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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人物

! ! ! !庞国芳出生在河北
省滦南县，父母都是农
民，他是村里第一个考
上中学的学生，此前甚
至连电灯都没见过。
“我曾经是学校里

成绩最差的学生。”庞国
芳说。

庞国芳 !! 岁时，
刚刚读完了小学四年
级，在升高小时，由学
校统一将全年级学生
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张榜公布于墙报栏
里，最后一名还要打上
一个用毛笔画的大红
钩。他说：同学们戏称
是“扛红榜”的。张榜公
布的那天，他发现自己
竟然“扛红榜”了。“我
觉得脸涨得发烫，心怦
怦跳，身上冒出了大
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
次知道什么是害羞”。
尽管分数垫底，但他还
是被允许升入高小。他
说：“我还是幸运的”。
升入高小后，一个

叫高凤兴的老师开始给
他授课。这位老师的教
学风格注重实际应用，
因此激发了这个 !! 岁
孩子的想象力。庞说：
“从此我的学习成绩和
过去相比判若两人”。

!"#$ 年庞考上了
初中，他成为全村第一
个中学生。为了上中学，
他来到了一个离家 %&

公里的小镇。在那里，他再一次显示
出性格刚强的一面。一个寒冷的冬
天，他负责的一项任务是定期更换
粉笔写的黑板报。这项任务耗时冗
长，他的手被冻得无法握住粉笔，只
好和另一个同学轮流书写。曾经有
两次他的手被冻伤，但是他从来没
有耽搁过。
“当时同学们送给我一个外号

‘小作家’，我也曾梦想有一天能成
为一名记者。”!"'(年高中毕业时，
比他年长十岁的哥哥劝他学习理工
科。当时，庞从来没见过化工厂，也
没有多少机会做化学实验，但最后
还是接受了哥哥的规劝，“我在考大
学申请志愿中填写了‘化学系’。”

第一个获得分析化学最高奖项哈维·威利奖的中国科学家

庞国芳：助中国农产品闯天下
如何辨别真蜂蜜和假蜂蜜？什么是茶叶的安全农药残

留标准？这些老百姓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背后，是一门
少人知晓的学科———分析化学。
近日，一则中国科学家的获奖消息轰动全国。国际上

分析化学的最高奖项哈维·威利奖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
国人的名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首席科学家庞国芳，登上了分析化学的“珠穆朗玛峰”。

国际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官方网站高度评价庞
国芳，“庞带头研究了一套检测体系，帮助中国的蜂蜜、鸡
肉和糙米进入了全球市场。”
71岁的庞国芳依然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他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脉搏跳动要时刻与国
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和国际接轨一脉相通。”

! ! ! ! "月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博
卡拉顿市，庞国芳从 *+*,主席哈
恩利手中接过了“哈维·威利奖”的
奖牌和奖章。
“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

感到无比自豪，不是为我个人，而是
为我们的团队，还有国家的科技进
步。”一个多月后回忆起来，庞国芳
依然心潮澎湃。
那一天，国际分析化学界权威

齐聚，在宣布庞国芳成为中国第一
个获得“哈维·威利奖”的时候，所有
人起立鼓掌。
“只要技术过硬，人家就佩服

你。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科技力量的
强大。”庞国芳说。

镶嵌着哈维·威利铜像的奖牌
上写着：“基于他对分析方法学的杰
出贡献”，将 %&-.年度哈维·威利奖
授予庞国芳。
评奖委员会介绍庞国芳的网页

上写着：他开发了中国蜂蜜中 /&&

多种农药残留测定方法，包括利用
稳定碳同位素方法证明中国蜂蜜真
实地来源于中国的蜜源植物；他开
发出中国第一个用于农产品中
-&&&多种农药残留色谱0质谱联用
技术系列高通量方法；他组织 --个
国家和地区 /&个国际实验室参与
国际 *+*,协同研究，开发了茶叶
中 '1/种农药多残留高通量分析技
术；他有 -&部食品安全科技专著在
国内外出版，发表论文 -&&多篇。

在随后的哈维·威利奖主题报
告会上，庞国芳研究员做了“伴行
*+*,/&年，促进中国农药残留检
测技术创新发展”的主题报告。紧接
着的专题研讨会，由庞国芳提出主
题进行研讨，今年，庞国芳的研究选

题是“食品农药化学污染物分析技术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以此为研讨主题，他邀请美国和德
国 /名顶尖的分析领域知名专家做了相应专题
报告。

在讲台上，庞国芳语言质朴，笑容朴实，但
美国的行业媒体评价他“光芒万丈”，称他是过
去 -&年“哈维·威利奖”得主中最没有争议的人
物。

哈维·威利，是美国第一部《纯正食品和药
品法》奠基人，这部法律制定于 -"&'年。由于他
对食品安全立法的杰出贡献，被世人公认为“纯
正食品和药品法之父”。为了纪念这部重视人类
食品药品安全的法律颁布 1&周年，-"1'年特
别设立了“哈维·威利奖”，每年只授一位个人或
一个团队，以表彰那些在推进分析化学领域做
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 ! ! !庞国芳感叹自己遇到了最好的时
代，“$-岁本该颐养天年了，但是国家
对科技的重视，综合国力的强大，让我
的事业在晚年迎来了高峰。”

