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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改平的人生极富传奇，他曾三次去
英国留学，三次都放弃了让常人眼热的优
厚条件回国。别人夸他爱国，可他觉得爱
国爱家是人人都有的情感，是人类最朴素
的本质。“河南培养了我，我得为家乡做点
事！”

三次出国，定格三个难忘瞬间。
1989 年，张改平以出国人员留学考试

全省第一的成绩，被选派到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攻读生物技术专业硕士学位。他忘我
的学习精神，感染着国外同行。英国动物
健康研究院院长给他申请了奖学金，想让
他继续攻读博士。当他得知自己任职的河
南科技学院需要他回国任教时，他马上找
到院长：祖国需要我，我有责任回去。

那位院长震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听
到一个中国人竟然拒要奖学金。你知道
吗，这个奖学金是专门给欧盟和英联邦学
生的，我给你已是违规，可你不要，还要走
……好吧，这次我就一错到底了，给你留
着，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给你。

1990 年，张改平再度赴英国留学。他
创立的亲和分子克隆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分
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现代免疫学等领域，
被国外专家誉为“中国人的发明”。1994年
10 月，张改平顺利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当时学校给他签了5年的合约，根据英国法
律，他可以拿到永久居住证，但他仍义无反
顾回到了河南。被评为国家重点资助的20
名跨世纪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之一。

2002年，张改平第三次来到英国，这次
出国他纠正了国际上流行了十年的格林巴
氏综合征错误理论。伦敦大学系主任极力
劝他留下，张改平认真地说：“第一，回中国我
会生活得更好。第二，回国可以搞更好、更适
合我们国家和我本人的研究。”那位教授闻
言跳脚跑到走廊上大喊：“你们听听改平说了
什么！我第一次听中国人这样说。”当时中
国在生物技术研究领域是没有话语权的。

洋教授好奇张改平的归国境况，2003
年退休后年年来郑州“看”他。令张改平自
豪的是，新世纪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最快的时期，他如愿实现了他的两个愿
望。那位洋教授惊诧中国的巨大变化，可
当 2009 年张改平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
他反而不吃惊了，说“这是他应该得到的。”

拳拳赤子心，悠悠故乡情。
1994年．张改平学成回国。当时担任

省农科院院长的董庆周听说后，马上派人
到北京接机。由于飞机晚点，接机的人在
机场蹲守了两天两夜。见到张改平，董庆
周当场表示：不只河南农科院的房子，全郑

州市的房子随张改平挑。
家乡真诚和渴望打动了张改平，他留

在了省农科院。8年后，张改平创立了河南
省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2008 年又申请
获得农业部动物免疫学重点开放实验室。

张改平把人生最精彩的时光留在了河
南。在这里，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蜚声世
界的科学奇迹，并在48岁当上院士，达到他
人生学术的顶峰。

回报、感恩是他人生“字典”的关键
词。面对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名牌大学抛来
的“橄榄枝”，张改平曾动情地说：“如果我
走了，对不起河南人，也对不起我的科研团
队。省里在有限的条件下，投资 1000 万元
为我建立实验室，我走了会对河南造成很
大损失。我要用我的所学之长，为河南出
力，为河南人民造福！”

他以河南为荣，河南为他骄傲。
这么年轻就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科学

家，这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
山。对待名誉，张改平很诗意地回答：成就
和名誉就像天上的一片云，当别人给你一
片云时，你千万别躺进去，躺进去了就会掉
下来。人们给你一片云，是给了你一片美
丽，你可以欣赏这片美丽，但请你从这片云
上飞过去，继续飞向蓝天。

快检领域的“王者”快检领域的“王者”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张改平

本报记者 陶玉亮 王文霞 文 杨光 图

“想知道你买的肉里有没有瘦肉
精？简单啊，弄点肉，泡一下水，把试
纸放进去，不到一分钟出结果，每克
肉含有 1纳克的瘦肉精都能测出来。
1克=1000000000纳克，也就是说，只
要这头猪体内有瘦肉精残留，就可以
在试纸上显现。”

这就是中国免疫试纸快速检测
技术研究领军人物张改平。

张改平，生在河南，学在河南，成
名在河南，48 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是新世纪河南自己培养的院士，
河南的骄傲。

一个春雨淅淅的下午，记者来到
河南省农科院，聆听高谈阔“论”，感
悟人生智慧。

采访张改平，最打动记者的是
他对自己的评价：一个好心的人，一
个和善的人，一个没有害人之心的
人。

浸润着中西方文化精髓的张改
平，强调着二者的共同点：人要有同
情、怜悯之心。他引用孟子的话：

“无怜悯之心，非人也。”正是这种普
济天下的博爱之心，痛惜他人的怜
悯之情，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科研力
量。

有“当代毕昇”之称的王选曾
说：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
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北京大学季
羡林先生也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
自己更多就是好人。”张改平身上闪
耀着一个科学家灿烂的人性光辉，
所以他才会三次出国，三次义无反
顾地回来，才会说出“我们有责任和
义务解决国家和群众的重大需求”，
才有他震古烁今的成就。

