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得太好让身体“吃不消”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发布横跨45年的人群
血脂研究，中国人总胆固醇水平“一路往上跑”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一项

横跨 45 年上海健康人群血脂水平的五

次随机抽样调查工作， 凝聚了几代科学

家的心血， 其结果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

视———改革开放 40 年 ， 物质丰裕了 ，

但我们很可能吃得太好了 ！ 日前 ， 95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市心血管病

研究所原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终身教授陈灏珠发布了 《上海人群血脂

水平变化 （1973-2018）》 报告。

在日前举办的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

所成立 60 周年心血管高峰论坛上， 陈

灏珠院士介绍这一报告时披露： 中国人

的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等指标水平在过

去 40 多年里 “一路往上跑”， 有些甚至

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相应的疾病风险与

疾病负担都在飙升， 针对性的防治策略

有必要提上议程。

2010 年 《全球疾病负担报告 》 对

生活行为危险因素做了疾病负担相关研

究分析， 结果发现， 高胆固醇血症导致

的死亡有 200 万人之多。

我国的情况也并不容乐观， 这份横

跨 45 年的报告显示， 到 2017-2018 年

上海地区 20 岁以上成年人的总胆固醇

平均水平达到 192mg/dl， 已与美国人群

平均水平不相上下。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 ，

陈灏珠院士在美国动脉粥样硬化会议上

报告我们当时的血脂水平， 结果欧美专

家都质疑， 我们的血脂水平监测是否正

确———为何那么低！？” 上海市心血管病

研究所金雪娟副研究员感慨， 当时就有

观点认为可能是中国人 “吃得太苦了”，

但如今 ， 我们的人群血脂水平快速上

升， 已经带来了一系列健康新问题。

与总胆固醇水平一同飙升的， 还有

甘油三酯水平， 上海人群目前的甘油三

酯的成人几何均数已超过美国 。 在

1973-2018 年的 45 年中 ， 上海男性的

甘油三酯水平增加了接近 1 倍， 女性增

加了 56%。

该报告还发现， 我国的高胆固醇所

致的死亡率在增加， 从 1990 年的每 10

万个中 25 个 ， 发展到 2017 年的每 10

万 60 人， 增加了 2.4 倍。

该报告对比研究发现， 过去 20 多

年中 ， 由高胆固醇所致疾病的负担 ，

原本处于高位负担的美国 、 西欧一直

在往下跑 ， 提示负担在减轻 ； 日本几

乎是一条 “地平线” ———保持在相对稳

定的低位。

而我国原本处于低位，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缓慢增加。 其中两个“剪刀差”

值得重视：2003 年跟日本交叉了， 随后

的 10 年左右，跟美国交叉了。换言之，欧

美、日本负担在下降，而我们的疾病负担

在飞速上升， 心血管相关疾病以及由此

引发的死亡风险都在增加。

陈灏珠称， 这个横跨 45 年、 每隔

约 10 年一次， 对上海健康人群血脂水

平做的研究提示了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

是， 由代谢性疾病引起的心血管疾病、

肿瘤等慢性病风险在提升， 比如动脉粥

样硬化发生了 “井喷”， 临床上需要冠

状动脉搭桥手术、 冠状动脉内科治疗的

病人数量大大增加 。 另一个主要问题

是， 血液脂肪的变化。 这使得专家应该

重视预防和治疗的措施。

与此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

比如认为有些血液里的脂肪并不坏， 还

有好处， 也有观点提出 “把坏蛋变好”。

但是， 围绕这些观点， 还没有定论。

陈灏珠希望 ， 这项围绕人群血脂

水平变化趋势的相关研究 ， 可以提供

作为预防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根据 ， 让

多学科联手提出有针对性的早防早治

策略。

白发老中医寒冬站立问诊

“做医生就是要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

陈豪 ） 上海近期气温持续走低 ， 但日

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却发

生暖心一幕： 一位一头白发的老中医在

寒风中站立着给病人问诊。 车内的病人

是一位高龄老人， 而如此 “出诊” 的医

生自己也已年近八旬。

怎么回事？ 原来当天清晨， 龙华医

院吴银根教授如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

诊室开诊。 刚坐下不久， 一位中年男子

急匆匆跑了进来， 急切地问道： “吴教

授 ， 我家有位长期卧床的 84 岁老人 ，

现在还留着胃管。 今天我们虽然带他来

医院看病， 但他实在无法上楼到诊室。

不好意思， 能不能请吴教授您下楼到我

们车上帮忙看一下呢？”

