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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编号：CL1313HY 

项目名称 藻基微生物活性饲料发酵剂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上海海洋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

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

况 

正在申报专利及奖项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获得企业资助，正在申请国家资助 

是否具有以

下资料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上海海洋大学藻类实验室具备全套藻类细胞工程研究、藻类培养设施和藻类资源化利用研究条件，

为我国最早研究大型藻类绿潮藻生活史、生长发育、养殖繁殖及资源化利用的实验室，本实验室先后承

担过绿潮藻研究课题 10 多项，已在国内外发表与绿藻相关论文近 40 篇，申报专利 5 个。已承担了国家

海洋局绿潮灾害专项课题，2009 年负责并完成了全国沿海岸基绿潮藻分布预调查课题，沿海调查了 8

个省市、走访了沿海 42 个城市、205 个调查点，连续 2 年承担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绿潮灾害专项“江

苏沿岸绿潮藻监视与围隔实验”课题，比较全面掌握了我国大型绿潮藻资源发源、爆发、分布等信息。

基于我国丰富的天然绿潮藻资源和实验室在绿潮藻研究领域的优势，实验室成立了藻资源化利用课题

组，已经在藻生物乙醇化、藻细胞活性物提取、藻基微生物发酵饲料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

些成型的科研成果，如以藻类为原料生产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藻胆蛋白技术，该技术已经成熟转化；以绿

潮藻为原料研制的化妆品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预计能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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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 

 

藻类物质具有丰富的矿物质、蛋白质以及一些海洋特有的营养成分，是优质的饲料。 

我国绝大部分肉鸡是用饲料喂养的，优点是鸡长得快、产量高，缺点是肉质不如谷物喂养的鸡鲜美。

如何改善饲料喂养的鸡肉品质是养鸡业面临的技术难题。 

本科研成果以绿潮藻活性细胞抽提物为培养基成分，以多种肠道益生菌、免疫力增强菌为菌种联合

发酵，制备一种营养丰富全面、含活性益生菌和产生抗性活性物质菌种的新型活性饲料发酵剂，以该发

酵剂发酵鸡饲料 5-10 天，将有效分解饲料成分，提高饲料转化率，节约成本；能产生多种有益物质，

改善鸡的肠道环境，使鸡生长更快、毛发黑亮、鸡冠鲜红、肉质鲜美；富含多种天然活性物质，如藻类

活性细胞物、发酵产生的有机酸，可以增强鸡的体质；含有产生抗性肽的菌种，产生的肽可以提高鸡的

免疫力，减少疾病产生，减少药物使用，使养殖的鸡更加安全健康。 

该发酵剂含物质成分为： 

益生菌数（4种） 6×10
8
/ml；真菌数（2种）3×10

6
/ml；芽孢菌数 1.3×10

7
/ml

 

蛋白质 0.2g/ml, 碳水化合物 1.2g/ml；有机酸（总）0.6 g/ml；活性肽 0.1 g/ml 

氨基酸（总）0.6g/ml；磷 0.72 g/ml 钾 0.42 g/ml 钠 0.11 g/ml，钙 0.01 g/ml，硼 3.2 g/ml，

铜 1.8 g/ml，铁 1.2 g/ml，镁 56.4 g/ml，锰 0.8 g/ml，锌 0.9 g/ml；类植物激素 10.7mg/ml, 类细

胞分裂素 0.03mg/ml 

本项目是成熟技术，有检验报告。 

转让菌种、培养基配方、培养工艺、藻类提取技术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本成果首次利用天然藻类活性细胞成分为培养及成分，引进国外优质菌种，与我国现有菌种组合，

联合发酵产生的饲料发酵剂，特点是 1）具有海藻的活性物质；2）多种不同功能细菌的联合培养、协

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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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在我国人民的餐桌，鸡的地位仅次于猪肉，是我国人民传统的佳肴，同时也是世界食用人群最广泛

的家畜，地位高，产量大。以谷物为食的散养鸡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现在更多的是用饲料喂

养的养殖鸡，饲料喂养的鸡占了绝大比例。因此，改善饲料鸡品质的本产品将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

市场有不少微生态饲料添加剂，但这些饲料添加剂只有本产品的部分功能，具有明显的缺陷，相比之下，

本产品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年销售值、年利润； 

4.投资回收期限（年）。 

  

  1，该产品投资规模可大可小，根据养鸡场的规模而定。如果是供给小型养鸡场，本成果产业化最低

投资额大约为 100 万元人民币 

  2，本产品不会污染环境，对环境没有特别的需求，只要求干净的室内，厂房面积 100 平米即可，所

需要工人约为 10 以上 

  3，如果投资 100万元，预期投产后三年达到的年产值为 120万元，年利润约为 80万元。 

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要求以技术转让形式合作，转让资金为 4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