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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长富，1944年7月生，现任
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常务理
事，重庆工商大学客座教授，教授
级高工；曾任重庆市质监局副局
长、巡视员19年。从事科技打假、
科普惠民工作 49 年，曾两次在全
国质监系统执法打假工作会上作
报告，6次在全国质监系统培训班
上授课。

人物名片>>>

吕长富（左一）正在用白醋鉴别真假黑米。 本报记者 李彦霏 摄

“你知道如何快速鉴别真假黑米
吗？”在2021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主
场活动暨首届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
节现场，原重庆市质监局副局长吕长
富身边围了一圈群众，只见他拿起一
瓶白醋，神秘地说道：“其实，只需要一
点白醋。”

他不慌不忙地将白醋倒进装有不
同黑米的两个杯子中，随即开始进行
搅拌。不到两分钟，其中一杯黑米就
逐渐显出了红色。吕长富解释道：“这
就是花青素，只有真的黑米才含有，而
假的黑米则不含花青素，自然是不会
显色的。”

“不仅是黑米，在生活中，有许多
东西都可以用最快的方法鉴别出真
假，比如用食用碱鉴别红酒、用酒精鉴
别酱油等。”吕长富说。

1968年，吕长富毕业于武汉水利
电力学院（武汉大学前身之一）电气工
程专业，后进入重庆质监系统工作。

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重庆
质监局成立了第一支执法队伍，但当
时的检测设备与打假能力都处于起步
阶段，水平并不高。“如何提高执法人
员打假识假的行政能力”成为了困扰
吕长富的首要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吕长富开启
了他漫长的科技打假研究生涯。他回
忆道：“当时为了研究电气开关、节能
灯具、电线电缆等的快速检测方法，仅
购买各种开关等检测品，就堆满了半
个小房间。”

吕长富自1972年步入市场监管
部门从事科研、打假工作以来已有49
年，退休至今已有17年。其间，由他
带领的科技团队研究、发明、借鉴了
200多种快速识假辨假方法，涉及食
品、轻工、建材、家电等30多个行业。
对此，中央电视台从2006年“3·15”晚
会现场播出“吕长富教大家快速识别
真假红葡萄酒”，到2021年CCTV10科
教频道《实验现场》3·15之夜系列节目
直播，连续16年、6个频道、17个栏目，
对吕长富和他的科技打假团队进行了
300多次长达2800多分钟的报道宣
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迄今为止已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由于多年从事打假工作，吕长富
总结出了一套丰富的打假经验，这些
打假方法被群众称为“吕氏打假法”，
能让假劣产品在几十秒到半小时内原
形毕露，大大提高了打假、执法的有效
力和威慑力。

目前，吕长富的巡讲足迹遍及全
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行程超
过 30 万公里，开展巡讲报告 800 多
场，现场观众超过8万人次，培训专业
执法打假人员超过3万人次，数百次
现场指导行政执法人员和消费者开展
科技打假、科普惠民活动。

原国家质检总局领导称赞他是
“老骥伏枥、暮年壮心的打假卫士”和
“科技打假的播种机”，企业和百姓称
他是“制假卖假的克星”和“为民打假
的贴心人”。

“科技打假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
的爱好，更是我的享受。”吕长富说，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天下无假’。”

吕长富：

坚持打假工作49年
让假劣产品无处遁形

本报记者 张涵韵

提及夏庆友，让人自然联想到他
的科研项目。至今，他与蚕宝宝相伴
了31年，探路家蚕基因研究，带领400
位科研人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张家
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绘制。他以产业
的思维做科研，研究集约化、产业化
养蚕的新路径，带领家蚕饲养向规模
化的现代养殖业转型。

“搞科研、做产业，必须不断创
新，永不满足。”夏庆友说。

破解家蚕基因“密码”

为何要研究家蚕基因？夏庆友
有三条理由：通过家蚕吐丝数量和质
量等功能基因，让蚕多产丝，产高品
质丝，增加蚕农收入；对家蚕近百种
致死、突变基因的研究，可以为人类
疾病基因的研究提供“便捷途径”；家
蚕是占世界农、林业害虫70%以上的
鳞翅目昆虫的生物模式代表，通过破
解家蚕基因奥秘，能够找到对付害虫
的生物防治办法。

正因为如此，家蚕基因图才成为
国际科技竞争的一大热点。

2003年3月，日本启动家蚕基因
组测序，并宣称要开创“由日本出发的
丝绸之路”。为抢在日本之前完成目
标任务，项目组争分夺秒。夏庆友作
为主帅，全盘负责一线测序的管理工
作，有时连续四五个晚上都不能睡觉。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世界上
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于2003年
11月 15日由中国科学家成功绘制完
成，“新世纪的丝绸之路”再次从中国

出发。
在此基础上，夏庆友继续带领团

队，分别于2008年完成了家蚕精细
图、2009年完成了40个蚕类基因组高
精度遗传变异图谱，2013年完成了桑
树基因组的测序。

将家蚕饲养推向现代化养殖

家蚕只吃新鲜桑叶，所以在传统
的家蚕饲养中，蚕农每天都要采摘大
量的新鲜桑叶。

为了将蚕农从日复一日的繁重
采摘工作中解脱开来，2008年，夏庆
友团队开始进行桑叶饲料化的研究，
研发人工饲料喂养家蚕。

通过不断试验，2018年团队为蚕
宝宝调制出了包含桑叶粉、豆粕粉、
玉米粉等30多种成分的人工营养餐，
不仅大大降低了桑叶用量、省去了采
摘桑叶的体力劳动，还通过调整营养
食谱的成分比例，满足了不同品种、
不同年龄段蚕宝宝对营养的需求。

在人工饲料的基础上，2019年3
月，夏庆友带领团队研发出全自动化
养蚕机，从养蚕、添食、除沙、上簇收
茧，全部流程实现了自动化，同时利
用大数据进行智能决策，真正实现高
效、低成本养蚕。

做科普教育先行者创新者

20年前，为支持祖国家蚕研究，夏
庆友不计名利毅然归国，在完成举世
瞩目的“家蚕基因组计划”的同时，他
时刻以“弘扬蚕桑文化，创新科普教
育”的情怀，带领团队公益科普20载。

为此，夏庆友把“弘扬文化”写入
团队16字宗旨，带领团队发挥顶级科
学家团队科研优势，走到哪儿科普到
哪儿，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从市内外
到国内外，科普足迹遍及亚欧大陆，
将前沿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惠及数
万名师生。

夏庆友带领团队创办了“丝国传
奇”科普公众号，原创科普文章400余
篇，开展公益科普活动100余场，研发

“创新性养蚕劳动教育课程”6册、产品
多套，将前沿科技输入中小学课堂。
同时，创立了重庆市劳动教育科学研
究会，推动了全国劳动教育创新发展。

夏庆友：

创新永无止境
探路家蚕研究

本报记者 刘壹刀

夏庆友，1965年生，西南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前沿
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研究中
心主任，蚕桑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主任，重庆市蚕丝纤维新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获得者（第一贡献
人），爱思唯尔 2019 年和 2020 年

“中国高被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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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友在撰写学术论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