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颖婕

爸爸须“在家”，更得念对“育儿经”

越来越多高学历父亲主动担起育儿责任，
但也会因方式不当而弄巧成拙———

孩子拿着试卷回家，分数不理想，恰
巧被爸爸看见……如果孩子和爸爸角色

互换，“爸爸”会说什么呢？这个有趣的测

试发生在奉贤区胡桥学校三（1）班日前

的一堂班会课上：讲台前，一位爸爸坐在

小矮凳上， 正接受站在椅子上的孩子的

数落：“我平时赚钱这么辛苦， 你就考了

这点分数！”“明天开始电脑、手机全部没

收！再考不好就别回家了！”事后，这位爸

爸坦言：“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被这样对

待是很难受的。 ”
作为家里的 “顶梁柱”， 过去，“60

后”“70 后”爸爸们常因忙于工作而鲜少

承担育儿职责。 如今，“80 后”“90 后”爸
爸们却呈现出一种全新形象： 越来越多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爸爸开始主动

参与育儿，但由于教育方式不当，有些爸

爸反而弄巧成拙地成了 “狼爸虎爸”“吼
叫爸爸”。

参与育儿但用错方法，也
是“父亲缺位”

鹏鹏（化名）是胡桥学校初一年级学

生，又高又瘦的他有个坏习惯：走路时总

是低头驼背。在学校举办的“优质爸爸成

长营”活动中，老师们见到了很少露面的

鹏鹏爸爸，也找到了孩子低头的原因。
原来， 鹏鹏爸爸是某单位一名普通

职工，平时很少有时间管教孩子，他与鹏

鹏间的相处多数是不愉快的。 来自父亲

的长期否定，让鹏鹏产生了自卑心理，这
种心理日积月累，反映在了肢体仪态上。

作为“优质爸爸成长营”指导老师，
上海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协会校长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袁胜芳给父子俩提出三项建

议：首先，希望鹏鹏每天坚持练习“贴墙

站立”，纠正体态；其次，希望父亲能带着

孩子一起进行体育活动；最后，希望父亲

照顾到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的自尊心，
多给予正面肯定和鼓励， 尤其要避免在

亲戚聚会等场合指责孩子。 在袁胜芳看

来，“父亲缺位”不仅指父亲“不在场”，用
错教育方法同样是一种缺位。

传统社会观念中， 父亲在家庭中的

职责通常以经济支持为主， 而非养育孩

子。 因此，对男性而言，他们在成长过程

中缺乏养育技能的习得， 也缺乏男性照

料者的榜样， 而男性向来被鼓励具备坚

强、内敛等品质，这也造成了他们不善情

感表达， 难以与子女建立依恋关系。 所

以，“妈妈唱白脸、爸爸唱红脸”的搭配组

合成了很多家庭的常态。

父母越同步，越能消弭孩
子逆反心理

家庭教育中之所以存在“父亲缺位”
现象，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爸爸们不知道

如何教育和陪伴孩子， 尤其是面对青春

期的孩子， 他们很可能无所适从———这

需要家庭建立和谐友爱的氛围， 也需要

父亲不断促进自我角色成长， 更需要学

校和社会的积极引导。
那么对父亲来说， 什么才是正确的

教育方式？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发

展中心主任周圆教授表示， 父亲在儿童

发展中具备很多不可替代的正面功能，
父母之间需要分工合作， 共同承担育儿

职责，形成一致性的教养方式。
“有研究发现，面对幼儿，父亲通常

会询问开放性问题，比如感受如何等，母
亲则喜欢询问封闭式问题， 比如开心与

否等， 因此父亲的行为对孩子的认知发

展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周圆说，日常亲

子互动中，父亲更倾向于肢体接触，其中

不乏抛、举、打闹等具有刺激性的动作，
这无疑促进了孩子独立、 冒险人格的养

成。 更重要的是，在性别特征影响中，男
孩可以在父亲身上学习男性的基本行为

模式，培养领导力、坚强、刚毅、进取等特

质， 女孩则可以从父亲身上了解到异性

的特征， 获得与异性交往最基本的安全

感和信任感。
周圆强调，对爸爸们来说，有意识地

提高与孩子的互动程度， 是正确参与育

儿的第一步，其中包括照料、游戏、沟通

等。需要注意的是，孩子在需要父亲的时

候能够获得正面的呼应和支持， 会让孩

子更有安全感。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亲
密和谐的父母关系更能帮助孩子习得文

静、温柔等特质，而母亲对父子父女关系

的支持度越高，父母教养方式越一致，越
能消弭孩子的逆反心理。

为“一带一路”等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启动

本报北京 2 月 13 日专电 （驻京记

者郭超豪）中国科学院昨天在京启动“地
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计划用五年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为“美丽