男子话音刚落， 吴银根教授便毫不

犹豫， 跟着家属下楼来到车旁。

吴银根教授年近八旬 ， 寒冷冬日

清晨 ， 他站在车旁 ， 弯腰仔细询问病

情 ， 并查看舌脉 ， 同时安抚患者 。 患

者右下肺占位伴不张， 两肺大量炎症，

伴右侧大量胸水 。 目前 ， 患者的鼻饲

管还在留置中， 胸闷喘憋， 不能行动，

稍动即喘 ， 胃纳差 ， 大便三日不解 ，

胀闷难忍。 患者在外院检查治疗至今，

病情一直没有确诊 ， 治疗无效 ， 经家

属多方打听 ， 今天特地来医院求助吴

银根教授。

了解病情后 ， 吴银根教授上楼回

到诊室查看患者的资料和 CT 片 ， 结

合四诊给予中药汤剂 ， 并嘱咐患者家

属注意事项和复诊时间 。 家属连声道

谢 。 但是 ， 老先生却很淡然 ， 他对学

生说 ， “做医生 ， 就是要把患者放在

第一位。”

据了解， 吴银根教授从医、 从教五

十余年， 系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

承班指导老师、 上海市名中医、 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 吴银

根工作室成立于 2003 年， 2006 年成为

上海市名中医工作室 ， 2013 年成为全

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吴银根始终用行动诠释着 “胸怀百

姓、 薪火传承、 志存高远、 大医精诚”

的医学人文精神 。 2003 年 “非典 ” 期

间 ， 吴银根教授担任上海中医专家组

长， 深入一线， 指导抢救。 此后， 他一

直担任上海防治呼吸道传染病中医专家

组长， 指导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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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索智”实现精准引才

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 3.0 版即将推出，不仅能为科研人员
画出“学术肖像”，还能对人才进行评估

前不久，上海某知名大学想引进一

位教授，可此人在发表文章数量和影响

因子上都不突出，学校请来全球高层次

科技人才平台为其“把脉”。 几天后，平

台给出评估报告，建议“引进”。 理由是

尽管此人在论文上不抢眼，但他与多位

全球顶尖专家均有合作，而且已在国内

外申请专利 100 多件，与此次该校新建

的偏应用类学科正好适应。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全

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 今年年底前

将推出 3.0 版本 。 这一版本的人才平

台不仅可以为科研人员画出 “学术肖

像”， 还能对产业界的人才以及创业类

人才进行评估。

不久前， 科技部网站公布消息，我

国人才评价、学科评价标准将有较大改

变，不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 然而，对与人才打交道的一线部门

来说，如何客观评价人才？ 全球高层次

科技人才平台成为参照项之一，筛选出

真正的人才，并且为人才与机构之间精

准匹配。

用知识图谱方式描摹科
技人才“学术肖像”

如果说， 以前看人才档案看到的

是一张证件照， 那么， 在全球高层次

科技人才平台上， 就能看到一个人的

“学术肖像”。 构成 “学术肖像” 的知

识图谱所展示的不仅有 “肖像主角 ”

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呈现出“肖像主角”

