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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侦探破案一样”

食品种类繁多、成分复杂。与人工合成药物成
分相对简单不同，天然食品中的很多复杂成分人类
目前尚不能完全解析，这就意味着食品安全检测比
其他很多领域的检测更为复杂、更有挑战性。

“我们食品安全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开发一系列检
测技术，在食品微观、复杂的环境里判别有没有安
全风险物质，它们是什么、有多少。”张峰介绍，食
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
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
危害。

最常见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是“靶向”检测，
“例如检测蔬菜的农药残留，监测的目标很明确，只
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操作即可；如果检测的目标
不明确，那么就要进行‘非靶向’筛查，最常用的
筛查技术是把尽可能多的已知有害物结构信息和质
谱信息建立一个数据库，检测相应的食品样品，然
后把得到的数据与数据库进行自动匹配，从而判断
出是什么有害物。”张峰说，靶向检测和非靶向筛查
的目标物都是已知的，需要先有个目标或数据库。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目前已经将超过
2000种化学性有害物纳入国家标准，与国际上的标
准差异不大。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
前人类发现或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约有 2.64 亿种，
并且每天还在增加，这些物质都可能污染食品甚至
被故意添加到食品中。海量的化学物质与有限的食
品安全标准之间的矛盾，是所有国家都面对的挑战。

不少人疑虑，国家标准外的未知化学物质有多
大可能出现在食品中？

“未知化学物出现在食品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
是由于环境污染，二是人为非法添加。”张峰表示，
这两种可能性都比较小，但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很
大危害，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事件，“因
此，我们要开发标准之外的、未知新型有害物的质谱
侦查技术，就像侦探破案一样，找出食品中的安全风
险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来的、怎样进行控制等。”

如何才能发现国家标准外的未知化学有害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峰率领团队潜心研究，

他们发现，这 2.64 亿种的化学物质虽然数量庞大，
但是结构类别是有限的，都是在主要的骨架上进行
修饰形成结构不同的物质。经过艰苦努力，张峰带
领团队研发出以“质谱裂解标志物”为核心的侦查
检测技术，实现了食品中未知有害物发掘技术从无
到有的突破。

“质谱侦查检测技术就是按照结构类别研究每一
类物质的质谱行为，阐明每一类物质的质谱裂解规
律并筛选出能够表征这类结构的标志性质谱碎片，
再以这些标志物为质谱扫描对象，就可以从实际样
品中发现这一类结构的所有物质，通过与标准品或
数据库匹配，就可以判断哪些是已知物，哪些是未
知物。”张峰介绍，通过这个方法能实现从逐一到逐

类的检测，按照结构先划分大类，再从大类往下去
寻找小类，逐渐缩小范围，“通过这种侦查技术，非
法添加物质不管怎样变换，即使是全新未知的、新
合成的，我们一样可以发现它”。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物……在质谱
侦查检测技术的帮助下，一些不该出现在食品中的
物质无处藏身，不法分子针对禁限用农兽药和非法
添加物不断进行结构修饰以逃避常规检测的问题得
以有效解决，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不合格，不一定不安全”

“往锅里放盐的时候，手上总有一股脚臭味。”
2017年 4月的一天，陕西省铜川市张女士无意中发
现购买的深井岩盐有异味。不久，这种食盐在全国
多个省份出现，把这种盐放在手上搓一搓或加热
后，会产生浓郁的臭味，人们称之为“臭脚盐”。

“臭脚盐”的臭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种盐有
什么特殊成分？食用后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危害？这
些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有人猜测臭味的产生
可能由于添加了某种有毒有害物质。为了尽快弄清
真相，工信部邀请张峰团队进行相关研究与检测。

接到任务后，张峰带领团队立即赶赴涉事盐
企，从抽取地下1700多米的卤水开始，按照盐的生
产过程对每个环节进行采样，建立盐中异味成分的
检测方法，并对收集的样品进行检测。

