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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答疑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实习生 刘 为

■联盟动态

■一线对话

通过联盟的组织培养，

希望将来食品安全检测行

业能出现若干家规模化企

业，其产品市场占有率能超

过百分之五十，将来由这些

企业来引导整个行业。

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沈阳正式揭牌

日前，由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理事长单位

的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沈阳正式揭牌，该联盟旨在打造

创新平台，形成技术合力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我国机器人企业

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机器人在制造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其

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

标志。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汇集了国内机器人生产厂商、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知识产权机构及市场需求客户五大群体。联盟

将以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为突破口，通过联合攻关突破机器人共

性核心技术，并将技术成果进行市场化转变，研发机器人系列产品，

不断提升中国机器人技术水平，做大做强我国机器人产业。

天津滨海新区成立纳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日前，天津滨海新区成立纳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该联盟

由国家纳米技术与工程研究院倡议发起，联盟的 16家单位都是我国

在纳米技术领域走在前列的企业、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高校和科研

机构。该联盟旨在实现纳米产业在技术、资源和服务三个层面的突

破，构建我国纳米技术领域“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技术创新群体，为天

津滨海新区乃至我国纳米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大的平台。

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以国家纳米技术产业化基地的落成为契

机，初步实现了产业聚集、产业孵化、产业加速等功能，已汇聚行业相

关企业 130多家，2013年实现产值 43.5亿元；先后建立了以国家纳米

研究院、国家纳米检测中心和纳米信息中心为代表的服务于企业的

产业发展促进平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

消费者自己检测食品
目前仍难实现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实习生 刘 为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教授开始从事食品安全

领域的研究，见证了中国食品安全检测从起步到发展的过程。他告

诉记者：“十年前，我国百分之九十左右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产品都

是依靠国外的检测试剂，国内没有像样的专门从事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试剂及装备的企业。但国外的检测试剂一来比较昂贵，二来也不

能完全满足我国的需求，像三聚氰胺这种东西以前国外也没有相应

的检测试剂。”

从 2000 年左右，中国开始起步做自己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

剂，到现在我国主要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和装备（主要指对食品中

的农兽药、生物毒素及违禁添加物残留的检测）已经由 90%以上依赖

于进口发展到 80%以上实现国产化。

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都很关心，那么有没有可能公众自己

通过使用快速检测试剂来达到对日常食品的检测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沈建忠指出，快速检测试剂看似简单，但是

它们的使用也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例如检测牛奶里的某种成分，不

是简单地把检测试纸条往牛奶里一插就可以了，这其中有很多细节

需要注意，牛奶太稠了应该怎样处理，温度不够应该怎样处理，这都

是有严格要求的。另外，测试所针对的食品污染物、毒素，它们在食

物里的存在是很微量的，这要求检测试剂的灵敏度非常高，要保证测

试的灵敏度，也要求操作人员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否则不同的人会

测出不同的结果来，就会出现混乱。另外，国内外快速检测试剂产品

的检测结果还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误判现象。食品安全问题是一

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测试有误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食品安全的快速检测在流通领域的落实，我觉得可以先通过大

型超市、农贸市场和餐饮企业来进行试点。每个大型超市、农贸市场

和餐饮企业，建一个小的检测室，配备一两名专业的检测人员即可。”

沈建忠表示，现在检测的设备和试剂都不贵，所以建一个检测室的成

本也不高，这样定期对食品进行抽样和检测，及时发现问题，效果会

比较好。他告诉记者，实际上，目前也有些超市在这么做了，可能形

式不一样而已。

“正确的宣传和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在食品

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

被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联盟秘书长沈建忠指

出，对于一些食品安全知识要正确地向公众解

释，这也是联盟的职责。

期待出现领军企业 知
识产权共享是难题
科技日报：对食品安全检测行业，您希望通

过联盟的努力，达到什么成效？

沈建忠：通过联盟的组织培养，希望将来食

品安全检测行业能出现若干家规模化企业，其产

品市场占有率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将来由这些企

业来引导整个行业。届时行业规范就可能会形

成，行业发展也相对成熟了。通过联盟的引导和

桥梁作用，争取有若干家企业成为食品安全检测

领域的领军企业，引导行业的高水平发展，同时

也希望他们能够资助联盟里的科研单位和小企

业进行联合的研究开发，避免行业内部的恶性竞

争。另外，联盟一直秉承开放的理念，希望吸引

更多的优质科研单位和企业加入联盟，不断壮大

联盟的队伍。

科技日报：目前联盟内部的知识产权是否实

现了共享？

沈建忠：知识产权共享目前还难以实现，联

盟现在并不是一个实体，联盟成员做出了成果，

不能把这个成果归为联盟所有。目前的情况是

谁做出了成果，就归谁所有，如果有其他成员需

要这个成果，可以由双方进行沟通合作和技术转

让。联盟里有些成员单位规模较小，资金实力有

限，研发实力不强，短时期内实施专利共享比较

困难。

确定产品标准 普及食
品安全知识
科技日报：联盟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沈建忠：一是规范产品的生产，拟定检验试

