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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动态

“丹东板栗高值化系列新产品及产业化开发”项目通过省级新产品投产鉴定

发布时间：2006-12-11

受辽宁省经济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于2006年12月10日，

在丹东市组织专家对SYNTTC组织协调丹东科健食品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完成的“丹东板栗高值化系列新产品及产业

化”项目进行了新产品投产鉴定。 

鉴定委员会专家听取了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审查了产品检测报告、查

新报告、企业标准、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报告等材料，所提供的鉴定技术资料

完整，数据可靠,形成鉴定意见如下： 

    1、该项目选用亚成熟期的青板栗，加工成板栗营养饮料；利用板栗青

刺锅加工成绿色植物餐饮器物；采用冻干技术将板栗分离后的果渣加工成冻

干超细粉。 

    2、采用酶技术，分离出蛋白质等游离有机物质；抑制板栗刺锅氧化酶

的活性，使绿色刺锅在常温、冷冻环境下保鲜、保色；抑制青板栗果过氧化

酶活性。利用冻干技术，将分离后的板栗果渣制成板栗超细粉。 

    3、研究设计了板栗汁生产技术工艺、板栗刺锅为餐饮器物生产技术工

艺和用提浆后的板栗果渣生产板栗冻干超微粉生产技术工艺，并实现了小批

量生产。 

鉴定委员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项目选题准确，为板栗系列产品精深加

工搭建了一个新的技术平台，拓宽了板栗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开创了板

栗系列产品开发的新空间。生产单位及合作单位技术力量雄厚、具备自主开

发能力。技术资料完备，生产工艺可靠。获得生产食品的相关资质认证，质

量管理体系健全，生产设备、检验设备能够满足生产上述产品的要求。技术

成熟，工艺先进，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可以批量生产。 

本项目的系列产品开创了丹东板栗精深加工的新途径，并为板栗加工行

业积累技术铺垫的示范作用。目前板栗市场的深加工尚未出现多样化的趋

势，主要的品种基本以罐头、即食、糖炒栗子、板栗粉为主，利用青板栗加

工系列产品属创新技术，延伸了板栗加工时间，并为板栗提浆提供新鲜原

料。标志性产品丹东栗汁的面市代表着丹东特产和旅游产品的出现，有很大

的市场商机；青板栗刺锅经生物加工为原生态餐饮器皿对日本出口，体现国

内板栗资源加工率的提升；板栗冻干超细粉的出现将带动丹东板栗休闲食



品、膨化食品的新产品加工行业发展。三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 

项目投入第一年可产板栗汁6000吨，实现销售收入5000万元，项目实

现规模年可产板栗汁14400吨，年均实现销售收入13200万元。上税税率

1000万元，实现利润2000万元。附加值板栗刺锅年产10000万对，可创汇

500万美金，冻干板栗超细粉1000吨，创收20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板栗深加工项目一直是困扰丹东林果产品，特别是板栗发展的难题，丹

东板栗高值化系列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的实现，突破了这个长期困扰的“瓶

颈”，并及时解决了丹东主要地产“金华”板栗面临砍树换头、更新品种的

重大问题，也为丹东板栗精深加工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该项目实现产业化

规模后，可直接和间接安排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近万人，带动林业户

5000户以上，种植规模确保150万亩，并有所增加，从而使板栗深加工的系

列产品成为东北乃至国内行业产业化的新亮点，将为丹东板栗事业和地方经

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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