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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生命体从低温中“复活”
现在谁也说不清机制和途径

“中国本土首例冷冻人体”引发公众关注，
对此专家表示———

人死不可复生， 可如果可以在刚刚

死亡之时 ， 就及时将身体深度 冷 冻 起

来， 是否就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令生命

复苏？ 这两天， 一则关于 “中国首例本

土冷冻人体” 的消息， 引发公众关注。
家属希望用这种方式保存遗体， 以期在

未来某个时间点， 可以让癌症晚期的亲

人复苏之后， 重新接受治疗。
这个近乎科幻的主意， 是否真能够

实现 ？ 伦理上是否行 得 通 ？ 记 者 通 过

采访了解到 ， 眼下 ， 技术尚未 发 展 到

能让进入深冻状态的人体复苏的阶段，
目前仅能对细胞进行这样的操 作 。 高

等动物成年个体究竟如何从低温中 “复
活”， 并继续保持原有功能， 现在谁也

说不清。

冷冻保存遗体，留一线复
生希望

今年 5 月 8 日凌晨 4 时 01 分， 桂

军民癌症晚期的妻子展文莲被主治医师

宣布已经死亡。 与一般死亡病人不同的

是， 一些早已等候在旁的临床专家， 开

始为展文莲遗体注射各种药剂， 并进行

深度冷冻。 遗体被降温到-190℃之后，
保存在充满液氮的装置中。

人体低温保 存 的 费 用 不 低 。 据 报

道， 每做一次冷冻， 光冷冻保护剂的费

用就需要二三十万元， 每年补充液氮的

费用就需 5 万元左右。 然而， 桂军民依

然想为妻子若干年后的复苏保留一线希

望。 因为他经常会梦到妻子， 希望努力

淡化妻子死亡的事实。
在知情同意书等各种手续上， 写明

了这是 “遗体捐献 ”， 且 “没有保证 、
担保或承诺生命延续研究计划在未来一

定会成功， 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医学科

技的发展时间表， 复苏技术基于未来医

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 尽管希望微弱 ，
但为了陪陪妻子， 桂军民参加到这项生

