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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公示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奖 种 国家科技进步奖

项目名称 叶黄素酯高效提取及其高值化衍生产品制备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完成单位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

厂、北京工商大学、江南大学、青岛大学、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莎车有

限公司

完成人
卢庆国、许新德、王成涛、张慧、邵斌、夏书芹、安晓东、崔平永、周迪、徐

建中

提名单位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提名单位

意见

叶黄素产业是全球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对预防和治疗老年性黄

斑退化综合症（AMD）、电子产品蓝光对视网膜损伤，促进婴幼儿眼底

黄斑形成具有明显功效。项目面对我国叶黄素产业加工技术落后、高

端产品国外垄断的局面，历经十余年研究，开发了叶黄素酯连续高效

提取关键技术及自动化装备集成，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叶黄素酯提取

生产线；开发了高纯度叶黄素酯及其衍生产品制备关键技术及装备集

成，创新成果打破国外企业市场垄断；开发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微囊化

制剂制备关键技术及装备集成，创制多种健康产品应用剂型，满足不

同人群健康需求。

项目主持制修订国际标准 4项，国家标准 1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30 项，其中美国 7项，欧洲 4项，发表论文 30 篇，国际领先水平鉴

定成果 4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4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2项。

成果已在 20 多家企业推广应用，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37.93 亿元，新

增利润 8.51 亿元，带动我国叶黄素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 80%以

上，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的根本性转变。项目转

化应用在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发展万寿菊基地 50 万亩，让 5万

个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家庭 20 万人年创收 7.5 亿元，实现脱贫致

富，对落实边疆精准扶贫具有重大意义。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全文，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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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叶黄素酯及其衍生产品（统称“叶黄素”）是天然着色剂、营养强化剂，对预

防和治疗老年性黄斑退化综合症（AMD）、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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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观评价

1、主持制修订国际标准 4 项，国家标准 1项
（1）叶黄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6405-2011）
（2）叶黄素美国食品化学品法典（FCC）标准

（3）叶黄素美国药典（USP）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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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技术成果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转化应用：依托项目技术、装备成果，在国

内外等 20多家企业推广应用，其中晨光生物科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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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0件）

知识

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

称

国家

授权号
授权日

期

证书编

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

利有效

状态

（地

区）

发明

专利

Process for

preparing

xanthophyll

crystal

美国
US8921

615B2

2014.1

2.30

892161

5B2

晨光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卢庆国、

连运河、

苏学辉 、

安晓东、

程远欣、

齐立军

有效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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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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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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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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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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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卢庆国 排 名 1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经理

完成单位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负责人，主持并全程参与了项目创新工作，主导完成创新点二中叶黄素酯提取工艺开发、

有害物质去除工艺开发，及相关产业化工作；指导创新点二中叶黄素晶体工艺开发，主持完成

产业化工作；指导创新点三中叶黄素微囊工艺开发，叶黄素软胶囊研制等相关工作。

姓 名 许新德 排 名 2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行政职务 无

完成单位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技术负责人之一，主持叶黄素高值化技术及产业化应用、开发出创新络合催化异构化生产

高值玉米黄素技术、液相超微乳化双层包埋技术平台以及多种叶黄素吸收增强型功能性制剂。

主持 4项国际标准和 1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产品专利网构建，发表多篇 SCI/EI 论文。对项目创

新点 2、3 相关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姓 名 王成涛 排 名 3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 行政职务 副院长

完成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技术负责人之一，参与完成天然叶黄素发酵、叶黄素规模化提取生产，叶黄素稳态化包埋

技术研究等工作，对创新点 1、创新点 3相关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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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慧 排 名 4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青岛大学 行政职务 无

完成单位 青岛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完成了天然叶黄素的提取、分离、结晶、微囊化等研究工作。对创新点 1、创新点 2、创新

点 3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 名 邵斌 排 名 5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行政职务 厂长

完成单位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叶黄素酯高值化技术及产业化应用，指导创新络合催化异构化生产

高值玉米黄素生产，建立液相超微乳化双层包埋技术平台生产线，指导叶黄素吸收增强型功能

性制剂的创制及应用。对项目创新点 2、3 相关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姓 名 夏书芹 排 名 6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江南大学 行政职务 无

完成单位 江南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开展叶黄素的微纳米胶囊化研究与产品开发，对创新点三

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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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建中 排 名 10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完成单位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开展叶黄素微囊生产工艺开发及产业化转化等工作。对项目创新点三作出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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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提取物供应商，在项目开发

及推广应用过程中，主导并参与完成了项目创新点 1、2、3 的相关工作，开发了叶黄

素酯连续高效提取关键技术及自动化装备集成，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叶黄素酯提取生

产线；创新叶黄素酯连续反应结晶生产叶黄素晶体工艺，设计塔式连续皂化设备，各

项指标明显优于国内外先进水平，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市场垄断；参与叶黄素和玉米黄

素微囊化制剂制备关键技术及装备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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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浙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排 名 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浙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对项目创新点 2、3相关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主要完成了天 ̾ 项制 应用 ， ̾

相 ， 制 用，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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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北京工商大



15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莎车有限公司

排 名 6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莎车有限公司为项目创新技术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对项目创新

点 1相关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完成叶黄素酯连续化、规模化生产技术开发及

示范应用，建成日加工万寿菊花 2600吨的连续化、自动化提 提万广

广万寿万万动1，，2662ӌ提626万广



16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含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项目完成单位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北京工商大学、江南大学、青岛大学、晨光生物莎车科技集团莎车有限

公司在叶黄素酯高效提取及其高值化衍生产品制备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开发过程

中有着多年的合作，共同承担或参与了本项目的部分工作。项目主要完成人均对本

项研究内容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完成人共同承担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得

了多项专利，制修订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