[ 论名利 ]
不为他人看“钱罐”

张改平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笑。
记者很好奇：你就没有烦心事、没有

失败过吗？他笑笑说：谁没有，我心态好。
他的人生信念是：不做则已，做就做

好。但不在乎最好，只在乎是否问心无
愧。“有了这个心态，你肯定对任何困难、
挫折和失败都不屑一顾。”

1960 年，张改平出生在河南省内黄
县，是张家的第二个孩子。这里不只是楚
霸王项羽“破釜沉舟”之地，也是民族英
雄岳飞成长的地方。人杰地灵的家乡却
没有给张改平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

张改平出生时正值村村办大食堂，那
时谁家生孩子食堂会给点白面。全村的
白面放到秤上称：二两，还平点。从此“二
两平”成了他的名字，一直到小学三年级
才改成“改平”。

“小时候，看见小伙伴吃窝窝头蘸酱
油，心里特痒。回家央求我娘，我娘说，等
你长大有本事了吧。”那一年，张改平 3
岁。长大有本事就能吃上窝窝头蘸酱油
了，虽然很懵懂，但他很期盼。

古人云：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张改平的大学同学评价他：酷爱学
习，做人低调，让人敬佩。“在我们那个班
里，别看他年龄最小，但爱钻研的劲头我
到现在都忘不了。”毕业分到百泉农专，
天天做实验到深夜。在国外留学和归国
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更是天天泡在实验
室。在省农科院流传着一句话：大年初一
找他就去实验室。

“我曾经很刻苦，天天泡实验室，但现
在少多了。我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
的团队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解决重大的
问题。”

一位哲人说过：“没有正确航向的船，
任何风都是逆风。”

“我首先要思考国家到底需要什么，
这个需要必须是我所在行业的一二三，不
考虑四五六，以前可以，现在做对不起院
士的头衔，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在繁星闪烁的人类科学天幕上，有卫
星、行星、恒星，爱因斯坦是恒星级的科学
家，是人类精神的灯塔。他有句名言：“我
想要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我并不
关心这种或那种现象，也不关心这种或那
种元素的光谱；我想了解上帝的想法，其
他都是细枝末节。”

张改平是爱因斯坦的“粉丝”，做独立
思想的科学圣徒是他的追求。

“科学家要立志高远，但不能好高骛
远。”

“胸怀宽广的人总能遇到好事，大家
都在争抢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凑热闹了，你
要让，这种失往往能换来更大的得。”

“交朋友不是搞关系。和科学家交朋
友，碰撞思想，相互促进；和行政官员交朋
友，让他了解你的能力、过去、现在和将
来，争取更多的科研机会。人就像天空中
的星星，它的光亮程度是相对的，看的角
度不同，光亮就不一样。”

长期的科学研究，让张改平深谙生命
真谛，今天的他更加平和、平静。他说：

“无论动物、植物、微生物、还是病毒，生命
的起源都是ATCG。万物平等，我们要快
乐和谐共处。”

令人仰止的人生境界。
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名利，张改平妙讲

了一个晏婴拒千金的故事。“齐景公要给
晏婴房子、钱、好吃的，晏婴说房子不漏能
住，有饭吃不错啊，要那么多钱干吗，又没
有银行，钱多了还得用罐子存起来，怕丢
还得常看着，可这些钱我一辈子也用不
着，死了还是别人的。再傻我也不能干一
生为别人看钱罐的事啊！”

“我是科学家，国家和民族更需要我
在科研上做贡献，我为什么要去抢那个人
人争抢、还不一定抢到手的‘担子’呢。”

无论谁说张改平聪明，还是说他的团队
能干，他总是风趣地说：“此言差矣。”

“我们只是看得准一点，选择了自己应
该选择的方向，就像龟兔赛跑，要说乌龟比
兔子跑得快，谁也不会信，但乌龟确实赢了。”

除了院士头衔，张改平还担任着农业部
动物免疫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领导着一个
90 多人的团队。对张改平来说，打造一支
充满创造力、坚强和谐的团队，比出成果更
重要。“所有东西不可能都由你自己干，你也
干不出来，必须得会用人！”

张改平最喜欢人们叫他张老师，他总是
讲：“孔子讲‘有教无类’，我们这儿也一样。
只要你愿意做，我就给你机会。虽然有人没
能出成绩，但是你得能容忍，让他试。看起
来很笨的人，说不定哪天就出了大成绩。”

在这个“联合部队”里，既有正式人员，
也有长期的客座教授，还有临时工，在校学
生，张改平强大的人格磁场，把他们紧紧聚
在一起。

做出首张快速检测试纸的郭军庆，是张
改平的得意弟子，他曾在农科院“三进三
出”。张改平的态度始终是：走，欢送；回，欢

迎。郭军庆的朋友感慨道：“走遍全国也找
不着这样的地方。”