命延续计划中。

不知复苏路径，先冷冻起
来行吗？

报道称， 在中国本土， 这可能是第

一例 “冷冻人体”， 但在美国， 已有一

家机构为 100 多具遗体做了低温保存。
不过， 冷冻容易复苏难。 目前科学界、
医学界还没有成熟的方法能够让像人体

这么复杂的生命体， 从-190℃的低温中

复苏。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

人员表示， 目前对于细胞的深度冷冻和

复苏技术已经成熟， 比如卵细胞、 精子

细胞、 受精卵、 早期胚胎等。 因为相对

而言， 这些机体的构成简单， 复苏的条

件容易控制。 但对于更复杂的成年个体

而言， 最多只能做到低等脊椎动物， 如

鱼类的深冻和复苏。
“关键是掌握不了如何复苏的机制

和途径 ， 所以几乎 没 有 见 到 在 尝 试 小

鼠 、 狗 、 猪等更高等的脊椎动 物 成 年

个体的深冻复苏方面有所突破。” 研究

人员认为 ， 即使从目前有限的 经 验 来

看 ， 如 果 不 清 楚 复 苏 的 手 段 和 条 件 ，
盲目进行深度冷冻 ， 将来复苏 的 可 能

性微乎其微 。 毕竟经过深度冷 冻 的 高

等动物成年个体 ， 究竟如何从 低 温 中

“复活” 并继续保持原有功能， 现在谁

也说不清。

如果技术成熟，将带来巨
大伦理挑战

既然未来冷冻人复苏的希望十分微

小， 那么通过遗体捐献、 志愿者的形式

进行这样的尝试， 是否有违伦理？
复旦大学 生 命 医 学 伦 理 中 心 主 任

王国豫认为 ， 目前这还不涉及 到 太 复

杂的伦理问题 。 首先 ， 被冷冻 的 是 在

医学上已经被宣布为死亡的个 体 ， 所

以这主要涉及到遗体的处理 。 遗 体 处

理 的 关 键 是 尊 重 死 者 和 家 属 的 意 见 。
如果死者和家属愿意采取冷冻 方 式 处

理遗体 ， 就没有对死者和亲属 不 尊 重

的问题。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过程

中是否存在商业上的诱导———比如， 明

知目前还不存在复活的可能性， 但研究

者有意夸大技术的成熟度， 诱使家属采

用这种方式处理遗体， 这就涉及商业伦

理的问题了。
不过， 一旦人体冷冻与复苏技术走

向成熟， 则可能带来一系列生命哲学和

伦理问题。 王国豫说， 这可能会让我们

重新思考对人、 对生命的界定问题， 即

什么是人、 什么是生命。 因为现在被深

冻的是已经死亡的人 。 但未来 被 深 冻

的， 是可以复苏的人， 就不能当作死亡

的个体， 这将会引发一系列广泛而深层

次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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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后再高考，只为学医
近年来医科在全国各省份强势回暖，今年沪上高招

涉医专业出现报考人数和录取分数双升局面

眼下正是高校招生尘埃落定时，甘
肃定西考生张坤淇手捧刚收到的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录取

通知书感慨万千，这距离他上一次参加

高考已隔了整整八年。重新站上高考赛

道，张坤淇表现不俗，他的高考成绩足

以考进北大、复旦等著名学府的优势专

业，但他的选择很坚决：读医科。
“迟到”八年再选择，一心报考医学

院！ 这样的读医热情并非孤例。 从上海

到全国，近年来，医学院的报考“行情”
持续看涨，吸引着一批批高分“学霸”。

“迟到”八年，90 后高分
考生一心读医

张 坤 淇 第 一 次 考 大 学 是 在 2009
年，凭着不俗表现，考入华中科技大学信

息安全专业。大学期间，他迷上了游戏开

发方向，甚至放弃学业，自行闯荡社会。
但兜兜转转之后，他对未来倍感迷茫。

“再来一次还来得及！”家人的鼓励

让他重拾信心。 张坤淇告诉自己：要选

择一个能帮助他人的专业，“就当一个

救死扶伤的医生吧”。
张坤淇表现不错， 取得甘肃省第

143 名的高考成绩，这个成绩让他可以

在很多名校中做出选择，但张坤淇一心

学医。 在与几所知名医学院校沟通后，
他最终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八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听说学医很累、当医生很苦，但我

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之一，救
人于生死之间， 家人也很支持我的选

择。 ”张坤淇说。
重新高考、选择学医的，在上海交

大医学院并非首例。 2015 级临床医学

八年制法文班的唐筱璐也有相似经历。

这名上海考生在一次飞行中目睹了医

生挺身而出抢救病患的全过程，由此萌

发了强烈的医学梦想，毅然放弃已读了

两年的当红财经专业，重新高考并一举

考入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最高分专业。
“选择学医，我从没有过后悔，虽然

这两年曾吐槽课业很重、 学习很累，但
这些重和累正是今后从医的基础，我期

待着救死扶伤、为患者解除病痛的那一

刻，也享受着为此而勤奋学习的过程。”
唐筱璐说。

“学霸 ”爱医 ，全国涉医
专业走红

医学回暖，已不是个案。在上海，今
年的高招录取已结束，其中涉医专业出

现报考人数和录取分数双升的局面。以
上海交大医学院为例， 该校 25 个临床

八年制本博连读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

比全市本科自主招生控分线足足高了

65 分，达 566 分，为历年最高。 并且，上
海交大医学院在全国的录取线基本上

都高出当地一本线 150 分以上，在有的

省份甚至高出 200 分。比如，在新疆，上
海交大医学院的分数线仅次于清华、北
大；在福建、四川，分数线位列第四……

医学专业分数大幅上涨的情况，在
其他医学院校同样存在。 以广西为例，
按照今年当地本科第一批投档线来看，
理工类超 600 分投档的有十多所高校，
其中就包括北大超一本线 197 分，清华

