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世光，1977年 10月出生，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获安徽农业大学茶学
专业学士学位；2003年硕士毕业于“农业部茶叶生物技术与生物化学重点实验室”；2007年 3
月在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获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博士学位。2007年 4月进入安徽工程
大学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参加工作。目前主要从事发酵工程、酶工程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

【研究领域】

工业微生物菌种选育

生物催化与转化

茶的健康功能及作用机制

【主讲课程】

本科生：《生物制药专业导论》、《生物分离工程》、《生物制药设备》、《食品营养学》

和《技术经济分析》。

研究生：《生物制药技术与工程》、《Bioseparation Engineering》、《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调控》。

【科研项目】
[1] 科技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采用灵芝菌发酵和膜集成技术从茶粕中提取茶皂素

（12C26213403295）”，主持；
[2] 宣城产业技术研究院横向课题“茶产品加工生物转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B2018-03），主持；

[3]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茶产品生物加工关键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KJ2019A0143），主
持；

[4] 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子课题“绿茶加工装备标准化体系研究”（GXXT-2019-012），主持；
[5]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碎米制取功能性大米多肽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研究”（KJ2011B025），

主持；

【教研项目】
[1] “安徽工程大学-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基地”（2020sjjd013），省级质量工程；
[2] “生物分离工程”（2020SJJXSFK0265），省级教学示范课；
[3] “大健康产业背景下生物制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2020jyxm01），校级质量工程
[4] “现代生化分离技术”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2012xjy60)，校级质量工程。
[5] “Bioseparation Engineering”（2021），校级研究生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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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1] “一种益生菌石斛花的加工方法”（申请号：201811583032.3）；
[2] “茶籽多肽及其酶解制备方法、抗氧化活性测定方法”(申请号：202010639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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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茶机生产线配套设备选型系统 V1.0（2020SR1133323）；

【学生指导】
[1] 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获得三等奖（2021年）；
[2] 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大学生食品创新设计大赛获得三等奖（2021年）；
[3] 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大学生标本制作大赛获得三等奖（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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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低能离子注入的 γ-聚谷氨酸高产菌株选育研究(201510363087). 201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项目.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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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