在这里，看大门的都能成才。
有天实验室的门卫找到张改平，小心地

问：“我能不能做点实验啊？”张改平挺意外
的：“你能做实验？”他说：“能。”“行啊，那你
就做吧。”张改平很干脆同意了。后来那位
门卫成了出色的抗体实验员。

“下一步，我们的试纸研究要向纵深化
进展，一是找到更多的检测靶标，就是看看
还有什么东西能用试纸检测。二是进一步
提高试纸的敏感性，达到一百亿分之一的敏
感度。三是解决高通量，一次检出所有要检
的东西。四是解决试纸数字化问题，结果不
再用人看，像超市一样直接扫描到计算机。”

张改平更大的心愿是解决疫苗问题，提
出了研制“新概念疫苗”。 他举例说：“假如
动物的免疫潜力是1万点，用50至100点可
以免疫一种病，一个动物可以同时打近两百
种疫苗，其实打十几种疫苗就够了。但目前
我们国家的疫苗不够精准，一次要用到
3000 至 4000 点，大大浪费了动物的免疫潜
力。新概念疫苗就是更精确、纯化、微量。”
疫苗领域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

[ 论担当 ]
有责任解决国家

和群众的重大需求
初见张改平，是在省农科院办公楼大

厅。深灰色的长风衣，提个有点旧的公文
包，脸挂微笑，头发飞扬。第一印象不像科
学家，而像艺术家。

试纸是张改平的“名片”。
那张让他声名鹊起的瘦肉精试纸，是我

国首个经国家备案诊断“瘦肉精”的合法试
纸产品、专利产品，它像傻瓜相机一样好用，
有力震慑了瘦肉精的泛滥。

他常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解决国家
和群众的重大需求。”

省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的职爱民博
士仍记忆犹新：“2008年9月11日，毒奶粉事
件见报的当天，张老师马上找到我们，要求
尽快找到方便、快捷的检测方法，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

吃得好，更要吃得安全。张改平“过人
之处”是让食品安全检测更容易，监管更方
便。这些年他研制的试纸有几十种，可检测
瘦肉精、三聚氰胺、抗生素等，建立了一个立
体的快检“王国”。

鸡传染性法式囊病病毒(IBD)快速检测
试纸条，是张改平众多成果中的“代表作”，
获得了2004年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摘得
科技界公认难度很大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这是世界上首个检测该病毒的试纸，只
需 1~5 分钟。目前成了养鸡户离不开的“宝
贝”，所有养鸡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仅在河
南、河北、江苏、山东等省，每年减少经济损
失达4000余万元。

张改平为何情寄小小的试纸？
这是他做了一个十几年的梦。在河南

农大上学时，张改平学的是兽医专业。“动物
传染病的诊断复杂又费时，如果有一天能像
用 pH 试纸一样，一蘸就能确诊，那就太好
了。”

梦想不是空想。“在检测领域人们追求
四大目标——快速、简便、特异、敏感。把所
有繁琐的实验步骤搬到试纸上，几分钟内完
成检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就
坚持了下来。”最终在国际快检的空白领域，
他成功写上了中国人的名字。

张改平从事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
动物重大疫病免疫与致病机制，同样成就卓
越，创立亲和分子克隆技术研究平台，发现
并系统研究了动物免疫球蛋白(IgG) Fc受体
分子，目前国际上共发现11个猪、牛、羊动物
免疫球蛋白 Fc 受体分子，其中 10 个是张改
平研究团队发现的。

2006 年，猪肉价格涨得很厉害，了解得
知是生猪患了“蓝耳病”，那一年，全国生猪
存栏率下降了 60%，养殖户受到重创。他心
情十分沉重，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关。他和
他的科研团队几经努力，从而揭开了“蓝耳
病”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ADE)的发病机理，
建立了病毒 ADE 感染检测新方法，防控了

“蓝耳病”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发现
（IgG）Fc受体存在线性配体结合表位，为研
制治疗人类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提供了新
途径。

如今，张改平已是快速检测领域的“王
者”，从河南、郑州发出的声音，让世界为之
侧耳。

美国 Humana 出版集团特邀张改平为
《生物传感器和生物检测》一书，撰写免疫试
纸快速检测技术，这是该技术首次正式列入
科研和教学工具书。由于他在快检领域的
杰出贡献，英国科技文化促进委员会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托并资助张改平作
为大会主席，主持承办2006年中英食品安全
论坛。

[ 论为师 ] “有教无类”广纳人才

[ 论爱国 ] 三拒洋“绣球”报效家乡

张改平，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出生在河南内黄，中国预防兽医学领军人物。现任河南省农科院
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改平及其团队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项目40多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１项、省部级科技奖励３项；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其中SCI论文50多篇，
被Science等著名期刊引用150次；申请专利36项，已获授权19项；主持研制成功国家二类新兽药两个、
兽药残留检测试剂备案4项，通过兽药残留检测试剂备案复核试验5项，推动了动物免疫学的学科发展
和检测领域的技术进步。

张改平2001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当选河南省首届中原学者，2008年获中华农业英
才奖，2008年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咨询专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
创建的实验室被命名为“河南省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和“农业部动物免疫学重点开放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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