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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餐饮企业来说，油污的处理是最伤脑筋的。作为自然界最古老、
最值得信赖的清洁工作组，微生物注定在除油污方面有一番作为。经过实践，
目前已经可以确信，利用微生物技术，可以———

掺有银耳的燕窝、冒充优质原产地的红
酒、牛肉食品中掺杂马肉、凉山虫草冒充冬虫
夏草……商家高明的造假手段让消费者防不
胜防，食品掺假已成为中国食品安全的最大
危机。

为确保消费者利益，鉴别食品品质特别
是产地溯源成为食品分析技术攻关的重点方
向。记者从多家检测公司推出的新产品中发
现，代谢组学在食品真伪分析中的应用普遍
被看好。随着代谢组学的进一步研究，食品真
伪有望一测便知。

真伪鉴定成热门领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万物亦是如此。受
地域、生长环境、气候等方面的影响，原材料
的产地成为判断食品优劣的参考因素之一，
比如安徽的黄山毛峰、贵州的茅台酒、江苏的
镇江香醋等。

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食品工业
生产中虚报原产地、食品中掺杂便宜原材料
等造假现象屡禁不止。正因如此，越来越多
的分析技术开始应用到食品品质和产地鉴
别中来。

在日前召开的第五届中国食品与农产
品安全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国际论坛上，食
品安全检测领域的专家就针对各种层出不
穷的食品造假（掺假）事件提出了诸多有效
的方法。

例如对于肉制品的种属特性的鉴定，北
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研究员史喜菊称，观察
微结构的显微镜法、检测核酸的 PCR 和酶切
以及荧光 PCR 法比较常用，未来趋向于高通
量、快速、简便的方法，如液质联用技术和试
纸条等。

而在粮食油脂、畜肉及奶制品、发酵与营
养等领域，低场核磁共振技术凭借无损、快
速、结合成像更直观等优势有着广泛的应用，
如粮食品质分级、油脂品质检测、果蔬无损检
测、微生物发酵监测、肉品水分迁移等。

另外，红外光谱技术能在几十秒甚至几
秒内，仅通过对样品的一次红外光谱的简单
测量，就能同时测定物质的多种成分数据，如
今也被用于多种食品掺假的鉴别。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橄榄油、蜂产品
和葡萄酒等高附加值进口食品也开始发现掺

假问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农产品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陈颖表示，随着新的食品安
全问题逐渐凸显，我国检测能力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

陈颖表示，以前的安全检验鉴定、溯源等
多为定向筛查，但新使用的化合物等不在我
国标准中，就要采取非定向筛查，今后还须加
强基于大数据和多维识别等前沿技术的预警
和溯源研究。

生命科学分析仪器公司 Sciex 应用市场
发展部经理王祝伟在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食
品安全高峰论坛上称，常规的食品分析检测
只检测目标化合物，往往不能检出这些掺假
食品。而新型真伪鉴定检测策略应该具备四
个因素：获得表征所有成分的全谱、数据要具
有可回溯性、找到差异性化合物（标志物）、鉴
定标志物组成。

在他看来，代谢组学技术侧重于食品所
有成分组成的整体定性定量分析，因此将组
学概念引入到食品质量监控，包括食品真伪

鉴定和溯源分析，将是大势所趋。

代谢组学有望成为利器

作为系统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谢
组学在药物研究、疾病诊断、植物育种、环境
科学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通俗意义上，代谢组学是通过统计学的
分析手段，比较两组或多组样本之间的差异，
寻找并鉴定生物标志物，从而进行代谢通路
的分析，揭示生物学意义。”王祝伟称。

“代谢组学大规模分析代谢物，聚焦最广泛
的小分子而不是只关注某组代谢物。”王祝伟表
示，代谢组学是通过考察生物体系受刺激或扰
动后，观察相对分子量小于 1200 道尔顿的小分
子代谢产物的变化或其随时间的变化。

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代谢组学
分析技术可分为靶向代谢组学和非靶向代谢
组学，已知的和未知的化学物质都可进行分
析。可以说，当传统的感官指标评价和常规质

量指标的检测不能有效区分掺假和假冒伪劣
食品时，利用代谢组学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
鉴定出掺假食品。

