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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洪蕾

土豆做成的馒头
白白胖胖很筋道

记者在山东省农科院农
产品研究所品尝到了这种“马
铃薯馒头”。刚出锅冒着热气，
白白胖胖，摸起来软软的很有
弹性，使劲捏一下，马上弹回
来了。一口咬下去，很筋道，尝
起来跟家里新蒸出锅的面粉
馒头差不多。

刘丽娜介绍，这款马铃薯
馒头是针对糖尿病肾病病人
专门研发的，让他们可以吃到
主食。“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一
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肾病患
者可以吃一些低蛋白的食物，
但是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
会并发肾病，市面上却没有两
者兼顾的食物。”

2013年，她和团队发现淀
粉中蛋白含量极低，而所有淀
粉里，马铃薯淀粉的升糖指数
最低，于是开始研究如何把土
豆做成主食。

确定了马铃薯淀粉之后，
还要选择合适的马铃薯品种
作为制作淀粉的原料，为此，
农产品研究所收集了我国主
栽的所有制粉用马铃薯品种
做检测，并对其营养品质进行
评价。

省农科院农产品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宗爱珍介绍，这个
过程非常繁琐，直到2014年才
选出合适的品种“庄薯3号”，
并以此为原料制备马铃薯淀
粉。

“马铃薯淀粉本身的性能
指数，虽然能满足糖尿病患者
对升糖指数的要求，但不能达
到最佳状态，所以我们对马铃
薯淀粉进行了改性，让它能满
足糖尿病患者的营养需求。”
宗爱珍表示，“改性完成后，以
马铃薯为原料，再添加其他一
些改善感官品质的原料，做成
全粉马铃薯馒头。”

一个馒头成本近3元
专卖糖尿病肾病患者

淀粉有了，但想做成馒
头，还需要很多工作。“既要通
过技术降低淀粉升糖指数，又
要使用高效醒发技术、持气技
术和增筋技术等主食加工关
键技术，开发出可用于制作馒
头、面条等主食的马铃薯主食
粉。”刘丽娜说，农科院开发出
的马铃薯主食粉中，马铃薯淀
粉含量≥30%；蛋白含量降至
3%，升糖指数值约为68，属于
中等指数血糖产品，比普通小
麦粉下降了近15%，能够完全
满足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营养
需求。

但与小麦淀粉相比，马
铃薯主食粉不含面筋蛋白，
就像混凝土中缺少钢筋，加
工成馒头时存在成型难、易
断条等问题。“这种馒头趴着
跟饼似的，一捏就变成一团，
没有弹性。”刘丽娜说，农产
品研究所一次次实验，建立
了配套的制备、干燥和储藏
工艺，才制成了符合北方人
口味的馒头。制作出来的馒
头，跟普通馒头比起来，在咀
嚼度、外观等方面几乎没有
区别。

马铃薯馒头做出来后，农
产品研究所做了动物实验，证
实了摄入安全性，还与山大二
院联合开展了临床评价，结果
表明，该产品适合糖尿病肾病
患者食用。

“我们做试吃时，一位阿
姨说她都十几年没吃过馒头
了，吃了这个馒头特别满足。”
宗爱珍说，一个马铃薯馒头的
成本在两块五到三块钱，对于
长期吃不到主食的糖尿病肾
病患者来说，价格还可以接
受，而且以后也不用为吃不到
主食而苦恼。

“鲜薯馒头”成本低
有望成为大众主食

刘丽娜介绍，农产品研
究所还研发了糖尿病患者专
用高粱馒头制备技术、糖尿
病肾病患者专用高粱面条制
备技术和糖尿病患者山药馒
头制备技术，不仅马铃薯能
做馒头，高粱、山药都能做。

农产品研究所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团队负责人、副
研究员徐同成介绍，马铃薯馒
头研究出来后，已经以350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甘肃一家公

司，由这家公司负责生产和推
广。

“我们有个评价技术，就
是蒸出来的馒头糖尿病肾病
患者食用后，是不是能够达到
我们预期的成果。我们不是单
纯转让一个粉，是一整套的技
术，有十几个专利，配套好几
种产品。”据他所知，现在这家
公司正在铺设销售渠道，准备
先在上海开设专门的店面，用
来销售马铃薯主食产品，不仅
仅有马铃薯馒头，还有面条、
饼干等产品。