虽然已是满头华发，但庞国芳对
于事业的热情却丝毫不输给年轻
人，“半辈子都在从事农残检测，不
了解的人认为这很枯燥，我却一直
乐在其中。”

-")&年，还在河北大学化学系任
教的庞国芳，经过多次调研，了解到一
些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因一些卫生项
目不合格，出口遇到了阻力，“比如中
国的大闸蟹，因砷超标被国外拒收”。
所以，他决定把这个问题作为学生毕
业论文选题。

-")%年，庞离开学习和工作了 %&

年的大学，被派遣到秦皇岛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工作，一直从事农产品和食
品检验，特别是农药和兽药残留检测，
这一干就是 /%年。
他从一个普通的检验检疫人员成

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科院的
首席科学家，当选为国际官方分析化
学家协会 *+*,中国分部主席，与美
国 23*并驾研究 *+*,先进标准，揭
开了我国学者领导 *+*, 先进标准
研究的序幕。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家庭从小

教育我，一辈子只要专注做好一件
事。”庞国芳说。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在农药兽药

残留检测领域，庞国芳和他的团队经
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0-"".年，以研
究传统色谱技术为主，建立了 %项国
际 *+*,标准；

第二阶段从 -""$0%&&)年，以研
究无机质谱碳同位素技术为基础，开

发了一系列新的检测技术，特别是提升了我国蜂
产品的质量和行业的技术进步；
第三阶段从 %&&&年至今，以研究有机质谱技

术为主要手段，建立了 -%类农产品、'/种产品、
-%&&多种农药兽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并实现
了标准化，研究建立了 -/"项国家标准。

从“十二五”开始，庞国芳院士团队又聚焦于
一个新的方向———主攻通过精确质量数定性鉴定
-&&&多种农药残留 4,56,7809+2:; 高通量侦
测技术。

老骥伏枥，庞国芳给自己提了 .个要求：要
有不断创新的精神。创新融入到每天的工作中，
体现在每一个环节上；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任
何工作都要做到不可挑剔，无可挑剔；要发挥团
队精神，众人拾柴火焰高；要有只争朝夕和持之
以恒的精神。

! ! ! !相比国际上其他分析化
学领域的科学家，庞国芳最大
的不同是，他的科学研究直接
改变了许多中国制造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地位，为推动我国
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作出了杰
出贡献。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蜂大
国，养蜂历史悠久。但在 %&世
纪 "&年代，我国蜂蜜因生产方
式等原因造成内外销品质要求
不一，使得我国蜂蜜产品屡屡
成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目标，
退货索赔时有发生。由于国内
缺乏先进检测技术，样品时常
需要“漂洋过海”接受检测，高
额的检验费用，漫长的检验时
间，等拿到检测结果，再组织货
源出口，商机早已错过。
这时候，庞国芳身在既不

是养蜂大省，口岸也不出口蜂
产品的河北，主动担当起扭转
蜂蜜出口被动局面的重任。

-"")年，面对蜂蜜掺杂使
假严重、抗生素超标、检测方
法落后，/&& 多项技术壁垒难
以应对的重重危机，庞国芳向
当时的国家商检局主动请缨，
并承诺一年内破解这些技术
壁垒。

此后，从 -"")年到 %&&-

年，庞国芳用了整整 /年时间
普查了中国蜂蜜碳同位素比值
分布规律，经过对我国 %$种纯
正单花蜂蜜和来自全国 %1个
省 -/&多家蜂蜜企业的 -%""&

个商品蜂蜜样品稳定碳同位素
比值的普查，发现中国蜂蜜碳
同位素比值范围在0%-<1 至0

%)<&。根据这项研究的成果，其关键技术建
成了国家标准，对识别蜂蜜真伪有了“火眼
金睛”的武器，规范了市场秩序，提升了产
品质量。同时，对我国蜂产品在欧洲、美洲
和日本这世界 (大主销市场遭遇的 (&&多
项农用化学品技术壁垒开展了系统研究，
最后建立了 (-项检测技术标准，初步构建
了检测技术标准体系，改写了我国蜂产品
先进检测技术空白的历史，达到了与国际
先进技术接轨的水平。
除了蜂蜜之外，-""-年，庞国芳团队

研究建立了离子交换0高效液相色谱技
术，检测肉鸡中克球酚残留方法，这一方
法解决了国产肉鸡出口检测不合格的瓶
颈问题，使秦皇岛、唐山两地的肉鸡“飞向
海外”。

本报记者 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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