中国”“一带一路”等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当今世界各国对大数据的重视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数据已成为与自

然资源 、 人力资源一样重要的 战 略 资

源。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对大

数据这一战略资源的研究、 开发与利用

已是迫在眉睫的国家重大需求。
目前， 我国乃至全球还普遍存在着

数据共享政策不完善、资源分散、重复布

局、成果显示度不够等情况，海量数据的

低效应用成为当前我国地球科学领域面

临的严峻问题和技术瓶颈。
据该专项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郭华东介绍，“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为

期五年， 设置 CASEarth 科学工程总体、
CASEarth 小卫星、 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数字“一带一路”、全景美丽中国、生物多

样性与生态安全、三维信息海洋、时空三

极环境、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共九个项目。
该专项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化、
开放式的国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为目

标， 致力于推动并实现地球大数据技术

创新、 重大科学发现和一站式全方位宏

观决策支持，将探索形成大数据驱动、多
学科融合的科学发现新范式， 力求在资

源环境、海洋、“三极”、生物多样性及生

态安全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郭华东表示， 数据共享一直是困扰

科学研究的难题，但“我们想做得更多”。
他表示，推进科学数据共享、促进重大科

学发现是专项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在

资源、环境、生物、生态等多学科、跨领域

交叉的背景下， 孤立使用单一特定领域

的已有挖掘分析理论和方法， 已难以有

效推动科学发现，切实需要多学科联合、
系统和综合的研究。 数据共享是在地球

数据大平台下实现地球多学科信息资源

的集成融合， 是地球大数据专项推进实

施的核心手段。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三 7编辑/徐德祥

教科卫 广告

“修复型”水稻吸走污染“绿”农田
上海科学家找到关键基因，可阻断重金属在稻米中富集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一株

水稻， 既能吸走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元

素，又能贡献安全又香甜的大米。 昨天，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在线发

表上海植物学家的最新成果， 这预示着

“修复型”水稻的诞生已初露曙光。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 因其

独特的基因特征， 它比玉米、 大豆等其

他作物更易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 “能
否培育出一种水稻， 可以将重金属污染

物吸进叶子里 ， 但稻米籽粒却 不 受 影

响？”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龚继明研

究员， 于 2006 年结束在美国加州大学

圣迭戈分校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时，
就提出了培育 “修复型” 水稻的设想。
经过十几年努力， 他领导的课题组终于

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我们在水稻里找到了一个关键基

因 CAL1。” 龚继 明 告 诉 记 者 ， 这 种 基

因所产生的蛋白质， 会专门寻找植物体

内的镉离子， 把它们包裹起来， 并从活

细胞中排出， “扔” 进细胞质外空间。
细胞质外空间中的镉要输送进 稻 米 籽

粒， 需要通过由活细胞组成的韧皮部运

输通道， 镉元素被 CAL1 蛋白包裹后无

法进入韧皮部， 也就无法进入稻米中。
这样 ， 进入水稻的镉就被滞留 在 叶 片

中， 不会增加米粒中的镉含量。
植物叶片在蒸腾水分时， 会对细胞

质外空间产生抽油烟机一样的吸力。 于

是， 这些被 CAL1 蛋白包裹的镉元素就

被 “吸” 到了叶片里。 “只需收割掉叶

片， 就能将水稻从土壤中吸附的金属镉

带走， 慢慢修复受污染的土壤。” 龚继

明 说 ， CAL1 在 不 同 品 种 水 稻 中 都 存

在 ， 只 是 发 挥 的 作 用 大 小 不 同———
CAL1 表 达 强 烈 的 水 稻 品 种 ， 抗 镉 毒

害、 叶片富集镉的本领就更大， “找到

了这个基因， 让科学家觉得培育 ‘修复

型’ 植物来净化土壤是可行的。”
在水稻体内， 不同重金属元素的吸

收运输受不同基因调控。 龚继明计划在

后续研究中逐一找到这些特定基因， 让

水稻一边产出安全香甜的大米， 一边吸

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 由此， 中低

度污染的农田有望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

下逐步得到治理， 最终变成 “绿色” 的

生产用地。
“另外，在改造水稻时，还要注意不

能影响铁、 锌等有益健康的重金属微量

元素在米粒中的积累。 ”龚继明说，目前

研究组已经对 CAL1 申请了专利保护 ，
“‘修复型’水稻的培育，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同时相关研究或许还能拓展到治疗