以最为常见的红酒产地鉴定为例，王祝
伟称，通过代谢指纹图谱与代谢轮廓分析中
产生的海量色谱和光谱的数据，就能够鉴定
葡萄酒的种类、来源甚至酿造年份。

判断用来酿酒的葡萄质量的传统方法一
般为分别测定其糖分、酸度、pH 和总酚含量，
而通过建立不同葡萄酒产区成熟葡萄的代谢
物指纹图谱，则可以通过已识别和一些暂时
无法识别的代谢物成分进行代谢物指纹分
析，传统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

王祝伟进一步表示，高分辨精确质量质
谱结合代谢组学的分析方法也将是饮品真伪
鉴别和溯源分析的最好手段。

实际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多位专家的观点是，代谢组学最显著的
特征在于它的整体分析能力，更强调外源性
物质对生物体所产生的整体性效应，可以更
好地反映环境（地理、气候等）对食品组成成
分的影响。

不过，代谢组学并没有像蛋白质组学那
样出现迅速趋热的现象，而是呈现出了一种
缓慢上升的趋势。王祝伟表示，鉴定标记物仍
是目前代谢组学应用的瓶颈之一。

美国《分析化学》杂志曾发文指出，目前，代
谢组学面临许多挑战，如代谢物数据库的发展
和增长就是业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到目前
为止，所有的代谢产物中仅有一小部分被鉴别，
并收录在代谢物质数据库中，大多数自然产生
的代谢物质还仍然是未知的。

上述文章认为，人们期待着代谢组学的
巨大进步，利用几乎不需要进行样品制备的
新型质谱接口，以及利用 MALDI 成像质谱能
够分析组织及单细胞水平的蛋白质的代谢产
物，获得特定分子空间分布的信息。样品制备
方法以及分析平台的改进（包括更高灵敏度
的 NMR 系统与在线质谱联用的可能性），将
增强食品代谢组学研究的关联性。另外，毛细
管电泳技术以及毛细管质谱联用技术都是代
谢组学研究的理想工具，因为它们不需要大
量的样品制备，应用范围广，效率高，分辨率
高以及样品消耗量低。

一直以来煤炭都被当作是化工行业
的原材料，用来制造塑料、燃料和溶剂等。
如今，黑乎乎的煤炭终于散发出了金子般
的光彩。研究人员发现，煤炭这种低科技
含量的材料拥有高科技应用潜力，在加工
煤炭的过程中适当调节温度就可以得到
所需的光学和电学性质。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杰弗里·格罗斯曼团队将煤
炭粉碎成粉末，再经过溶解和沉积制造出
了简单的电子加热元件，它可以用来给汽
车玻璃或飞机机翼除霜雾，或是作为生物
医用植入物的一部分。

格罗斯曼觉得，大家对煤炭的认识存
在着严重偏差。其实，煤炭除了可以用来
烧火，还有更大的价值。复杂的分子结构
和多变的化学组成使它的应用有了多种
可能性，煤炭可以是制作太阳能电池板、
电池或电子器件的基础。

“当你把煤炭看作是一种材料，是一
种不仅仅用来燃烧的物质，它丰富的化学
组成就会展现在你面前。”格罗斯曼举例
说，自然形成的、不同种类的煤炭本身就
拥有一定的导电性———跨越七个数量级，
不需要像利用硅来制造电子器件时那样
需要经过纯化或精炼。这就意味着，一种

给定种类的煤炭，其本身就能提供某一特
定电子元器件所需的电学性质。

格罗斯曼认为，这项工作的一个挑战
是：确定如何加工煤炭这种材料。为此，研
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的步骤将煤炭粉碎
成末，之后溶解到溶液中，最后在基底上
沉积成一层薄薄的膜———最后一步是制
作许多电子元器件的必要步骤，如晶体管
和太阳能光电板。

研究团队所制造出来的、用来证明其
理论的简易加热元器件提供了一种如何使
用这种材料的“端对端”的证明：从研磨煤
炭到将其沉积成薄膜并制造出功能电子器
件。现在，研究人员说，可能性的大门已经
打开，多样性应用的潜能已经显现出来。

格罗斯曼说，该新材料的潜在优势是，
由于取材于非常廉价的基础材料，因此其
成本也非常低，再加上加工过程非常简单，
使其制造成本也非常低廉。例如，芯片级别
的硅或石墨烯的成本主要来自于材料的精
炼提纯过程，做硅芯片的原材料二氧化硅
其实非常便宜且数量极多，但是高精度提
纯过程却耗资巨大（通常要达到 99.999%的
纯度）。而使用煤炭粉末则具有诸多优势，
这多亏了其性质的可调节性、高的导电性
以及坚固性和热稳定性。 （盛夏整理）