除了马铃薯淀粉馒头之
外，农产品研究所还研究了以
鲜马铃薯为原料的“鲜薯馒
头”。这种馒头加工成本相对
要低许多，口感和价格上更适
应老百姓的主食习惯和购买
能力。不过该项目目前还未实
现转化，其车间、生产线和人
力等投资概算为200万元，若
年生产能力为500吨，新增产
值约400万元。

记者观察发现，鲜薯为原
料做出的马铃薯馒头，形状完
整、表面光滑无褶皱，弹性较
柔软，回复性较好。掰开一看，
气孔细密均匀，无大孔洞，有
丝样光泽，滋味可口，具有馒
头香味及马铃薯特有风味，香
气和谐，无不良气味。

据了解，2015年初，农业
部发布消息，预计2020年50%
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粮消
费，以后土豆将成为我国继水
稻、小麦、玉米之外的第四大
主粮。

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研
究出了马铃薯馒头，但大都
属于“马铃薯全粉”制品。这
种马铃薯馒头制作工艺不稳
定，比如一旦添加量过多，做
出来的馒头会出现成型难、
硬度大的问题。另外，马铃薯
全粉成本较高，每吨售价比
普通的小麦粉要高3倍，添加
马铃薯全粉后，馒头的价格
也远高于普通馒头，大众消
费较难接受。

不过除了馒头、面条等
产品，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土
豆饺子、土豆饼、土豆凉皮、
土豆蒸包、土豆油条、土豆麻
花、土豆煎饼等产品。这些产
品的成功表明，“小土豆”不
小，正在成为“大产业”，也逐
步成为居民健康消费的产品
之一。

土土豆豆做做的的馒馒头头，，你你想想吃吃一一个个吗吗？？
马铃薯馒头来了，低糖低蛋白口感不输白面馍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张泰来）“双十一”，济南市

快递三轮车合法上路又迈出了
一步。当日，中国邮政快递公司
订购的10辆能挂牌电动车到货，
顺利挂牌投入使用。这10辆电动
三轮车也成为济南市首批取得
机动车号牌的电动快递三轮车。

在天桥区联四路北头一个
邮政营业点，5辆崭新的电动三
轮车全都挂上了黄色的机动车
号牌。中国邮政济南分公司北园
投递部见习主任李林介绍，这是
他们投递点订购的首批能够挂
牌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传统的快

递企业，邮政很重视合法经营。
今年以来，针对快递员无

证驾驶，无牌三轮车超长、超
载、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济南交警加大了对非法三四
轮机动车的查处力度，邮政公
司内部也做出回应，要求工作
人员合法上路，上路运送快递
的车辆必须有牌，驾驶人必须
有证，目前邮政公司正在朝着
这个方向努力。

今年4月19日，济南在全
省率先开启了为符合条件的
电动三轮车挂牌业务。但直到
11月11日，从事快递业的电动

三轮车才首次取得合法牌照。
据卖出首辆能挂牌电动三轮
车的销售人员宗明战介绍，目
前，已有近20个品牌四五十个
型号的电动三轮车进入了工
信部产品目录，取得合法挂牌
的资格。

据了解，济南交警已经与
快递行业协会达成协议，设定
了过渡期，要求所有运输快递
的三四轮车，在过渡期内逐渐
向能够挂牌的合法车辆过渡，
慢慢将现存不能挂牌车辆淘
汰，最终保证所有快递车都挂
牌，所有快递员都持证。

快快递递电电动动三三轮轮车车挂挂上上了了机机动动车车号号牌牌
济南已率先实行，将逐步淘汰无挂牌资格车辆

切开的土豆馒

头，气孔细密，和小麦粉

制作的白面馒头差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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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用土豆

为原料蒸出来的大白馒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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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知了

别拿土豆不当干粮

近日，山东省农科院研发出了“马铃薯馒头”，升糖慢蛋白低，
口感不输白面馒头。“最初攻关的马铃薯馒头，是为了解决糖尿病
肾病患者没法吃馒头的问题，后来我们又研发出用新鲜马铃薯为
原料制作的‘鲜薯馒头’，更适合大众消费，有望成为日常主食之
一。”山东省农科院农产品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丽娜信心满
满地说。

济南快递行业首批能挂牌电动三轮车在11月11日挂牌。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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