超 186 分，上海交大超 178 分，复旦超

177 分 ，复旦医学院超 159 分 ，北大医

学部超 156 分，上海交大医学院超 153
分。 在排位靠前的院校中，三所知名医

学学府赫然在列，吸引着全国的一批优

秀学子报考。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学霸” 爱医已

成现象。据报道，2015 年，香港有 11 名应

届考生荣登“状元”，他们在发榜日受访

时，超过 2/3 表示有意报读医科，香港大

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医科专业成热门。

别再唱衰医科， 自有浇
不灭的热情

分析认为，香港“状元”爱医科，是

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在当地受尊敬、收入

高、工作稳定，“不论中外，医学教育均

被视为精英教育”。
但也有人认为，内地的就医环境、收

入情况与港医不同， 这些年社会上甚至

弥漫着“唱衰”医科的声音。 对此，有医

学院招生专家谈到，不能基于少数医学

院录取分数下降就判断医学“遇冷”，要
参照那些招生规模和招生基数较大的

医学院校，因为它们的招生情况相对稳

定，对考生也更具参考性。 每所学校在

各省份的招生情况都有差异，单独的某

个省份招生人数少或是分数低，并不能

代表整个医科专业招生趋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年，国内

知名医学院招生始终保持报考人数和

考分“双高”。上海交大医学院甚至迎来

好几位“退学重考医学院”的学生。从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北京大学医学部等几所独立招生的

医学院校屡屡排入高校一本投档线前

十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考生看好医科

发展前景。 用一位医学院老师的话说，
“不论外界如何‘唱衰’，这群内心坚定

的孩子自有浇不灭的热情。 ”
还有一所医学院的教务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期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

共同出台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的相

关文件，令人倍感振奋，国家重视医学

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政策的春风将鼓

舞更多对医学充满兴趣的新鲜血液加

入，医学教育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疫苗接种分时预约App上线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边安抚婴儿，

边焦躁排队接种疫苗的情况将 大 为 改

善。 近日， 上海首款疫苗接种分时预约

App———“柚子社区”在嘉定区嘉定镇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上线， 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的家长们今后只需

在家中动动手指， 就可提前预约好疫苗

注射时间，到点前往注射。 这是上海“互

联网+”医疗科技惠民的又一鲜活案例。
在 “柚子社区 ”预约接种 App 启动

仪式上， 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陶琼英表示，该款 App 的上线将提

供更为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进一步完

善疫苗接种预约和咨询机制， 改善疫苗

接种流程，缩短家长等候时间，避免出现

短时接种高峰。
据了解，“柚子社区”App 是目前市

场上唯一能做到线上分时段预约和线下

自助排队叫号一体化的软件， 通过系统

的无缝对接， 有效避免了线上预约与线

下排队取号的冲突， 医院无需再开设预

约专窗。 此外，该款 App 还针对各种免

费、自费疫苗的接种流程、作用、可能存

在的风险等内容进行介绍和线上咨询服

务，并在社区板块开设了“妈妈课堂”，分
享推广疫苗接种常识。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杨 静

医生救死扶伤的形象正吸引越来越多优秀学子报考医学院。 图为上海交大

医学院开学典礼上， 医学生身穿白袍， 宣读医学誓言。 叶佳琪摄

“带羽恐龙”常驻申城展示沧海桑田

证明鸟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关键证据、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古生物化石无偿捐赠上海自然博物馆

赫氏近鸟龙、三燕丽蟾、辽西满洲

龟等 11 件古生物化石标本，昨天由辽

宁朝阳济赞堂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无偿

捐赠给上海自然博物馆。 其中，赫氏近

鸟龙、 三燕丽蟾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古生物化石， 辽西满洲龟则填补了上

海自然博物馆这一化石的空缺。

化石来自中国白垩纪“庞
贝城”