煤炭竟可制作电子器件

酷技术

前沿点击

在商业应用中，隔油器一旦因有机废物造成
堵塞，不仅会产生异味，还会停止运作，由此也会
导致餐饮污水等含有大量油污等废弃物质的污水
不能直接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为快速、高效地完成隔油器的维护工作，全
球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产品制造商诺维信通过
微生物生物强化技术研发出一系列产品，实现
了持续降解各类脂肪、油脂以及有机物，防止沉
积和异味的产生，降低了污水排放管道堵塞问
题的发生几率。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工业与
公共设施清洁分会一届三次全委会及第三届

（2016）工业与公共设施清洁技术论坛上，诺维信
也因其在工业洗涤行业产品质量规范控制中所作
出的贡献，获得了由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颁发
的“2015 年度中国工业与公共设施清洁行业产品
质量奖”。

自然界的净化剂

对大多数餐饮企业来说，油污的处理是最伤
脑筋的。

由于有机废物的沉积，隔油器经常会被损坏
或者堵塞从而停止工作，这就需要通过持续降解
广泛的脂肪、油及油脂（FOG）以及其他食物有机
物，从而防止沉积。不仅如此，未经处理的隔油器
中的有异味挥发性脂肪酸和产生异味的有机物，
还会排放恶臭气味。

而为了避免遭受监管罚款，餐饮企业不得不
想尽办法杜绝 FOG 进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那
么，即使在严酷的环境中或低 pH 值的条件下，仍
需要一种解决方案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微生物是自然界最古老、最值得信赖的清洁
工作组。由于 FOG 是微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之
一，因此，微生物可代替常规化学制剂或作为其补
充，来保持物品表面（包括除油器）更加清洁和易
于维护。

诺维信微生物生物强化技术 Grease Guard 或
将解决“除油”这一公认的业界挑战。诺维信（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家居护理工业中国区业务总监

金艳霞介绍，在应用 Grease Guard 时，微生物处于
非活跃状态，而当接触到 FOG 及其他有机物时，
微生物便开始活跃。

金艳霞称，微生物一旦活跃，就开始繁殖并降
解那些能够导致沉积和异味的有机物，微生物还
会与表面及底部的固体废弃物相互作用，持续降
解 FOG 及其他有机物。最后，部分微生物会在隔
油器污水中死亡或被冲走，而剩下的微生物则会
继续降解 FOG 及其他有机物，直至 Grease Guard
制剂的下一次使用。

实际效果得到验证

据金艳霞介绍，诺维信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实
地研究，验证了 Grease Guard 生物强化技术对隔
油器出水质量和祛臭的功效。该项研究在靠近大
型购物中心的一家全方位服务饭店展开，其中包
含四个周期，其中每个周期大约 90 天，出水质量
是指示隔油器运转状况的指标。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微生物生物强化技术
可 减 少 33% 的 油 和 油 脂 、24% 的 生 物 需 氧 量

（BOD），而无油脂乳化等副作用且不会在侧管
道出现油脂沉淀。现场试验过程中的异味分析
表明，Grease Guard 可减少多种主要恶臭，如挥
发性脂肪酸、硫氮化合
物（吲哚）等；在低 pH 值
条件下可降解长链脂肪
酸（即硬脂酸、棕榈酸或
油酸），有助于减少或减
缓久而久之在系统中产
生的油脂沉积。

另 一 项 实 地 研 究
中，对浮在隔油器表面
的浮渣层（油脂层）的监
测发现，在为期 6 周的
时 间 内 ， 利 用 诺 维 信
Grease Guard 处 理 的 油
脂层发生明显变化。

不仅如此，与传统清
洁解决方案不同的是，通

过微生物生物强化技术，还可迅速清除聚积在地
板表面的油脂和污垢，并降解大量深嵌在地板缝
隙和裂隙中的有机物，将这些有机物转化为细胞
成分及无害、无味的二氧化碳和水，实现绿色环保
的要求。