人体重金属中毒的解毒药物开发上。”

“新年送新衣”祝福患儿安康
儿科医院为 500 名住院患儿送去浓浓爱意

本报讯 （记者陈青） 新年穿新衣，
对小朋友来说， 这样的仪式感中包含着

新年健康平安的祝福寓意。 昨天下午，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精心策划了一次

迎新志愿服务， 为 500 名住院患儿送去

浓浓的爱意和惊喜。
在儿科医院 社 工 部 组 织 下 ， 一 群

“红马夹” 为冬日的儿科医院病房带来

了融融暖意。 志愿者来到儿科医院， 将

500 份代表闵行区台商祝福的新年礼包

送到住院患儿手中， 礼包里装有一件崭

新的羽绒背心、 一条温暖的魔术围巾、
一盒手工饼干和一张别致的手绘贺卡。
贺卡上写着： “我马上就要回台湾过年

了 ， 希望不能回家的小朋友快 点 好 起

来， 祝大家春节快乐！” 这是由 500 名

台商子女在学校放假前完成的新年手绘

贺卡。

“能出院回家的都回去过年了， 我

们也是没办法， 毕竟治病最要紧， 今年

春节就在医院里凑合吧， 也没有时间给

孩子买新衣裳。” 一位病孩的妈妈无奈

地表示。 当收到这份沉甸甸的爱心礼包

时， 每一位留在医院过年的患儿都露出

了甜美的笑容。
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教授介绍，

自 2013 年以来， “新年穿新衣” 公益

项目成了儿科医院新春祝福的一项重要

内容。 医院每年举行患儿主题绘画大赛

并收入画册 。 2013 年 ， 医院还将患儿

们的主题绘画作品 《我心目中的儿科医

院》 进行拍卖， 所得善款用于血液科患

儿的 “新年穿新衣” 项目， 许多白血病

患儿及其家长收到新衣时都禁不住感动

地落泪， 来自院方的温暖关怀给焦虑的

病儿家长带来了希望和鼓励。

贴心“胃”问，校园年夜饭暖人心
春节临近，沪上高校为留校师生精心安排节日餐食、为困难学生提供“精准资助”———

金犬福汪闹春宵， 新年的脚步近

了，大学校园的年味也越酿越浓。今年，
沪上不少高校寒假留校学生人数创下

近年新高。 为此，各大院校年夜饭场面

火爆，人气十足，分外热闹。 高校就此

“摆开擂台”，比拼起各自的后勤实力和

管理服务能力。

返乡前吃顿暖心年夜
饭，“校长大厨”端来私房菜

为了不负“吃在同济”的美名，今年，
同济大学开出 60 桌， 张罗了一席好菜，
邀全校 400 多名寒假留校师生一起吃年

夜饭。白灼大虾、德国咸猪蹄、清蒸鳜鱼、
花雕鸡，还有写着“不忘初心”字样的学

校食堂自制奶油蛋糕……年夜饭开席

了，圆台面上，大菜一道接一道地上。 两

位环境学院硕士三年级学生喜笑颜开：
“终于等到了这顿年夜饭。 吃完这一顿，
我们就打算回老家和父母团聚了。 ”原
来，在学校，渴望和老师、同窗年底聚一

聚再回老家的学生为数不少。一边吃年

夜饭，他俩一面拿出一张“成绩单”：两

位工科生不久前都与用人单位签了约，
月薪双双过万元。

在华东师范大学，今年有 600 多名

学生因各种原因选择寒假留校过年。为
迎接金狗年的到来，学校举行了一场师

生同乐会。 只听“咔嚓”一声，志愿者们

用拍立得相机，给留校学生按下了一张

张倩影；棉花糖机前，一朵朵转出的彩

色棉花糖，让学生们在品尝香甜滋味的

同时，感受到了春天的暖意。 而年夜饭

聚餐时， 食堂精心制作的创意多彩饺

子，更是引得众多师生啧啧称赞。红色、
黄色、 绿色……各色水饺形如吉祥元

宝，又有“更岁交子”之意。 大家边吃饺

子边聊天，欢乐无穷。
在上海建桥学院，年夜饭人气堪称

火爆：几位校领导拿起锅铲、变身大厨，
为留校学生端上了自己拿手的私房菜。

校长朱瑞庭掌勺蜜汁鸡翅、副校长俞晓

光烹制红烧牛尾……来自学校的贴心

“胃”问，让学生们感受到了浓浓暖意。
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年夜饭菜单

刚一出炉，就迅速在朋友圈“疯转”。“清
热桂花拌糖藕”“和气豌豆烩豆干”“健

骨牛肉配酸汤”“祛寒三鲜砂锅炖”……
这桌按照“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畜

为益”“五果为助”进行荤素搭配的 “养
生年夜饭”，光看菜名就让人馋涎欲滴。

保暖毛毯 、 求职正装 ，
“精准资助”获学生点赞

为安顿好寒假留校学生， 今年沪

上多所高校都预先准备了贺岁 “礼包”。
上海海事大学今年共有 200 多名

学生因参加实习等原因而没能回家过

年。学校的后勤中心、保卫处、图书馆等

职能部门，均为留校学生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寒假活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除了

为留校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和娱乐等全

方位服务与保障外，还特别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了百余个校外实习岗位，
让学生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浓浓暖意。

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学校还推出

“精准资助”服务举措，助力寒门学子在

逆境中成长成材。
上海体育学院专门向留校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发放慰问金，并根据不同

年级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提供精准资

助———大一学生领到“爱心大礼包”，大
二、大三学生获得保暖毛毯，而毕业班

学生得到了学校为他们定制的“求职正

装”。如此特别的分类资助，获得众多同

学由衷的点赞。
上海财经大学今年共向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 10.9 万元冬令补助和保

暖物品， 发放返乡路费补贴 9.4 万元，
为留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创设了部分勤

工助学岗位。 据悉，寒假期间，学校还将

首次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活动， 预计走访 30 余名困难学生

家庭，比如，该校法学院部分教师今年

春节后将到甘肃省籍困难学生家乡实

地家访，在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和实际困

难的同时，带去国家和学校对贫困学生

及家庭的资助政策，让千里之外的学生

父母吃下“定心丸”。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上海建桥学院校长朱瑞庭变身大厨做年夜饭，为学生烹制蜜汁鸡翅。 (上海建桥学院供图)