昨天受赠的化石均来自辽宁省西

部的朝阳市 。 约在 1.3 亿至 1.2 亿年

前的白垩纪早期， 辽西朝阳地区生物

繁盛 ， 被称为 “热河生物群 ”。 当时

正值燕山运动时期， 火山多次大面积

喷发， “热河生物群” 经受多次 “庞

贝城” 式的灾难， 却也为后人留下一

方 古 生 物 群 宝 库 ———经 受 “突 然 打

击” 的生物， 通常被完好地埋藏在火

山碎屑岩地层中， 并成为化石。 辽西

地区也因此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化石出

产地之一。
“突如其来的死亡，让他们完美地

保存着活着的形态。 ”朝阳济赞堂古生

物化石博物馆馆长李海君指着辽西满

洲龟化石说。 火山岩化石上，能清晰辨

认出一只“六件齐全”的乌龟。 所谓“六
件齐全”，是指乌龟的头、四肢、尾巴都

伸出龟壳， 仿佛还能看到它生前在水

中悠然自得的样子。 由于乌龟天性谨

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缩进壳中，所以

拥有完整的头、 四肢和尾部的化石是

极不寻常的。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周保春博士告诉记者， 白垩

纪早期，辽西一带淡水湖泊星罗棋布，
上千摄氏度火山岩浆流到这里， 时速

可能只有几十公里， 温度也可能下降

到两三百摄氏度， 陆地上的生物被打

落到湖泊中， 由于窒息或中毒死亡沉

入湖底， 在大量火山灰掩埋下形成了

与世隔绝的化石宝库。

证明古生物演化史上关
键问题

人们通常用“花鸟鱼虫”指代丰富

多彩的生物世界。 据周保春介绍，“热

河生物群”保存着我国花和鸟的开端。
在这里， 人们发现了最早的被子植物

和最早的鸟类， 同时证明了鸟是由恐

龙演化而来的。
此次捐赠的化石中， 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赫氏近鸟龙， 就是

证 明 鸟 是 由 恐 龙 演 化 而 来 的 关 键 证

据。 从赫氏近鸟龙化石上，参观者可以

看到，恐龙前、后肢和尾部都分布着奇

特的飞羽， 证明那时恐龙中的一支已

经长出羽毛， 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

羽毛兽脚亚目恐龙。
“辽西地区发现的华丽羽王龙为

带羽恐龙家族又添一员。 ”周保春说。
这种体长 8 米 、体重数吨的 “巨无霸 ”
身上，居然披着一层原始结构的羽毛，
专家推断这种演化或许与当时环境变

化有关。
三燕丽蟾是迄今世界上已知骨骼

保存最为完整和精美的早期蛙类化石

之一， 它生存在距今至少 1.2 亿年前，
与狼鳍鱼、孔子鸟、中华龙鸟等生活在

同一时代， 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古老

的无尾两栖类（蛙类）动物。 这表明，早
在恐龙时代， 无尾两栖类就已经在我

国演化了。

世博会牵起两地恐龙缘

朝阳济赞堂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的

化石走进上海， 最早还要追溯到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 那时辽宁馆中展出

的 恐 龙 化 石 引 起 了 观 众 们 的 极 大 关

注， 也让李海君看到了上海人对恐龙

的喜爱。
不久前， 上海科技馆主办的 “如

何复活一只恐龙展”， 在 56 天展期内

吸 引 了 超 过 35 万 观 众 参 观 和 体 验 ，
这 让 李 海 君 决 心 拿 出 馆 内 珍 藏 的 化

石，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恐龙文化与

历史。 上海科技馆方面表示， 藏品征

集工作一直在继续， 一座博物馆要有

丰富的馆藏， 才能实现其研究、 展示

和教育功能。

■本报记者 沈湫莎

“ 六

件 齐 全 ”
的 辽 西 满

洲龟化石。
均 本 报

记者

叶辰亮摄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古 生

物 化 石 赫

氏近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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