据诺维信方面称，上述解决方案经 NSF 非食
品化合物注册署认证，并应用了获得专利的微生
物技术，即使在严酷的环境中或低 pH 值的条件
下，仍可持久保持功效。

“诺维信将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测试融入生产
流程当中，以确保这些微生物产品都采用最高质
量标准进行生产。”金艳霞表示，所有微生物均是
从天然有机物中分离出来的，而非来自遗传工程
或转基因工程；所有微生物均为 16s rDNA 序列
物种，并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及欧盟指令
2000/54/EC 界定，确认分别属于生物研究安全性
组别 1 和风险组别 1。

“应用微生物技术还可以减少化学成分的使
用，提高清洁效率，减少能源的消耗与废弃物的排
放，这与诺维信一直在倡导的目标不谋而合：用生
物创新带动绿色可持续发展。”金艳霞表示，诺维
信微生物生物强化技术可以帮助餐厅、购物中心
等机构解决厨房问题，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干净
清洁的环境。

让厨房告别油污
姻本报记者 李惠钰

科技解码

“

代谢组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整体分析能力，可以更好地反映环境
（地理、气候等）对食品组成成分的影响。不过，代谢组学并没有像蛋白质组
学那样出现迅速趋热的现象，而是呈现出了一种缓慢上升的趋势。

食品真伪一测便知
姻本报记者 李惠钰

美国发现可能改进计算机的新类型材料

美国能源部阿莫斯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近日发现了
一种拓扑金属———PtSn4，这种材料具有非常独特的电子
结构，并有可能帮助制造具有更高能效、更快运行速度、
更高数据存储速度的计算机。

科学家在 PtSn4 材料中发现了高密度的传导电子，并
且发现大量紧密排列的狄拉克点，形成了线或弧状。而在
此前的研究中，人们只在材料中发现过非常少量的传导
电子和孤立存在的狄拉克点。

研究人员称，这种类型的电子传递非常特殊。目前研
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这种材料新型的电子结构特征与其展
现的超强磁阻之间的关联，这将有可能帮助改进未来计
算机的运算速度、效率和数据存储性能。 （姜山编译）

新成像技术有望提高欧盟钢铁竞争力

近日，英国巴斯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系 Manuch
Soleimani 博士领导的“Shell-Thick”项目获得了欧盟地平
线 2020 的资助。该项目为期 3 年，将开发评估钢铁生产关
键阶段的创新方法，即一种创新感应层析成像系统来评
估金属的凝固过程，该方法将有望大大提高英国和欧盟
钢铁行业的竞争力。

该创新感应层析成像系统通过实时、无损和可靠的
钢液测量方法发现凝固过程中的任何缺陷，从而提高
钢的连铸过程。据介绍，该成像系统可以对钢的凝固过
程进行非接触式连续的测量，并能提供钢冷却过程中
不同状态结构成分的可视化图像。这种新兴的非侵入
性成像技术已经应用于医疗诊断、地球物理勘探和土
木工程等领域。

巴斯大学将与工业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将提高英国
和欧盟钢铁行业的质量、安全、效率、成本及竞争力等。参
与该项目的还包括西班牙 Tecnalia 研究与创新机构、意大
利钢铁公司 FerriereNord 和 Ergolines 实验室等。

（冯瑞华编译）

德国开发出新型有机无机杂化“人工树叶”

德国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中心 Michael Lublow 教
授课题组日前首次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的硅
基光阳极（人工树叶）用于光解水产氧。该光阳极最大的特点
在于在二氧化硅基底上覆盖着一层极薄（3~4 纳米）的透明、
耐酸性和高导电性的碳链有机保护层，且该保护层是在二氧
化硅基底上电泳沉积点状分布的催化剂 RuO2 纳米颗粒时
引起的乙醇聚合反应形成的。

得益于该保护层的耐酸性（稳定性）和高导电性，基于
该光阳极的光伏和光催化工作模式都获得了优异的性能，
两者的光电流依次达到了 20 mA·cm-2 和 15mA·cm-2，进
一步研究发现基于该光阳极的器件性能尤其稳定，其在
光伏模式下连续工作 8 小时和光催化模式下连续工作 24
小时情况下，均能保持稳定的功率输出。

得益于该保护层高稳定性、高导电性，光催化解水效率
大幅提高，该项研究创新性地引入有机保护层，首次构造出
了有机无机杂化的稳定光阳极结构，克服传统光阳极光解水
的不稳定性问题，为光催化光阳极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同时，
该保护层的制备方法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可沿用到其他半
导体材料。 （郭楷模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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