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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科技部印发的《“十
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中
指出，“生物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
的创新技术集群之一，具有突破
性、颠覆性和引领性等显著特
点”，提出要“力争在微生物组学
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由
此可见，微生物科技所涉及应用
的领域广泛，其也正深度应用到
医药、农业、能源、工业、环保等全
行业产业领域，是破解人类健康、
环境生态、资源瓶颈、粮食保障等
重大问题的重要路径，深度符合
国家科技竞争力，扶贫攻坚，乡村
振兴战略，民营企业大发展、大健
康等国家战略，更符合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
念，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对传统
产业都将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可
催生多个百亿千亿元级产业，已
逐渐成为各国科技竞争的“高
地”。

无独有偶，2019年5月，为了
更好地推动微生物科技转化利
用、加快建设中国微生物科技产
业的生态体系，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举办
了“微生物经济时代从这里出发”
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微生物科
技产业博士百人团论坛”，主要就
是以“微生物樊氏法”系列科研及
其成果产业化为核心，致力于打
造当代中国微生物科技重大课题
研究及其成果产业化服务平台。
近日，广西贵港市又举行的重点
产业项目开工竣工仪式中，作为
市重点产业项目之一的广西贵港
华堂天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微
生物科技产业项目，经百日大会
战已全部竣工。其项目可年产能
力5000万瓶封侯岩葡萄酒、5000
万瓶传奇金液酒、20亿罐植物蛋
白功能营养饮料以及5000万瓶六
陈桂液酒。

一系列举措表明，广西贵港
已经形成了微生物产业多层级发
展体系，政府职能部门聚焦微生
物科技研究与产业发展，加大微
生物科技重大课题的研究及其成
果产业化服务，推动中国微生物
经济时代从广西、从贵港出发，走
出了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创新支
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子。

组建“智囊库”
优化产业布局
当前，随着基因编辑、合成

生物、生命组学、单细胞操作等
新兴技术的发展，长期制约微生
物系统研究的瓶颈正在被打破，
微生物技术得以长足发展。其
中，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和《“十三五”生物技术
创新专项规划》对微生物技术科
技创新任务及目标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

近年来，贵港市利用得天独
厚的环境资源，聚焦微生物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利用微生
物前沿技术，加强微生物资源的
保护和开发，全力推动微生物科
技创新创业发展，成功举办了中
国青年微生物科技创新创业论
坛，青年科技创业大赛，推动了贵
港市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
在微生物科技创新应用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其
中，广西贵港华堂天诺微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在23年的微生物生态
系统钻研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

“微生物樊氏法”，其前瞻性的创
新科研成果及其产业化应用前景
广阔。

2019年，贵港市举办了中国
微生物科技产业博士百人团论
坛，组建“微生物科技产业博士
百人团”，其初衷就是借助博士
及专家智慧为微生物科技产业
出谋划策，为优化贵港市微生物
产业布局、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
用推广。

据了解，中国微生物科技产
业博士百人团由广西贵港华堂天
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起召
集，以“微生物樊氏法”（自然微生
物生态发酵系统法）系列科研及
其成果产业化为核心，通过博士
百人团的运营，推动及承接国家
微生物科技产业蓝皮书规划和筹
备工作，每年与有关部委及国家
科研机构联合举办一届中国微生
物科技大会；不断通过推动科研
成果转化落地、知识产权保护，生
产型项目落地等举措来实现微生
物科技产业集群建成的愿景。一
年多以来，博士百人团共有近206
位院士、博士报名参加，并成立了
博士团秘书处，组建了院士、博士
专家委员会，现已选拔出第一批
国际国内享有盛誉的15个博士核
心团队（20余个课题小组）。

动能转换
助推“拳头”企业做强
当前，贵港正处在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加快发展的
关键时期。由于微生物科技所涉
及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其已广
泛渗透到医药、农业、能源、工业、
环保等领域，是破解人类健康、环
境生态、资源瓶颈、粮食保障等重
大问题的重要路径，已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

贵港市聚焦微生物系统重大
创新研究，开拓微生物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途径，通过不断吸引、
聚集大批微生物高科技人才，率
先在国内把贵港建成产、学、研、
销为一体的微生物新型经济中
心。

