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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项简介 

本项目以检验检测技术方法创新和标准提升为突破口，构建了包含种植环

境质量、甘蔗原料质量、生产过程质量、食糖产品质量等制糖全产业链质量提

升NQI体系，创新解决糖料蔗产业质量提升遇到的NQI关键技术瓶颈问题。 

具体创新点如下： 

关键技术 1：在国内首创开发出甘蔗蔗糖无损检测技术及装置，制定技术指

标严于现行国家标准的白砂糖理化及安全指标：国内首创开发出甘蔗蔗糖无损

检测技术及装置，较传统旋光法减少检测工作量 80％，缩短检测时间 90％。制

定的白砂糖技术指标引领企业提升糖品质量，可达到饮料行业用高品质糖质量

要求。项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发表论文 2篇，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关键技术 2：在国内首创开发利用阳极伏安溶出法现场快速测定甘蔗种植

环境中水质及土壤中重金属镉、铅、铜、砷含量的技术方法、装置和标准体系：

首创开发出的阳极伏安溶出法检测技术，设备价格投资低，检测速度比传统方

法提高 1倍以上，减少检测工作量 50%，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成本 60%。项目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制定广西地方标准 2项，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关键技术 3：在国内首创开发出可用于田间的有机磷农药乐果、特丁磷残留

降解技术：该技术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消除螟虫等虫害的侵害，从而降低

原料蔗中甘蔗糖分受虫害后的转化损失。建立了比现行国标检出限低 333 倍的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实现对乐果、特丁磷降解产物的痕量跟踪。发表学术论文 2

篇。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4.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关键技术 1 利于企业及时调整优化工艺参数，减少生产过程糖份损失，硫

磺、石灰等辅料只需 0.12%与蔗比就达到原来的工艺条件，节省了成本费用。新

增产饮料行业用白砂糖，吨糖售价提高约 100 元。以 2018年为例，单个企业应

用该技术可新增销售收入 392万元，节约成本近 40万元。 

关键技术 2 有效降低甘蔗种植环境监测单位的经济压力，技术标准的发布

实施大力提升监控环境重金属污染能力。以 2018年为例，单个企业应用该技术

可新增销售额 345万元，节约成本 145万元。 

关键技术 3 可有效延长甘蔗出糖期免受虫害危害三周及以上，保障原料蔗

中甘蔗糖分含量。有效提高出糖率，为企业增产增收。 

项目整体成果应用以来，在广西农垦糖业集团等数 10家糖厂及检测机构开

展应用，新增产值 5886.7 万元，增加税收 952 万元。将本项目研究成果推广到

广西 100 多家糖厂及检测机构应用，预计每年新增产值可达 5.9 亿多元，社会

经济效益显著。项目成果有效推动糖业生产逐步向自动化生产方面迈进，极大

提高监测效率、降低监测成本，推动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凸

显广西食糖产品高品质特色优势，能有力支撑糖业二次创业转型升级，对我国

糖业科技进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