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胶体金试纸条，学名叫
“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就是
将纳米级别的金颗粒，与传统
免疫学检测方法中的抗体蛋
白结合。纳米金颗粒具有高电
子密度的特性，当纳米金颗粒
大量聚集时，就会形成肉眼可
见的红色或粉红色斑点。

胶体金技术的两个“主
角”分工明确：由传统的抗体
蛋白，负责识别各种需要检测
的物质，不过，它们就像是会
抓老鼠的哑巴猫，即使抓到老

鼠，主人也不知道这里有老
鼠；而在抗体蛋白上结合纳米
金颗粒后，就可以通过变色识
别，就好像给这只哑巴猫佩戴
了一个报警器，只要抓住老
鼠，报警器就会响。

这个纳米金“报警器”的
加入，大大简化了传统免疫学
检测的过程，缩短了检测时
间。更重要的是，纳米金颗粒
聚集形成的红色，用肉眼就可
以判别，不需要借助其他实验
仪器，就能对结果进行判别。

还有不少商家宣称银器有“杀菌消毒、净
水软水、抑制发霉”等作用，这些说法靠谱吗？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王利民介
绍，银离子的确有抗菌功能，但不代表银器
有抗菌功能，因为银器和银离子完全不同。

银离子的杀菌能力确实很强，在对污水(每
毫升污水中含7000多个大肠杆菌)进行3小时银
电极处理后，几乎所有的大肠杆菌均被消灭。

银离子是如何杀菌的？研究人员发现，银
离子可以与特定的酶结合，和蛋白质发生反
应，继而使微生物失活，从而达到杀菌效果。

银离子的抗菌功能，目前已被运用在
纺织、化工、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
我国载人航天器的供水系统中，就采用电
解银溶液，作为航天饮用水的消毒剂；银丝
袜子可抑制真菌类繁殖；洗衣机安装银离
子发生器，能杀灭衣物中的细菌等。

不过，银筷子、银碗等器物是单质银，
化学性质很稳定，在常温下不易与其他物
质发生反应，难以释放出银离子，也就很难
起到“杀菌消毒”等作用。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报告也指出，目前还
没有单质银转化为银离子的数据。也就是说，
市场上销售的银饰、银器，只是普通的工艺品
或日用品，既不能测毒排毒，也不能杀菌消
毒，对农药残留、化学物质等无能为力。

另外，银离子是一种重金属离子，人体
对银离子的摄入量有一定限度。世卫组织
规定，饮用水中银离子的限量为0 . 05毫克/
升，因为银离子的代谢周期很长，需要28天
左右才能被完全清除。如果长期饮用银离
子超标的水，可能引起银在皮肤、眼结膜等
部位沉积，影响身体健康。

市场上我们还能看到口服的胶体银产
品，胶体银由纳米级别的银组成，有人宣称它
可以抗癌、治疗感染等，它真有如此神效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就指出，胶
体银在人体内蓄积，会使皮肤、牙龈等变成蓝
灰色。食用胶体银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可能有
神经毒性(如癫痫)、肾脏损害、胃损害、头痛
和皮肤刺激等。因此，胶体银的诸多所谓“神
奇”功效，目前多数尚未得到科学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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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用银针试毒
真有科学依据吗

我们知道，用银试毒不是万能的，现代毒物种类繁多，
验毒更多的是基于专业仪器分析检测。日常生活中，快速

“验毒”更多采用胶体金检测技术。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
在几乎能检测食物中任何一
种病原菌或非法添加物，不
过，一般只能在实验室或检测
中心等专门场所进行，不像银
针那样可以随身携带。

有没有一种可快速检测
食品安全的方法呢？目前，科
学家已开发出一种“现场快速
检测”技术，利用胶体金试纸，
无需复杂的样品处理过程，就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检测结果。

比如，在蔬菜上揪一小片
叶子，两三分钟就能知道有没
有农药残留；在猪肉上沾一下，

很快就能知道有没有兽药残
留；取点汤汁，就能知道有没有
微生物污染。

什么是胶体金？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鲁闻
生介绍，氯金酸在还原剂的作
用下，可以聚合成一定大小的
金颗粒，并在静电作用下，形
成一种稳定的胶体状态，这便
是胶体金。

胶体金有一个独特优势，
它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鲜艳
颜色，而不只是单纯的金色。这
个特点正是胶体金被广泛用作
各种检测试剂的主要原因。

“金”是如何识别毒素的

现在用“金纸”验毒
什么“金”这么神奇

在一些古装剧中，经常有用银针试毒的情节：用一根干净的银针插入饭菜
之中，如果被下了毒，银针就会变成黑色。那么，银器真有试毒解毒的功能吗？

在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银针试毒
的做法。比如宋代法医宋慈，在《洗冤集录》
中，就记载了当时著名的“淮安奇案”，破案
手法就是“银针验毒”。

