛋白肉生产技术

成
果
展
示

可转化技术成果

✓ 泰安市泰山粮食食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小麦糊粉层的开发与应用

✓ 山东富世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小麦胚芽的深加工与利用

✓ 诺唯美食品有限公司——植物蛋白肉产品开发

与泰安企业合作情况：



四



◼ 团队现有海外讲座教授1人，教授 5 人，副教授3人，讲师3人，实验师1

人，其中希腊农业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1人、山东省产业体系牛肉加工岗位专家1人、山东省产业技术体系猪

肉加工岗位专家1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1人，山东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1人。

主要研究方向：

➢生鲜肉品质调控技术

➢肉类包装及保鲜技术

➢肉制品加工与新产品开发

➢肉类微生物安全与控制

团队简介



◆ 肉牛日粮精准饲喂抗氧化技术

◆ 电刺激改善嫩度技术

◆ 新型超快速冷却技术

◆ 逐步冷却改善牛肉品质技术

◆ 低值部位肉品质改善技术

➢ 肉品微生物控制技术 ➢ 肉品包装及保鲜技术 ➢ 肉品加工技术

◆ 生鲜鸡肉新型绿色减菌技术

◆ 低能电子束减菌技术

◆ 胴体喷淋减菌技术

◆ 高浓度CO2气调转换包装及其

配套贮藏

◆ 高浓度CO2降氧气调包装技术

◆ 冰温保鲜技术

◆ 速冻-亚冻结贮藏技术

◆ 肉制品保水技术

◆ 烤鸭包装技术

◆ 烤鸭复热技术

◆ 卤鸡腿涂层保鲜技术

 

图 18 熟制牛肉立即切开后中心肉色 

Fig.18 The cooked center color of beef after cut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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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化技术成果

➢ 生鲜肉品质及调控技术



与泰安企业开展合作情况：

✓ 泰安悦美客食品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宁阳四八宴”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技术

✓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新型动物饲料与肉品质提升

✓ 食安公社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展牛肉制品预制菜的生产加工

✓ 山东食尚食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肉制品保鲜研究

✓ 泰安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开发猪肉及副产物预制菜

企业合作



五



团队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5人、讲师2人。其中国家级品酒师、评酒师4人。

主要研究方向：

➢ 传统酿造产品加工技术改造升级

➢ 发酵食品研究及产品创新

➢ 食品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应用

团队简介

陈  伟 教授 朱传合 教授

郭萌萌 副教授张锦丽 副教授 徐康 副教授 孟换美 副教授 李杰 讲师金玉红 副教授 韩迎迎 讲师



➢在啤酒、果酒、白酒、果醋等传统酿造食品、益生发酵果蔬汁、发酵植物蛋白乳等新型发酵食

品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知识产权，具备转化能力。

➢在果蔬脆片、冻干果蔬再造食品、果蔬粉、微生物菌种选育、现代发酵食品、发酵食品添加方

面，具备科研转化能力。

成果展示：

可转化技术成果



与泰安企业合作情况：

✓团队与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成功开发了系列泰安原浆啤酒。

✓与泰安弘海食品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开发即食速冻菠菜、即食速冻绿菜花、绿菜花茎腌制菜、菠

菜粉、菜花粉、菠菜冷冻再造即食食品、菜花冷冻即食食品等产品7个。

✓与山东康顿农业有限公司围绕肥桃加工及综合利用开展联合攻关研究，开发系列桃加工产品。

企业合作



六



团队现有海外讲座教授2人、教授4人、副教授9人，讲师5人，其中包括国际食品科

学院院士、 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山东省科协托举人才、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等。

主要研究方向：

⚫植物源功能因子的筛选与鉴定

⚫营养与功能成分高效利用技术

⚫个性化精准营养功能食品研发

团队简介

窦庆平
美国韦恩大学

黄庆荣 教授 

美国罗格斯大学

陈义伦 教授 李大鹏 教授

 

孙东晓 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

院院士

李锋 教授

海外讲座教授

团队带头人

杨悦 副教授 张小燕副教授 张晨 副教授 谭欣同副教授 邹辉 副教授

李冠楠 讲师乔一腾 讲师陈衍男副教授 关惠 讲师刘玉茜 副教授 张永淋 讲师

江杨副教授

刘慧 讲师

刘帆副教授
团队成员



团队近五年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主编教材2部，参编教材7部，获得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奖特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励10余项。科研成果已在泰安、济宁、潍坊等企业产业化，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研发了具有抗氧化、改善糖酯代谢紊乱、改善视疲劳等健康功能的系列酱类、果蔬脆片类

产品；开发了低钠中空盐、低吸油酥脆油炸面糊等产品。

团队主要成果



➢ 可开展精准营养与功能食品方面的技术转化

➢ 活性成分提取技术

➢ 口服靶向递送技术

➢ 功能食品加工技术（针对糖脂代谢紊乱、免疫调节、认知改善、肠道健康等）

与泰安企业合作情况：

➢ 与泰安悦美客食品有限公司开展预制菜裹粉配方研究

➢ 与山东泰乐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超高压果汁加工技术研究

➢ 与泰山免疫力经济产业研究院合作开展黄精产品研究

可转化技术成果



七



主要研究方向：

➢ 高效吸附剂的制备及新型样品前处理技术研发

➢ 农产品及食品中有害物的高灵敏快速检测技术研发

➢ 预制菜品质提升及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

团队简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山东省食品学会常务理事、

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徐志祥 教授博导

团队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6人，讲师1人。



◆ 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柱

富集倍数达到100-1042，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高选择性，简化样品前处理步骤；可以重复使用10

次以上，显著降低检测成本；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高活性纳米酶

有机磷水解酶 ZrO2@ZIF-90；过氧化物酶 ZrCoOOH、CuO@Au、Au@Pt等；漆酶  MI-Cu-GMP。

可转化技术成果



◆ 农药多残留快速检测技术

制备分子印迹聚合物作为样品前处理吸附剂、电化学识别元件和免疫仿生抗体，创建了15 种

新型实时、快速分析检测方法，较好地满足了农产品中痕量有机磷农药多残留检测的实际需要，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成果授权国家发明专利8项，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山东安

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泰安市多家企业推广应用。

可转化技术成果



欢迎垂询，合作共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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