“生酮饮食”真能预防治疗肿瘤？
医生推荐“每周一次”实践高脂、少吃主食、适当摄入蛋白质餐食

高脂、少吃主食、适当摄入蛋白质……
健身圈曾风靡一时的“生酮饮食”正被一

些医生采纳自用，他们有的采取“每周一

次”的频率实践该饮食法，当然不是为了

塑身，据说这能预防肿瘤。 日前在沪举行

的“2018 年肿瘤综合疗法探索与发展国

际论坛”上，以生酮饮食为代表的肿瘤代

谢治疗与研究引发热议。

代谢调节，第六种肿瘤疗法

“肿瘤只是一种遗传病？ 未必，肿瘤

也是一种代谢病。”美国波士顿学院生物

学教授托马斯·塞弗里德的发言，奠定了

本次肿瘤国际论坛的主题：肿瘤代谢。
塞弗里德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肿瘤代

谢研究权威专家， 以他为学术领袖的肿

瘤代谢研究及其疗法正被全球越来越多

医生及患者接受并使用。
“塞弗里德认为肿瘤是一种代谢病，

肿瘤的增殖与能量代谢有关， 通过调节

全身代谢， 围绕肿瘤治疗的一些难题可

能迎刃而解。”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主任许玲教授告

诉记者。
肿瘤代谢研究正引发国际肿瘤界极

大兴趣。 本次论坛上，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游为公博士介绍了

营养在癌症治疗方面的重要性， 英国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临床研究院纳德巴医生

带来了癌症化疗与代谢疗法结合治疗带

来的可喜疗效———副作用少， 生活质量

得以改善， 美国抗衰老暨再生医学科学

院研究员、 哥伦比亚成氏综合健康中心

创始人兼主任成长博士分享了抗衰老与

肿瘤代谢研究的最新进展。
眼下， 通过纠正或干扰肿瘤代谢为

主要策略的肿瘤代谢调节治疗， 已成为

继手术、化疗、放疗、中医药、生物免疫疗

法后的第六种肿瘤治疗方法。

生酮饮食，肿瘤专家的“新宠”
代谢调节与饮食、营养息息相关。塞

弗里德谈及“肿瘤作为代谢病的新疗法”
时 ， 介 绍 了 一 种 大 名 鼎 鼎 的 饮 食 方

法———生酮饮食。在他看来，肿瘤代谢调

节的一种治疗策略就是， 通过能量限制

与生酮饮食干预肿瘤。
塞弗里德说， 同时限制葡萄糖 （能

量）和谷氨酰胺（氨基酸的一种）可以控

制脑肿瘤和大部分其他肿瘤。
生酮饮食， 简单说就是产生酮体的

饮食。 酮体是脂肪酸代谢的产物， 简言

之，酮体就是脂肪变的。 那么，为什么脂

肪要变成酮体呢？因为有些身体组织（主
要是大脑、神经系统）不能直接使用脂肪

酸作为能量来源， 在它们需要能量来源

时，会先找葡萄糖，如果葡萄糖不够用，
酮体就必须顶上去作为能量， 生酮过程

就此发生。所以说，酮体的产生一定是由

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引起的。 有理论认

为 ，100 克以下碳水摄入的饮食就可以

被视作生酮饮食。
少吃米饭、 面条等主食就能减少碳

水化合物摄入。也因为这一点，有人说生

酮饮食是“挨饿疗法”，它在健身圈风靡

也与此有关。
不过，若将生酮饮食与“挨饿疗法”

划等号，说得既对也不对。 论坛上，塞弗

里德、 纳德巴等分享了生酮饮食的临床

应用进展。已有研究证实，这些饮食疗法

与其他疗法联合用于肿瘤治疗， 除了无

毒副作用、更为经济等优势，还具有改善

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期等良好效果。 不

过， 塞弗里德补充强调，“这种能量控制

不是挨饿，要保证矿物质和营养摄入。 ”

饮食有节、情绪舒畅利于防癌

围绕肿瘤代谢调节， 已汇聚起多学

科的专家。 “与靶向治疗、 精准治疗等

越走越细的方向不同， 肿瘤代谢研究强

调整体观、 全身系统调节， 与一些中医

经典理论不谋而合 。” 许玲告诉记者 ，
比如， 生酮饮食并不提倡 “过度饮食”，
中医养生观也十分强调 “饮食有节 ”，
即饮食要有节制， 建议每餐吃到七八分

饱即可。 目前， 岳阳医院已引入包括饮

食、 情志调节等在内的肿瘤患者心身全

程管理疗法。
当下， 以肿瘤代谢调节为基础的多

种疗法正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代谢

疗法的成分组方、 适用标准和临床实施

等进行多学科协作成为肿瘤研究的热点

和关键。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上接第一版)李强十分关心装置开放使

用情况， 听到截至去年已安排来自 460
家单位的 2000 多个研究组开展科学研