古代能用的毒物有限，主要是砒霜(三
氧化二砷)，另有一种红信石，主要成分也
是三氧化二砷，外观呈红色，与丹顶鹤头顶
的颜色相似，又称鹤顶红。

无论砒霜还是鹤顶红，有毒成分均为
三氧化二砷，所以，银针验毒，主要是看有
没有三氧化二砷。

古人主要从天然含砷的矿物，比如砷黄
矿、雄黄矿、雌黄矿中提取砒霜。但这些矿物
并非全部由砷单质组成，在自然界中，由于砷
不稳定，会与其他元素共同形成化合物。

硫元素和砷元素，就是一对模范CP，
在很多矿物中都是成对出现的。比如许仙
给白娘子喝的雄黄酒，里面就有四硫化四
砷；而与之对应的雌黄，则是三硫化二砷。

为了将硫和砷分开，古人通常会用加
热的方法。在《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当

时的制备方法：将砒石打碎，放到土窑中
加热。在窑上方的烟囱上倒扣一口大锅，
三氧化二砷分离出来，就会在锅上形成一
层结晶，因为很像洁白的霜，所以人们就
给它起名为“砒霜”。

不过，如此简单粗暴的提纯过程，也决
定了成品砒霜中，必然会残存不少硫化物，
用银针试毒时，试出来的也正是这些硫。

银和硫接触后，不需加热就能发生化
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银针自然也就
变黑了，所以古人用银针试毒，确实能试出
饭菜中的砒霜。但如果是其他不含硫的毒
物，就束手无策了。所以，用银针试毒，纯属
工艺不发达时代的误打误撞。

如果我们现在用银针去试砒霜，会发
现一点变化都没有。因为现代的提纯手法，
已能彻底去除砒霜中的硫化物，不会与银
发生反应，自然也就不会变黑。

用银针测毒，还可能误判，因为某些食
物本身就含硫化物。比如，鸡蛋里就含有硫
元素，如果用银针测试，也可能变黑。

或许是因为“银针能测毒”的说法广为
流传，所以出现了“银饰发黑，表示从体内
吸毒”等说法，成为一些商家的卖点。银饰
品真能反映佩戴者的健康状况吗？

事实上，有两个原因可能使银饰发黑：
一是当银饰品同时接触汗液和空气时，银
与空气接触发生氧化反应，产生黑色的氧
化银；二是人体蛋白质中的部分硫元素，会
随汗液排出，硫元素在空气中和银发生氧
化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硫化物是汗液的正常组成成分，通常含
量比较低，但如果我们吃了含硫多的食物，比

如葱、蒜、洋葱等，汗液里的硫就会变多。
此外，佩戴银饰时接触的各种化学物质，

也可能加速银的氧化过程。比如一些酸性物
质，高温高湿的环境，空气中硫化物含量高或
污染较重的地方，银饰氧化速度也会加快。

因此，银饰品发黑，是正常的氧化反
应，与身体是否健康无关，更不存在“银能
从体内吸毒”的神奇作用了。

现在市面上有不少银饰保护剂，就是
在银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避免银与汗液
及空气接触，就像给银穿了一件防护衣，自
然也就能防止银饰变黑了。

佩戴银镯子，真能吸走体内毒素？

银离子能抗菌，不代表银器能杀菌

用银针测毒，不过是“歪打正着”

在一些古装
影视剧里，“用银
针测毒”是常见
的桥段，这种做
法靠谱吗？银针
试毒是不是万能
的？如今一些常
见检测试纸上的

“胶体金”，是一
种什么金？它又
是如何“验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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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金”护航食品安全

影影视视剧剧中中用用银银针针验验毒毒的的情情节节。。 用用胶胶体体金金试试纸纸检检测测农农残残。。

胶胶体体金金快快速速检检测测试试纸纸条条

不像银针只能检测含硫
的毒物，胶体金试纸条，可以
检测食品中各种有害物质。针
对不同物质，只需换用不同的
抗体与纳米金颗粒结合即可。
针对某一种农产品常见的多
种风险物质，也可以设计出

“多合一”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与古代的银针相对应，我们

可以将胶体金试纸条称为“金
纸”。别看是“金纸”，它的成本并
不高，并且随着工艺技术的发
展，“金纸”成本也会不断降低。

目前，不少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也开始使用这些“金纸”，对
农产品的农残进行快速检测。

在医疗卫生领域，采用这
种方法制成的验孕棒、病毒抗
原检测试剂等便携式检测产
品，特别适用于基层大批量检
测和大面积普查等。

与古代有限的毒物相比，
现代毒物种类繁多，不过，根据

“胶体金”的检测原理，只要将对
应的毒物识别分子，修饰在金
纳米颗粒表面，理论上来讲，几
乎任何毒物都能被识别。

毒物检测“从银针到金
纸”的转变，从一开始的歪打
正着，到现在能定制不同毒物
的专用检测试剂，都是我们对
化学认识越来越深入的结果。

几乎任何毒物都逃不出它的“法眼”

不不少少人人认认为为银银器器能能““解解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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