“我们发现‘臭脚盐’的异味成分主要是几种短
链脂肪酸，查阅毒理数据后，没有发现存在显著安
全风险。”张峰说，通过细致分析每个环节的采样，
他们发现“脚臭味”是盐企为了提高产量、简化净
化步骤造成的，“我们把研究报告提交给工信部和涉
事盐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法，盐企生产
商据此改进净化工艺，最终解决了‘脚臭味’问题。”

“涉事食盐不符合国家标准中有关食用盐不得有
异味的规定，属于不合格食品，但是没有发现有危
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张峰强调，合格与安全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合格，不一定不安全，因此遇
到不合格食品时，公众不用恐慌，要看它到底不合格
在什么方面，常见的不合格产品有很多是标签表述不
规范、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等。

“臭脚盐”事件真相大白后，事态很快得到平
息。工信部有关司局发函对张峰团队发挥的作用给
予高度评价，称他们的工作“有效阻止了社会对食
盐质量安全的担忧和恐慌情绪的蔓延，为异味食盐
事件的妥善处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我们的苦，
更是我们的乐”

“有时候遇到一些急难任务，需要在很短的时间
内出具检测结果和报告，但有害物质种类繁多，想
要准确识别、鉴定出食品中的安全风险是非常困难
的，那时我们的心理压力会很大。”张峰说，“但当
通过新的方法和理念，最终解决好问题时，我们会
有很大的成就感。这是我们的苦，更是我们的乐。”

近些年，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要求变高，有害
物的限量越来越低，有些已经达到高精密仪器灵敏
度的极限，这就要求开发出更加灵敏的技术和产
品。同时，检测速度受到样品前处理步骤制约，也

需要实现根本性的技术突破，才能满足食品安全精
准、快速的监管需求。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张峰带领团队研制了高选
择性富集材料和检测设备关键元件，实现了食品安
全检测效率和灵敏度、准确度、精密度的显著提
升。“食品安全检测需要追着时间跑，通过这些技
术，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把风险检测出来，从而进行
正确处置，避免问题食品流入市场，往往在萌芽阶
段就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他说。

近年来，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提出“四个最严”要
求，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不断提升全链条食品安全工作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权益。

“科研之力成于恒”

今年 5月 30日是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
天上午在中国科协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掌声阵
阵，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这里举行。
一批科技界的杰出代表身披绶带，捧着荣誉证书。
张峰就位列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茅以升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全国质检系统先进工作者……近年来，张峰荣获了
一系列荣誉和奖励。

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张峰有哪些秘诀？他对
青年科技工作者有哪些寄语？

“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张峰说，如果找原因的
话，大致可归结为“四个有”：有兴趣、有创新、有
恒心、有信仰。

从学习分析化学专业开始，张峰就对检测分析
兴趣浓厚。上大学时，张峰遇到一位教授分析化学
实验课的良师。与一般老师中规中矩的教学方式不
同，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活泼得多。他喜欢把没有
标识的未知溶液放到实验室，让学生们自行设计，
通过一系列反应和现象来推断它们的成分。这种生
动的教学方式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尤其是张
峰。每堂实验课，张峰不仅是第一个完成的，而且
次次拿满分。这位老师评价他“是学分析化学的好
苗子”。从那时起，张峰就彻底爱上了分析化学，后
来师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梁鑫淼研究
员，从事药物分析工作，为从事食品安全分析工作
奠定了基础。

“科研工作需要有创新意识，要涉猎广泛，有发
散思维，才能找到别人想不到的思路和点子。”张峰
强调，钻研之力始于趣，科研之力成于恒，做科研
需戒骄戒躁，甘坐冷板凳，方能厚积薄发。同时，
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怀，将科研工作与国
家和人民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山高人为峰，只要肯攀登。在守护食品安全的
路上，张峰继续孜孜求索、奋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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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
授郑皆连主持建设的跨径600米的上承式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天峨龙滩
特大桥在相继完成基础施工、拱桁合龙、管内混凝土灌注等项工程后，顺
利完成了风险极高的9.3万吨劲性骨架混凝土拱肋施工，转入常规桥道
梁施工阶段。根据计划，该桥将于2023年底竣工。