究，实验用户超过 2 万人，并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研究成果，李强表示肯定。 他说，
科研院所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力

量， 要更好发挥优势， 勇攀科技创新高

峰，努力构建开放共享的协同创新网络。

随后 ， 李强 来 到 中 科 院 上 海 光 机

所———上海科技大学超强激光光源联合

实验室，仔细察看实验装置，详细询问装

置建设情况以及总体规划布局。 超强超

短激光被认为是人类已知的最亮光源，
在很多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 上海超

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将目标锁定为国际

领先水平的 10 拍瓦级，将更好应用于物

质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 李强同

科研团队亲切交谈， 了解这一领域全球

研制进展，鼓励科研人员再接再厉，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攻坚克难、追求卓越，在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中实现更大发展。李强

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要始终立足大局、
着眼长远发展，聚焦最有条件、最具优势

的领域，打造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集

群， 努力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城市发展。
市领导诸葛宇杰、金兴明参加调研。

构建创新型开放型共享型实验室
(上接第一版)要坚持 全 球 视 野 ，依 托 上

海既有条件 ，加强创新开放合作 ，提升

国际竞争水平和影响力 。 中科 院 将 全

力支持张江实验室建设，与上海市一起

把张江实验室打造成原始创新的高地、
服务科技创新的平台、创新创业人才的

集聚地，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应勇指出，张江实验室于 2017 年 9

月正式挂牌成立，启动实质性建设，目前

已在大科学设施群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创新合作网络构建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国家科创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部署，充分依托院市合作机制，加快

推进张江实验室建设， 进一步提高集中

度和显示度、提高辐射力和影响力。张江

实验室要坚持目标定位， 致力于建成跨

学科、综合性、多功能的国家实验室，以

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表国家

水平， 力争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突

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

性研究基地。要明确任务，抓紧制定发展

规划，优化重大任务布局，并加强组织协

调和配套支撑。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着

力在管理体制、 人员聘用机制等方面创

新突破， 特别是大科学设施要对海内外

用户开放共享，构建创新型、开放型、共

享型的实验室。要加强重大科研攻关，力
争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周波主持会

议，中科院副院长相里斌、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林忠钦、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出席。
复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相关负

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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