在学术圈中的“生活”。

在平台系统中输入中国科学院院

士赵东元的名字，几秒钟后，一张知识

图谱就随之产生。网络中心圆是赵东元

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按照他所有论文的

提及频次高低排序。围绕着研究关键词

的圈代表赵东元的合作对象。可以看到

赵东元的合作者中，H 指数 （评估研究

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

的混合量化指标）大于 100 的合作者有

12 位， 如果加上需获得过重量级奖项

这一条件，合作者的数量精简到 4 位。

“通过知识图谱的关联和展示，可

以看出哪些专家是真正的小同行，也可

以在项目评审时，有意识地规避掉那些

相互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学者。 ”上

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负责

人、上海市科技人才发展中心副主任朱

悦说。

为了画出更清晰的“学术肖像”，平

台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扩充数据，并不

断地将数据精准化。

继今年年初平台升级至 2.0 版本

后，年底 3.0 版本也即将上线。 新版本

囊括全球超过 30 万名专家， 特别是新

增 5 万名产业人才。他们又建成了一个

包含 9 个层级、60 万个词的科技词库，

基本实现了学科名词全覆盖。

不同的人才必须匹配不
同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自从去

年 7 月上线并逐渐充实人才数据后，开

始尝试为人才“打分”。平台建设方参考

了世界最大医学与科学文献出版社之

一“爱思唯尔”的考评体系，通过高被引

文章、总发文数、H 指数、FWCI 指数等

评价人才，结果发现，不同行业之间的

评价标尺差别很大。

如果采用“爱思唯尔”的学术评价

标准， 很多高层次产业人才都会被遗

漏。 因为像谷歌“初级围棋”（AlphaGo）

的创造者哈萨比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创始人马斯克这类全球闻

名的产业界人才的发文数都很少，H 指

数也很低，他们在这一评价中根本算不

上优秀；上海本土的优秀产业人才寒武

纪首席执行官陈天石、誉生物医药创始

人陈椎等也算不上杰出人才。

“在评价产业型人才时，看从业经

历、专利数量和经手项目金额可能更能

看出这个人的水平。 ”朱悦说。 为此，平

台详细分析了各领域人才的关键指标，

建立了包含 40 个各层级的科技人才评

价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它打造了一

套智能人才打分系统，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产业人才从此有了不同的打分

标准。

最近， 一位有过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工作经历的科研人才也因其特殊的

履职经历， 得到评价权重加成， 并在

人才项目的评审中得到了认可。 据悉，

这套打分系统已为近 2000 位人才打

分， 其评价结果与专家评审结果高度

吻合。 不久的将来， 一套适合创业型

人才的评价模型也将出炉。

平台正在成为沪上人才
筛选的“第一道关”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之

前，必须回答好一个问题———哪些是当

今世界顶尖人工智能专家？这个问题被

交给了平台。 几天后，一份 200 多位专

家的名单被送到大会组委会，它覆盖了

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除了大家耳熟能

详的计算机视觉、 机器学习专家吴恩

达、李飞飞，还有不那么有名的依图科

技创始人朱珑（师从国际计算机视觉会

议主席艾伦·尤尔），最终邀请来的嘉宾

与名单的吻合率高达 80%。

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想

面向全球招募一位首席科学家，也先来

平台“打样”，把各种条件输入系统，该

招什么样的人，研究所已经心中有数。

这个平台也使得那些造假者无所

遁形。今年，一位市级重点人才计划的申

报者在平台上被发现， 他提供的部分发

文机构与本人履职经历不符， 提交的多

项发明专利也不在其名下。 平台马上将

这一情况告知市委组织部， 如果一经查

实，此人将再难入选任何人才奖励计划。

“如果说 2.0 版本只是做了人才平

台的一半———汇聚起顶尖专家的数据

库的话， 3.0 版本已经做到了把合适的

人才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 实现精准

引才。” 朱悦说。 据悉， 平台还将不断

自我迭代， 通过数据再挖掘， 为各大

科研机构和企业精准推荐人才， 乃至

全球揽才。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师生牵手STEMx

创新领航新时代

由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华东青少

年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上海市机器

人学会、 上海大学理学院、 上海师范

大学数理学院联合主办， 普陀区教育

学院协办的 “第五届上海青少年

STEMx 实践展示交流活动 ” 日前在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中部举行。

科技小达人们自己动手， 组装赛车、

编写程序并完成规定比赛项目的展

示， 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用最暖的光照亮逝者远行的路
“死亡教育”是我们每个人都缺失的一堂课

站在 2018 年岁末谈生死， 别有意

味 。 因为这一年 ， 我们送走了不少

人———霍金、王丹凤、单田芳、李咏、金

庸、程开甲、二月河……死亡，总是让人

畏却，但每一次送别，对生者来说，何尝

不是一次 “死亡教育”———一门在多数

人生命中缺失的“课程”。

“死亡本是一种客观现象，是我们

人为赋予了它意义，你选择什么样的生

死观，其实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观。”

正如每天都在直面生死的医生们所说，

当我们谈论生死观时，其实是在说“向

死而生”。当你我坦然面对死亡，就会发

现：死亡原来不一定是冰冷的、黑白的，

它也可以是温暖的、彩色的。

我们谈生死， 是在谈如
何好好活

近日，《奇葩说》 选手邱晨自曝患

癌，却打开了“死亡教育”的话匣子。 她

说，死亡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她想

在余下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去做更多有

意义的事情。霍金生前也曾说过：“当一

个人面临早逝的危险时，就会体验到活

下去是值得的。 ”

“不知死，焉知生。 ”这是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治

医生许啸声近年来的深刻体悟。

第一次受邀“谈生死”是在一年前，

许啸声拿到的题目就四个字———“向死

而生”。邀请方告诉他，分享会将在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举行。 结果，那天来的

不止有医学生，还有闻讯赶来的市民。

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在少年时代，在

舅舅的病床旁。“舅舅因重症乙肝去世，

母亲对我说，以后你要当医生，这样可

以救很多像舅舅一样的人。 ”许啸声记

住了母亲的话。 两年后，外公又因白血

病去世。父亲告诉他，如果以后当医生，

要守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高考时，许

啸声选择学医。 对于生死的理解，是在

工作多年之后慢慢升华。

“我们的教育会教大家如何热爱生

命，却很少提及如何面对死亡。”许啸声

感到，生活中很多人的困惑，其实都源

于“死亡教育”这堂课的缺失。他遇见过

在太太床边搭地铺的丈夫，生命终点的

守候灿烂超过繁星；他遇见过主动捐献

遗体的患者， 求生欲望极强的眼神背

后，有着无法形容的宁静与释怀。

“听过最撕心裂肺的恸哭，才知道

来日方长，其实并没有那么长。”许啸声

总是不忘与人分享： 当我们谈生死，其

实是在谈珍惜，谈善良，谈爱的升华，谈

责任，谈如何好好活。

关于活着这件事， 死亡
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医院是死亡教育最深刻的场

所，医务人员直面了太多生死。 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虞先濬

至今记得第一次面对病患死亡时的场

景，“患者就在我面前死去，看着他身旁

的家属嚎啕大哭，我也忍不住流泪了。”