天峨龙滩特大桥跨越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龙滩电站库区，是南
丹至天峨下老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

混凝土拱桥跨径增长很慢，自 1980 年前南斯拉夫建成跨径 390米
的KRK桥至2016年我国建成跨径445米的世界最大跨径的沪昆高铁北
盘江特大桥，历时 36年，跨径仅增长 55米，年均增长约 1.5米。天峨
龙滩特大桥建成后，其跨径将比世界纪录提高155米，相当于世界混凝
土拱桥跨径约100年的增长量。

天峨龙滩混凝土拱桥方案不但刚度大、耐久性好，维护费也低，
而且建设概算比斜拉桥方案少 1.25亿元。它的建成，将极大推动世界
拱桥建设技术进步，对于川藏铁路、公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将具
有引领性的示范作用，将成为又一张中国拱桥名片。

计划于2023年底建成

世界在建最大跨径拱桥

完成劲性骨架混凝土拱肋施工

建设中的天峨龙滩混凝土拱桥（摄于2023年9月1日）。
广西大学供图

张峰：食品安全守护人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在保障食品安
全的道路上，有这样一
位“守护人”，为了让
食品中的有害物质无所
遁形，他深耕食品安全
分 析 检 测 研 究 20 余
年，为编织一张密实、
牢靠的国民食品安全检
测“天网”作出了重大
贡献。他就是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专
家、副院长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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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
中心与本报合作推出

欢迎扫描后欣赏本报道相关视频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丁静、张骁） 一张全基因组育种芯片上均匀
分布超 12万个基因位点，检出率和检测准确率超 99%，技术达国际先
进水平……12日在第三十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荷斯坦牛中高密度
基因组选择育种芯片发布，标志着我国荷斯坦牛中高密度育种芯片自
主设计开发取得重要突破。

荷斯坦牛是当前世界奶牛的主要品种，作为单胎大型动物，选择
出优秀种公牛是奶牛育种的核心工作。

近年来，国际上已进入奶牛基因组选择育种时代，使用中高密度
育种芯片，能使种公牛培育周期由约6年缩短至约2年，育种效率显著
提升。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孙东晓说，我国近年来加速构建和优化奶牛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平
台，但过去完全依赖国外育种芯片，国内种牛检测样品需要送到国外
实验室检测，存在技术“卡点”及生物信息安全风险。

2020年，首农食品集团北京奶牛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华智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启动荷斯坦牛育种芯片自主开发联合攻关，基于过去多
年的科研成果，挖掘、鉴定了一批针对我国荷斯坦牛群体遗传背景的
基因位点，自主设计了涵盖超12万个位点 （即126K） 的育种芯片，可
通过牛的毛发或血液等，检出基因突变位点、遗传缺陷位点、亲子鉴
定位点、其他多组学来源数据位点等。

近日，专家组论证认为，芯片设计科学合理，验证程序完善，参
照国际同类产品标准，达到产业化推广应用水平，可用于荷斯坦牛基
因组选择参考群体的构建及种牛评价。

“这是我国荷斯坦牛育种领域首款中高密度育种芯片，对提升我国
种公牛自主培育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奶牛种质自主评价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陈绍祜说。

中国奶业协会育种专业委员会主任麻柱说，奶牛育种自主创新联
盟将率先用上这款芯片，助力保障我国奶牛自主选育体系稳定运行，
维护生物信息安全。

荷斯坦牛中高密度基因组
选择育种芯片发布

荷斯坦牛中高密度基因组
选择育种芯片发布

广 西
天 峨

（刘娜利）

近日，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发展建设公司承建的马尔代夫马累
岛和维利马累岛垃圾转运站项目全面竣工。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大幅
提升当地垃圾转运站的综合处理能力，并以垃圾发电提高该国电力保
障水平。

刘泽宇摄

中方公司承建的
马尔代夫垃圾转运站项目竣工

中方公司承建的
马尔代夫垃圾转运站项目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