坐落在贵港市的东方传奇食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例活
生生的案例。

经过20年钻研，贵港东方传
奇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海麟在微生物发酵研究过程
中，应用微生物的运行规律和微
生物能量转换规律，创造了微生
物生态法、微生物营养阻断法、微
生物破壁抑制法、微生物破壁活
性提取法，被学界命名为“微生物
樊氏法”。

据了解，“微生物樊氏法”在

研究微生物生态运行规律的基础
上创立的一种微生物定向优选培
养方法，利用中草药与微生物辩
证关系所创立的四大创新理论系
统，这一理论也开启了微生物科
研新领域，其核心特点是自然混
合微生物发酵过程的可控性。“越
是在极端的环境下，微生物越需
要‘抱团取暖’，发挥各自的优势，
这也是微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适应
环境的自然选择。”樊海麟表示，

“微生物樊氏法”将中医药“君臣
佐使”的原则配伍，创造性地用于
微生物定向诱导培养上，利用中
草药本身的自然微生物作为定向
诱导微生物源，再利用体现“君臣
佐使”配伍的中草药培养液按照
天地运行一般规律定向诱导形成
微生物发酵生态菌群系统和高效
生态转化系统。在此生态高效转
化系统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系列
前所未有的变化和突破，使得微
生物发酵在一个高效活性的生态
系统下进行。

“微生物樊氏法”为种养生态
环境改造、有机肥和有机饲料生
产、粮食果蔬深加工、微生物医药
制造、微生物医疗等方面提供了
系统解决方案，涉及了上千种农
畜牧业有机肥和有机饲料、粮食
果蔬微生物活性产品、微生物活
性中药药品、微生物医疗产品等，
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不
可估量。

正因此，贵港市在创建一个
国家级的微生物科技产业城，加
强微生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微生物必将拓展产业新空间、
拓宽贵港经济新领域，引领贵港
经济新动能。

微生物发酵
赋能产品“传奇”色彩
酒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传承已久。有记载显示，早在
七千年前，仰韶文化诞生，糯米甜
酒也同时出现，被称为世界三大
古酒之一。现代科技检测发现，
糯米甜酒含有丰富的还原糖、氨
基酸、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对
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然而，传统方法酿造的糯米

甜酒品质并不稳定，常喝糯米甜
酒人群比例不高。据有关统计，
中国地区糯米甜酒相关产品的年
度销量仅有区区150万吨，与在中
国年销量3000万吨的啤酒及年产
量达11.2亿升的红酒相比，市场
占有率并不高，其并不被大众所
认可。

经过20年钻研，创始人樊海
麟历经千百次试验，在传承的基
础上，创造性地找到了中草药与
微生物的辩证关系，通过中药酒、
有机糯米、山泉水、工艺流程、温
度控制、时间控制、储藏环境等方
面的有机结合，生产出大众喜爱
的产品。解决了酒糟液态化、标
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技术。该技
术所生产的糯米微生物活性原浆
酒，入口甘香如蜜，口齿留香，入
喉意味绵长，而且营养元素达数
十种，突破了千年的技术难题。

在经过第一代、第二代以及
第三代的基础上，公司产品工艺
正向第四代迈进。第一代实现了
口感标准化、液态化、规模化生产
微生物活性酒品，酒存之越长，
品质越好，酒度越高；第二代实
现了“零酒精度酒，喝出酒感觉”
的效果目标，半小时至一小时酒
感消失，恢复原来状态的效果，
对身体起到调养的效果目标；第
三代实现了包括粮食果蔬、中草
药在内的所有植物类，利用微生
物樊氏法四法，将粮食果蔬、中
草药转化成为高端的活性营养
品或活性中成药药品，不但利用
微生物把植物中的有害成分分
解掉，而且营养价值或药效价值
提升2至28倍，可为社会提供安
全高品质高效的活性营养品和
活性中成药药品的全面解决方
案。而第四代是利用微生物樊
氏法四法，实现动物产品的深加
工问题。并且利用微生物营养
阻断法和微生物细胞破壁抑制
法，聚集顶尖微生物学家、医学
家，进行全面科研攻关。

微生物科技作为现代前沿科
技，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发展方
向。“微生物樊氏法”不仅赋予了
国酒的新力量，其产生的经济价
值也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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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
优化布局“微”产业，赋能企业“大”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