剂的具体标准。每一类检测产品的技术标准我

们要从行业的角度进行规范。

二是企业资质的认证。要规范食品安全检

测试剂及装备企业，必须对其研发资质和能力进

行认证，联盟要主动联系相关的监管部门，积极

参与相关的评估和认证。这一环对于食品安全

检测试剂和装备行业很关键，它有助于行业的健

康发展，以免出现随意注册的公司生产假冒伪劣

试剂，扰乱市场秩序。

三是流通领域的监测、攻关和集成。食品进

入流通领域比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之后如

何进行检测，有哪些技术还需要攻关或集成，我

们可以向科技部、国家食药总局等相关行政监管

部门提出建议，组织联盟的成员对那些尚待解决

的问题进行攻关研究，帮助政府部门找到解决的

办法。

四是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和普及食品安全知

识。对于一些食品安全知识要正确地向公众解

释。比如抗生素残留，大家一听牛奶里面有抗

生素，可能非常担心，但像青霉素、阿莫西林等

大家平常都用过，不是恐怖的东西。世界上养

牛业发达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等，奶牛发生乳腺炎的时候，也要使用

抗生素来治疗，牛奶中也会存在抗生素残留，

但只要不超过规定的残留安全限量，牛奶就是

安全的。比如青霉素在每公斤牛奶里不要超过

4 微克，在这个含量以下是安全的；再如阿莫西

林，每公斤牛奶中残留量不超过 10 微克，食用

也是安全的。在这些残留安全限量标准方面，

我国跟国际上是完全接轨的。像类似有关食品

安全的知识，联盟应该正确地传播，让公众了

解更多。

沈建忠：食品安全知识，公众需要了解更多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实习生 刘 为

如果把保障食品安全比喻成一场战争，那么

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的

科技武器。

“联盟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打赢这场

科技‘保胃战’。”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联盟）秘书长，中国

农业大学沈建忠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联盟成立以来，已构建了库容量高达 214

种的抗体资源信息库，基本覆盖常用的农药、

兽药、生物毒素、致病微生物、非法添加物、过

敏原和重金属等多个食品安全危害因子，为快

速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提供了技术保障，研

发出快速检测试剂和装备两百余种，基本覆盖

了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各类食品中危害因子的

检测。

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打一场科技打一场科技““保胃战保胃战””

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是食品领域的一次

重大安全事件。

“问题曝光之后，国内尚无任何检验试剂可

以用于检测三聚氰胺，国外则因为没有三聚氰胺

添加的问题，也没有这样的检测试剂。当时，政

府有关部门迅速组织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攻关，

甚至打擂，只求尽快找到快速检测的方法，但整

整两个月都没有找到适合现场快速检测的方

法。后来，由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维德维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和企业研发生产

出了快速检测试剂产品，满足了市场现场快速检

测的需求。”回忆这段往事，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研

究二十多年沈建忠，表情有些沉重。

这件事也让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

意识到储备关键技术，打好“应急战”的重要作

用。2010 年联盟成立后就组织行业内的企业进

行了一些技术储备，研究对象重点为抗生素、非

法添加物和生物毒素等化合物残留。

“到了 2011年，央视 3·15晚会曝出双汇瘦肉

精事件，瘦肉精的检测成了公众关心的问题。这

次情况就不像上次那样被动了。”沈建忠回忆道，

“我记得，当时科技部社发司给联盟打电话，联盟

的成员单位由于有了前期的技术储备，无锡中德

伯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百奥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维德维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和

科研院所联合，很快就生产出了瘦肉精系列快速

检测试剂盒和胶体金检测卡，及时投入到市场，

在这个事件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说起联

盟在快速检测试剂方面的成果，沈建忠语速不知

不觉都加快了。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2012 年 4 月的“毒胶

囊”事件曝光，联盟迅速组织相关成员成立应急

开发小组，以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牵

头推出以原子吸收光谱仪为基础的药用空心胶

囊中铬含量测定的解决方案。此方案一经推出，

便得到各地药厂的认可和使用；2012 年，塑化剂

事件发生后，通过联盟和各成员单位的努力，只

用半年时间就研究出了快速检测的办法。

2012 年 9 月 15 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这次科普日的主题是

“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在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

装备展台前，沈建忠教授现场演示了自主研发的

快速检测试剂的使用。中央领导对联盟成员研

发的瘦肉精、三聚氰胺、抗生素等快速检测试剂

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

“应急战”：一举“拿下”瘦肉精检测

联盟在食品安全检测试剂的国产化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沈建忠告诉记者，现在国内生产的