病患无法接受死亡，家属无法接受

亲人离世，也有大量医生不知如何与病

患沟通死亡……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

医院上演。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

疗科主任成文武的记忆中，因得知自己

患癌而被吓死的患者不在少数。 “有位

司机被确诊为肝癌，他只听进去了‘肝

癌’两个字，完全无心了解治疗方案，不

到一周便离世了。 ” 成文武惋惜不已，

“其实，他原本是有活下去的机会的。 ”

2004 年， 成文武前往美国 M.D.安

德森癌症中心培训，在那里他看到了一

种从未见过的肿瘤治疗模式： 医生、病

人、家属、社工围坐在一起谈病情进展，

谈治疗方案 ， 也谈到治疗的最坏结

果———死亡，以及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我非常震撼，因为死亡在我们国

家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由此，成文

武也愈加明白，生死教育是多么必要和

可贵。 他说，这是教人如何在明知自己

终将死亡时，更好地珍惜短暂的生命。

“面对晚期肿瘤患者，再好的医生

能做的努力也不多。”成文武说，如何将

病患在死亡前的满意度、 舒适度提高，

如何让家属安然接受患者的死亡，都是

生死教育所要关注的。

令成文武难以忘怀的，是几年前的

一位晚期肠癌患者。 60 岁上下的年纪，

年轻时吃过不少苦，终于到了安享晚年

的时候却遭遇不幸。 她的丈夫想不通，

家缠万贯为何买不来妻子的性命。

“我每天都和他们谈心，还将她的

女儿、女婿从国外喊回国。”成文武坚持

了 45 天，每天“谈心”三小时。 终于，在

患者去世前几天，他们想通了。“爱人在

侧、儿孙绕膝，患者走得很安详。 ”成文

武说，这是生死教育最好的结果。

跟孩子说死亡， 可以是
一件彩色的事

从小到大，我们对于死亡的印象是

冰冷的、黑白的，是心电监测仪上的那

几道直线，是医生下达的“死亡通知”，

是开给家属的四联单。 但其实，死亡也

可以是彩色的， 只是在东方世界里，这

样的叙述确实少见。

关于死亡， 作家史铁生生前曾说：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是一件无论

怎样耽搁都会到来的事，一个必然降临

的节日。

“在我死前，我想要……”上海市控

江中学心理教师林婧婧， 在 “面对死

亡———恩宠与勇气” 主题班会课堂上，

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结果，学生们的

“遗愿清单” 写满了一黑板：“我想周游

世界”“我想养一只小狗”“我想陪伴着

父母，听听他们和我成长的故事”……

五年前，林婧婧成为控江中学专职

心理教师， 开始探索校园里的死亡教

育。 在她看来，死亡是学生成长过程中

的一门“必修课”，是教育无法回避的话

题。“作为生命一部分，死亡赋予了生的

阶段以价值。 这块黑板如同一面镜子，

将一道光折射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与自

己的内心坦然相对， 让每个人都去反

省，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林

婧婧也会邀请学生为自己写墓志铭，一

位擅长数学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墓志

铭是一副复杂而精美的迷宫图。

越来越多年轻父母认为，死亡不再

是亲子谈话间的禁忌话题。在上海市三

灶学校，家委会组织“妈妈故事团”，用

绘本故事与孩子聊死亡。绘本讲述活动

发起者、 该校语文教师富士英说：“由

此， 孩子们对生命多了一份敬畏感，也

更懂得父母养育的不易。 ”

在国外，一些中小学生会在老师和

家长的陪伴下走进殡仪馆、临终关怀机

构，握住弥留之际老人的手，向他们表

达安慰，送上真挚的祝福。去年，一部描

绘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的动画片

《寻梦环游记》 更是向观者传递出一个

信息： 死亡可以是彩色的， 可以是温

暖———既然死亡是一个客观存在，何不

用最暖的光照亮逝者远行的路。

“回忆总是向后，生活总是向前，在

这前后的拉扯之间， 是我们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爱过的人。 ”多年后的今天，

许啸声这样与人分享。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张 鹏 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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