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BIM技术助力
为“四叶草”
打造钢铁脊梁

! ! ! !吃得饱，更要吃得好！现代生活越来
越注重健康之道，每天一日三餐外，各种
慢病药，保健胶囊、维生素片、营养补品多
管齐下。有没有一种神奇的饭菜，自带保
健功能，吃饱的同时，就能保健进补，更能
治病强身呢？上海市农科院培育的农业大
健康学科平台，用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普通
农产品赋能，寻求化平凡为神奇的农业创
新之道：吃饭能降血糖，啃玉米补叶酸，吃
油菜防中风，不再只是一个科幻梦。

吃饭降糖可以两不误
稻米为人类最重要的碳水化合物和首

要能量来源之一，我国 !"#以上的人口以
稻米为主食。但日益高企的糖尿病发病率，
让近 $"#的人进退两难：吃饭吧，米饭淀粉
在热量转化中形成的糖分，是糖尿病患者
的“雷区”；不吃饭吧，人体内长期摄入碳水
化合物不足，会导致胰岛素作用下降。
幸运的是，科学家在富含淀粉的稻米

中还发现了一种抗性淀粉。抗性淀粉较其
他淀粉难降解，在体内消化缓慢，较慢进
入血液。它被食用后不致使血糖升高过
快，却能维持饱腹感，特别适宜糖尿病患
者食用。只可惜，普通稻米中抗性淀粉的
含量很低，作用可忽略不计。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育种研
究所特种稻课题组，在抗性淀粉上做足文
章。研究人员潜心研究数十多年，利用化
学诱变和小孢子培养技术，并结合常规育
种技术，培育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抗
性淀粉粳稻新品种。目前，这种适合长三
角种植的降糖水稻已经商品化，“优糖”米
系列成为国内首个籽粒内抗性淀粉高
于普通大米数十倍以上的功能性粳

稻新品种，申请了国家发明
专利。
试验证实“优糖”米具有

改善餐后血糖的稳定的作用。高抗性淀粉
饮食者与低抗性淀粉饮食者相比，具有较
少的胰岛素反应，这对糖尿病患者控制餐
后血糖值有很大影响。尤其对于非胰岛素
依赖型病人，摄食优糖米，可延缓餐后血
糖上升，有效控制糖尿病病情，大大缓解
了糖尿病人吃饭难、吃不饱饭的难题。

啃玉米等于补维生素
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已成为全球人类

健康面临的极大挑战%最直接的影响是导
致营养失调。现代医学发现，&"#的慢性
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
症、亚健康等等都与人体营养元素摄取的
不均衡有关。鲜食甜、糯玉米富含游离氨
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可降低心脑血管发病
率，还可改善人们的体质。

我国鲜食甜、糯玉米品种食味品质改
良与应用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氨基酸、!'胡
萝卜素、维生素 (和叶酸等营养、健康功能
元素的研究还未受到关注。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鲜食玉米需求量不断增加，让
啃玉米等于服维生素片，成为鲜食玉米遗
传育种和产业发展瞄准的方向之一。目前，
上海已经将优质玉米种质创新列为基础研
究重点项目之一，开展优质蛋白糯玉米生
物学基础和品种分子创制研究。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郑洪建研究员告诉
记者，针对当前鲜食玉米营养、健康功能品
质研究的不足，研究人员正在利用现代生
化分析和基因组学的先进技术，进行营养、
健康功能鲜食玉米的种质创新和分子改
良，将基因鉴定、优异等位基因挖掘、育种
价值评价和优质新材料创制紧密结合，为
当前鲜食品质育种提供有效资源，为持续
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饭若吃好 药能少吃
食药本同源，饭若吃好，药能少吃。按

照国家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总体方针和上
海建设都市现代化农业的具体要求，上海
农科院于 )"$!年开始搭建起大健康学科
平台。平台重点聚焦农业大健康资源、农
产品营养和功能、健康功能食品研发等关
键研究方向，开展农业健康资源保藏和鉴
定、营养和功能成分筛选、新品种培育、功