兽药、农药、生物毒素及违禁化合物等残留快速

检测试剂基本覆盖了我们日常接触到的食品中

各类危害物质的检测，并且国内生产的检测试剂

比国外进口的试剂成本低很多。例如，之前用进

口的试剂检测牛奶、粮食里的黄曲霉毒素，测一

个样本至少需要 50 元以上，而现在联盟自己开

发的检测试剂成本可以控制在 20元以内。其他

很多快速检测试剂也比国外同类产品价格便宜

三分之二左右。

2011年，联盟承担了科技部下达的“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食品安全高新检测技术研究

与产品研发”项目，截止到今年上半年，项目已按

计划全部完成任务。据沈建忠介绍，目前联盟已

构建了库容量高达 214种的抗体资源信息库，基

本覆盖常用的农药、兽药、生物毒素、致病微生物、

非法添加物、过敏原和重金属等多个食品安全危

害因子，为快速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提供了技

术保障。该项目共研发出快速检测试剂和装备近

两百种，其中试剂盒和试纸条 70%以上实现了商

品化，已在北京、山东、四川等30余个省市广泛应

用，减少因非法残留或残留量超标造成的潜在经

济损失达数百亿元。通过该项目的组织实施，完

成情况及成果的产出来看，类似于像国家科技支

撑这样的项目交由产业创新联盟来组织实施是科

技部的一种成功尝试。作为联盟，希望“十三五”

期间能够继续组织实施这类项目。

“持久战”：实现快速检测试剂国产化

江南大学拟将致敏原快速检测试剂及产品

专利使用权以 500 万的价格转让给无锡中德伯

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物化所将单池快速溶剂萃取仪专利以

180万元转给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将流动食品安全

监测车的发明专利以 100 万的金额转让给烟台

富耐立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

联盟内部的刊物上经常能见到类似的信息。

和其他产业的产学研承接的问题一样，食品

安全检测领域也存在研究、产业、市场无法对接

的情况。需要技术的企业不知到哪儿去找技术，

科研机构做出了成果不知道找谁落实到生产

上。联盟成立以后，提供了一个沟通产学研的平

台，从中穿针引线，促进成果的转化。让研究能

够投产，让有前途的产品能得到科研的支撑。

联盟还对成员单位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几

年前，对于粮食及一些动物性产品是否发霉变质

的检测，我国缺乏相应的检测试剂，国内食品安

全检测企业也没有重视这些产品的研发。联盟

了解到国际上对于霉菌毒素的检测非常重视，而

国内市场主要依靠国外产品。联盟把相关情况

告知成员单位并引起这些企业重视，他们开发了

多种霉菌毒素的检测试剂，满足了我国食品安全

检测的需要。

沈建忠说：“我国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及装备

行业 2000 年才开始起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它们对于国际研究发展情况了解不多，直接沟

通的机会也少。而联盟里的科研院所通过国际

交流，对该领域的发展动态了解得比较多，另

外联盟也会接到政府提示的相关任务和收集自

市场的信息。通过这些渠道，联盟及时地将国

际发展动态和国内市场需求在各成员之间沟

通，能为科研院所的研究和企业的产品开发提

供一个方向。”

“协调战”：穿针引线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一个食品安全领域的产学研一体化平

台，联盟要精确地在成员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一

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摸清各成员的‘家底’。”在沈

建忠看来，摸清家底是联盟的一项重要工作。

联盟是在科技部等六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成

立的，36 家自愿加入的联盟成员中企业和科研

院所各占一半，各科研单位的科研强项是什么，

每家企业的长处和优势产品在哪，这些内容联盟

通过与各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成员每年上报的

材料，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

沈建忠告诉记者，联盟每年对成员单位都有

一个调查，如做了哪些科学研究，成员单位内部

需要哪方面的科研支持。需要将科研成果转化

的，可以方便地通过联盟找到有实力的合作者。

“一些重要项目和课题进行竞标时，联盟通过了

解到的成员情况，也好对其能力进行评估。突发

食品安全事件时，也方便组织力量进行攻关。”沈

建忠说。

“摸底战”：打好基础 摸清各成员“家底”

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0年
6 月组建，2013 年 1 月被科技部评为 A 类联盟。理事长单位是
无锡中德伯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单位为中
国农业大学。

联盟成员共36家，均为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研究和技术开发
的领军型企事业单位。其中企业 16家，包括无锡中德伯尔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维德维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百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普析通用仪器
有限责任公司等；国内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 20家，包括中国农
业大学、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江南大学、南昌大学、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日前，历时三天的国内首个只关注食品安全的专业展会——“北
京国际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展览会（简称 FIE）”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

食安检测可以有效发现食品安全潜在的问题，帮助相关机构把
关食品安全，帮助食品企业规避风险，从而保障消费者的放心、安全
的使用。近些年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一定程度上直接推
动了食安检测产业的发展。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检测
仪器市场规模仅 100多亿，而市场总容量应该在 7000多亿，未来将
有较大发展空间。

图为参展的食品安全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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