能成分提取、制备及产品加工技术等方面
的深入研究。

除降糖水稻、叶酸玉米外，一系列功
能性农作物例如大麦、油菜、食用菌等也
正在农科院健康大平台上生根发芽。市农
科院院长蔡友铭指出，作为上海都市农业
科技的引领者与生力军，市农科院以科技
创新为中心，以绿色技术驱动力，通过积
极推进农业大健康学科发展，努力培育健
康农业新兴技术和应用，让农产品不仅果
腹，更提升一日三餐的健康内涵。
目前，农业健康大平台建立了种质资

源信息库，收集和保藏世界范围内的药用
菌、功能作物和蔬菜等资源。特别是有预
防和调节“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
血脂功能的资源，灵芝、桑黄、虫草、猴头
菇等药用菌资源，以及各种功能作物资源
和蔬菜资源，如芹菜、南瓜、冬瓜等。
在此基础上，各农作物项目组联合攻

关，开展特色资源的评价和创新利用以及
新品种选育，发掘出一批营养高效、品质
优异的新材料、新基因。初步建立优异种
质资源材料和新品种的繁育技术体系，培
育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作物、保健蔬菜、
药用菌新品种。形成具有针对前列腺、糖
尿病和免疫低下等人群的健康功能食品
研究，如降糖大米、食用菌保健产品等系
列健康产品的开发。
接下来，科研人员将逐步完成农业健

康种质资源功能因子库的建立，对具有保
健功能的各类活性成分如黄酮、生物碱、
有机酸、多酚、多糖等的化学成分和结构
进行研究，建立完善功能因子信息库，为
进一步的功能性产品开发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从空中鸟瞰，国家会展中心犹如绽放
的四叶草，四个展馆犹如四个叶片汇聚于
中央广场。场馆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钢结构工程公
司参与二标段钢结构施工。历经 *+"个日
夜，这一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建筑的“钢铁
脊梁”终于挺立在上海虹桥交通枢纽西
侧，成为上海市的又一地标性建筑。

国家会展中心的“钢铁脊梁”背后有
着不少科技的元素。中建八局钢结构工程
公司力求创新和突破，在项目体量大、工
期紧的情况下，利用建筑信息化模型
（,-.）技术解决了不少建设中的难题。

,-.技术将工程各个不同阶段的信
息、行为和资源集成在一个模型中，通过
三维数字技术整合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
信息，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相互协调、
内部一致的信息模型，从而降低了工程生
产成本，保障工程按时按质完成。通过全
专业 ,-.模型合模，八局钢构人在结构
施工前发现多处碰撞点：/)区钢结构楼
梯与主结构梁翼缘碰撞、($区管桁架与
支座之间的碰撞……通过技术论证，分别

提出了减小楼梯宽度、对于发生碰撞的部
位去除弧形托板的解决办法，大大加快了
工程进度。

此外，根据 ,-.模型形成的数据库，
可准确快速地统计工程用钢量，同时输出
构件材质规格、数量、单重、总重及表面积
等信息，从而方便制定采购计划和劳务用
工计划，增强建造成本的计划性和可控
性，将造价估算控制在 0#精确度范围
内，造价估算耗费的时间缩短 1"#。而通

过三维激光扫描测量的方法，能大面积高
分辨率地快速获取被测对象的三维坐标
数据，进而快速、大量地采集空间点位信
息，为建立物体的三维模型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技术手段。
据悉，八局钢构人还创新使用了跨地

铁线区域 $)+米跨平面桁架安装技术、便
卸式三角管桁架拼装胎架技术等。该项目
荣获 )项“金钢奖”，$项“金钢奖特等
奖”，$项“中国钢结构金奖”，$项“鲁班
奖”，被评为“全国优秀焊接工程”。

通讯员 高晓飞 何磊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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